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腿瓦纳＿Ａ断贿

及細家建构之思考
①

——

以 博茨瓦 纳塞波帕村为 例

徐 蔹

【 内 容摘要 】 博 茨瓦 纳 是一个有着众 多 民 族 的 多 元 文化 国 家 ,

自 独 立 以 来朝着 建立 一 种语 言 、
一个 民 族 、

一

种 文化 的现 代 民族

国家 方 向发 展 , 从 而 忽视 了 其他少 数 民族 的文 化传承 与 发 展 。 本

文 即 是对博 茨 瓦纳 少 数 民 族 叶 伊人 的 田 野考察 , 以 叶 伊人 聚居 的

村庄 为 个案 , 系 统论述 叶伊 人 的 历史 概 况 、 社 会 结构 、 日 常 生

活 、 仪 式 等方面 , 并对 其所 面 临 的 问题进行分 析 与 总 结 。

【关键词 】 塞波 帕 村 ； 叶 伊人 ； 田 野调查 ； 文 化变迁

【作者 简介】 徐薇 , 人 类 学 博 士 ,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非 洲 研 究 院

非 洲 历 史 文 化研 究 所助理 研 究 员 。

2 0 1 1 年 2 月 初至 5 月 底 , 作 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启 动 的
“

当

代非洲 乡村社会变迁调査报告
”

项 目 之
一

,
笔者赴博茨瓦纳进行了为期 4

个月 的人类学 田野考察 。

“

当代非洲 乡村社会变迁调查报告
”

是非洲研究

院
一项基础性研究工程 , 旨 在以 中 国学者 的眼光并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成

① 此 次在博茨瓦纳 的 田野调査 , 获得非洲研 究院资助 , 并 得到 中 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 、 非洲

粮食基金 、上海丰越玻璃制造有限公司 以及博当地人民 的支持与帮助 , 在此表示特 别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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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就独立 以来的非洲 乡村变迁进行人类学 田野考察 , 以期更好地理解 当

代非洲社会 。

？

在博茨瓦纳期 间 , 笔者首先在帕拉佩 ( Ｐａ ｌａｐ ｙｅ ) 村生 活 了半 个月 ,

调查恩瓦托族 的 酋长制 度 。 接着来 到博茨 瓦纳 唯
一

的 世界 自 然 文化遗

产——措迪洛神 山进行考察 , 那里保留着先 民们创作的岩 画艺术 。 之后 ,

笔者探访了杭济 ( Ｇｈ ａｎｚ ｉ ) 的布须曼人 。 在
一

位华人朋友 的引荐下 , 笔者

来到位于奥卡万戈三角 洲 附近的塞波 帕 ( Ｓｅｐｏｐ ａ ) 村做 了半个月 的 田 野

调查 , 主要调查博茨瓦纳少数 民族 叶伊人的社会与文化变迁 , 并于 4 月 底

来到古马雷 ( Ｇｕｍａｒｅ )
——叶伊人 的首府 , 考察 了叶伊人

一

年
一

次的 文

化节 。 此篇调研报告 即是笔者对叶伊人研究 的初期成果 。

—

叶伊人历史概况

博茨瓦纳位于南部非洲 的卡拉哈里沙漠盆地 , 是一个 内陆 国家 。 东部

和东北部与津巴布韦相连 ； 南部和东南部与南非接壤 ； 西部和西北部与纳

米 比亚毗邻 ； 东北一角 与赞 比亚交界 。 国土面积 5 8 1 7 3 0 平方公里 , 全境

一半以 上地 区处 于南 回 归线 以北 热带 地 区 。
地 势东高 西低 , 平 均海拔

1 0 0 0 米左右 。 全国人 口 1 8 0 万 , 分布很不平衡 。 大多数城镇和村庄位于

东南部狭长地带 , 人 口都集 中在这个地 区 , 而广 阔 的西部 和北部却人烟

稀少 。

博茨瓦纳被称为
“

非洲最稳定的 国家之
一

”

, 自 1 9 6 6 年独立以来 ,
4 0

年间 , 该国从
一

个最贫穷的非洲 国家发展为小康之国 , 并被世界银行评为

中等收人国家 。

② 根据
“

透明 国际
”
 2 0 0 8 年的调査显示 , 博茨瓦纳再次被

评为
“

腐败最少的非洲 国家
”

称号 。 然而与这番经济繁荣景象形成鲜明

① 本调查项 目 由 刘鸿 武教 授设 计 , 他强调本项 目 的学术 旨趣在于突破人类 学与国 际关系学

的界 限 ,

＂
一方面是用人类 学的眼光 与方法来研究 当代非洲 国 际关 系与 政治 问题 , 另

一方 面 , 又

从非洲 国际关系种种特殊 现象 的角度来思考非洲 的文化特性与 民族特性 。 因为当代 非洲的许多 国

际关 系事象 , 包括国际冲突与国 内 冲突事象 , 都需要 动用人类 学的知识 与理论 ,
都 可以从文 化 、

民族 、 宗教的角度来进行 理解 与把握 。

＂

② 世界银行ｈ ｔｔｐ ：／ ／ｗｅｂ ．ｗｏｒｌ ｄｂａｎ ｋ．ｏｒｇ 。

③ 透明国际组织ｗｗｗ ．ｔ ｒａｎ ｓｐａｒｅｎｃ ｙ．  ｏｒ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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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的 , 是原本多元语言与文化的渐渐消亡 。 很多官方材料对博茨瓦纳 民

族的介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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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人占 了全

