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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欠发达地区“遭遇发展”的表现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①视随处可见的石头为无物，而引进异地的

石头进行文化装饰以便凸显当地景观特色，这是云

南省元阳县新街镇箐口村正在发生的“遭遇发展”的

故事。箐口村是一个位于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

田核心区的哈尼族山寨，2016年年底共计人口1 026
人。该村是从 2000年开始被作为第一张“哈尼族文

化名片”打造的“民俗旅游村”。层层梯田是这一区

域最壮阔也最吸引人的景观。村内村外，田头地脚，

溪旁林中，随处可见或大或小的石头。非常有意味

的是，“民俗旅游村”的打造历程，也成了异地的石头

不断进入该村的过程。显然，将大者有一米见方，小

者仅鹅蛋大的石头以及巨大的用作雕刻图腾柱的石

头，从几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之外拉到村中的花费

必定不菲。除了做图腾柱及石碑的石头外，绝大部

分外来的石头都具有外表浑圆的特点，这类石头在

城市公园中十分常见。在并不缺少石头的村落，在

旅游开发中不断强调所谓“原生态”，在所谓“本真

性”文化更有价值的语境下，何以会出现以外来的石

头装饰村寨以突显民族文化特色的事情？游客是否

会凝视这类石头暂且不论，在这样的视线引导下，游

客对村落中的早已存在的石头视而不见却是常态。

如果人们在公园里用这类浑圆的石头进行装饰，是

因为这类石头能够唤起某种情感的作用而具有了克

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②的话，那么，山寨

中本就存在的石头是有形式而无“意味”的吗？事实

上，这些石头也意味丰富。现在村寨空间中这些出

自不同地方的石头，作为物，到底有着怎样的差异而

受到了如此不同的对待呢？在此遭遇的石头问题是

值得探讨的。

人类学通过对物的考察来认识文化是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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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多进路之一。在人类学发展早期，进化论学者

有关物的研究就是卓有成效的。对食物、工具和使

用物的技术的研究是摩尔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蒙

昧社会、野蛮社会及文明社会的进化阶段分析的重

要基础。③泰勒在其有关万物有灵论的研究中，尤其

是关于拜物教的研究中，包括石头在内的物及物的

灵力都成为其关注的重要对象。④之后，物的分类、

历史、符号象征、文化意义、交换交流等问题，成为人

类学有关物的研究的重点，且成果丰富。⑤马克思曾

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

试剂。”⑥对箐口村本地石头与外来石头的分析，也一

样不能用地质学或者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

要从社会与文化的维度进行解析。人类学聚焦物而

进行的讨论都是围绕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

开的。除了万物有灵论的相关研究外，这些研究中

的物大都是就在人的手边的人的制作物。这也与研

究者们基于人的文化体现于人的制作物中，制作物

的存在状态表现了人的文化状态的共同认识有关。

然而，那些并非人的制作物，即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毫

不起眼的诸如石头、土块、木头之类的如海德格尔所

谓的纯然之物却较少被关注。即使在万物有灵论的

研究中，由于涉猎面极广，内容驳杂而对特定的物何

以会具有灵性的研究依然是不够深入的。纯然物之

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纯然物即本真的物”。⑦“‘纯

然’毕竟意味着对有用性和制作特性的排除。”⑧何以

排除了有用性和制作特性的物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呢？马克思对此有过深刻的理解，“人的万能正是表

