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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壮丽的自然景观、 多样的野生动物和丰富的历史文

化， 让每个非洲国家都与众不同。 奥卡万戈三角洲地处博茨瓦纳西北

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 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内陆三角洲， 也是非洲高

端旅游的胜地。 本文基于对居住在奥卡万戈三角洲下游的族群进行长

期深入的田野调查， 探讨族群与奥卡万戈三角洲之间的共生关系， 现

代化的高端旅游给少数族群带来的改变以及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

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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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论

博茨瓦纳位于南部非洲高原中部的卡拉哈里盆地， 是非洲南部内陆国

家。 该国东部和东北部与津巴布韦相连， 南部和东南部与南非接壤，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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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北部与纳米比亚毗邻， 东北一角与赞比亚交界。 博茨瓦纳国土面积

581730 平方公里， 地势东部高， 西部低， 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 西北部

为奥卡万戈三角洲沼泽地， 东南部多丘陵， 中部和西南部为卡拉哈里沙漠

（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 70% ）。 1966 年独立时， 博茨瓦纳人口仅为 50 多

万， 据 2011 年博茨瓦纳人口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博国人口已超过

200 万。①

无论从地理还是人口上看， 博茨瓦纳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 土地、 农

业资源匮乏， 干旱少雨， 1966 年独立之初， 亦是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

贫穷的国家之一， 经济和国计民生方面极大地依赖邻国， 看不到发展的希

望， 且周边国家战乱、 斗争、 冲突不断：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直到 1994
年才在法律上被废除； 纳米比亚在 1990 年才从南非统治下独立； 安哥拉

也于 2002 年才终止了持续 27 年的内战； 津巴布韦则由于穆加贝的独裁统

治和没收白人土地等土地改革政策而陷入长期的经济混乱……然而就在这

样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博茨瓦纳不但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 还实现

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不能不说是非洲国家发展的一个奇迹。 当然， 博茨瓦

纳是幸运的， 在独立初期发现了高品位的钻石矿， 同时通过实行民主制，
重视提高政府的廉洁和效率， 将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改善民生、 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 增加就业等方面， 使国内政局保持了长期的稳定。 除了丰富的

矿产资源， 博茨瓦纳还被自然赋予了另一个珍贵的财富———种类和数量众

多的野生动物， 而野生动物如今已成为博茨瓦纳的主要旅游资源。 随着博

茨瓦纳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周边国家的日益稳定， 博茨瓦纳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大力发展高端旅游， 主要游客群体是周边国家及欧美国家

的富人。 所谓高端旅游， 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与讨论， 它是相

对于大众旅游而言， 是指具有高素质的旅游者、 具有高品位和个性化的旅

游产品、 具有高质量和特色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旅游资源、 具有高资质和高

素质的旅行社的现代旅游。② 真正意义上的高端旅游， 其核心价值并不在

于追求奢华， 而是让旅行者真正了解旅行的意义， 获得想要的感受。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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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博茨瓦纳已经成为非洲最重要的旅游国之一， 政府把全国 38% 的国

土划为野生动物保护区， 设立了三个国家公园， 五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乔

贝国家公园和奥卡万戈三角洲野生动物保护区为主要旅游景点。 为加强对

旅游业的推销和宣传， 2005 年博茨瓦纳成立了旅游董事会。 博茨瓦纳的

国家发展计划强调将大力发展旅游业， 并将其作为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方面之一。①

