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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丛书：勐马档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勐马傣族的民间传统文化，
其内容包括文字、历法、节庆、习俗、饮食、生产、民间文学、佛事活动、自然崇拜等18个方面。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勐马档案》的建立，必将对抢救和保护傣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及有效地弘扬和开发利用傣族传统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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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组织起来办社办组，实行按劳分配。
孟连成立人民政府办以后，经过土地改革，所有过去不平等的条款被废除，各民族真正当家做主人。
农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逐步消灭了茅草房，盖了新瓦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包
产到户，农民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种甘蔗、种茶叶、种咖啡、种橡胶
等经济作物，养猪、养牛、养鸡、养鹅、养鸭等畜牧业得到发展，经商的人比以前多了，农民生活也
富起来了，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勐马十多个寨子现在已经没了有茅草房。
党中央和政府发展交通建设，从孟连到勐马，再到勐阿的路修成了柏油路，建了南卡江大桥，还修建
了两个电站，村村寨寨都通了电，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吃米不用手舂，喝水不用肩挑，楼下肥猪
一大群。
勐马有了集市，五天赶一次街，每个街天大家从四面八方高高兴兴地来做生意，有的人用拖拉机拉东
西，有的人用车拉东西，有的人用肩挑东西，有的人还用背背东西，有的卖猪，有的卖鸡，有的卖肉
，有的卖服装，有的卖蔬菜，有的卖水果，有的卖烟和酒等，一排一排地摆在街上卖。
　　村村寨寨铺了水泥路直通公路，出门就有车坐，有的人坐拖拉机，有的人坐摩托车，有的人骑自
行车，不用走路去上街。
现在不用再穿着竹拖鞋串寨子了，比以前好了几百倍。
由于金沙江建溪洛渡电站，2004年（傣历1366年）把昭通市永善县的2100人移民落户到勐马。
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为使勐马老百姓更富裕，把勐马变成新勐马，盖了新房子，建了新寨子，勐
马人民把土地划给移民178.9亩，每亩土地补助给农民2万块钱，补了人民币3570844块钱。
后来又拿出2100亩土地给移民种，每亩土地补助给农民11000块钱，得人民币2310000块钱，已建盖移民
新房500间。
被划出土地的寨子有：勐马大寨、小寨、芒蚌、芒列、芒改、芒允、芒散，农民拿到的补助款不同，
有50000块的，有100000块的，有200000块的，有300000块的，有600000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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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关于一个特定地点的独特傣族文化的谨慎的记录档案。
　　这个项目选择了一种挑战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即由村民自己收集和记录。
　　这本书的内容突出了勐马寨文化传统的丰富性以及风俗习惯的多样性，显示出族群中的老者在记
忆中保留着大景的知识。
　　这个项目及其出版物的重要价值，是重新强调了孟连傣族的独特性，同时巩固了孟连本土的傣族
文化。
　　参与者多数是村寨里的老人。
显然，村寨中的老人保存着文化的记忆，在消失前把这些记忆记录下来是重要的。
　　——白海思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事务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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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勐马寨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继
承等方面，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村寨。
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把勐马寨这样的村寨抢救、保护下来，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村寨的民族文
化内容，使之形成傣族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的村寨，成为研究傣族传统文化的资料库和继承、弘扬傣族
传统文化的示范村，全方位地展示傣族动态的传统文化，就是建立傣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本书多层面、多角度地记录了勐马傣族村民的生产生瑶习俗，是一本生活气息十分浓厚、颇具可读性
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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