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13 日，基诺山基诺族乡一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基诺族传统村寨。 受访者供图

2021 年 12 月 13 日，学生在基诺山基诺族乡民族小学上音乐课。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2021 年 12 月 12 日，基诺族村民周晓婷（左）直播推销家乡的茶叶。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基诺族村民采茶的场景。 受访者供图

在水井中取水的基诺族少女。 受访者供图

1984 年，基诺族历史上第一次商品交易会。 受访者供图

基诺族传统农耕方式。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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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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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赵宝巾

“为各类师大优秀毕业生提供就业

岗 位 1500 个 ”—— 这 是 甘 肃 省 临 夏 回

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郭鹤立在第二批西北

师范大学毕业生临夏行活动见面会上，

向广大优秀学子发出的邀约。“真诚邀

请师大学子走进美丽临夏、扎根这片热

土，在推动临夏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中施展个人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绽放

青春风采。”郭鹤立说。

前不久，西北师大第二批 272 名本

硕博毕业生深入临夏各地走访调研，实

地了解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才需求政

策。此前，该校首批 102 名毕业生前往

临夏州实地考察调研，已有 86 名毕业

生与当地相关单位签订就业意向协议。

本批赴临夏考察的毕业生来自该校

历史文化学院、传媒学院、教育技术学

院、旅游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美

术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8 个

学 院 35 个 专 业 。 大 家 在 调 研 过 程 中 ，

感受着临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开

启建设幸福美好新临夏的光明前景。

“要动员广大毕业生把个人成长与

民族复兴伟业紧密联系起来，珍惜难得

机遇，投身创业沃土，用个人所学和专

业所长服务临夏高质量发展，展现新时

代 青 年 学 子 的 使 命 担 当 和 精 神 风 貌 。”

西北师大党委书记张俊宗陪着毕业生一

起考察，并向毕业生发出扎根临夏奉献

青春的倡议。

考察期间，毕业生先后深入永靖刘

家峡恐龙博物馆、永靖县融媒体中心、

临夏中荷国际鲜花港、临夏树莓基地、

临夏州博物馆、和政县古动物化石博物

馆 等 地 ， 了 解 当 地 历 史 文 化 、 乡 村 振

兴、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引进及生态建

设等情况，很多毕业生在实地感悟临夏

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还

有秀美山川、文物古迹、特色农业。近

距离感受临夏的热情和魅力，我被这片

美丽的土地和人民深深吸引了。作为一

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十分希望为民族

地 区 的 法 治 文 化 建 设 贡 献 绵 薄 之 力 。”

法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王思妍说。

“走出校门，让毕业生实地了解当

地人才需求和就业环境，既是对毕业生

就业的责任与担当，也显示出学校开放

办学的胸怀和底气。”西北师大就业部

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毕业在即，学校

把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作为当前的重

要任务，校领导在亲自抓、带好头、做

示范的同时，根据地方需求，遴选优秀

毕业生参加活动，找准与地方政府、用

人单位合作的切入点，为毕业生更高质

量、更充分就业保驾护航。

对 于 西 北 师 大 组 织 的 访 企 拓 岗 活

动，临夏州敞开怀抱，精心安排毕业生

在州内各地实地考察；州委州政府出台

优 惠 政 策 ， 精 心 “ 筑 巢 ”， 州 、 市

（县） 领导亲自推介，与毕业生亲切座

谈交流，了解他们的就业需求和意向；

用 人 单 位 出 台 专 项 招 录 政 策 ， 精 准 对

接，以最便利的条件、最优质的环境、

最热情的服务，营造惜才爱才用才的良

好 氛 围 ， 让 临 夏 成 为 莘 莘 学 子 安 家 立

业、扬帆起航的温暖港湾。

“有学校师长亲自为我们做双向推

介，有临夏州各级单位为我们提供的优

厚待遇和职业发展平台，我们感到由衷

的骄傲和自豪，也对在临夏就业更加向

往。”该校传媒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刘九

瑞说。

一“访”一“拓”，毕业生的心定

了，就业的路宽了。临夏行之后，部分

毕业生坚定了留在临夏的决心，更愿意

向身边的同学宣传推介临夏。

“不久后，我将参加东乡中学教师

招聘考试。在这片大有可为的热土上，

我将继承和弘扬母校‘向西向下’服务

民族地区的优良传统，在乡村振兴大舞

台中一展身手。”首批赴临夏开展访企

拓岗活动的外国语学院 2022 届毕业生

于国玲已蓄势待发。

□ 杨歆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从云南社会科学院调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

