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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侗族人民千百年来，一直从事侗布的染制。该文对湖南通道的侗布染制进行了详细的民族植物学研

究，发现侗布的染制工艺繁杂，不同的人所用的植物有较大差异。侗布染制共涉及野生及栽培植物１６种，分

属１４科１６属。这些植物都有一定的药用功效，有些植物在染布中属首次报道。侗布染制的民族植物学知识

在各个村寨流失严重，需要加强挖掘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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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拥有独特文化艺术的古

老民族，总人口３００多万。主要分布在湘、桂、黔三

省的交界地区，鄂西南也有少量分布。作为古越人

的后裔，在长期的农耕生产劳动中，侗族人民创造了

历史悠久、别具风格的织布技艺。他们将粗纱或细

纱织好的棉布经过反复洗、染、浆、晒、槌打、蒸煮做

成青、蓝、紫等各色侗布，并用其制作出独具民族特

色的各式服装。
侗布是侗族人使用最广、使用年代久远体现侗

族特色的一种纺织品。我国历代典籍上对于侗族先

民制造的棉 织 品 多 有 夸 赞，唐 朝 李 延 寿《北 史·僚

传》载：“僚人能为细布，色致鲜净”，反映了当时侗族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１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２００９ＦＪ２００８）；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项目（ＨＨＵＷ２０１０－６７）；湖南省重点学科项目）［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０９ＦＪ２００８）；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ｐｅ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ＨＵＷ２０１０－６７）；Ｋｅ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作者简介：刘光华（１９７２－），男，重庆石柱人，硕士，讲师，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ｌｉｕ＠１２６．ｃｏｍ。

＊ 通讯作者：佘朝文，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药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ｃｈａｏｗｅｎ＠ｔｏｍ．ｃｏｍ。



先民的纺织技术和染色技艺；清代胡奉衡《黎平竹枝

词》有“松火夜偕诸女伴，纺成峒布纳官输”的诗句，
可知当时纺织不仅为自己穿用，而且还是交纳关税

的必需品；邑人张应诏在《诸葛锦诗》中赞曰“苎幅参

文绣，花枝织朵匀。蛮乡椎髻女，亦有巧手人”，高度

称赞侗布的精美和侗家织女的聪慧。由于侗布做工

精致、织造工序繁多，侗族人民视“侗布”为珍品，用

来制作青年男女的盛装、头帕、背扇、绑腿等，并作为

馈赠亲友的礼品。在清代，侗族妇女自纺自织的侗

布享有盛名，并成为皇家贡品。

１　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１．１研究地点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怀化市南端，东邻

邵阳市的绥宁、城步县，西邻贵州黎平县，北靠怀化

市靖州县，南接广西的龙胜、三江县，处湘、黔、桂三

省六县交界之地。地 理 位 置 为１０９°２５′５３″～１１０°０′
５０″Ｅ，２５°５２′０″～２６°２９′２０″Ｎ，面积２　２３９ｋｍ２（林春

松，２００５）。这里少数民族居多，其中侗族占总人口

的７８．３％，是 湖 南 最 早 成 立 的 以 侗 族 为 主 体，侗、
汉、苗、瑶等多民族和睦共处的自治县。在广泛调查

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侗寨距离市场的远近、交通的便

利情况、汉化程度等因素，选取侗族文化、生态环境

保护较好的坪坦乡阳烂、高团、高步等５个自然村作

为调查地点。这些调查点绝大多数人用侗语进行交

流，并且保留着大量的传统侗族文化习俗，非常适合

进行民族植物学的调查研究。

１．２研究方法

运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

础上结合民间调查、凭证标本采集与鉴定，使用半结

构式调查法、关键人物访谈法、参与式法（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简 称ＰＲＡ）等 工 作 手 段。在

实际调查和访谈中，注重“５Ｗ＋１Ｈ法”的运用。通

过采集、记录和照相等全面收集相关的第一手资料。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侗布有青、蓝、紫红等颜色，其中蓝色的 侗 布 染

