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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差异下同一宗教信仰的差异性 

——以西双版纳磨歇村和曼将村为例 

张天馨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本文在地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以傣族的聚居村落为案例，对处于文化与经济的中心地区以及处于文化与经济的边缘地区

的宗教信仰做一个对比性的研究，以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对磨歇村与曼将村的宗教信仰进行阐述，找出不同点，试图探讨边界与中心

地区的信仰存在的微观差异是否与地域上的差异有关。两个地域中，都存在着浓郁的宗教信仰氛围，他们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到庙房

举行某种仪式，在这种集体仪式中，承载着民众的历史记忆、共同意识与情感，作为版纳地区的傣族群体，在宏观的角度看，其宗

教仪式的形式没有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两个村落中信仰的比重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且同样的宗教仪式中在进行的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由此看来，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探讨两个村落所处的中心与边

缘这种地域的差异性是否是给宗教仪式的内容上带来了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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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其宗教信仰也显得多样且复杂，以地域

为切入点研究信仰的差异，在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化人

类学等领域中有诸多学者极为关注。由于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风

俗、社会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对于了解民俗、了解传统社会

文化风貌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历史时期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

日益受到重视。张伟然 1、蓝勇 2、张晓红 3 等人已对湖南、湖北、

陕西、云南、浙江、福建等省区的民间信仰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

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民间信仰与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美等