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

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

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

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⑨换

言之，对无机的物的理解就是对人的无机的身体的

理解，进而就有可能成为对文化的人的理解。

称那些原本就散落在箐口村内外一些未经加工

也未经使用的石头为纯然物，是因为它们是以本真

状态存在的。那些石制的石磨、水碾、水碓、铺在路

面砌在墙角的石头以及砌成供背负重物的人休憩的

兼具引领失魂的人回家的“阿南南”(哈尼语“歇脚

台”)，则是与人的制作相关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石

头是否具有社会意义，往往与它们是否在村寨社会

文化空间建构中具有意义有关。伴随旅游业的开发

而不断侵入村寨的石制图腾柱、巨大的石碑以及浑

圆的石头则显然是作为消费符号而存在于这个山寨

的。这些异地石头也在村寨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

文化空间，只是这个空间由于未能与村寨的空间建

构密切相关而在空间意义上讲是与村寨社会文化空

间相区隔的。恰好是这些显得与村寨的整个景观形

成紧张感的外来石头与当地石头的并置，使得对这

些作为物的不同的石头的关注有了深刻的意义。当

地的石头是如何成为山村世界的一个部分的，它们

是如何显现自身的，在人与石头的关系中，人们是透

过何种不同的程序和不同的物产生关联的，人的不

同的行动和不同的人际关系如何产生，人的世界以

及这个世界的意义是如何的，以及外来的石头何以

成为消费的符号，在村寨内部人的视界中消费符号

的石头有何意义，村寨中的石头是否能够进入作为

外部人的游客的视域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

二、作为纯然之物的石头及其时间叙事

箐口村那些作为纯然之物的石头，就是那些在

村民的记忆中从建寨之时就已经在那里的石头。这

些石头的大部分都隐没在土里，露出身来的大者1米
见方，小者不过一二十厘米大小。从外观上看，这些

石头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它们就分别散落在举行

“苦扎扎”(六月节)的磨秋场旁、寨子内的路中间以及

寨子的边上。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石头毫不

起眼，也无人理会。但是，当人们真的以为这些石头

只是寻常之物，甚至由于它们妨碍行走而要清除却

遭到村民反对的时候，这些石头便不再是寻常的石

头了，其建构社会空间的意义便凸显出来。

箐口村的磨秋场位于村寨的东南部，三条村内

道路都通达此地。在平整的村寨祭祀场地磨秋场旁

边有几块凸出地面的大石头。2001年，箐口村被当

地政府确定为“民俗文化生态旅游村”进行开发。展

示民族文化是吸引游客的一项重要内容，“苦扎扎”

和“昂玛突”(祭寨神)这些村子中最重要的节日自然

也成了需要特别打造的项目。当地开发部门的领导

和请来的旅游开发专家在考察磨秋场的时候就曾认

为，将来游客来的多了，磨秋场的这几块石头会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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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的参观，于是便决定要把磨秋场的这几块石头

敲掉。这个决定最终被村民否定了，理由就是“敲掉

了会对村里人不好”。据说，在特别早的时候，虽然

石头也不算大，但小孩子就是爬不上去。大人则(也)
不可以站上去，如果站了就会生病。更有甚者，有人

在旁边坐一会儿也可能肚子疼。当然，现在站上去，

或者坐在上面休息也没什么了，但是，就是不能动。

显然，动了这些石头是否会带来灾祸这个问题是不

能按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证实或者证伪的。

除了磨秋场的这几块石头之外，箐口村里还有

几块禁止动的石头。从村头进来约60米，路边有一

块大部分已经被埋在了一户人家的墙角下的石头，

偶有村外人会坐在只露出很小一角的石头上卖烤豆

腐。村里小学大门旁有一块长约 2米宽约 1米的石

头，现在上面经常堆着些杂物。此外，在村内东西向

和南北向的两条小巷中，分别还有两块不能敲掉或

移走的石头。特别是南北向小巷中的这块石头，愣

愣地躺在路的中间，显然会给行走带来些不便，但就

是不能动。在村东头“民族文化陈列馆”背后的小溪

旁，有一块 1米多高的石头，也是属于这样的石头。

这几块石头大致围出了一个区域。这块区域是最早

建寨的地方。这些石头成为了村寨边界的象征。据

村民说，在很早的时候，村里负责祛除村内不洁之物

的宗教头人“摩批”会在入村口及小学校大门旁的这

两块石头边做仪式。这两块石头的所在就是村头和

村尾的地方。村民出外参加葬礼活动回来，通常要

摸一下寨头或寨尾旁的石头，这样可以把身上带着

的不洁的东西留在村外。10多年前，小溪旁的那块

石头因为雨水冲刷而动摇了基础倒了下来，为了防

止不好的事情发生，村民们在做了仪式之后又赶紧

将其扶正。

随着人口的增加，突破原有的空间新建房子是

必然的。现在的村寨比建寨时的村寨大了好几个

倍，这些石头也已经是村寨里面的石头了，其标识实

体村落内外空间的功能早已失去。虽然实体的村寨

改变了，但是，那个记忆中存在的或者说观念的建寨

时的村寨空间却一直保留着。这也是实体的村寨可

以变化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村寨的根基所在。这几

块石头随着村寨的不断扩张而从边缘“进入”了界

内。甚至这些石头是否能看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些石头都完整地存在就可以。如海德格尔所说：