旅游业是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国际旅游业迅猛发展， 仅博

茨瓦纳， 每年就接待外国游客上百万人次， 旅游业对博茨瓦纳 GDP 的贡

献率达 5% —9% ， 成为该国继矿业开采之后的第二大支柱产业。② 旅游业

的发展亦给当地人生活带来了很多改变， 学者最为关注的是当地人的社会

与文化变迁， 包括价值观、 传统生活方式、 家庭关系、 个人行为以及社会

结构等。③ 悲观者认为旅游业带来的这些改变彻底破坏了当地的原始生态

和传统文化；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 变迁不可阻挡， 且这些改

变不应单单归咎于旅游业的发展。 因此， 旅游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 经济

生活变迁的动因， 是一把双刃剑， 有其积极与消极的作用， 人们需要客观

辩证地探讨自然与人、 传统与现代、 族群文化变迁与认同等 21 世纪人类

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高端旅游

博茨瓦纳境内无大的河流， 仅在边境地带有三条常年有水的河流： 东

部边境与南非的界河———林波波河； 东北部边境纳米比亚的界河———乔贝

河； 西北端发源于安哥拉的奥卡万戈河， 流经纳米比亚进入博茨瓦纳西北

边境， 到达卡拉哈迪沙草原后形成辽阔的扇形沼泽地， 即奥卡万戈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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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奥卡万戈河每年携带着安哥拉高地雨季 （每年的 1—2 月） 的洪水汹

涌而来， 流经 1200 公里， 经过纳米比亚， 最后在恩加米兰区域放缓它的

脚步， 将生命之水缓缓注进卡拉哈里盆地， 形成几万道支流。 每年大约有

11 立方千米的水灌溉着这片两万平方米的土地， 绝大部分的水在这片地

域上经过蒸发 （36% ） 和植物的蒸腾作用 （60% ） 而流失， 不进入任何

海洋， 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奥卡万戈三角洲， 也被称为 “永远找不到海的

河流”。 三角洲土地肥沃、 环境舒适， 生长着各种野果、 蔬菜、 纸莎草和

芦苇等植物， 栖息着河马、 鳄鱼、 斑马、 长颈鹿、 狮子、 猎豹等多种野生

动物， 还有丰富的鱼类资源， 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

件。 三角洲生态系统的核心是雨季到来的洪水， 洪水为三角洲带来水和养

分， 滋养着当地的各种生命形式， 当洪水退去， 旱季 （每年的 5—8 月）
来临， 这里又变得非常干旱。 可以说， 洪水在很多方面决定着当地动植物

以及人类的生命周期， 洪水孕育了文明与生命。
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与资源， 博茨瓦纳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期将三角洲的主要土地用来发展高端旅游， 并建成了一个核心的自然

保护区———莫瑞米野生动物保护区 （ Moremi Game Reserve） 以及多个野

生动物管理区域。 因为完全保持了野生动物的自然风貌， 博茨瓦纳的高端

旅游被誉为 “非洲保存最好的秘密” （Africa's best kept secret）。 博茨瓦纳

政府可谓深谙其道， 奉行 “高品质—低数量” 的旅游发展策略， 主要吸

引小众的、 追求品质与享受的高消费游客。 三角洲内大大小小的奢华酒店

在各个孤岛上星罗棋布， 小飞机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工具。 这些顶级酒店、
完善的设施与高品质服务大大提高了进入三角洲旅游的价格门槛， 使得每

年的游客数量得以控制， 加之生活在这里的族群人口数量较少， 使这里独

辟蹊径， 成为非洲最后的 “伊甸园”。
三角洲内的高端旅游业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 狩猎之旅 （ Hunting Safari）。 在专业导游带领下， 狩猎野生动物、

捕获战利品以及制作动物标本。
2. 摄影之旅 （Photographic Safari）。 不狩猎野生动物， 只是住在保护

区深处的营地或者酒店里欣赏自然美景； 还可以驾车探访野生动物、 游船

看动物、 徒步、 包机游览等。
3. 文化遗产之旅 （ Culture and Heritage）。 与当地族群亲密接触， 欣

赏和感受族群历史与文化遗产， 包括歌舞、 口头传统、 诸如草编、 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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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木舟等有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
这里的游客主要来自北美、 欧洲、 澳大利亚的富裕阶层， 导游也大多