制相对简单，只需用“傍嗯”（侗语汉音）染色。而青、
紫红等色需在蓝色侗布上再用其他的染液，紫红色

的侗布需用“梁”（侗语汉音）；青而带红的侗布需用

柿 子 皮、朱 砂 根 块 等 制 成 的 染 液 浸 染（冯 洁 等，

２００８）。在通道，紫红色侗布非常普遍，是侗布的主

要成品。紫红色侗布做工复杂、考究，侗族人非常喜

爱，并将它称为“龙袍布或龙皮布”，现以其为代表介

绍侗布的染制步骤：白棉布制作→“傍嗯”初染３ｄ→
上牛皮胶一次→“傍嗯”染２～３ｄ→“梁”复染３次→
上牛皮胶２次→“傍嗯”再染３ｄ→捶打→蒸煮→晾

干→侗布成品。

２．１白棉布制作

侗族人将收获的棉花通过晒干，去皮脱籽，取得

纯净的棉花；用弹杆弹花至蓬松、均匀后，搓成长条，
用纺车将棉条上的棉花随着线锭子加捻成棉线。为

减少断裂，纺好的棉线经浆纱、晒干后用传统的织布

机，织成宽约０．４ｍ、长２０ｍ的白棉布。

２．２染料的制备

２．２．１“登”的 制 作　将 蓼 蓝（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
ｕｍ）或 板 蓝（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ｓｉａ）紧 压 入 大 桶 中

加水浸 泡，经 过 约３ｄ时 间（气 温 低 则 时 间 相 对 延

长）让其自然充分腐化。然后将未烂的枝叶捞干净，
加入石灰（每２００Ｌ的大桶需约０．２５ｋｇ）搅拌，静止

１ｄ后倒去 上 层 清 水，得 到 亮 蓝 色 的 泥 状 沉 淀 物 染

料———蓝靛，侗语称之为“登”。

２．２．２“傍嗯”染液制作（以配制约２００Ｌ为例）　在

制作各色侗布时，首先需要“傍嗯”将白棉布染成蓝

色。制作“傍嗯”染液植物共７种（表１）。各个调查

点和个人在使用这些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上有较大的

差异。
制作“傍 嗯”染 液 的 植 物 材 料 除 虎 杖（Ｒｅｙ－

ｎｏｕｔ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以 外，其 他 植 物 在 种 类 和 数 量 上

完全根据个人经验添加。这些植物材料加上制好的

蓝靛２．５ｋｇ，米酒和纯碱各约１ｋｇ混匀后，经过约

一周的搅拌和自然“发酵”，染液便制成了，这种染液

侗语称之为“傍嗯”。制好的染液搅拌后呈土黄至棕

黄色；有自然的香味飘出。如果尝味，微涩为正常。
制好的“傍嗯”染液通过反复的染布，染液的染

色能力会下降，这时需每天染布后约在下午１６：００，
每２００Ｌ染液中加入蓝靛约１ｋｇ、米酒０．２５ｋｇ（纯

白酒约０．１５ｋｇ）搅拌后盖好，约１０ｈ后染料“发酵”
成熟，染液的染色能力得到恢复。蓝靛需每天加入，
而酒可适当隔天加入。恢复染色能力后的染液表面

呈深蓝色，搅拌则呈土黄色，边上出现有亮蓝泡沫，
具涩味。染液通 过 反 复 以 上 的 添 加，可 持 续 染 布１
个多月，约染５ｋｇ白棉布或纺线。

２．２．３“梁（多梁、侗梁）”染液的制作　“傍嗯”染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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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布初染 成 蓝 色 的 侗 布 后，继 续 用“梁（多 梁、侗

梁）”染液进一步可将其染成紫红色。“梁（多梁、侗

梁）”染液所用植物共有４种（表２）。

　　将表２的植物材料单独选取一种，也可选取几

种混在一起 制 作 染 液；如 有 薯 莨（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ｃｉｒｒｈｏ－
ｓａ）加入制成的染液，则染色效果最好。在植物的用

量中，如果单独加入，需加入容量的一半体积以上；
如果是混合加入，则适当减量。当然加入的量多，染
液的染色效果相对则更好一些。将上面备好的植物

材料放入大锅中，加入清水和０．３５ｋｇ纯碱，经过约

１０ｈ的 煎 煮，过 滤 得 到 的 染 液，侗 语 称 之 为“梁”、
“多梁”或“侗梁”。

表１　制作“傍嗯”染液所用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Ｂａｎｇ　Ｅｎ”

植物侗名
Ｄｏｎｇ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植物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大约用量
Ａｍｏｕｎｔ（ｋｇ）