聘教授 3 年多了，每年春季，郑晓云都会如期收到彩云

之南大山里寄来的茶叶、蜂蜜等土特产。

快递发自一个早已融入他生命的地方——我国第

56个民族所在区域、云南省景洪市基诺族乡亚诺寨。寄件

人是亚诺寨老村主任布鲁周的外孙女、基诺族茶农切微。

切微的汉族名字叫资春兰，是郑晓云给取的。

郑晓云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自己第一次走进布鲁

周家的时候，切微还没有出生，他们一家住在山腰的

茅 草 顶 房 里 。如 今 ，靠 种 茶、制 茶、卖 茶 ，切 微 家 的 年

收入已达二三十万元，盖起了两栋小洋楼，还有了两

辆小汽车。

说起基诺族朋友的脱贫致富路，郑晓云不禁想起

40 年前的一个个夜晚，他坐在亚诺寨的火塘边，听基

诺族老人唱着古老的歌谣，讲述着历史故事。

有了大房子/我们兄弟姐妹啊/就像深山老林中大
青树上的长藤

长藤虽然细/但是你拉着我/我拉着你
没有一根会被风雨吹断/没有一根会被河水冲走/

世世代代都可以生活下去⋯⋯
此后的 40 年，郑晓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基诺

族，也从未间断对基诺族村寨的回访调研。在发掘和挽

救这个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这位学者也见证了基诺

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用他的话来

说，自己在基诺山读了一本浓缩时代发展的“大书”。

“岩石背后的寨子”

基诺山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被誉为

云南“六大茶山”之首，盛产普洱茶。1982 年 12 月，当时

还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大四学生的郑晓云来到基诺族聚

居 地 —— 基 诺 山 实 习 。基 诺 族 1979 年 才 被 国 务 院 认

定，是我国 56 个民族中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

在这次毕业实习中，郑晓云顺着密林掩映下的土路，第

一次走进了基诺山上神秘的亚诺寨。

基诺族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学等都是靠族人口口

相传。在基诺语中，亚诺寨意为“岩石背后的寨子”，它

处于基诺山海拔最高的地区，背靠基诺族的神山解卓

山一侧的陡峭山峰，是一片巨大的“石崖子”。基诺族人

散居在原始森林中，以种植稻谷、茶叶等农作物为生，

狩猎和采集是其重要的生计补充。

在亚诺寨，眼前的一切深深地震撼了郑晓云：整个

村子除了礼堂是一栋砖房外，其他全是木结构、茅草顶

的干栏式住房，很多家庭中可见的居家用品只有铁锅、

水壶、猎枪。

看到很多村民家中只有两床破旧的被子、几个饭

碗和一口锅，这个自小在昆明市区长大的年轻人觉得

特别心酸。当时，基诺山区最主要的农作物还是旱稻，

老百姓生活十分贫困。

郑晓云当年要在这里完成的毕业论文课题是《长

房与亚诺寨的父系大家庭》。进寨第一晚，郑晓云在村

民朋友的带领下，见到了最后的大长房。

长房是一些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家族共居

模式，东南亚有些国家过去也存在，在人类家庭发展史

上有重要的地位，备受学术界的关注。

长房规模最大的地区就在亚诺寨。房墙大多用竹

笆片、木板拼成，房顶用茅草打成草排铺成。长房内的

火塘冒着熊熊烈火，几户人家在石头和铁架架起来的

灶上做饭、烧水。过去基诺族人住的长房很大、很长，一

排火塘从头望到尾，有二三十个之多，人口最多时 120
多人，居住者都是一个祖先的子孙。

20 多天的实习里，郑晓云与村民同吃同住，领略

到了神秘的基诺族文化。但大山的极度贫瘠，也让他的

内心充满疑惑：什么是基诺族的现代化？这里何时才能

实现现代化？

人文学者的“实验室”