是训练有素的动植物学专家， 宾馆设施与服务质量更堪称世界顶级。 然

而， 与这些奢华、 舒适以及富人游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少数族群生活

的简单与清贫。

三 生活在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少数族群

生活在三角洲里的人们主要有五个少数族群： 叶伊人 （ Wayeyi）、 伊

姆布库苏人 （Hambukushu）、 德克瑞库人 （Dxeriku）、 布哈奎人 （ Bugak-
we） 和夏尼奎人 （ Xanekwe） 等。① 布哈奎人和夏尼奎人属于科伊桑人

（Khoisan）， 是南部非洲最早的居民， 一直过着游牧、 狩猎与采集的生活；
其他三个少数族群几百年前从中部非洲迁徙而来， 是班图语系的民族， 过

着分散聚居的生活。 这些少数族群同时也是跨界民族， 分布在纳米比亚、
安哥拉、 赞比亚等与博茨瓦纳西北部交界的国家， 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语言与文化， 与不同族群的人们融洽和谐地生活在三角洲地区。
叶伊人主要聚居在三角洲的北部上游， 是这一地区人口最多的族群，

也是第一个定居在此的班图语系的族群。 笔者于 2011 年 5 月、 2013 年

7—8 月在叶伊人聚居的村落塞波帕 （ Sepopa） 做田野调查， 对叶伊人与

三角洲的关系有着直观深入的了解， 随着博茨瓦纳朝着现代的、 民主的、
单一民族国家发展， 叶伊人与三角洲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叶伊人的

境遇也发生了很多改变， 笔者将把叶伊人的生活放在奥卡万戈三角洲发展

高端旅游的社会脉络中进行考察， 探讨高端旅游给族群文化带来的影响与

改变。
传统时期的叶伊人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存策略， 主要依靠狩猎、 捕鱼、

农耕、 饲养牲畜、 采集树上的野果为生， 平时也制作草编、 独木舟、 罐子

等日常用品。 他们的语言也很特别， 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 歌舞艺术， 且

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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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小生活在河边， 叶伊人是捕鱼的能手。 据生活在塞波帕村的叶

伊老人介绍， 三角洲内有 30 多种可供人类食用的鱼， 最佳的捕鱼季节是

每年的 4—5 月， 雨水丰沛， 水面上升。 叶伊人主要用三种方法捕鱼：
（1） 陷阱。 用芦苇秆编成的圆锥形篓子， 放在水里， 一旦有鱼游进去就

无法出来。 此种方法适合用于雨季。 （2） 渔网。 当水流到达峰值时， 用

陷阱很难捕到鱼， 人们会选择用渔网。 传统渔网由植物纤维制成， 天然白

色渔网很容易吓跑鱼， 于是人们把渔网染成黑色， 以避免吓跑鱼。 （3） 毒

药。 7 月是一年中的冬季， 河流开始干涸， 人们用毒药来捕鱼。 将有毒性

的植物磨成粉末状， 撒在有鱼的区域， 当鱼游过时， 就会中毒昏倒， 浮上

水面。 这种毒药对人类和牲畜是无害的。①

传统时期农耕技术落后， 叶伊人只会用锄头等简单的农具耕种很少的

土地， 以维持一家人的口粮及基本的粮食储备。 人们一般在 11 月、 12 月

开始耕种， 来年的 5 月是收割时节。 现代社会， 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改

进， 人们开始用牛轭、 橇等工具进行耕作， 耕种面积不断扩大， 粮食产量

也不断提高。 现在人们经常耕种的作物有高粱、 玉米、 黍子、 豆子、 南

瓜、 西瓜等。 人们会将剩余的粮食、 蔬菜放在村口贩卖。
当雨季过后， 庄稼收割完毕， 叶伊人开始了狩猎、 采集等活动。 博茨

瓦纳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也是狩猎者的天堂。 叶伊人自古以来擅长打猎，
在政府限制打猎之前， 人们为了象牙猎杀大象， 也猎杀河马、 羚羊、 鹿等