国的学者在此方面也有深入探讨。而本文利用地域的差异性，从宗

教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融中探究其宗教信仰的差异性。 

磨歇村与曼将村都是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傣族聚居村

落，在其村落内部对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宗教都有着悠久的信仰

历史。在区域分布上，磨憨村位于西双版纳与老挝的交界处，距西

双版纳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较远；而曼将村位于西双版纳的勐罕镇，

与西双版纳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在距离上较近，且傣族园自身便是一

个呈现傣族文化的经济开发旅游区域，两个地方随着社会的变迁与

历史的发展，其宗教信仰的呈现也随着与外界的交往与互动的频率

而发生一定的改变。 

一、 磨歇村与曼将村的地理差异 
（一）磨歇村地点概况 

地处边陲的西双版纳勐腊县磨歇村，是尚勇自然保护区内典型

的傣族村落，其文化信仰体系包含了民间信仰以及南传上座部的宗

教信仰。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磨歇村小组隶属于磨憨镇尚冈村委会，

属于半山区。位于尚勇镇西北边，距离尚冈村委会所在地 7 公里，

距离磨憨镇政府 13 公里。全村国土面积 2.36 平方公里，海拔 720

米，年平均气温 21℃，年降水量 1600 毫米，适宜种植粮食、茶叶、

橡胶、香蕉等农作物。有耕地 1209.45 亩，其中人均耕地 2.45 亩；

有林地 2292.91 亩(茶叶 920.19 亩,水果 22 亩，橡胶 1350.72 亩)。4 

 其次，在人口组成情况上，磨歇村小组有业户籍 104 户口 557

人， 劳动力 321 人，外出务工 15 人，主要为傣族。有建档立卡户

5 户 19 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 84 人，其中小学阶段 58 人，

初中 26 人。高中 8 人、中专及以上 12 人。低保户 3 户 8 人，五保

户 2 人， 

残疾 17 人。其中，磨歇村小组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 户 19 人，

致贫原因构成：缺技术 1 户 4 人，占建档立卡人口 21.05%；缺劳力

2 户 7 人，占建档立卡人口 36.84%；缺土地 2 户 8 人，占建档立卡

户人口 42.11%。至 2018 年底实现稳定脱贫 5 户 19 人。5 

此外，磨歇村小组主要产业有橡胶、茶叶、水稻、玉米及冬季

作下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一是提质增效传统产业。加大传统产

业提质增效力度，依靠科技改良橡胶、茶叶等传统产业的种植方法，

增加单产，达到增产提效目标。二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技术。通过割

胶技术、茶叶管护等各种培训，提高劳动者技术，为科学农作物管

理提供技术保障。对具有掌握一定技能能力的人群开展电焊、挖机

等技术培训。三是大力发展冬季作物。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因

地制宜引导群众积极种植无筋豆、辣椒、南瓜等冬季作物，增加群

众收入。6 

最后，在公共设施及社会保障方面，磨歇村小组实现“五通”，

即：通路，入村路为沥青路且危险路段有防护措施；通水，有安全

足量人畜饮用自来水；通电，通 380 伏以上动力电；通电话和网络

宽带，移动电话信号全覆盖，宽带网络已接通；通广播电视，广播

电视覆盖 100%。2018 年户建档立卡 5 户 19 人实现 100%参加医疗

保险和大病保险；符合参加养老保险条件人员 100%参加养老保险。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达 100%，无因贫困失学人员。

低保户、残疾人，均按照政策享受政府救助。磨歇村小组距离村委

会卫生室 7 公里，通向村委会道路为沥青路面，村卫生室达标，交

通便利。7 

（二）曼将村地点概况 

双脚刚踏入西双版纳，便能从景洪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旅游中

介的口中听到“傣族园”三个字。在景洪告庄的路边一站，便时不

时的会有拉客的司机走过来，或者将车停到路边问：“去傣族园吗？

我带你过去咯。”傣族园，已经成为西双版纳的一个旅游标签。 

傣族园坐落在西双版纳勐罕镇橄榄坝，景区内内共由曼降村、

曼春满村、曼戛村、曼乍村以及曼听村五个村落组成，园内有千年

沉淀的民俗风情、美丽的亚热带庭院景观、浓厚的佛教文化，是西

双版纳唯一集中展示傣族历史、文化、宗教、建筑、习俗、服饰、

饮食等的民俗生态旅游景区。园内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寨心，寨心

旁边分布着村委会以及村民活动广场。其中，曼降村是傣族园大门

进来的第一个村落。 

自傣族园建成以来，每到节假日，傣族园民俗旅游景区便会迎

来一批批的游客。在这种经济开发的作用下，景区内的傣族居民与

外界的游客接触来往日益增多，且有许多文化他者介入傣族居民的

生活与之一起做生意。傣族园内的居民经济来源也由以前原始的农

业生产逐渐演变为现如今的服务行业。几乎每家每户都做起了农家

乐、民宿，同时，务农的村民也会将自家种植的水果自主生产，或

直接批售新鲜热带水果，或制作为果干进行批售。每日外来的游客

有外省的汉族人，也有本省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游客；除此之外这里

也吸引了许多外来的人在此地安家落户，与当地人合作共生。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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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降村给游客摄影的摄影师。据村民波空论介绍：“他是汉族人，

他在村门口那边租了一个房子，在这里呆了十几年了，他听得懂我

们讲的话，我们也能听得懂他讲的话。”再比如村民岩罕家中，因

为农家乐要为游客做冰百香果茶，便给村门外小卖部的老板打电话

叫他送进来几袋冰块。因为对方不是傣族人，是汉族人，因此岩罕

的妻子玉康罕打电话时没有讲傣语，而是用的云南方言。玉康罕讲：

“有好多汉族人都在我们这边做生意啊、居住啊。” 

社会人类学家通过利用高度抽象的“社会”这一概念来代表包

罗万象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较小的、具体的群体和单位

可得以分析。8 在傣族园经济要素的促成下，曼降村傣族原著的居

民与游客以及外来的生意伙伴形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在这里，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员与本土的傣族居民共同构建的