国人 口 的 9 0 ％ , 分属 8 个主要部族 ,
？ 因为这 8 个部族有着相似 的历史 、

语言与文化而被政府承认 , 在政治法律文化上享有很多特权 。 特别是语言

上 , 茨瓦纳语是全国通用语 。 然而 , 现实 的情况却与官方文件存在很大

差异 , 事实上 , 博茨瓦纳还有 3 7 个未被政府承认 的少数 民族 。

？
据 2 0 0 1

年的人 口统计资料显示 , 茨 瓦纳人仅 占全 国人 口 的 1 8 ％ , 非茨瓦纳人 占

6 0 ％ 。 博茨瓦纳是
一

个有着 4 5 个 民族 、
2 6 种不 同语言 的多 民族 国 家 。

？

然而独立以来该国的发展模式是效仿英国 , 旨在建立
一

个以茨瓦纳人为主

体的单
一

民族国家 , 因此 , 少数民族面临着丧失 自 己语言 、 文化和不均衡

发展的 困境 。

笔者所调查 的叶伊人 , 即是
一

个有着独特历史 、 语言与文化的少数民

族 。 从 2 0 0 1 年开始 ,
叶伊 的文化精英们 即开始 向政府 申请成为被承认的

第 9 个民族 , 至今未能成功 。 目 前 , 仍有很多叶伊人在为保护本民族 的语

言与文化而作着种种努力 。

⑤
本文运用人类学 田野调查的方法 , 结合文献

资料 , 从叶伊人的社会结构 、 日常生活 、 仪式等方面呈现这个民族的历史

和现状 , 并对博茨瓦纳少数民族发展 问题作 出相关的理论解释与思考 。

博茨瓦纳共有 4 5 个民族 , 叶伊 (Ｗａｙ ｅｙｉ ) 因 为有着 自 己 的语言 与文

化而被划分为一个独立的 民族 。 叶伊人主要居住在博茨瓦纳西北部的 恩加

米兰地区 ( Ｎｇａ
ｍｉ ｌａｎｄ ) 、 奥卡万戈三角 洲附近 , 是这一地 区人 口 最多 的

民族 ,

？ 也是第
一个定居在此的班图语系 的 民族 。

？

① 八大部族有 ： 恩 瓦 托 ( Ｎｇｗａ ｔ ｏ ) 、 昆纳 ( Ｋｗｅｎ ａ ) 、 恩 瓦 凯 策 ( Ｎ ｇｗａｋｅｔ ｓ ｅ ) 、 塔瓦 纳

( Ｔａｗａｎａ ) 、 卡特拉 ( Ｋｇａ
ｔ
ｌａ ) 、 莱特 ( Ｌｅｔｅ ) 、 罗龙 (Ｒｏ ｌｏｎｇ ) 和特罗夸 ( 丁 ｌ

ｏｋｗａ ) 。

② 徐人龙编著 ： 《博茨瓦纳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7
—

1 8 页 。

③ 主要是 ： 卡兰加人 ( Ｋａｌ ａｎｇ ａ〉
、 伊姆布库 苏人 ( Ｈ ａｍｂｕｋ ｕｓｈｕ ) 、 苏 比亚人 ( Ｓ ｕｂ ｉａ ) 、 卡

拉哈迪人 ( Ｋｇａ ｌａｇａｄ ｉ ) 、 叶伊人 ( Ｗａｙｅｙ ｉ ) 、 布须曼人 ( Ｂ ｕｓｈｍａｎ )
、 赫 雷罗人 ( Ｈｅｒｅ ｒｏ ) 和科 图

人 ( Ｋｇｏｔ ｈｕ ) 等 。

④Ｎｙａ ｔｉ

－Ｒ ａｍａｈｏｂｏ ｔ
Ｌ ．

Ｒｅ ｖｉｅｗｏ ｆ 
ｔ
ｈｅｃｏ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ｉｂ ａｌｎ ｅｕｔ ｒａｌ ｉｔ ｙ , Ｐａ ｐｅｒｓ ｕｂｍｉ

ｔ
ｔ ｅｄｔｏ

ｔｈｅ Ｍ ｉｎｉ ｓ ｔｅｒｏｆＰｒｅ ｓ ｉ
ｄｅｎｔ

ｉａ ｌＡｆ ｆａ ｉｒｓａｎｄＰｕｂｌ ｉ ｃＡｄｍ ｉｎ ｉａ ｔ ｒａ ｔ
ｉ
ｏｎ

, Ｇａ ｂｏ ｒｏｎｅ
, 1 9 9 8 ．

⑤ 保护传承叶伊语言文化的非政府组织 ｈｔ ｔｐ ：／ ／ｋａｍａｎａｋａ ｏ．  ｃｏｍ。

⑥ 据 2 0 0 1 年人 口统计资料显示 , 叶伊人 口有 6 万 。

⑦Ｔｌ ｏｕ
,
Ｔ

,
Ａ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

ｏ ｆ Ｎ ｇａｍｉ ｌａｎｄ , 1 7 5 0 ｔ ｏ 1 9 0 6 , Ｇａ ｂｏ ｒｏｎｅ ：Ｍａ ｃｍｉ
ｌｌ ａｎ ,  1 9 8 5 , ｐ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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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 叶伊人居住在赞 比亚西部地区 , 据史料 载 ,
1 7 5 0 年 , 叶伊人

为 了逃避洛奇 ( Ｌｏｚｉ ) 部落酋长要求交纳 的供奉 , 集体迁移到现今博茨瓦

纳西北部的恩加米兰 区 、 奥卡万戈三角 洲附近 , 与 当地 的土著居 民桑人

( Ｓａｎ ) 通婚居住在一起 , 愉快地称彼此为表亲 。

？ 至今在叶伊语 中仍包含

很多桑人的语言 。

奥卡万戈河从安哥拉高原流下 , 终年流水不断 , 分成众多小河流 , 形

成三角洲 。 这里土地肥沃 、 环境舒适 ,
生长着各种野果和蔬菜 , 栖息着多

种野生动物 , 为早期的居民们提供了 良好的 生活条件 。 叶伊人主要依靠农

业生产 、 饲养牲畜 、 采集树上的 野果以及捕鱼为生 , 他们平 时也制作草

编 、 独木舟 、 罐子等 日 常用 品 。 他们的语言很特别 , 他们有着 自 己 的文化

传统 、 歌舞艺术 , 且世代相传 。

1 9 世纪初期 , 恩瓦托部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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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早期仍能够和平相处 。 然而塔瓦纳部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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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是 , 在塔瓦纳部族的统治下 , 叶伊人要 向塔瓦纳人交纳沉重的供奉 , 很多

叶伊女孩们被迫嫁给塔瓦纳人 ,

一些叶伊人害怕 受到塔瓦纳人 的折磨而将

自 己 的孩子卖给他们做奴隶 。 塔瓦纳 占有叶伊奴隶的全部财产 , 还禁止他

们说 自 己 的语言 、 实践 自 己 的文化 。

③

1 8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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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个部族为当地的统