食肉动物来吃肉， 用动物的皮毛做斗篷、 毯子、 衣物等。 人们运用各种陷

阱来捕杀猎物， 同时也用枪、 矛、 弓、 箭以及原始枪炮来刺杀猎物。 一个

成功的猎人要知晓关于野生动物的各种知识， 根据地面上动物的脚印就能

判别出动物的年龄、 距离以及它们活动的方向。 猎人通常会用有毒的飞镖

近距离射中猎物， 然后追着猎物奔跑， 直到毒性发作， 猎物彻底倒下， 有

时男人们的狩猎活动要持续好几天。 叶伊男人也用飞镖和矛狩猎诸如鳄

鱼、 河马之类的水栖动物， 他们会静静地守在河边， 瞄准猎物， 射出有毒

的飞镖， 再用矛刺中猎物； 有时男人们会坐在独木舟里， 用鱼叉叉住猎

物， 其他同伴们会马上用长矛和箭将猎物杀死。 19 世纪以来， 男人们学

会用火器来狩猎， 但现实生活中仍保留着很多传统的狩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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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伊女人们主要负责农耕和采集， 尤其擅长做草编， 闻名世界的博

茨瓦纳草编艺术就主要出自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的叶伊人和伊姆布库苏

人之手， 她们有着制作草编的悠久传统和技法。 每到农闲季节， 女人坐

在自家院子里的大树下， 开始用当地特有的棕榈树叶子制作草编。 女人

用一根长针， 将晒干的叶子剥成细条， 编织成大小样式不同的篮子或者

垫子。 为了更加美观， 女人们将棕榈叶子和一种天然能够染色的植物一

起放在沸水里煮， 原本土黄色的棕榈叶子就变成了深棕色或者黑色， 这

样不同颜色搭配起来可以组成非常漂亮的图案花纹。 草编大小各异， 大的

用来做容器， 盛放粮食； 小的用来放置一些日常用品。 叶伊妇女通过对自

然界动物与鸟类足迹、 活动的模仿， 创造出世界上复杂而又令人着迷的草

编艺术。①

最近的一百年来， 对于生活在三角洲里的叶伊人来说， 除了传统形

式的食物采集与生产在发生变化， 他们还被卷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中， 人

们用其精湛的狩猎技艺， 获取豹子、 斑马等野生动物的皮毛并用于贩

卖， 然后购买衣服、 工具、 罐子等生活用品。 19 世纪晚期， 当地人都

卷入了象牙贸易中； 20 世纪 30 年代， 当地有大量的移民劳工去南非的

金矿里工作； 20 世纪 60 年代博茨瓦纳独立以来， 叶伊妇女们凭借草编

技艺闻名世界， 将草编卖给旅行者或收集者成为某些叶伊妇女重要的收

入来源。 奥卡万戈三角洲自博茨瓦纳独立以后， 逐步发展为举世闻名的

旅游胜地，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这里休闲娱乐， 各种档次的旅馆如雨

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塞波帕附近， 就有一家白人经营

的旅馆， 环境优雅， 靠近河边， 有不少村民在旅馆里从事向导、 厨师、 服

务员等工作。
如今， 随着教育、 政府规划、 现代化的发展， 人们的传统生活发生了

很大变化。 政府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开发旅游， 对狩猎和捕鱼进行严格的

管理和控制， 没有许可个人不得擅自打猎和捕鱼； 学校教育亦大大改变了

叶伊青少年的观念与行为， 一方面虽能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 但另

一方面也导致他们过快地丧失了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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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少数族群文化变迁的动力：现代化与旅游

博茨瓦纳 1966 年独立以来， 受到前殖民国家英国发展模式的影响，
旨在建立一个一种语言、 一种文化、 一个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 具体来