“永远过往者乃是神圣。因为它作为原初之物在自

身中始终是未受损伤者。”⑩现实的村寨边界是可以

变化的，而那些曾经的历史边界记忆的符号是不可

以挪动或损坏的。其神圣性也在其不容损毁或搬动

中得以体现。

村寨扩大了，现在标志边界的任务由其他的石

头来担任。村寨四周与梯田相邻的路边的石头成为

了界石。一些村民遇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有可能

将原因归为丢魂，于是他们有时会请“摩批”选好时

间在村子边与梯田交界处的石头旁做相应的仪式。

石头上留下的黑色烟迹就是杀鸡做饭祭祀后的痕

迹。在村寨边界做叫魂仪式，是为了把在外丢的魂

叫回到干净的村寨内。每年举行的祭寨神节日中的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由“大摩批”举行仪式以驱逐村

内不洁之物，并且要在祭祀寨神之前封好寨门。对

于当地村民来说，每年举行的村寨性的“苦扎扎”和

“昂玛突”等仪式，都在显示着村寨空间的神圣性。

在日常生活中，在特定位置的石头旁偶尔举行的仪

式，也在显示着村寨空间的神圣性。这些石头占据的

位置充满了区别村寨内外的意义。如海德格尔所说，

“位置总是开启某个地带，因为位置把物聚集到它们

共属一体之中。”神圣物各就其位是为了维护社会

生活的秩序。也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一切神圣事

物都应有其位置。“使得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就是各

有其位，因为如果废除其位，哪怕只是在思想中，宇

宙的整个秩序都会被摧毁。因此神圣事物由于占据

着分配给它们的位置而有助于维持宇宙的秩序。”

当建寨的祖先来到这里，把这块地方建成家园

的时候，这个新的世界使石头就在那一刻存在了。

因为这些石头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与人发生深刻关

系的标识村寨空间的符号。人们并没有去占有这些

石头，但这些石头就在人们的建寨活动中显现了自

身而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说，石头使

人的寨子的内部空间有别于外部空间而具有了洁净

和神圣的意义。石头不易变化的质地象征着时间的

久远。人的历史的时间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单一同

质而可度量的时间的，时间总是与某物或事情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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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和出现有关。如海德格尔所说：“时间只有在人在