多元社会中，形成了具有巨大的文化差异性的格局。 

在曼将村，几乎每个村民家中都开了农家乐、果干铺，依靠旅

游开发背景下的服务业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正如研究者对于西双

版纳傣族园的家庭化生产的小企业旅游如何影响家庭的问题进行

研究中所提：“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傣家乐’经营户普遍选择三代

家庭的团结协作而不是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分散经营。其家庭化生

产是建立在小农家庭基础上，高度依赖辅助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的

一种劳动组织形式。”9 比如曼将村村民岩罕与玉康罕夫妻两人在自

家开的“纳亮金湾傣香客栈”，平时由玉康罕的姐姐和岩罕夫妻两

个人做饭、招待客人，玉康罕的母亲在上午就去村口招揽客人，然

后回来帮忙。玉康罕的父亲在村子里的沙场打工，有时沙场不忙、

农家乐客人多的时候，他也会回来帮忙。除此之外，他们还有自己

的柚子树，种植柚子，卖给商人或者在自家农家乐中摆摊进行售卖。 

二、 磨憨村与曼将村原始宗教的差异 
（一）磨憨村原始宗教的信仰 

西双版纳磨歇村傣族村的民间信仰来自于对自然与祖先的崇

拜。首先，民间信仰几乎与人的思维活动同样古老，当人的思维活

动开始的时候，就伴随着村民们对自然的恐惧、敬畏和适应的过程，

生长了了最早的万物崇拜，比如村寨的将军神。其次，傣族村民崇

拜自己祖先的灵魂，因此，认为后代也应该崇拜自己祖先的灵魂，

比如村寨的勐神、寨神以及盐井神等。当然，无论是对自然的崇拜

还是对祖先的崇拜，它们之间都是不可分割来看的，都是相互影响

的。在磨歇村，对于原始宗教仪式的举行，一般都有对应的神灵崇

拜。在磨歇村，村民对于原始宗教的祭祀对象主要是对勐神、盐井

神、寨神与寨心、以及家神的崇拜，除此之外还有对自然农耕保护

的将军神的祭拜。针对这些崇拜对象，磨歇村每年都有对应的时间，

以村寨为单位对神灵举行祭拜仪式。 

在磨歇村的民间信仰中，村民们普遍认为最有权威的是勐神，

问及原因时，村民说这是老人传下来的。通过每个祭司的描述的，

可以看到村寨民间信仰是神灵是这样排位的：“丢布拉勐-丢布拉磨

-丢布拉曼-丢布拉很-达勒达洞。”除了以村寨为单位的，每年举行

一次的各种祭拜仪式之外，村子里有关原始宗教还有许多以家庭为

单位的小仪式的举行。关于磨歇村对每个神的祭拜仪式中的祭祀对

象，专门找祭司做了访谈。 

首先，磨歇村有每年一次的勐神祭拜，祭拜场所在村子的山林

中，祭拜的象征物是一棵树。村民对勐神的祭拜主要是对他的尊敬，

祈求他能够保佑磨歇村的子子孙孙在这片土地上平安幸福。 

其次，每年一次的盐井神的祭祀仪式，也是十分盛大的，全村

的男人都要参与祭祀仪式。而盐井神的祭司象征物，也在勐神祭司

的那片山林中，以一颗树作为祭司对象。据盐井神祭司的描述：“之

前法国人在这里把树砍了。后来版纳的人盐巴厂的厂长（已经死了）

找这个树，丢布拉磨像拴线一样，叫魂一样把神叫到这棵树上来。”

可以看到，在磨歇村傣族村民的眼中，认为万物有灵，祭祀的时候

要有祭祀对象，便将盐井神的“魂”叫到一颗自然界的大树上面来，

以此为祭祀的象征物。 

此外，还有每年一次的寨神祭祀活动。据村民说，村子里的山

林中也有“寨神的树”，而平时过节时也要去祭拜寨心，寨心位于

这个寨子的中心，祭拜寨心的时候也是寨神祭司进行主持，结束后

要清扫寨心。波案万描述到：“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的时候都

要去寨心那里去拜，现在两个寨神祭司都要在寨心那里进行打扫。

以前的时候，勐神他们也要去打扫，但是现在他们的事情比较多，

就不去打扫了。寨心祭拜的时候，佛爷们不用在，村民们在那里就

可以了。” 