治者 。 塔瓦纳便成为恩加米兰地区的统治者 , 诸如叶伊 、 赫雷罗 、 伊姆布

库苏等少数部族都要服从于塔瓦纳的统治 , 按照塔瓦纳部族 的风俗与法律

办事 。 1 9 3 6 年 , 传教士雷伊 ( Ｒ ｅｙ ) 意识到 占 当地人 口很小部分 的部族竟

然统治着大多数的人 口 , 这是不公平的 , 他试图改变恩加米兰地区各个部

①Ｋａｍａｎａｋａ ｏ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
ｉ
ｏｎ ,Ｓｈｉｙ

ｅ
ｙ ｉＰｈｒａ ｓｅ ｆｏ ｒ Ｕ ｓｅ ｉｎＴｈｅＯｋａｖ ａｎｇ ｏＤｅ ｌｔａ ,

Ｇａｂｏ ｒｏｎｅ ：Ｋａ
－

ｍａｎａｋａ ｏＡｓ ｓｏｃｉａ ｔ
ｉｏｎ ,  2 0 0 1 , ｐｐ ．

 2 

—

3 ．

②Ｔ ｌｏｕ ． Ｔ ．ａｎｄＣａｍｐｂｅｌ ｌ
,ＡＨ ｉｓｔ ｏｒｙｏ ｆＢｏ ｔｓｗａｎ ａ ？Ｇａｂｏｒｏｎ ｅ

：Ｍａｃｍｉ ｌｌａｎ , 1 9 9 7
,ｐｐ．

1 4 3

－

1 4 4
．

③Ｋａｍａｎａｋａ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
ｉｏｎ , Ｂｒ ｉ ｅ 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 ｆ Ｔｈ ｅＷ ａｙｅ ｙｉ Ｔｒ
ｉｂ ｅ , Ｇａ ｂｏｒｏｎｅ ：Ｋａｍａｎ ａｋａｏＡｓ

？

ｓｏｃ ｉａ ｔ
ｉｏｎ

,
 2 0 0 9

, ｐｐ ． 7— 9 ．





博茨瓦纳叶伊人 田野调查及其国家建构之思考 2 6 5

族受塔瓦纳部族统治的现状 。 雷伊开始进行人 口普查 , 而塔瓦纳使用暴力

手段镇压弱小部族 , 强迫叶伊人承认 自 己是塔瓦纳部族 , 叶伊人的反抗斗

争就此展开 。

？

博茨瓦纳 自 1 9 6 6 年独立以来 , 走上
一

条传统与现代 的融合之路 。 在 国

家政体上 ,

一方面建立西方民主国家的总统 内 阁制 ,

一方面保 留 了传统的

酋长制 。 特别是在地方社会 ,
8 大部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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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 , 叶伊人依然要服从塔瓦纳部族的管理 , 生活中仍会遭遇种种不

公平对待 , 叶伊人无法拥有 自 己 的酋长 ,
即便是选举出 了本族的大酋长 , 却

一直得不到政府的承认 , 无法拥有同茨瓦纳人酋长
一

样的权力与待遇 。

二 田野点概况

本文选取的 田野点是
一

个地处博茨瓦纳西北部 、 靠近奥卡万戈三角洲

源头的小村庄
——塞波帕 ( Ｓｅｐｏｐ ａ ) 。 这里世代聚居着叶伊人和伊姆布库

苏人 , 以叶伊人居多 。 可以看出 , 博茨瓦纳政府对村庄建设的投人不菲 ,

在这个将近 4 0 0 0 人 口 的村子里 , 建有
一所小学 、

一所初 中 、

一个警察局 、

一

个邮局 、

一个诊所 、

一个动物保护站 、

一个商店 、

一

个酒吧 。 每家门外

都有 自 来水 , 每 月 的水费大概在 7
—

3 0 普拉 。 人们 主要靠饲养牲畜 、 种

田 、 捕鱼 、 做草编为生 。

笔者居住的这家女主人 的名 字叫 Ｎｋ
ｇｏｍ

ｏｔ ｓ ａｎｇＢａｕｋｇｏｔ ｓｉ ( 以下简称

ＮＫ ) , 是村诊所 的保育员 。 ＮＫ 生 于 1 9 5 7 年 , 生育了 8 个儿女 , 还帮助

死去的妹妹养大 了两个孩子 , 她常说 , 她有 1 0 个孩子 。 她至今未婚 , 8

个孩子属于不同的父亲 , 因为叶伊 自 古以来是母系社会 , 以父系为主导的

一

夫
一

妻制在叶伊人中并不普遍 。 村子里 , 很多妇女有孩子却没有合法的

婚姻 。
ＮＫ 的工作是教育社 区的人们如何过上健康生活 , 让青少年远离酒

精 , 指导人们如何避孕 , 防治艾滋病 。 她 每天 7 点半 开始工作 , 上午 1 0

点 回家吃早饭 , 休息片刻再去工作 。 她时常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做巡诊 , 探

①Ｋ ａｍａｎａｋａ ｏＡ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
ｏｎ , Ｂｒ

ｉ
ｅｆ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 ｆＴｈｅＷ ａｙ ｅｙ ｉ

Ｔｒ
ｉ
ｂ ｅ．Ｇａｂｏｒｏｎｅ

：ＫａｍａｎａｋａｏＡｓ
？

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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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疾病患者或者新生儿 , 为村民们送去药品并指导人们相关的 医药卫生知

识 。 她在这个岗 位上工作了 近 3 0 年 , 从未换过工作 , 村民们都很尊敬她 。

在 ＮＫ 的帮助和引领下 , 笔者开始了对叶伊社会与文化的 田野考察 。

三 叶伊人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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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Ｋ 的 8 个孩子的姓氏全部沿

用她的 姓氏 。

1 ． 家庭 (
Ｆａｍｉ ｌｙ )

家庭是叶伊社会的最小单位 。 核心家庭包括一夫一妻及他们 的子女 ,

然而当儿子娶亲 、 女儿离婚或者有其他亲戚加人时 , 核心家庭就会扩展成
一

个大家庭 。 在叶伊语 中 , 核 心 家庭与 大家庭都 是
一

个单词
“

ＭＯＺＩ
”

。

在叶伊家庭 中 ,
关系 比较近的亲属 通常会分享牲畜与农 田 。 家庭中 男性的

财产 由其姐妹的儿子继承 , 大多数女性的婚姻由其舅舅 来决定 。

世系家族由几代人传承而成 。 在母系 社会中 , 世系祖先都是女性 , 而

且是结婚生子的女性 , 尽管她的兄弟会成为行政上 的首领 , 但她永远都是

人们信仰与精神上 的领袖 。 她可以 召集成员们在
一起商议家族事务 , 拥有

最终决定权 , 她同样在氏族部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2 ． 氏族 (
Ｃｌａｎ

)