说， 博茨瓦纳是以讲班图语系的茨瓦纳语的茨瓦纳民族为主体的黑人国

家， “博茨瓦纳” 的意思就是 “茨瓦纳人的国家”， 茨瓦纳语是全国通用

语。 因此， 在博茨瓦纳， “民族” 即是指以茨瓦纳语为母语的茨瓦纳人形

成的社会共同体， 由国家建构而成， 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茨瓦纳人分属

八个部落： 恩瓦托 （ Ngwato）、 昆纳 （ Kwena）、 恩瓦凯策 （ Ngwaketse）、
塔瓦纳 （ Tawana）、 卡特拉 （ Kgatla）、 莱特 （ Lete）、 罗龙 （ Rolong） 和

特罗夸 （Tlokwa）。 这八个以其创始酋长名字命名的部落有着相互交织的

血缘和亲缘关系以及相似的语言、 文化与风俗习惯。 在国家政体上， 博茨

瓦纳一方面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的总统内阁制， 另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酋长

制。 特别是在地方社会， 八大部落酋长仍是当地的管理者， 是初等法院的

院长， 有着行政权与司法权， 仍用茨瓦纳人的习惯法来审理案件和解决

纠纷。①

历史上， 奥卡万戈三角洲地区由塔瓦纳人统治。 19 世纪初期， 恩瓦

托部落发生内战， 战败者塔瓦纳带领部族臣民们逃亡到叶伊人聚居的地

区———博茨瓦纳西北部恩加米兰， 建立了自己的部落王朝———塔瓦纳。 塔

瓦纳人在生活方式与习俗上同叶伊人差异很大， 但早期时他们仍能和平相

处。 然而塔瓦纳人在当时有着强大的军队和有力的政治组织， 他们开始统

治与奴役爱好和平却贫穷柔弱的叶伊人。② 1885 年博茨瓦纳沦为英国殖民

地， 史称 “贝专纳兰保护地”。 殖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 承认有着相同语

言、 历史与文化的八个部落为当地的统治者。 塔瓦纳人便成为恩加米兰地

区的统治者， 诸如叶伊、 赫雷罗、 伊姆布库苏等少数部落都要服从塔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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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 按照塔瓦纳部落的风俗与法律办事。①

博茨瓦纳独立以后保留了酋长制， 叶伊人仍然在塔瓦纳人的管理之下

生活， 即便叶伊人当选为村子的酋长或者头人， 也要按照塔瓦纳人的习惯

法和习俗来办理案件解决纠纷。 最显著的不同是， 叶伊人自古以来是母系

社会， 他们的世系血统姓氏通常延续母亲家族， 母亲的兄弟在家族中享有

很高的地位， 然而在传统法院里， 有关继承、 婚姻等案件要采用塔瓦纳父

系社会的习惯法来审理。 随着博茨瓦纳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诸如叶伊人这

样的少数族群的语言与文化传统在不断消亡。
笔者在叶伊人聚居的塞波帕村调查时发现， 随着社会变迁， 村子里只

有 40 岁以上的老人还能用叶伊语来交流， 很多年轻人， 特别是中小学生，
在生活中很少使用叶伊语， 有的孩子能够听得懂却不会说， 大部分孩子已

经丧失了运用本族语言的能力。 因为只有懂得茨瓦纳语的孩子才能在学校

里毫无障碍地学习， 在博茨瓦纳的小学里， 1—3 年级用茨瓦纳语授课，
从 4 年级开始全部用英语授课。 茨瓦纳语和英语是国家的通用语言， 来自

少数族群家庭的孩子要花大量时间学习这两门语言， 家长们也不得不在日

常生活中用茨瓦纳语进行交流。 那些从小生活在叶伊语环境中的孩子， 很

难适应学校的生活； 而那些选择退学的孩子， 今后更难在博茨瓦纳社会中

立足。
现代学校教育不仅让孩子们丧失了本族语言， 更丧失了传统文化。 叶

伊孩子们在学校里不仅要学习茨瓦纳语， 还要学习茨瓦纳音乐、 舞蹈、 习

俗等， 叶伊人自己的文化传统则在慢慢消失。 年轻人发现， 在茨瓦纳人占

主导的国家里， 只有接受茨瓦纳文化才能在社会与经济上获得更大的发

展。 此外， 在博茨瓦纳的基层社会， 特别是在奥卡万戈三角洲这样的偏远

地区， 仍用茨瓦纳习惯法来解决民事纠纷和未成年人犯罪等问题。 因此，
越来越多的叶伊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运用茨瓦纳人的语言和文化