（二）曼将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 

曼将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较磨歇村而言，并非受到村民的高度

重视。受现代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原始宗教在曼将村村民的生

活与经济生产活动中影响微乎其微。在对原始宗教的仪式中，也有

南传上座部宗教成员参与。 

曼将村中对于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主要是寨神、勐神以及家

神。此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小仪式由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波章主持。 

笔者在田野期间参与观察了曼将村一户村民家的驱鬼仪式，并

将其记录下来。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曼将村的村民家里出现了一些

不好的情况，或者村民要外出，也会请波占诵经，进行驱鬼或祈福。

比如村民要外出游玩几天，要拿 12 根蜡条和钱让波占到寺庙里进

行祈福，祈求路途平安。康南罕说：“这是我们的民俗，是老一辈

传下来的，也代表我们傣族的文化，从古至今都这么做，到我们这

一辈流失了不好。”再比如，曼将村有一户人家房顶上有蜂窝，康

南罕说：“请佛爷看过，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因此要把蜂窝取下

来进行驱鬼仪式，把不好的事情送走。我们这边有什么事情，都会

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你们讲的‘预兆’，比如公鸡在凌晨三、四点

钟打鸣了，或者家里的米缸有老鼠这样的。”康南罕下午被这家村

民请到家中做驱鬼仪式，他坐在板凳上拿着佛经找到对应的驱鬼仪

式的经文，开始念诵。而家中的主人（由年长的男性代表）对他跪

拜，并在准备好的仪式道具上面点燃蜡条。念诵完经文后，康南罕

拿着这家人为他准备好的蜂蜜水，用枝条在房子的各个角落洒水。

完成洒水后，送鬼就结束了。仪式结束后，都比罕佛爷也被村民从

庙堂请过来，以及康南罕、寨神祭祀、村子里老年组组长和老年组

几个长老被留在家中吃饭。 

三、磨歇村与曼将村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 
作为全民信仰佛教的傣族人民来说，对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

仰在磨歇村与曼将村中也是必不可缺的宗教信仰。但是通过田野观

察可以看到，较磨歇村而言，佛教的信仰对于曼将村的村民生活与

经济生产影响更大。笔者以两个村落关门节中的过赕仪式为例，对

于两个村落在南传上座部信仰仪式中存在的差异进行探讨。 

（一）磨歇村过赕仪式诵经过程 

在过赕之前，要对过赕要用的食物与物品进行准备，由于要研

究的目的是探究在仪式过程中的差异，因此对于前期准备阶段的工

作笔者不再进行赘述。在第一天，将准备事项做完之后，第二天一

早进入寺庙，里面摆了 9 桌饭菜。村子里有负责牵线的老人（当地

人叫他长老）将白线拴在连结佛像旁边的栅栏上面，然后搭过花篮，

再绕过通天帆，然后再搭在食物上面。他们说，这是用来连接祖先

的线。等人都到了，大家开始赕佛。先去佛像面前上供，点燃蜡条

许愿。然后大家就席，开始赕佛念经。一开始，勐神祭祀开始念经

文，然后佛爷开始念经，大家也跟着一起念。在这个时候，会有一

个波赞（当过大佛爷，然后还俗的人）面向大佛爷给佛爷献上去，

然后面向众人点蜡烛。这一阶段完毕了以后大家开始点蜡烛，点了

蜡烛后佛爷开始念经，（用芭蕉扇把脸挡住念经），等地上的蜡条快

燃完了，用手将它扇灭。波赞也会面向众人念经。波赞旁边是勐神、

盐井神、寨神的祭司。再等佛爷念完经，大家用一杯清水，举过头

顶祭拜以后将水倒入寺庙四角其中一个角落（就近）的水槽中，然

后拜完佛，赕佛过程完毕。此外，通过对波砍叫的采访，可以知道

在过赕这天，村子里的祭司不仅是代表个人去参与过赕，并且还要

请来勐神、盐井神与寨神共同参加过赕。 

（二）曼将村过赕仪式诵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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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傣族村民介绍，傣族关门节期间，每七天要过一次和尚节。