据
一

位叶伊老人回忆 ,
叶伊 由 8 个氏族组成 , 每个 氏族有着不 同 的图

腾 , 并 以 图腾的名字命名该氏族 这些图腾大多数是与叶伊人生活在
一

起的野生动物 , 分别是 ： 狮子 、 猴子 、 猎豹 、 大象 、 水牛 、 牛 、 河马等 。

还有一个氏族的图腾是水 ,
ＮＫ 告诉我她的家族就属于水氏族 。 水和狮子

氏族都是叶伊人的皇族 , 酋长来 自 于这两个 氏族 , 这两个 氏族之间经常通

婚 。 氏族成员们可 以射杀这些图腾 , 但是本族成员不能吃本族图腾 的肉 也

①Ｌａ ｒｓｏ ｎ ,Ｔ ． Ｊ ．

,
Ｈ

ｉ
ｓｔｏｒ ｙａｎｄＳｏｃｉ

ａ ｌｏ ｒｇａｎ ｉｓａ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 ｅＢａｙｅ ｙｉｏ ｆＮｇ ａｍｉ ｌ ａｎｄ ,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 ｉ

？

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 ｆ Ｅｔ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Ｖｏ ｌ
．  1 2 (

1 ) , 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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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触摸它 , 其他氏族成员可 以吃 肉 。

8 大氏族是聚居在古 马雷 ( Ｇｕｍ ａｒｅ ) 地 区 的 叶伊人的分类 , 其他地

区还有更多 的 氏族 。 同
一

氏族基本都是亲戚 , 因此成员之间禁止通婚 。 氏

族成员 之间亲如
一

家 , 经常聚集在
一

起讨论家庭事务 、 狩猎计划等 。 在其

他地方遇到 同
一

氏族的人都会认为彼此是亲戚 , 并给予热情无私的接待 。

氏族成员 间 同样对彼此负 有责任与义务 , 如果一个成员 遇到 困难 , 其他成

员都将给予他帮助 与支持 。 可见 , 在传统的 叶伊社会 , 氏族既是用来区分

彼此的边界 , 又是凝聚彼此的纽带 。

3 ？ 编团 (
Ｒｅｇｉｍｅｎｔ)

随着社会变迁 , 氏族观念在当今 的叶伊人 中已经消失 , 人们不再用 氏

族来区分彼此 。 然而为 了适应现实的需要 , 叶伊人近年来采纳 了军队里的

编团概念 , 主要按照年龄进行分组 , 在族 内事务上分工合作 , 为争取 自 由

平等而共同奋斗 。 分为三个团

( 1 ) 扫除障碍团 。 年龄在 3 0
—

4 9 岁 , 负责照顾酋长 。 在举行 叶伊文

化事务期间 , 负责杀牛 , 为人们提供饮食服务 。 当酋长到来或者离开时 ,

他们要骑马陪 同 。

( 2 ) 解决问题团 。 年龄在 5 0
—

6 0 岁 。 他们在举行文化事务期 间 , 负

责相关具体工作 , 诸如做饭 、 组织舞蹈队 、 安排场地等 。 他们将来会成为

叶伊酋长议会的主要成员 。

( 3 ) 吞掉狮子团 。 年龄在 6 1 岁 以上族中 的长老 。 负责辅佐酋长 , 组

成叶伊酋长议会 , 必要时他们可 以作出最终裁决 。

编团 自 成立 以来 , 在叶伊社会 中越来越普遍 , 人们按照不同年龄加入

不 同 的团 , 甚至在叶伊人的歌曲 中也包含了 团 的内容 。

四 叶伊人的曰常生活

在塞波帕村子里 , 大部分家庭是一个扩展型家庭 , 父母子女几代人生

①Ｋａｍ ａｎａｋａ ｏＡｓｓｏｃ ｉａ ｔ
ｉｏ ｎ ＊Ｂｒｉ ｅｆＨ ｉ ｓｔｏｒ ｙ ｏ

ｆ ＴｈｅＷａｙｅｙ ｉ Ｔｒｉｂ ｅ ,Ｇａ ｂｏ ｒｏｎｅ ；Ｋａｍａ ｎａｋａ ｏＡｓ
？

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ｏｎ ,  2 0 0 9 , ｐｐ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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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
一起 , 共同饲养家畜 、 分担家务 。 老人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 , 人

们十分敬重老人 , 给老人最好的食物和环境 。

1 ． 家屋

大部分叶伊人居住在传统的家屋中 , 即圆形土坯房 , 用茅草搭建的锥

形屋顶 , 周围立着几根木桩作为支撑 。 这种传统家屋非常适合 当地干旱少

雨的气候环境 , 冬暖夏凉 , 通风散热 。 现在有部分条件好的家庭建起 了砖

瓦房 ,

一

般格局是三室
一厅 、

一个厨房 、

一

个洗澡间 , 厕所在屋外 。

叶伊人喜欢在家屋周 围用高高的芦苇杆编成
一个封闭 的庭 院 ,

一

方面

保护了 隐私 , 另 个方面也为了防止诸如羊 、 狗 、 驴等动物闯进来 。 庭院

的人 口有 门 , 夜晚或者没人的时候会锁上 。

2 ． 经济生活

据村子里的老人介绍 ,

？
叶伊人传统的经济生活主要 是捕 鱼 、 狩猎 、

采集 、 耕种 、 饲养牲畜等 。 奥卡万戈三角洲 内有 3 0 多种可供人类食用的

鱼 , 叶伊人 自 古以来靠捕鱼为 生 。 最佳的捕鱼季节是每年的 4 月 、
5 月 ,

雨水丰沛 , 水面上升 。 叶伊人主要用 以 下三种方法来捕鱼 。

⑴ 陷 阱 。 用芦苇杆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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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⑵鱼 网 。 当水流到达峰值时 , 用陷

阱很难捕到鱼 , 人们会选择用鱼网 。 传统鱼网 由植物纤维制成 , 天然白 色

鱼网很容易吓跑鱼 , 于是人们把鱼网染成黑色 ,
以避免吓跑鱼 。 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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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时期农耕技术落后 , 叶伊人只会用锄头等简单 的农具耕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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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月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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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玉米 、 黍子 、 豆子 、 南

？ 2 0 1 1 年 3 月 1 5 日下午 , 访谈塞波帕村的老人 , 是 ＮＫ 的表哥 , 名 字叫 ＥｓｍｏｎｄＭ ｕｑ
ｈｕ

－

ｉ ｔ ｙｗｅＫａｕｔｈｅｍｗ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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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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伊人开始了捕鱼 、 狩猎 、 采集野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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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茅 、 弓 、 箭以及原始枪炮来刺杀