的情况下才成其为时间。没有一种时间是人不曾在

其中的；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是从永恒而来又在入

一切永恒中去，而是因为时间不是永恒而且时间只

有作为人的历史的此在才成为一个时间……人领会

在。只要人领会在是必须的，那么人也就是历史地

现实的。”时间性的统一就是曾在、将在和现在的统

一。曾在的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它关涉着将在，“只

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

某种方式源自将来”。记住历史是为了肯定现在的

生活的意义，更为将来的发展铺垫意义基础。

从建寨的祖先来到此地，一直到现在的人们以

及将来的子孙生活在这里，在空间中分出内外的石

头在时间上永恒地联系了祖先和今人，见证了历史

的变迁，村民与起源及归属的意义就此得以显现。

材质十分坚硬，不可随意移动的石头在联系祖先的

时候也占有了空间。这些石头因为进入人的世界而

使其历史久远性得到确认。纯然物的石头的存在，

使安家和栖居的世界得以敞开。恰好是这些纯然物

面向人的存在，使得观念中的村寨得以显现。实体

的村落自然十分重要，观念的村落更为重要。这些

有其神圣性起点的不能动的石头在村民的观念中是

永恒的。永恒的石头永恒地叙说了这样的集体意

识：这个村寨是我们的，这世界是有意义的，我们在

此生活是有根的，我们还是有美好未来的。

三、作为使用物的石头及其空间建构

在自然界中进行创造而拥有文化的人的生存自

然也是离不开对自然界中物的使用的。在山区，村

寨生产生活少不了对石头的使用。碾米磨面，建房

修路都离不开石头。作为物的石头在不同的使用中

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

安居才能乐业。建房这种建造属于自己和家人

的家屋空间的工作，算得上是村民一生中最重要的

事。如开拓居住人类学先河的摩尔根专门指出的，

居住方式和建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住宅建筑

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箐口村被政府选定为“民俗

文化村”进行打造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该村保留了大

量的能够体现哈尼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蘑菇房。在最

近10多年的发展中，真正意义上的蘑菇房已经基本

消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子自然比传统蘑菇房宽

敞明亮且牢固。建这种类型的房子也是村民的愿

望。政府资助村民在红砖墙外涂上一层土色，在屋

顶上加盖茅草顶，都是保持传统与适应现代发展要

求的一种折中办法。家屋不仅是居住的地方，而且

还是灵魂平安的地方。虽然现在的房屋因为是框架

结构的，钢筋水泥柱支撑着房梁而使原先房屋中的

木头的中柱没有了力学意义的必要，但是，村民依然

在水泥柱旁树立一根木头柱子以代表传统的中柱，

中柱下端钉一个钱币的习俗依然保留，立这个中柱

的时候依然有严肃的仪式。中柱边的神龛及楼下的

神龛也同样保留着。迁新房也有一套隆重而复杂的

祈望平安富足的仪式。年节活动中祭祀祖先等神灵

的仪式也同样不能少。因此，建房即建造圣洁家屋

空间时，对于奠基石的要求以及相应的仪式也是不

可轻易改变的。

用于建房的石头都必须是“干净的”。采石场的

石头是从山里开采的，没有与人发生过关系，这类石

头一般都没有问题。从山上搜集石头则要小心一

些。如果在搜集石头的过程中突然出现身体不适的

情况，则意味着很有可能拾到了不干净的石头。这

类石头有可能是过去有人在做某种驱邪仪式时碰触

过的。当然，只要把这样的石头依旧搬回原处也就

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之所以有这样

的说法，就是为了强化石头干净的重要性。路面的

石头是一定不能用做房屋的基石的，因为送葬的人

很可能踩到过这些石头。此外，磨刀石不能用，烧火

做饭用来做支架的石头也不能用。

用“干净的”石头下石脚时，也有许多规矩。首

先要请“摩批”看日子。家屋空间的建造是要和吉利

的时间相结合的。一般认为男主人岁数是双数那年

才可以动工盖房。如果男主人的生日不合，而家里

又有已经成家的儿子，他的岁数在那年是双数也可

以动工。开工时由男主人来动第一锄头。铺地基的

沟挖好后，由男主人来将3块石头挨着平放在挖出的

沟里。摆放石头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清晨 4点至 7点
之间。这3块石头摆放的位置通常在房屋四角中朝

东的一角。摆放好石头后就要举行仪式，向神灵献

饭，通常摆放1碗或3碗开水、1个糯米团、1颗煮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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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谢天谢地以求保佑家人。之后就可以铺设其