从云南大学毕业后，郑晓云进入云南省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事少数民族尤其是基诺族的调

查研究。经过培训，1983 年 10 月，他再次背上行囊，独

自踏上了基诺山走村串寨的调研之路。

到一些边远山寨调研时条件艰苦，郑晓云晚上常

常睡在火塘边。他以苞谷为枕，有一回，半夜惊醒，原来

是装苞谷的麻袋破了，撒了他一头。有时累了一天刚躺

下，便听到老鼠在房梁上蹿来蹿去，整夜难眠。

有一次在一个村子调研，村主任心疼这个 20 岁出

头的小伙子，专门找来一对新人的新被子拿来给郑晓

云盖。

有同事从城里过来，原计划在村寨住一阵子，然而

第二天一早，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有老师上山看望郑

晓云时也感到惊讶：“你竟然能待这么久？”

郑晓云只嫌自己待得不够长。他觉得，就像理科生

需要实验室，人文学者也需要长期在一个基地做研究，

基诺山就是天然的“实验室”。

这一次进山，郑晓云待了大半年，调研工作以访谈

为主，亚诺寨是他长期蹲点的村寨之一。他在布鲁周家

的阳台上支起小桌子，与基诺族人围坐在一起，听大家

讲述亚诺寨的历史与文化。

当时的工作条件下，拍摄照片和录音还属于昂贵

的记录手段。由于经费有限，每次调研只能配备 5 个胶

卷。郑晓云每摁下一次快门，都格外珍惜。在巴卡寨，他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录音设备——饭盒式录音机，记录

下基诺山著名女歌手阿披都的歌声。

此后，这位学者展开了对基诺族村寨的回访调研活

动。40 年来，基诺山的 40 多个村寨，他都走了个遍，有的

寨子回访多次。每年在基诺山的日子，长则几个月，短则

几天，郑晓云与基诺山四代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

在基诺山读一本“大书”

基诺族人的饮食习惯和饮食规律与汉族人差异较

大，由于饮食卫生问题，胃病在基诺族人中普遍存在。

郑晓云每次进山都要带上一大包药品，有专门缓解胃

痛的，还有退烧的。一来二去，每当他背着包走进村子，

当地孩童就知道“有糖和饼干吃了”，成年人则过来拿

需要的药品。

布鲁周的女婿资切是照顾他最多的人。“当年基诺

山区还没有禁猎，资切总是想着把我的生活安排得好

一些，三天两头就要进山打猎。”郑晓云至今感怀在心。

1984 年，资切请郑晓云为他的女儿取名，他反复

思索，最后选择了“春兰”这个名字，意为春天的兰花开

在山谷中。作为一名汉族学者，郑晓云走近基诺族后，

觉得他们就像树梢上绽放着的鲜艳花朵，在莽莽森林

中格外绚丽。

在与基诺族人的长期相处中，郑晓云越来越觉得

对少数民族文化应有正确的定位。比如基诺族信奉“万

物有灵”，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各民族文化都应该得到

认同，不应该被人为分割为先进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

基诺族的狩猎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平均观念。猎手

们不论是猎到一头野猪，还是一只小鸟，都会平均分

配。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原则。基诺族人坚信，只要大

家生活在一起，相互照顾、扶持，便可抵御一切灾难。

当基诺族人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将其风俗习惯、生

活习性甚至恋爱点滴都展现在他面前时，郑晓云觉得

自己在基诺山读了一本“大书”。

搬迁时，村里最先恢复的就是学校

扎实的田野调研，让郑晓云产出了 《最后的长

房—— 基 诺 族 父 系 大 家 庭 与 文化变迁》《特懋克——

基诺族节日志》《大转型时代的影像记忆·基诺族图片

志》等一批著作和论文。他发掘和挽救着一个民族的文

化遗产，也见证了基诺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

文化变迁。

基诺山是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中保存最完整的地区

之一。曾经，这里除了一条国防公路横穿山区，其他入

口只有羊肠小道，人只能徒步进山。“现在开车一两个

小时就能到达，过去我们要步行两三天。”郑晓云回忆，

以前他背着行囊，大多数时候都在森林里穿行。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基诺山区就发展起了砂仁种