猎物 。 如今受到保护 的鸵鸟 , 也是过去人们狩猎的对象 , 鸵鸟 肉 可 以 吃 ,

鸵鸟 羽毛可 以用来做装饰 , 鸵鸟蛋壳可以制成女人们喜欢的项链 、 头饰等

装饰品 。

现在的博茨瓦纳政府非常重视保护野生动物 , 特别是对濒危物种的保

护 , 然而在狩猎季节 ,
一些食 肉 动物依然被猎杀 , 只是在数量上有所 限

制 。 在广阔 的奥卡
‘

万戈三角 洲地区 , 在杳无人烟的灌木丛 中 , 仍有人无视

国家法律而狩猎大量的野生雄鹿 、 食蚁兽 、 斑马 、 食 肉 动物等 , 这些野生

动物与当地人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 , 很多人以此来增加收人 。 更有甚者受

雇于国外 的个人或者组织 , 偷猎濒危野生动物以赚取高额利润 。 对此 , 博

茨瓦纳政府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区 , 派训练有素的巡防员 日夜坚守 , 保护大

象 、 犀牛 、 猎豹等瀕危动物 。

3 ． 饮食与服饰

传统时期 的 叶伊人 , ． 有着丰 富 的野生动植物知识 。 不需要费多少力

气 , 就能采集 到很多食物 。 他们 的传统食物是鱼 、 睡莲根茎 、 莲子 、 莲

花 、 叶子等 , 他们喜欢吃野生蜂蜜 , 也喜欢吃诸如 白蚁 、 蝗虫 、 甲虫的幼

虫等 。 叶伊人擅长用 弓 箭射杀小型 的 鼠类动物和 鸟 , 诸如癖蛇 、 非洲 巨

蝰 、 蜥蜴 、 青蛙 、 乌龟等则是叶伊人丰富的蛋 白 质来源 。

如今在叶伊人的饮食中 , 巳经较少出现这些野生的动植物 ,

一些西方

食物进人叶伊家庭 。 笔者在 ＮＫ 家里做调查时 , 每天早上 8 点多吃早饭
,

一碗加人牛奶和糖的 高粱米糊 ； 下午 1 点 吃正餐 , 主食是米饭或者 巴 巴

粉 , 副食是鸡 肉或者牛 肉再配上
一些甜菜根 、 卷心菜 、 南瓜等蔬菜 ； 晚饭

很简单 , 通常是面包和奶茶 。
ＮＫ 为 了让我体验叶伊人的传统食物 , 还特

别为我做了鱼 肉炖睡莲 。

叶伊人的传统服饰 ,
主要由 兽皮制成 , 女人包括上衣和 围裙 , 男 人只

有一件遮住下体的短裤或者围裙 。 随着兽皮的渐渐稀少 , 现在的叶伊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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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
一样 , 穿着西方式样的衣服 , 在重要的 仪式场合 , 男 人要穿西

装 , 女人则要穿上 比较正式的套裙以及头 巾 、 披肩 。

4 ． 手工艺术

在叶伊社会 , 人们擅长制作各种式样的传统手工艺 品 。 男人们主要制
．

作独木舟 、 弓 箭等狩猎工具 ； 女人们擅长制 作草篮子 、 垫子 、 首饰 、 衣

服 、 烹饪工具等 。

博茨瓦纳 的草编艺术世界 闻名 , 主要出 自 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 的叶伊

人和伊姆布库苏人 。 他们有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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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能

．

够染色的天然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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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动的观察模仿 , 创造出 世界上复杂而又令人着迷

的草编艺术 。

过去 , 叶伊女人们用兽皮 、 豆子 、 豪猪毛 制成漂亮的衣服和首饰 。 现

在 , 只有在叶伊人的传统歌舞表演 中 , 人们才会穿戴上这种传统服饰 。

传统的烹饪器皿由 三角 洲 区域的黏土制成 , 人们用牛粪来烧制大小不

一 的锅和碗 。 在塞波帕村子里 , 大多数的 叶伊人仍使用传统的烹饪器皿来

炖牛 肉 、 羊 肉 、 鱼等 。 特别是在婚礼 、 葬礼等重要仪式或者节 日 中 , 人们

普遍使用大锅制作传统食物 , 与大家分享 。

五 叶伊人的仪式

1 ． 出生

传统时期妇女们在 自家庭院的后面生孩子 , 现在大多数妇女都被送到

公立医 院进行生产 。 产妇通常吃的食物是高粱米糊 , 她们认为这种食物可

以让肚子变小 。 新生儿 出生几个星期之后 , 父母会为他举行一个聚会 , 给

他取名 , 受邀请的亲友们都会送礼物以庆祝这个新生儿的降生 。





博茨瓦纳 叶伊人田 野调查及其国家建构之思考 2 7
1

2 ． 成年

在传统社会 , 叶伊女孩第一次月 经来潮 , 意味着她 已经成年 。 老年妇

女们会为她举行一个特别 的仪式 。 首先 , 老年妇女会大喊大 叫 , 让人们都

知道这个女孩来月 经了 , 女孩成为女人了 。 然后 , 女孩被送往远离村子或

灌木丛 中 牛站附近的小窝棚里 独 自 生活 1 

一

4 个月 。
这期 间 , 男 子禁止人

内 , 女孩的祖母会来教育她未来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与义务 。 叶伊男孩

的成年仪式是加人一个团 , 通常是在灌木丛里扎营 , 新人团的男孩们学习

狩猎技巧 、 婚姻的责任等 。
’