传统。
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其开阔的水域和绿地养育着栖居在此的成千上万种

生物， 据统计， 这里生活着 5000 种昆虫、 3000 种植物、 540 种鸟类、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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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哺乳动物、 157 种爬虫、 80 种鱼以及无数的微生物。① 生活在这里的十

几万族群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三角洲丰富的自然资源生存， 然而随着

时代的变迁， 博茨瓦纳经历了从赤贫到小康的飞跃发展， 当人们惊叹于

博茨瓦纳取得的成就时， 却往往忽视了偏远地区的少数族群经历的发展

所带来的更多消极影响。 祖祖辈辈靠三角洲生活的人们经历着从传统到

现代的剧烈变迁， 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却没有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最大福

祉。 身为少数族群的土著更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服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

需要。
博茨瓦纳独立以前， 外来部落塔瓦纳以其军事上的强大力量控制着三

角洲地区的自然资源， 对于叶伊人、 布须曼人这样的土著族群来说， 由于

要服从塔瓦纳的分配， 他们对三角洲资源的利用极其有限。 博茨瓦纳独立

以后， 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民主国家政府管理体系。 1970 年， 成立了国家

土地局， 管辖部落土地， 由此奥卡万戈三角洲的土地和资源利用都归中央

政府管理， 传统酋长丧失了很多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管辖权力。② 随着奥

卡万戈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当地人再不能像从前一样狩猎和捕鱼

了， 必须要得到野生动物与国家公园部门的批准， 否则违法； 当地人也不

能随意进行农耕和放牧， 特别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旅游区。 总之， 政府

为了保护奥卡万戈三角洲的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原始风貌以吸引游客发

展高端旅游， 严格禁止少数族群继续他们传统的狩猎采集捕鱼等生活

方式。
笔者于 2013 年 7 月至 8 月重访塞波帕， 走访了 23 户村民， 并做问卷

调查。 笔者了解到大多数村民仍以农耕和放牧为主要生计方式， 只有接受

过现代教育的少数村民才能在诸如学校、 诊所、 农业局、 酋长院等政府部

门任职， 且大多从事着诸如做饭、 护工、 打扫卫生等相对简单低端的工

作， 收入微薄。 男人们负责放牧牲口， 女人们从事家务、 农耕和草编。 因

为禁止打猎， 村民们的农田和牲口常常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和袭击， 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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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给少量的补偿， 这让村民们很不满。 政府控制着三角洲的自然资

源， 并拿走了发展高端旅游所得到的大部分利益， 而世代生活在此的少数

族群居民则无法从中获益， 仍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
因为种种原因， 社区自然资源管理办法 （ Community 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搁置了很多土地。 三角洲里的一些社区组织从狩猎

和生态旅游等项目上赚到很多钱， 但对于这些经费如何使用， 是否用之于

民仍存在争议。① 无论如何， 让原本以狩猎采集和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

土著转变生活方式聚居在人为划定的村落中， 放弃他们传统的生存技能以

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同时目睹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在慢慢消亡， 对

任何族群来说， 所经历的这一切都让人深感痛苦和悲哀。 可见， 现代化是

一把双刃剑， 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 也在破坏着环境、 毁灭着传

统，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发展的负面影响显现得越发明显。 于

是， 可持续发展成为近年来人们热议的话题。

五 少数族群文化传统的复兴与再造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旅游向来以其自然、 自由于野生动物间闻名， 被誉

