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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民俗学视域下疾病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探究 
——以湖南省靖州县地笋苗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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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文学院  辽宁沈阳  110136） 

 
摘要：日常生活中的疾病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它甚至是自始至终跟

随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轨迹。疾病不仅无形的存在于我们的个体身心之

中，而且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话语和日常行为中不断得到解释和建构。

关于疾病及其化解的制约因素中，地方生态显然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并

持续地通过直接的生物环境作用和间接的通过生物环境对地方文化塑造

的方式影响着地方群体的身心健康以及对待疾病的观念，从而在特定场

域中，形成具有地方文化逻辑的特定应对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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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是在生态学与民俗学的
结合下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两者相互交叉、渗透、同时又具
有跨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特点。生态民俗学是在现代生态观念
的指导下，以生态学为基础,审视与研究民俗文化；同时结合民
俗学，考察生态环境对民俗文化的反作用，最终在人类与自然的
联系中寻求一条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之路。民俗不是人们没有目
的、没有计划而创造的，是人们并非特意释放出来的某种自然力
量的产物，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即以“合宜”的方式顺应和依存
自然。如果我们将“合宜”视为民俗生成的内在动因的话，那么
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认知、体验、以及对这一生态环境
的适应，则是民俗文化生成的生态性本原。[1] 

疾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人们的生存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不同的生态环境及其造就的文化差异对人们的健康会造成不同
影响，疾病的防治中应充分认识到地域性的生态环境要素在人们
疾患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实地调查不同的地域村落，发
现生态环境对人们健康形成干扰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即直接的
方式，如气候、生物自身等生物环境因素的影响及间接的需要一
个通过生物环境转换的过程，利用对地方文化塑造的方式如生计
方式、饮食等文化要素，从而影响地方群体的身心健康。且在疾
病的化解过程中，形成依因生态环境而形成具有地方智慧的群体
惯习，从而自发的形成了疾病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从生
态民俗学的视角透视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对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相
处及更好的利用地方文化，形成合理的地方资源具有现实意义。 

一、地笋苗寨概况 
地笋苗寨是知名的怀化古村，位于靖州县三锹乡境内。这里

古迹文化保存完整，民俗文化传承较好，除了有被誉为“原生态
多声部民族音乐活化石”的苗族歌鼟外，还有极具民族风情的玩
山会友，茶棚相亲，抢亲等习俗。地笋苗寨全寨居民 120 户、670
人，苗族和侗族人口杂居，其中苗族占总人口的 95%（2010 年
数据）。[2]现居住人口中，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占多数，年轻人多
前往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外出打工谋生，只有年节才会返回
几天。 

地里环境上，地笋苗寨位于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西部
的三锹乡，属于云贵高原支脉的九龙山麓，气候凉爽，植被覆盖
率为 98%，距离黔东南较近；自然环境上，地笋苗寨是一个天然
的“氧吧”，一眼望去“层峦叠翠”，这也说明了这里良好的生态
环境。林木茂盛，主产杉木，人们都用这种木材搭建房屋，结实
且耐腐性能强，风雨桥上的凉亭主要的支柱泡在河水中多年都不
会腐烂，及特色民居“吊脚楼”建筑，经过多年风雨的侵蚀全然
不会毁坏，结实耐用。山峦起伏，溪流纵横交错，山中动植物种
类繁多，在解放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会兼以种植水稻和打猎
为生，山上草药种类丰富，由于居住在山区，环山团团相抱，出
行不便，交通相对闭塞。所以，如有当地人患病、受伤等，多倾
向于就地取材，且寨子里的每个人都懂得一些草药知识，也有专

门研究药书的草医以及治疗蛇虫、蜈蚣等咬伤的老医生。此外，
这里还堪称是野生动植物生长的“王国”，多有摄影爱好者和绘
画写生的人们经过长途跋涉来此地一览风光，寻求艺术创作的灵
感。 

二、地笋苗寨常见疾病及其与生态、文化的关联性 
苗寨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包括风湿病、腰椎间盘突出、胃

炎以及平时比较多见的外伤和蛇咬伤等，外伤主要是和这里的生
计方式有关，这里属于丘陵地带，周围群山环绕，且平时食用的
蔬菜、粗粮，比如红薯、辣椒、玉米等都种植在山坡上，无论是
进行浇水、除草还是采摘，都要爬上山坡才可以，而且这里的人
习惯用肩挑担子的方式来回运输，这样经常造成意外的滑倒、摔
伤，且人们还经常去更高处采集药材以及抓蛇来卖，所以摔伤、
动物咬伤很是常见。 

“这里得风湿病的很多，突然间热乎乎，突然间被雨淋湿，
衣服透汗，要坚持干活，只能捂干；脚痛的很多，一般走长路，
去冷水里泡泡就会感觉很舒服，以前赶集去大堡子、坳上和贵州
的花桥，一走就几十里，没鞋，没袜子，穿草鞋，走热了，突然
间进冷水里一泡，就出风湿了。”[3]这是村民对于风湿病成因的解
释，这位村民曾在医疗合作社时期做过赤脚医生，所以他的解释
有一定的逻辑性，而多数村民，大多都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导致的，
十分苦恼。地笋苗寨寨子的规模较小，所以大事小情都要去三锹
乡或靖州县城，在过去县城也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赶集只好
选择走着前往贵州边界的地方，当时这种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背
景，也对人们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现在寨子里大多数人
仍然是以务农为生，且处于南方的地理空间，夏季降雨较多，农
忙干活时，忽然下上一小阵雨，淋湿衣服而坚持继续劳作，是常
有的事，长此以往，这种生计方式也对人们身体产生了影响；对
于腰椎间盘突出这种疾病，“一般在农村里就是劳累过度，引起
腰椎间盘突出，叫做骨质增生，实际上没有骨质增生这个病。主
要是挑重担，农村的挑水、挑东西、扛柴，要挑粮食，挑稻谷，
把粮食挑回家。没有车的地方只能肩挑，还是和体力劳动有关系。
这个一般就是要保养，轻体的劳动可以，重体劳动就不行了。”[4]

说明这种疾病与人们的劳作模式和劳作方式是戚戚相关的，山坡
上的庄稼浇水要靠肩膀挑担、施肥需要挑担、成熟的作物收成时
需要挑担……。总之，各种各样的劳作都依赖与一双臂膀，受地
理环境的限制，除了水稻外，各种作物只能种在山坡，而汽车不
可能开上陡坡，常年过度的劳累，身体患上腰椎间盘突出、肩周
炎等是无疑的；而对于胃炎、肠炎等的发作，归根结底多是与当
地炎热的自然气候和自然环境相关。据观察，这里山上多山泉，
水带着从山坡留下，虽然看着清凉，但是里面多有一些细沙和细
菌，而天气炎热，赶路路过山泉水，自然是渴望痛饮一碗，在沁
人心脾的同时，疾病也正悄悄来临，这在调查中隔上一段路的距
离就会看见人们为了保存住山泉水而专门砖砌成槽以便储存，并
在旁边放着喝水的大口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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