添加方法
Ａｄｄ　ｍｅｔｈｏｄ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ｓ

备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凶安 虎杖 ０．２５ 切成小片 根 野生植物

登英荽 薄叶新耳草 ０．２５ 粉碎成小段 植物全株 野生植物

登英伟 地稔 ０．２５ 粉碎成小段 植物全株 野生植物

报藕 稻草梗 ０．２５ 粉碎成小段 茎、叶 野生植物

酒扭 鸡眼草 ０．１５ 粉碎成小段 植物全株 野生植物

坝奔 鸭跖草 ０．１５ 粉碎成小段 植物全株 野生植物

登杨梅 杨梅 ０．５０ 打碎成粉 树皮 栽培植物

表２　制作“梁（多梁、侗梁）”染液所用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植物侗名
Ｄｏｎｇ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植物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大约用量
Ａｍｏｕｎｔ

添加方法
Ａｄｄ　ｍｅｔｈｏｄ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ｓ

备 注
Ｒｅｍａｒｋｓ

闹 薯莨 占总容量的一半 切成片状 块茎 野生植物

梁样（梁瓜） 狭叶润楠 ２．５ｋｇ 切成小段 树皮 野生植物

凶安 虎杖 １．０ｋｇ 切成小片 根 野生植物

桑学已母 檫木 ２．５ｋｇ 切成小段 树皮 野生植物或栽培植物

２．３染色

２．３．１“傍嗯”初染　在农历六月六至农历九、十月

是他们认为染布的最佳时节。每天在上午８：００左

右将需要染色的湿白棉布一层层浸到“傍嗯”染液中

轻轻震荡，浸泡０．５～１ｈ后将染 布 从 染 液 中 取 出，

一层一层折叠挂在染料桶的木架上，约１ｈ后，待染

布上的染液差不多滴干了，又将染布浸入染液中，此
时，只需将染布浸透就立即把染布放在木架上滤干，

待约１ｈ后，染液差不多滴干了，又将染布进行相同

的循环。这种反复的过程大约要进行８个循环，到

约１７：００左右结束，这时需将染布拿到河边用清水

轻轻震荡，洗去表面未附着牢固的色素。一定不要

用揉搓的方法清洗。当清洗至水的颜色不发生多大

变化时，将清洗干净的染布平整地挂在长木杆上晾

干。第二天，将晾干的染布重复前一天的工序，如此

染色３ｄ。

通过反复的浸染，染液中以吲哚酚为主要成分

的隐色体在空气氧化下形成不溶性的靛蓝而染在织

物上。由于隐色体对纤维的亲和力较低，所以不能

一次染成深蓝色（张宁等，２００８）。在制作中需要将

布反复浸染。

２．３．２“梁”的复染及“傍嗯”的再染　将待染的布按

每匹（长２０ｍ、宽０．４ｍ的棉布）约３ｋｇ的染液量

进行一段一 段 浸 染，染 完 后 直 接 晾 干。如 此 染 色３
次后，将晾干的布匹放在垫有枫香枝叶的木桶内蒸，

待有蒸汽后 持 续 约２０ｍｉｎ，将 布 直 接 取 出 晾 干，这

样“梁”染的整个过程结束。通过“梁”染后，一般还

须在“傍嗯”中如初染一样再染三天，以期达到理想

的色泽。以上各染色的次数和时间，可根据染色的

效果灵活调整。

２．３．３上牛皮胶　上 牛 皮 胶 要 掌 握 牛 皮 膏 的 用 量，

一般对于长２０ｍ、宽０．４ｍ的棉布用０．１ｋｇ牛皮

膏，用大约８ｋｇ水煎煮，待牛皮膏完全溶化后，将染

布一段段浸入吸收，然后拿去摊开直接晾干。上牛

皮胶一般三次，这样就给经初染、复染、再染的布匹

上了一层粘胶，形成初色皮、深色皮和成色皮。经过

胶质的填充，侗布变得硬挺结实，颜色也更加稳定。

２．４捶打

在各个染色阶段完成后，选取一块干净平整的

青石板，在青石板上用旧衣服或塑料纸等隔开。将

２１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布段放在上面，用两端粗大长约１．５ｍ的棒杵或木

槌子将布 料 反 复 捶 打 约２０ｍｉｎ，将 布 面 的 绒 毛 打

平。有的在捶打前，还要浸上蛋清，以使织物表面呈

现出光滑如漆的效果。

２．５蒸煮晾干

染 好 色 的 侗 布 需 经 过 蒸 煮 使 染 料 附 着 均 匀 牢

固。首先在木制甑子的底部垫上溪畔杜鹃（Ｒｈｏｄｏ－
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ｉｖｕｌａｒｅ）、稻草梗和几个大辣椒，并喷几口