除此之外，还有老人参加的滴水、赕香等过赕仪式。曼将村傣族的

过赕仪式，是由村民集体参加的仪式。在集体仪式中，佛爷主持诵

读佛经，波占作为民间与佛祖的连接桥梁，进行主经。每个社会身

份不同的人，在过赕仪式中都会根据仪式或发生改变。 

比如，在滴水过赕仪式中，主要由曼将村曼将佛寺的主持都比

罕、曼将村的波占进行主经，其中还有老年组的村民代表全村村民

守着烛台敲锣、燃香。 

首先，在过赕仪式中，都比罕是主要的念经者（如图 6-1），在

念经之前，他要在鼓楼敲钟，相当于宣布仪式开始。然后回到庙堂

中进行主经。都比罕是曼将村曼将佛寺的主持，据都比罕说，他 1990

年 2 月份来到曼将佛寺开始做佛爷，一直做到现在，他在曼将佛寺

中“就像每个村子的村长一样，每个佛寺里面都有一个主持，管理

寺庙。”都比罕如此解释自己在寺庙中的身份。康南罕此前讲到寺

庙的主持时，是这样描述的：“他们在我们村子的寺庙中主持、管

理，替佛陀给人们（村民）传达一些事情，死后他的灵魂就永远留

在庙堂里保佑大家，就成佛了，我们都要祭拜的。” 

其次，波占在过赕仪式中，波占象征着村民与佛之间的传达者

（如图 6-2），像是一个传播中介。他有一个由上一任波占流传下来

的经文本，里面记载了佛陀的各种事务以及训诫。他在都比罕念完

经文后开始向佛祖传达村民的敬意，比如，据康南罕介绍，如果村

民谁家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佛祖或者求佛祖，就可以告诉他，他会在

念经的时候传达给佛祖。 

最后，敲锣与燃香的村民，在波占念完一段经文后就敲几下锣，

以示接收到了佛祖的训诫。其他村民带来的蜡条，会放在烛台一旁，

被这几位老年人拿起来不停的点燃，直到把村民奉上来的蜡条全部

燃完为止。至此，整个和尚节过赕仪式中，每个人都在仪式中有不

同的分工，普通村民与佛祖之间的连结也构成了一个宗教场域。 

由此可见，在南传上座部信仰的过赕仪式中，曼将村的仪式更

为宏伟壮观，并且在仪式举行过程中还有许多游客进行参观，诵经

时佛爷也坐在高高的“龛”当中，在领读过后才回到众人对面的座

位就做。而磨歇村的佛爷在诵经的全程都是坐在众人对面的位置。

此外，在磨歇村，存在于原始宗教的神灵也会被祭司请来共同参与

过赕仪式，而在曼将村，并没有原始宗教的神灵参与其中。 

结 语 
通过对比曼将村与磨歇村的村落地理差异、原始宗教信仰的差

异以及南传上座部信仰的差异，可以看出，由于曼将村与磨歇村在

地域上的差异，导致其村落与外界在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产生了差

异，进而对其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各地的地域文化和

社会环境不同，村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导致其信仰文化的观念产生

了不同。 

因此，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文化地域性特

征，由于曼将村距离文化的中心较近，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信仰之一

的因此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使得傣族园的曼将村将宗教文化作

为园内的文化发展之一。在过赕仪式中，仪式本身对于村落内部的

村民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对于对外界的游客来说也具有一

定的参观意义。而对于磨歇村这种更加具有原始生态的环境原始村

落而言，原始宗教神灵的供奉是他们在世俗文化生活的支柱，对于

村民的社会整体秩序以及家庭的生活秩序来说至关重要。 

当然，对于宗教信仰的差异性研究，还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化地

域的视野内，还需要用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来考虑其历史的发展与变

迁，要对案例村落进行更为丰富与详细的田野考察，最终再探讨其

宗教信仰存在差异性的多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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