他的石头了。三块石头分别代表粮食、人、牲口。石

头放置得合适，则人丁兴旺、粮食丰收、六畜兴旺。

这三块石头一般只有主人家知道，今后如果遇到不

顺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把这三块石头挪动一下来改

变运道。这3块表达美好愿望的石头一般并不起到

真正的基石作用，而是在观念上具有稳固美好生活

的作用。人们对家屋空间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也在

选择何种石头以及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安放的规

定中得到了体现。

用石头垒砌“阿南南”(歇脚台)最能体现村民个

人福祉的获得与帮助他人有密切关系的信念。“阿南

南”都是修建在进村的道路旁边，其功用就是给未成

年人丢失的魂找到回村的路的。村民们认为，如果

一个人做事不顺，精神萎靡或者身体不适，但又找不

到原因，那很可能就是把魂丢在村外了，就应该修一

个“阿南南”。“阿南南”大约长 1米，宽 0.6米，高 1
米。“阿南南”的上面都立着一块 20厘米长、15厘米

高、2～3厘米厚的小石片。小石片是用来给丢失的

魂灵引路的。小石片指引的方向都是所居住的村寨

空间。立“阿南南”的时间和地点一般要找“摩批”来

算，箐口村的“阿南南”主要修建在从公路进入村子

的路口以及通往另外两个村寨的三岔路口边。显

然，在岔路口立“阿南南”是有助于把丢失的魂引领

回来的。备齐石头和水泥沙子之后，主人家会请亲

戚来吃饭。然后大家一起砌“阿南南”。之后杀红色

公鸡敬献神灵，祭品还有糯米团、鸡蛋和水。这些祭

品自然是献给神灵的，但同时也可以让在外游荡的

魂吃了东西之后有力气找到回村的路。献饭之后，

路过此处的第一个成年男性有义务给这个丢魂的人

取个小名，而丢魂的人当天也要去磕头。如果做过

仪式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则有可能换一个地方

重新再立“阿南南”。从根本上讲，立起指路的小石

片是最重要的，但要使其真正有效果，就必须做善

事，给走山路背负重物的人修建歇脚的台子，就是在

表达个人的顺利与否以及健康的好坏实际上与是否

帮助他人有密切的关系。建好“阿南南”之后，还要

在其后面种棠梨之类的树，树慢慢长高了，就可以为

歇脚的人遮阴。来此歇脚的人自然也会为“阿南南”

的主人祝福。箐口村的几个路口有几十个这样的歇

脚台，时间久远的已经布满了青苔，现在人们也还在

修建。当然，人到底有没有魂，一个人萎靡不振，身

体不适或者做事不顺是否就是丢了魂，以及修建了

“阿南南”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之类的话题不是本文

要探讨的。这里更关注的是修建“阿南南”的整个行

为，都在表达出个人福祉的获得是与对他人的奉献

有关的理念以及村寨内部是居住在这个村寨中的人

共享的平安祥和空间的问题。

与那些纯然物的石头不同，这些本来就是基于

现实目的而被使用的石头，在使用的形式上会随着

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早些时候“阿南南”上面指

路的小石片上啥也没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现在的

一些小石片系上了红色的绳子。有些新修建的“阿

南南”上的小石片上会刻上“挡箭牌”几个大字，左右

两边也会以对联形式竖排写着“箭到石碑挡，弓开弦

自断”或者“姓孩儿名犯将军箭已退出，此长命富贵

永无灾难”之类的文字，有些小石片的下面写着“某

年某月某日立”之类文字。一些小石片上也开始刻

上主人的名字。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立

的“阿南南”开始有了新的功能。随着旅游开发的不

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背包客出现在田间地头，在穿行

于各种村寨之间的时候，他们难免也有迷路的情况

发生。新建的“阿南南”上的小石片上开始出现标识

东西南北的指示标，并且标出不同方向的村寨的名

字，如北指向哈尼小镇，南指向梯田，东指向全福庄，

西指向箐口村。这些标识是针对游客的，能够在为

乡亲们提供歇脚处的同时又能为游客指路，那么，在

方便更多的人的时候，自己的福气自然会更多。这

在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村民对新的社会交往关系意

义的肯定。

很少有人会认为在村寨内会丢魂的，更无人认

为会在家中丢魂。这些都说明，在村民的观念中，家

屋空间及村寨空间是最平安的。如果作为使用物的

石头与构造这样的空间相关，那么就具有了特别重

要的意义。石头能够作为使用物的关键在于其现实

的有用性。能够可靠地用来实现生活某一目的的使

用物就是有用的。作为房屋奠基的石头以及作为修

建“阿南南”的石头都是物，是实现建筑安居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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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引领灵魂回村寨的物质基础。只要作为物的石