这些传统仪式 自博茨瓦纳独立 以后 即被法律禁止了 , 人们只能在老人

的讲述 中 了解过去 , 然而幸运 的是 , 在笔者调査期间 , 政府在塞波 帕举办

了
一场文化表演 比赛 , 主要是传统部族 的乐器和歌舞表演 。 其中

一

个舞蹈

队来 自 叶伊人聚居的村子塞荣伽 ( Ｓｅｒ ｏｎｇ ａ ) , 舞者都是叶伊女性 , 她们表

演的舞蹈就是有关叶伊少女的成年礼 。 舞者们排队人场 , 站成半圆 , 中 间

用布遮挡着身体 、 浑身染成赤红的女孩就是月 经初潮 的少女 , 她羞涩地低

着头 。 其他女人们一个接着
一

个地通过舞蹈和歌声来教 给她成人 的生活 ,

怎样做
一个妻子 、

一个母亲 , 如何承担 自 己 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 最后 , 当

少女 习得这些本领后 , 终于 自 信地在周 围人的歌声和掌声中翩翩起舞 , 完

成了从女孩到女人的蜕变 。

3 ． 婚礼

传统社会的婚礼通常 由父母安排 , 男女双方家人要在正式婚礼之前定

下婚约 , 通常是男方送给女方家几头牛作为彩礼 。 叶伊人至今仍留有母系

社会的传统 , 舅 舅在家族 中有很高的地位 , 因此一般 由新娘的舅舅 来决定

新娘的价格 。

笔者在塞波帕调查初期 ,
ＮＫ 每天晚上都要去后 院 的表姐家里帮忙 ,

她们要用芦苇杆建造
一个新庭院 , 因为很快表姐女儿 的订婚礼将在这里举

行 , 于是笔者非常幸运地参加 了整个订婚仪式 。

叶伊人的订婚礼十分漫长 , 从 2 0 1 1 年 3 月 1 8 日 开始持续到 2 0 日 ,
．

共 3 天时间 。 此前女方亲戚 已经在一起开了两次会 , 新娘的舅 舅 做主持 ,

会议讨论决定 向男方要 8 头牛作为彩礼 。 正式的婚礼将在 1 2 月 举行 , 那

将是一个西方式的婚礼 , 而现在的订婚礼是叶伊人的传统仪式 。 只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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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了 这个仪式 , 新娘与新郎在人们心 中才会被确认成为真正的夫妻 。

1 8 日 晚上 5 点 , 在新娘家的庭院 里 , 女方 亲戚们 围坐
一

起开会 , 主

要内容基本是在重复前两次会议讨论的 内容 , 即跟男方要 8 头牛 , 邀请哪

些人等 。 此时 , 新郎及其 亲友们共 2 0 多人 已经到 达塞波帕 , 但是 , 他们

不许进人女方家 , 而是住在村子里 的其他人家 。

1 9 日 早上 5 点 , 女方亲戚们 聚集在庭院里开会 。 博茨瓦纳社会男女

界限分明 ,
在诸如婚礼 、 葬礼等重要仪式上 , 都是男人坐在凳子上 , 女人

席地而坐 。 周 围漆黑
一片 , 人们彼此都看不到对方的脸 , 只能听到声音 。

笔者明显感觉 到这次会议 的人数 比 以 前增多 了 , 会议仍 由 新娘 的 舅 舅

主持 。

借着月 光 , 笔者看到两个高高瘦瘦 的男 人缓缓走进 院子 , 感觉两个人

很紧张 , 走进院子 绕了
一

圈 , 不声不 响地坐在地上 , 此时院子里特别安

静 , 两人坐好后 , 开始用很轻微小心的声音说话 。 原来这两个男人是新郎

的亲戚 , 负 责在双方之 间 传递 消 息 , 他们有
一

套 固 定 的说辞 。 他们说 ：

“

我想要一个妻子
”

, 这时新娘的舅 舅会说 ：

“

我们并不在
一起……

”

。 双方

像对暗语
一

样 , 说完这几句话后 , 男方两个信使就起身离开了 , 仍是低着

头 , 迈着缓慢的 步子 , 像做错 了事情
一

样慢慢走 出女方 家的 院子 。 接下

来 , 女方也会派 出 两个信使来 向男 方传递消 息 。 女方信 使带 回 消 息说 ,

“

他们会纠正所犯的错误 , 他们想要
一

个妻子 。

”

男 方两个信使再次缓缓走

进 院子 ,
重复之前的动作 , 坐下来说 ：

“

对不起 , 请原谅我们 的错误 。

”

然

后起身缓慢离开 。

女方亲戚们在一起热烈讨论着 , 女方信使带回 消息说 , 今天男方会送

一头牛过来 , 这头牛不包括在彩礼的 8 头牛 内 。 笔者问身边的女人为什么

会单独送一头牛来 , 女人小声说 , 因为新娘新 郎在结婚之前就有了性 生

活 ,
这是违背传统的 , 所 以 , 男方补偿给女方家

一头牛 … …

早上 8 点多 , 漫长的会议终于告一段落 , 人们开始喝茶 、 吃面包 、 聊

天 , 等着男 方送
一

头牛过来 。 直到下午 3 点多 , 男 方信使终于送来了一头

牛 , 这只牛被捆住 四肢 , 放倒在地上 。 此时 , 新娘的舅 舅 手拿
一

杆猎枪 ,

准备射死这头牛 。 只有他有这个权力来杀牛 , 只 听砰地一声枪响 , 射中 了

牛 的头部 。 周 围的妇女们开心地摇摆着跳舞 、 打 口 哨 。 接下来 , 男人们开

始剥牛皮 、 切牛 肉 。
1 9 日 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

最重要的 日子是 2 0 日 上午 , 仍是早上 5 点 。 新娘亲戚们聚在庭 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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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 , 双方之间仍 由两位男 性信使来传递消息 。 天蒙蒙亮时 , 男方派来了

6 位妇女 , 她们同样迈着缓慢的步子 , 低着头 , 进入庭 院 , 她们转了
一

圈

后 , 坐在地上 , 低头小声说她们将送来礼物 。 然后她们站起身 , 缓缓走 出

院子 。
1 0 分钟后 , 6 位妇女排着队 ／ 中 间

一

个女人将 礼物包裹 顶在了头

上 , 缓慢走进院子 。

新娘的舅母接过礼物 , 当场拆包 , 将礼物一件件拿 出来给所有人看 ,

并大声宣布 ： 两双皮鞋 ( 鞋里面放 了 两百块钱 ) 、

一套西装 、

一件外套 、

两件衬衫 (男式女式 ) 、

一件套装 、

一个毛毯等 。 舅母再把这些礼物包好 ,

交给新娘的妈妈 , 妇女们开心地打起 口哨 。

送完礼物 , 最重要 的时刻到来 , 就是男方送 8 头牛过来 。
现在大多数

情况下 , 新郎家以 牛 的数量来换算 成货 币 , 直接送钱过来而不是真 的送

牛 。 可见 , 牛在这里也是一种货币单位 ,

一

头牛价值 1 5 0 0 普拉 ,
8 头牛

就是 1 2 0 0 0 普拉 。 男方派出两位年长男 性亲戚 , 送钱过来 , 女方由 新娘 的

舅舅来 负责监督数钱 。 男方亲戚将钱拿出来 , 当着众人的面 ,

一张一张地

数 。 数好后 , 新娘舅舅把
一

沓 Ｗ 0 0 普拉放在
一

起 , 嘴里高声数着 ：

“
一头

牛
”