米酒，然后将 待 蒸 的 布 匹 用 旧 侗 布 包 好，放 入 甑 子

中，在上面放上一把剪刀压着（据老人讲用剪刀是防

止鬼来问，从而影响蒸布的效果。现在有很多人也

不用剪刀），最后盖上甑子盖。当有蒸汽后，持续蒸

布４ｈ，再将布匹上下倒转一次，再蒸４ｈ，使侗布受

热均匀。蒸完后，取出布段，打开直接晾干，这就是

成品侗布了。
在染制侗布的整个过程中，她们常常忌讳遇见

孕妇，更不会与其打招呼，以避免纺纱、制染料、染色

等出现问题，也许是忌讳染制时分心而做不好侗布

罢了。由此 可 见 侗 布 染 制 是 需 要 十 分 专 心 和 耐 心

的。传统染色后的侗布是不能用洗衣粉等洗涤用品

洗涤的。如需洗涤，只用清水，也可通过适当捶打帮

助去污。

３　染制侗布所用植物

据一些侗族老人讲，以前染制侗布所用的植物

非常多。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侗布染制活动的减

少，现在只用一些常见的植物，或者只用一些“必须”
的植物，许多染布植物逐渐被人遗忘。通过我们多

次调查，通道侗族人染制侗布所用的植物共１６种，
分属１４科１６属，大都为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在使

用中，频度有较大差异（表３）。

表３　湖南通道染制侗布植物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ｙｅ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ｃｌｏｔｈ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ｏｎｇｄａｏ　ｏｆ　Ｈｕｎａｎ

学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植物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植物侗名
Ｄｏｎｇ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ｓ

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药用功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ｍ 蓼蓝 蓝稗 茎、叶 多 解毒、解热与杀菌

Ｂａｐｈｉｃ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ｃｕｓｉａ 板蓝 兰大 茎、叶 多 治骨髓瘤、白血病等

Ｒｅｙｎｏｕｔ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虎杖 凶安 根 多 治关节酸痛、发烧、烫伤

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ｖａｒ．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 糯稻 报欧 干的茎、叶 多 补中益气，暖脾胃

Ｃａｐｓｉｃｕｍ　ａｎｎｕｕｍ 辣椒 蜡梁 干的果实 中 温中散寒，健胃消食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ｄｏｄｅｃａｎｄｒｕｍ 地稔 登英伟 全株 中 祛瘀利湿、涩肠止痢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鸡眼草 酒扭 全株 少 治感冒血尿、肺热咳嗽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鸭跖草 坝奔 全株 少 行水，清热，凉血，解毒

Ｎｅａｎｏｔｉｓ　ｈｉｒｓｕｔｅ 薄叶新耳草 登英荽 全株 中 清热解毒

Ｍｙｒｉｃａ　ｒｕｂｒａ 杨梅 登杨梅 树皮 极少 散瘀止血，生津止渴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枫香 坝羊 带叶的枝条 少 祛风除湿；疏肝活络；利水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ｃｉｒｒｈｏｓａ 薯莨 闹 块茎 多 治产后腹痛、月经不调、痢疾

Ｍａｃｈｉｌｕｓ　ｒｅｈｄｅｒｉ 狭叶润楠 梁样 树皮 少 散寒化浊、利水消肿

Ｓａｓｓａｆｒａｓ　ｔｚｕｍｕ 檫木 桑学已 树皮 中 治风湿疼痛半身不遂

Ｇｏｓｓｙｐｉｕｍ　ｈｉｒｓｕｔｕｍ 陆地棉 名 种皮毛 多 止咳平喘、活血调经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ｒｉｖｕｌａｒｅ 溪畔杜鹃 坝羊卡 叶 中 祛风湿，活血去瘀，止血