为 “非洲最好的秘密”。 博茨瓦纳遵循着 “高价值低数量” 旅游策略， 凭

借原始绝美的自然环境和优质的服务， 吸引少数的高端游客。 据统计， 每

年到此的游客达 12 万人次， 大多数来自欧美发达国家。② 旅游给国家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也改变了三角洲少数族群居民的生计、 生活方式：
村民们盖起了现代的水泥房子， 家里开始用上电视机、 冰箱、 洗衣机等现

代化家用电器； 饮食也发生了变化， 人们更多地接受西方食物。 而年轻人

也更青睐西方的生活方式， 已然不愿意过传统生活， 也丧失了传统的生存

技能。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大量欧美游客的到来与探访， 外国投资的进入

与开发， 少数族群文化正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激烈冲击。

251  非洲研究

①

②

J. Bock， “ Okavango Delta Peoples of Botswana”， in M Miller eds. ， State of the peoples： A
glob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pp. 174 - 175.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kavango Delta”， www. orc. ub. bw， March 2， 2014， access：
2016 - 02 - 10.



然而也正是因为旅游的介入， 少数族群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方面得以

复兴与再造。 不论是政府、 社区精英、 NGO、 外来企业还是当地少数族

群， 都在为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要而去权衡和改变。 以当地的草编为

例， 由于旅游开发、 大量西方游客的到来， 使得奥卡万戈三角洲的草编

艺术世界闻名。 目前， 这种草编技艺主要由叶伊人与伊姆布库苏人妇女

来传承。 编织草编的主要原料是一种生长在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的棕榈

树 （ mokola palm） ， 妇女们进入三角洲地区寻找这种植物， 有时会受到

鳄鱼、 河马的攻击， 但这是她们制作草编所必需的原料。 妇女们采集棕

榈叶子， 但每次只能在一棵树上采集一小部分， 因为要保护这种植物的

生长， 让它来年长得更好。 将这些叶子放在太阳下晒干， 变成干枯的淡

黄色， 然后将这些叶子剥成条状， 放在水里煮上几个小时， 使它软化，
所有这些准备好后， 就可以开始编织了。 笔者在塞波帕村子里调研时，
见到很多叶伊妇女农闲时坐在自己家门口的大树下制作草编， 她们手中

的工具只有一根长针， 就能纵横捭阖地编织出大小、 样式、 图案、 风格

不一的草编。
传统社会， 妇女们制作这些草编， 原本只为满足生活的需要， 大的可

以用来盛放粮食， 小的可用来放首饰和杂物， 那种平的草编可以用来筛谷

子……所有这些都与她们的农业生产、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原来只能靠走路、 发电报传递消息的小村子， 如今

有了电视和手机， 更有富裕的人家有了轿车和水泥房子， 过去的生活必需

品———草编织物在被现代工厂所生产的更加结实耐用的塑料容器所取代。
不能不承认， 掌握这些传统技艺的人都是最贫穷的人， 她们年纪较大， 没

有接受过教育， 不懂英语与现代文明， 她们靠着祖先留下的技艺维系基本

的生活。 不难想象， 因为人们有了更好、 更便于存储粮食与杂物的工具，
草编织物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再是必需品， 这种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的草编

艺术， 正逐渐消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以想见， 如果不是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旅游开发， 当地少数族群的草

编技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消失殆尽， 正是旅游将传统技艺草编打造为一种

原始自然的民族工艺品。 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 当地成立了专门制作草编

的非政府组织 （NGO）， 把当地少数族群妇女们组织起来， 鼓励她们制作

草编， 并付给她们更高的报酬， 再统一放到各个酒店旅馆去售卖。 于是，
旅游把少数族群传统的生活用品变成了更具文化与艺术价值的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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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经济利益让这种早该消亡的传统得以复兴与再造。 从某种意义上

说， 是旅游复兴和再造了少数族群的文化传统。 民族工艺品被制成旅游纪

念品成为向外界代言民族文化的物质形式， 体现出文化拥有者在时代变迁

中的自我表述与历史记忆。

结语： 文化自觉与和合共生

全球化、 现代化发展如潮水般滚滚向前， 无法阻止， 如何让当地人

既保持传统文化又能参与到国家机构中去， 得到更多发展的福利？ 这是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无论如何， 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不仅应为少数富人