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构建社会空间，那么，物的聚集

的方式是依旧制还是据新规都是可以的。与此不

同，与建构社会空间无关的作为使用物的石头的意

义则在于能够满足日常的需要。当生活的需要使新

的使用物或者用具可以更好地满足日常生活的新的

需要的时候，原有的使用物和用具如石臼、石碾、水

碓、猪食槽等等都可能退出生活领域。满足生产生

活需要的物品的时代性需求的不断变化，是这些使

用物乃至用这些材料制成的用具会不断发生变化的

根本原因。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实的需要会发生变

化，为满足新的需要而对物进行新的安排，正表现了

创造性之于人们发展的重要性。

四、作为消费符号的石头及其文化区隔

旅游开发活动对箐口村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与异

地石头的进入有关。这些异地石头也从一开始就因

扮演着引导消费的符号角色而起作用。那条通往村

内的800多米的土路，之所以不像公路干线那样修成

柏油路面，而被修成了成本更高的石头路面，就是为

了向外凸显村寨空间的异质性。因为规划者们相

信，柏油路是属于城市的，而石板路则是属于乡村

的。进入箐口村岔路口旁用外来的石头铺就了巨大

的观景平台。牛、田螺、青蛙、鱼和螃蟹等5个石雕分

布在观景台的周围。观景台中央树立了1根巨大的

深红色图腾柱，它由5块圆柱体石头拼接而成，上面

刻有蝴蝶、大象、孔雀、白鹇鸟等图案。村脚处修建

的广场则立了3棵小一些的图腾柱。观景平台旁还

逐渐立起了各种石碑。最大的一块石碑立于 2001
年，高约 3米，宽约 2米。正面是“元阳梯田冠天下，

红河风情醉国人”的题词，背面刻有赞美梯田的诗

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河哈尼梯田”石

碑是2014年立的，碑文除汉语文字外，还有哈尼文和

彝文的。“民族团结示范村”之类的石碑也立在了村

口。类似的题词碑和纪念碑在周边其他村寨和梯田

边随处可见。这些石制品也在进行空间的建构，由

异地石头建构的空间显然是从满足游客旅游审美的

角度考虑的。游客的视域及体验都由这些新建的空

间规训。

在现代旅游背景中，高大的图腾柱本身也已经

成为了消费文化的符号，并且还是引导游客进行“异

文化”消费的符号。显然，图腾柱并不是哈尼族的文

化符号，而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符号。从北美印第安

人在他们的聚落中立起图腾柱，到在各种博物馆门

前以及民俗旅游村门前立起图腾柱的历程，就是这

一文化符号被规训的过程，并且，“图腾柱这一被驯

化的文化符号又开始起着驯化新的地方文化的催化

作用”。图腾柱自身所带有的“异质文化”特性，使

得这一异质性的符号成为了引导消费的符号。哀牢

山区是没有大象、孔雀之类的东西的，图腾柱上的这

些图案显然是针对游客发声的。观景台上的牛、田

螺、青蛙、鱼和螃蟹等5个石雕，只是在一些文化研究

者的笔下具有神圣性，因为牛的角和螃蟹的鳌早就

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人掰折了，好像也没有人觉得这

样的捣蛋行为会带来什么不利。向外显示当地文化

神圣性的图腾柱、石雕和村民的关系是模糊的，被调

查的村民也几乎都没有注意过那些新立的石碑，更

是很少关注那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在异地的各式各样的石头不断包围山寨的时

候，那些大大小小的浑圆的石头也在不断进入村寨，

被用做凸显“原生态”的各种装饰。在村寨内的路边

和巷口的鹅卵石显然是为游客铺设的，因为在少有

游客进入的巷子里面是难觅其踪迹的。进村不远处

的一户人家的菜园被鹅卵石围起来，时间一久，石头

上布满了青苔，游客路过此处很喜欢拍照留念。去

往陈列馆的石板路两边不时出现排列整齐大小相近

的圆形卵石，形成一个供游客流连的空间。为游客

修建的“哈尼民俗陈列馆”东侧下方的小溪中布满了

直径有七八十厘米的浑圆的石头，潺潺溪流从石头

边流过。那些石头成了引导游客通往梯田欣赏美景

的桥。

鹅卵石在中国传统赏石文化以及古典园林设计

中并不特别受青睐，受赏识的是所谓“瘦、皱、漏、透”

或是“清、丑、顽、拙”的石头。这样的石头是稀有

的。在各地城市大量兴建现代公园的情况下，河流

中并不稀有的鹅卵石成为了承担构造园林意味的最

常用的材料。也正是由于这些式样的石头不断出现

在城市公园里，逐渐成为市民眼中公园的一种标识

而日渐被接受。在外来的游客眼中，这些熟悉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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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被置放于道路两旁，成为了引导欣赏异质文化空