　　蓼蓝、板蓝是制作蓝靛的主要植物材料，是染制

各色侗布的基础材料，用量极大。在侗族地区有大

量栽培的蓼蓝、板蓝，能源源不断地提供人们染布所

需。制作复染液“梁”时常需加入野生植物薯莨，文

献记载“薯 莨 產 閩 廣 諸 山，土 人 挖 取 其 根 煮 汁 染 網

罾，入水 不 濡。留 根 在 山，生 生 不 息。漁 人 以 染 罛

罾，使苧麻爽勁，既利水又耐鹼潮，不易腐”（吴其濬，
清）。由此可见，薯莨很早就作为染料植物使用，并

且能使被染物的理化性质得到很好改善。野生薯莨

由于染色效果好，在侗布染制地区需求量很大，侗族

人们特别注重保护，她们从不“涸泽而渔”，在采集薯

莨地下根的一部分后，常常自觉地将土填好，并利用

其营养繁殖的特性将薯莨根的一部分栽种在其它地

方扩大其种群。在我们调查的地区，有些人还用狭

叶润楠、檫木 等 作 为 薯 莨 的 替 代 品 使 用，效 果 虽 差

些，但这些行为对于野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意义重

大。在侗族地区，一些主要染制侗布的野生植物仍

然保持有较大的种群规模。
虎杖、地稔、鸡眼草、薄叶新耳草等在侗 布 染 液

制作中作为一些“辅助材料”加以使用，未见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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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报道，值得深入研究其染色作用机理。每个染制

侗布的人，在使用这些辅助材料的时候，差异极大。
首先，添加这些辅助材料的种类，每个人基本都不一

样，种类选取相对随意。其次，添加的量也仅凭个人

估计，差异也大。稻、辣椒、枫香、溪畔杜鹃主要在布

匹的蒸煮中使用。除大家常用枫香外，其他种类常

被随意增减。在染制侗布过程中，侗族人在使用植

物中相对“随意”，制作工序上有时也有一些“随意”。
这些看似随意的现象有哪些内在的科学规律可循，
需进一步研究。鸭跖草、杨梅等植物只有极个别人

用到，文献上也未见报道过。

４　结论与讨论

生物资源是早期人类生存和繁衍最直接最重要

的物质基础，人们的思想、知识、宗教、文化等社会意

识形态中无不包含着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生物

多样 性 与 文 化 多 样 性 为 互 动 共 存 关 系（裴 盛 基，

２０１１）。中国有着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文化

多样性，许多学者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做了大量的

专题研究，并进行了报道（许再富等，１９９５，２０１０；余

丽莹等，２００９；周天福等，２０１０）。侗布是侗族人民长

期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结果，凝结了侗族世代人民的

智慧和心血，承载了侗族的文化，成为侗族文化多样

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散发着它自己独特的魅力。侗

族人在婚丧嫁娶、商讨村寨大事、重要的节日、祭祀

等庆祝活动中，都特意穿上侗布制成的侗服，以此体

现出庄重严肃，抑或是喜庆活泼的气氛。侗布是侗

族人互相认同、团结及特有的民族标志之一。
侗布除了有着特有的文化价值外，还具有不可

忽视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染制侗布过程中，
始终运用天然的植物染料，对环境影响较小；而且这

些植物大都有一定的药用功效，其染制成的纯天然

环保型绿色面料在当今社会十分受人欢迎，经济价

值较高。但遗憾的是由于工业飞速发展和文化的冲

击，加上侗布染制繁杂和颜色相对单一，侗布染制的

古老生计方式渐渐被当地居民所放弃。目前，在通

道侗族地区仅有少量的老年妇女染制侗布，能详细

掌握染制侗布植物的人更少。据侗族老人讲，以前

大多数侗族的女人，从小就认识很多植物，并且知道

如何利用植物。现在的年轻一代与传统的植物学知

识渐行渐远，侗族特色文化也悄然流失，民族植物学

知识的整理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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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生物多样性），３（３）：１７４－１７９
Ｘｕ　ＺＦ（许 再 富），Ｄｕａｎ　ＱＷ（段 其 武），Ｙａｎｇ　Ｙ（杨 云），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Ｄａｉ（西双版纳傣族

热带雨林生态文化及成因的探讨）［Ｊ］．Ｇｕｉｈａｉａ（广西植物），

３０（２）：１８５－１９５
ＹＵ　ＬＹ（余丽莹），ＨＵＡＮＧ　ＢＹ（黄宝优），ＴＡＮ　ＸＭ（谭小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ｏｆ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广西两 面 针 野 生 种 质 资 源 调 查 研 究）［Ｊ］．Ｇｕｉｈａｉａ
（广西植物），２９（２）：２３３－２３６

Ｚｈｏｕ　ＴＦ（周天福），Ａｎ　ＪＣ（安 家 成），Ｌａｎ　Ｌ（兰 玲），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Ｂｉｒｄ　ｂａｓｉｎｓ”ｈｕ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ｏｆ　Ｊｉｎｘｉ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金
秀大瑶山 瑶 民“鸟 盆”狩 猎 区 鸟 类 食 物 源 植 物 及 生 态 保 育）
［Ｊ］．Ｇｕｉｈａｉａ（广西植物），３０（２）：２３３－２３６

４１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２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