植，一度产生了多个“万元户”。随后，当地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在政府和科研院所的支持

下，发展以砂仁、茶叶、橡胶种植为主的林木经济。

农民自主经营的技能得到较大提升，一些人开始

动脑筋发展商品生产，如沙木拉家租下了村子北头山

坡上的数十亩土地种植龙眼、荔枝等热带水果，还有不

少人将自家的农产品、山货拿到集市上出售，开始了基

诺族人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1984 年 6 月，郑晓云亲历了基诺族历史上第一次

商品交易会。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基诺族乡政府鼓励村

民把商品拿到集市上交易。

在调研过程中，郑晓云发现基诺族人十分积极接

受现代教育。在跟访曼伞小寨的搬迁过程中，他看到村

子里最先恢复起来的临时居所就是学校，村民在空地

上打起几条竹凳，挂上学校搬迁时一直带着的黑板，学

生们就能坐下来读书了。

村主任说：“娃娃们只有读书，才能和外面的社会

接触，才能改变目前艰难的生活状态。”这令在临时营

地调研的郑晓云十分感动。

他也注意到，一批批基诺族青年走进大学、参加工

作，成为家乡经济建设的能手，这都得益于当地对教育

事业的重视。如资春兰从云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后，便回到了基诺山，采摘、加工、销售普洱茶。

如何传承保护基诺族文化是当下的
重要课题

社会经济转型中，很多传统文化也在悄然消失。

在基诺山，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以“刀耕火

种”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化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便退出

了历史舞台。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包产到户”彻底瓦

解了亚诺寨大家族的经济基础，使长房这种共同居住

的模式一去不复返。

在郑晓云看来，如何传承保护基诺族文化，是当下

的重要课题。除了音乐舞蹈、手工技艺这些文化形式的

保存，还需有风俗习惯、价值风尚的传承。

基诺族特懋克在 1988 年被确定为一个民族的法

定节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晓云先后 7 次在基诺族

村寨中和村民共度节日。在《中国节日志·特懋克》一书

撰写过程中，他带领课题组多次进山实地调查研究。

郑晓云始终认为，一个学者应将科研扎根在田野里，

把足迹印在大地上。在基诺山调研时培养的田野习惯，对

他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他总是要“去现场看一看”。

如今，不少当年支持郑晓云做调查研究的基诺族

友人已去世。为了让基诺族的这些历史记忆再现，郑晓

云从数百个尘封的胶卷中扫描出 2000 多张照片，经过

修复，最后将其中的 360 余张呈现在《大转型时代的影

像记忆·基诺族图片志》中。

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上世纪 80 年代基诺族居住的

自然环境、村寨风貌及农业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

况，很多照片定格了这一民族发展历程中已经消失了

的现象或场景。

照片连接着过去和现在。翻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

皮肤黝黑、眼睛明亮的少女，如今已经做了奶奶；一个

被母亲抱在怀中的小婴儿，现在是亚诺寨著名的茶商

资春兰。

2019 年，基诺族宣告整族脱贫。今天，绝大多数基

诺族群众告别了茅草房，住上了砖混结构的新房子。村

村寨寨修了公路、通了电，很多家庭拥有小汽车和现代

通信设备。

在郑晓云看来，基诺族的未来发展还需要经营好

绿色经济和绿色家园，重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保护弘

扬好传统文化。“对于人口较少的民族来说，基诺族树

立起的是一个通过外部条件和内部动力互相作用实现

发展的样板。”

40 年时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而

郑晓云却见证了一个民族村寨沧

海桑田的巨变——1983 年，他第

一次穿过森林、走进村寨时追寻

的课题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今天，基诺族富足的生活正是为

这个时代写下的最好注脚，也是

对基诺族人勤劳、智慧的最生动

阐释。

学者追踪研究“第56个民族”40年

在基诺山读一本浓缩时代发展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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