, 再一沓 1 5 0 0 普拉 , 高声数着 ：

“

两头 牛
”
… …一

直数到 8 头牛 。 在

场的妇女们一起打 口 哨欢呼起来 。 最后 , 舅舅将这些钱全部交给了新娘的

外婆 , 老人高兴地边打 口 哨边跳舞 。

在女方家人收到礼物和彩礼之后 , 新郎及其亲属才可 以进人新娘家的

庭院 。
2 0 多人排成长长的

一列队伍 , 低头缓缓走 进新娘家 的庭院 ,
走在

最前面的老人是新郎所在村子的头人 , 其次是新郎 的舅 舅及男 性亲属 , 最

后是女性亲属 。 进人庭院落座后 , 新郎的头人开始讲话 , 和新娘的亲属互

相寒暄 。 接下来 , 新娘在一片欢呼 口 哨声中 由 舅 母牵 引着进人庭院 。

新 郎的舅 舅开始向众人介绍到场 的亲戚 , 从男到女 , 介绍到哪位 , 哪

位就站起来跟大家认识 , 最后介绍新郎 , 妇女们都兴奋地打起 口 哨
。 舅 舅

带着新郎依次跟女方亲戚握手 , 更将整个仪式推 向 了高潮 。 接着 , 新娘的

舅舅 向所有人介绍新娘的亲属们 , 新娘生父的弟弟还代表父亲家族说了很

长一番话 , 主要介绍 了新娘生父家族 的历史 ,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 他们的

父亲 、 祖父做过些什么 事业… …因为新娘父母没有结婚 , 所以新娘 出嫁的

仪式在母亲家里举行 , 彩礼钱由 舅舅来决定 , 否则这
一

切都会发生在新娘

的父亲家里 。 新娘与大家一一握手打招 呼之后 , 就跟随舅母 回 到屋子里 。

双方亲戚们互相握手互相寒暄互相介绍 , 从此 以后就亲如一家了 , 整个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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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仪式到此结束 。 新郎 和亲戚们坐车离开 , 他们不能 留下来吃饭 , 只有新

娘的亲戚们才能 留在新娘家里吃饭 。

叶伊人 的婚礼 , 漫长而烦琐 。 叶伊人的婚姻 , 不是两个人的婚姻 , 而

是两个家族 的婚姻 。 两个完全陌生的家族通过这 3 天的仪式紧紧地绑定在

一

起 , 成为彼此的亲属 。 想要得到
一

个叶伊人的妻子 , 真不是件容易 的事

情 , 不仅要送 8 头牛 , 还要给新娘父母亲 戚们买礼物 , 而且要经历至少 3

天时间的考验 。 新 郎家 的人从始至终都表现得紧张甚至有些卑微 , 好像在

乞求新娘的舅舅 、 母亲 ,

“

给我一个妻子吧 , 给我一个妻子吧
… …

“

4 ． 葬礼

叶伊人相信 , 人死之后灵魂会离开躯体 , 并且还会时常萦绕在亲属们

周 围要吃的 、 要喝的 , 提醒亲人们不要忘记他 。 在传统时期 , 叶伊男 人死

后葬在牛 圈里 ； 女人和婴儿死后葬在 自 家的院子里 ； 大些的孩子死后葬在

牛犊圈里 。

？

如今的叶伊人生活在城镇和村 庄中 , 已 不再按照传统方式来安葬死

者 , 而是用传统与现代基督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土葬 。 每个村庄的边缘处

有一个很大的公用墓地 , 村里人过世后都埋葬到那里 。

笔者在调査期 间 , 亲历了两次葬礼 。 现在大多数叶伊人信奉基督教 ,

这在他们的葬礼 中有最充分的体现 。 当
一

个人死后 , 遗体会被安放在家屋

里 , 直到周末时举行葬礼 , 主要为 了方便外地亲友们有时间赶过来吊 唁 。

这期 间每天早上 7 点和晚上 5 点 , 都会有牧师组织人们祷告 , 附近的亲属

邻 居会来参加 。 在葬礼之前 的晚上 , 很多人会来到死者家里 , 唱着基督教

圣歌安慰家属 。

葬礼一般在周 日 凌晨举行。 来宾们首先进屋子里绕着棺材走
一

圈 , 见

死者最后
一面

。 葬礼上每人都会拿到一张合页 , 上面介绍死者的姓名 、 出

生时间 、 死亡时 间 、 生平 、 葬礼过程以及为葬礼服务的人 。 与此 同时 , 厨

师在为人们准备葬礼后的午餐 。

瞻仰结束后 , 亲友们将棺材从室 内抬到室外 , 吊 唁活动开始 。 葬礼由

牧师主持 , 死者 的亲人朋友 同事纷纷上来讲话 , 回 忆与死者在一起 的经

历 , 时而引 得人们哄堂大笑 , 时而又催人泪下 。 吊 唁持续到上午 8 点多结

①Ｌａ ｒｓｏｎ
．

Ｔ ．

 Ｊ
． , ＴｈｅＢａ ｙｅｙ ｉｏｆＮｇａｍ ｉｌａｎｄ , Ｂｏ ｔｓｗａｎａＮｏｔｅｓ＆－Ｒｅｃｏｒｄ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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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 人们将死者送到附近的教堂 。 博茨瓦纳有专门 的丧葬服务公司 , 用专

门 的车子来运送棺材 。
这期间 , 教堂的唱诗班

一

直陪在死者家属身旁 , 深

情地为他们唱歌 , 以抚慰他们的悲痛心情 。 男士着正装 、 女士穿 白裙戴 白

帽 , 跟在棺材的后面 , 边走边唱 , 教堂音乐旋律优美饱含深情 , 舒缓 了人

们失去亲人的悲伤情绪 。

到达教堂后 , 由 于参加葬礼的人数很多 , 只有很少一部分亲友可 以站

在教堂里面听牧师讲话 , 牧师的话可以通过喇叭传到外面 , 其他亲友们就

站在外 面听 。 唱诗班依然为人们演唱圣歌 。 教堂里的仪式大概持续了 半个

小时 , 人们又把棺材推出教堂 , 抬上车 ,
送往墓地 。

上午 1 0 点到达墓地 。
死者的墓地 已经挖好 , 家属们坐在墓地对面临

时搭建 的帐篷里 。 男人们将墓地清理好之后 , 开始将棺材下葬 。 值得注意

的是 ,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教堂 , 很少会听到哭声 , 然而在墓地 , 死者 即将