谋求福利， 而是要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事实上， 少数族群已逐渐

认识到自身文化中的 “非洲智慧” ， 开始摆脱 “西方至上” 的殖民遗留

观念， 由他人的认同转化为自我认同， 产生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感或保护

意识。
三角洲地区的少数族群精英们已经行动起来， 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

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建立了相关的非政府组织、 工作坊、 论坛等， 抗议政

府的民族同化政策。 叶伊人从 2001 年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国家承

认他们的语言与文化， 使他们的酋长在政治、 经济上享有茨瓦纳人酋长同

样的待遇。 叶伊人还建立了非政府组织 “遗留协会” （Kamanakao Associa-
tion）， 旨在传播和保护叶伊语言与文化。 该协会的负责人莉迪亚教授是

博茨瓦纳大学的副校长， 也是土生土长的叶伊人， 她不断发表文章、 出版

著作， 以唤起更多组织与人们对叶伊人的关注与支持。① 她认为： “国家

要承认这些少数族群， 将多元文化引入公共领域， 使得博茨瓦纳的文化更

加丰富， 这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② 遗留协会通过多年的努力， 搜

集口述资料， 出版了很多有关叶伊语言文化的书籍， 还开设叶伊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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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603 - 621.

Lydia Nyati-Ramahobo， Minority Tribes in Botswana：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London： Mi-
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8， p. 15.



班， 教本族孩子和成人学习叶伊语。 可见， 叶伊人已经开始对本族文化有

了强烈的自觉。
正如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所主张的，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

要求， 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 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

文化有 ‘自知之明’ 的基础上， 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的文化关系”。
费先生进而主张 “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和确立 ‘和而不同’ 的文化关系”。
费老用十六字箴言———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①

概括出，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优美的文化传统， 相互学习与包容就能展

现出一个多彩的世界、 多元的文化， 经过一代代的努力， 就可以建设一

个各个民族互相融合的大同世界。 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智慧， 一

种人格化的文化观， 与西方的文化相对论相比， 文化自觉论构造的世界

文化蓝图更具有时代的意义， 它在自我认识、 相互尊重与包容中消解文

化的冲突， 没有欧美中心论的那种优越感， 而是多了一种平等与真诚的

精神。②

生活在三角洲的人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上， 他们一方面要团结起来保护

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也要适应国家剧烈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

迁。 奥卡万戈三角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应该更多地为当地人带来利益和福

祉， 而不是被政府及外来投资者所掌控， 当地人唯有通过现代教育让自己

强大起来， 更多地参与到地区发展的决策中， 全面理性客观地面对现代化

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 让不同族群文化的人们和谐共生， 实现自然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与发展。 非洲高端旅游对于少数族群的文化认同起到唤起、 强

化与引发变迁的作用； 在这个作用过程中， 当地社会首先通过游客 “发

现自我”， 然后在表述与被表述中 “固化自我”， 最后在不同的选择中

“改变自我”。 少数族群自身的主体性正在日益加强， 并越来越能够参与

到对自身事物的决定性意见的制定中， 包括对政治、 经济资源的把握， 进

而实现对文化资源的重新把握。

（责任编辑： 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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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Safari and Cultural Change of
Minorities： a Case Study of Okavango

Delta in Botswana
Xu Wei， Xu Xin

Abstract： African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magnificent natural land-
scapes， various wildlife and rich histories and cultures. Located in the edge of
Kalahari Desert in the northwest of Botswana， Okavango Delta is the most beau-
tiful inland delta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long and inside fieldwork in the vil-
lage of minority groups， this paper disscusses the issues of coexistence relation
between minority groups and Okavango Delta， changes by modernization devel-
opment， ways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
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Okavango Delta， High-end Tourism， Minority groups， Cul-
tur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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