人土之时 , 人们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 的悲痛 , 失声痛哭起来 , 有的甚至悲痛

地休克过去 。 棺材放好后 , 人们将鲜花放在上面 , 牧师手捧圣经 , 带领大

家祷告 。 死者的男 性亲属 (
一般是死者的侄子或者外甥 ) 用一个铁门 将棺

材盖住 , 并往上面灌注水泥 , 直到把棺材全部封住 。 接着用铁锹 向坑里填

土 , 即将填满时 , 教会人员 盛起一锹土 , 让家人亲友们挨个抓一把 , 以慰

生者 。
教堂的唱诗班在整个入葬过程中

一

直在炎炎烈 日下高声歌唱 , 感人

至深 , 他们均无偿地为葬礼服务 。

安葬之后 , 人们将一座铁条制成 的架子安置在坟堆上 , 架子前面挂着

一块牌子 , 上面写着死者的名 字 、 出生时间 、 死亡时间 、 下葬时间 。 葬礼

此时并没有结束 , 人们离开墓地 ／ 再次回到死者家中 ,

一起吃午饭 。 依照

传统 , 回到 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洗手 , 意味着
“

清除邪恶
”

。 接着 , 村子

里的酋长及重要人物将依次讲话 , 死者的亲戚也会向 人们依次介绍死者的

亲属及朋友同事 , 家属们借此机会 向所有到场的人及为葬礼服务 的人表示

感谢 。
最后

,
人们开始吃饭 , 年轻女人们负责分配饭食 , 仍然是让老人先

吃 , 年轻人后吃 。

整个葬礼从早上 4 点持续到下午 2 点 , 来 的人越多证 明死者越成功 、

越有影响力 。 叶伊人非常重视葬礼 , 只要是同死者有关系并得到通知 的人

都会去参加 。 因 为葬礼不仅是最后
一次见到 、 缅怀死者的场所 , 更是

一个

亲友们 见面聚会的好机会 。 通过参加葬礼 , 年轻的亲戚们认识了 年长者 ,

巩固亲情 , 同时也很容易结交新的友情 。 葬礼是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的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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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人们常开玩笑说 ,

“

如果你想知 道
一

个人到底有多少亲友 , 等到他死

之后吧… …
”

六 关于调研过程与结果的若干思考

2 0 1 1 年 4 月 2 3 日 , 是叶伊人
一年一次的文化节 , 在 叶伊人的 首府古

马雷村举行 。 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
＂

盛会
”

, 但实际 的情况令人担忧 。 博

茨瓦纳 目 前有 6 万叶伊人 口 , 文化节这天实际参加 的人数却不到 2 0 0 人 ,

而且多数是老人和妇女 , 还有二十几位来 自 纳米 比亚的叶伊人代表 。 节 日

的组织也很松散 , 比计划时间推迟 了 3 个小时 。
叶伊人的大酋长在年轻人

的簇拥下隆重登场 , 身着传统兽皮服装的妇女们
一

边说着叶伊语一边制作

着传统啤酒与食物 , 以表达并强化彼此之间 的族群认同 。 各方代表纷纷讲

话 , 主要内容均是鼓励叶伊人团结起来 , 保护并传承叶伊语言与文化 , 为

争取叶伊人的合法权力而斗争到底 。 然而那些 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文化

节的大多数叶伊Ａ , 是否像他们的民族精英 、 知识分子那样尊重他们的传

统与文化呢 ？

叶伊人的传统文化直接受到统治他们上百年的塔瓦纳人 的影响 , 逐渐

从母系 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 ,
但在他们的 日常生活 与仪式中仍然保 留 了

一

些母系社会的特征 , 比如舅舅 在家族 中 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 很多妇女终身

未婚等 。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 叶伊人与茨瓦纳人已没有多少区别 , 特别

是青少年 。 博茨瓦纳将茨瓦纳语与英语定为 官方语言 , 学校 、 医院 、 法

院 、 媒体等公共场合全部说茨瓦纳语或英语 , 学校教科书 里讲的是茨瓦纳

人的历史与文化 , 而没有介绍其他未被承认的少数民族 。 在此环境下 , 越

来越多的 叶伊青少年们遗忘 了 自 己 的母语 , 更模糊 了 自 己 的 族群身份与

文化 。

民族问题是很多非洲 国家的主要问题 , 博茨瓦纳 自 独立以来 , 受到英

国殖民者影响 , 试 图建立一个只有
一

种语言 、

一

种文化 、

一

个民族的单
一

民族国家 , 以加快现代化建设 的进程 。 博茨瓦纳在政治制度上融合了传统

酋长制与西方的民主议会制 , 被承认 的 8 大部族酋长掌握
一

定的权力 , 特

别是在基层 , 传统的习惯法 、 酋长 、 头人依然受到尊敬并且合法 。 所有这

些都使 国家保持了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迅速发展 。 然而我们要看到 , 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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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纳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 以剥夺 、 牺牲非茨瓦纳人 的权益为代价 的 。

那些未被国家承认的少数 民族往往都生活在贫穷 、 边缘 、 落后的地方 , 他

们要服从茨瓦纳人 的统治 , 在很多方面遭遇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 不仅丧

失 了 自 己 的语言和文化 , 更丧失 了 民族存在 的尊严 。

一些少数民族 的精英们开始通过不同方式抗议国家的政策 , 博茨瓦纳

大学副校长莉迪亚 ( Ｌｙｄｉａ ) 教授就是其中 的代表人物 。 她是一个土生土

长的 叶伊人 , 她的母亲就生活在笔者调查 的村子塞波 帕 。 多年来莉迪亚

( Ｌｙｄ
ｉ ａ )一直致力于争取叶伊 人被 国家承认 , 她参与创建 了非政府组织

Ｋ ａｍ ａｎａｋａｏＡ ｓｓｏ ｃｉａ ｔｉｏ ｎ , 旨在传播和保护叶伊语言与文化 。 她发表文章 、

出版著作 , 以唤起更多组织与人们对叶伊人 的关注与支持 。 她认为 ：

“

国

家要承认这些少数民族 , 将多元文化 引人公共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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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当笔者 问她今后有何打算时 ,

她坚定地回答 ：

“

我会继续斗争 , 直到我死……
”

是继续坚持单一民族 国家的道路 ？ 还是多元文化并存发展 ？ 考验着执

政者的智 慧和勇 气 。 笔者将继续关注博茨 瓦纳少数 民族 的历史 、 现状与

发展 。

( 责 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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