间的符号，起着规定外来者的游客游览路线的标

识。游客虽身处异域，但面对所呈现的熟悉的景观，

他们是容易在这些景观中确认自己的身份的。这从

根本上讲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消费。

以异地石头对异地来的游客进行旅游消费引导

与更好地以符号来对旅游消费者进行控制的目的有

关。这种以来自异地的石头引导游客的旅游活动也

是一种美学清场行为，即是一种按照美学高低标准

来决定给游客看什么的行为。如迪克斯所说：“受过

教育的手和眼睛建构、接受、诠释一番景色，而忙碌

的底层劳动者也在建构、接受、诠释另一番景色。经

过社会与美学高低标准的过滤，透过表面意义和隐

喻意义的‘视角’，决定了哪些人能看到哪些景色。”

无疑，这样的美学清场行为在使当地的石头被遮蔽

的时候，游客的主体性也在被放逐。游客成为了大

脑中填满咀嚼过的文化食品而无法接受新的文化的

被动者。

以产品的陌生性勾起消费的欲望，以产品的熟

悉性保证消费的进行，是消费社会中建构消费符号

的一种策略。对于游客来说，进入陌生的环境但又

依靠熟悉的标识，沿着鹅卵石砌出的景观道走完一

圈，也就意味着妥帖地完成了对哈尼山寨的观光之

旅。为了引导观光消费，这些异地的石头在向游客

进行着一种诠释，使得他们在少数民族村寨找到熟

悉的景观公园的感觉。“通过给自然风景添加文化图

示和叙述，诠释把场所变成了某些特定含义——特

别是有关环境保护的话语——被预先挑选出以展示

给游客的地方。游客进入充满符号的风景区，并以

可控制的方式与其互动。”对哈尼梯田包含的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文化的理解，就在这样一种被控制的

方式中展开。

这些异地的石头起到了把空间分割为两部分的

作用。石头的这一面是熟悉的，是有序的从而是可

以接受的；石头的那一面则是陌生的，无序的从而是

难以理喻的。由这些石头进行的区隔也表明了大众

旅游所谓对异文化的欣赏的一般样态，即在表层化

的欣赏中保持与异文化的距离。当地的石头除了走

上去时能够感觉到那是石头之外，就是旅游开发商

用村民废弃不用的石碾、石磨、猪食槽等在路边做装

饰的石头。这些石头因为被规训到旅游的秩序当中

成为了显现的东西。相反，没有被纳入那个新的空

间秩序的石头则是无法现身的。那些墙基里的石头

自然是看不见的，村寨周边的石头也是看不见的，路

边的“阿南南”看不见，就是那些磨秋场旁、小巷的路

中间突出的石头也是看不见的。尽管这些石头与当

地村民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在旅游消费背景中，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

有，如布希亚(又译鲍德里亚)所说：“消费是一种[建
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

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

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事实

上，在大部分情况下，建立这样的模式的目的很难说

是为了真正理解文化，而是提供消费符号。“人们在

重要而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来建构自

己的身份。”而当这些异地石头已经承担起被消费

的作用的时候，旅游消费的目的就已经达到。当地

的石头隐而不见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旅游开发者

而言，引进并安置异地石头来建构旅游景观也是颇

花心思的技术活，殊不知对于消费者的游客来说，技

术活“所带来的‘了解’‘他者’的亲密感不过是技术

效果，而不是跨文化社会交往的结果”。没有能够

让旅游消费者真正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与旅游规

划设计者及实施者对当地文化理解不够深入有关，

与当地的石头之类的包含了丰富文化内涵的物没有

能够进入消费符号建构中有关，更与引导消费从而

获取利益而不追求在文化交往中使外来者与当地社

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这一原因有关。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时空中所有的距

离都在缩短，原本远离的物都可能近在眼前。现代

旅游的兴起使那些有着文化差异的人们的直接交往

得以经常性地发生。在现代社会，“人用最短的时间

将最长的距离置于他之后，人在最小的范围内将最

大的距离至于他自身之后，因此也将万物置于他之

前。但是，这种所有距离的仓促取消没有带来任何

亲近；因为亲近并不在于距离的微小度”，而在于社

会文化关系的建立。异地石头进村是消费社会为了

满足旅游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实施的。只有那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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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费符号以及成为了引导消费的符号的石头才

是看得见的。当地的石头没有成为消费符号，作为

文化之物的石头就是看不见的，自然，真正意义上的

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也就无法达成。

诸多以挖掘传统文化、开发文化的形式进行的

发展，之所以会存在诸多的问题，从实质上讲，是“发

展没有被看做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在呈现当地文

化的山寨空间中，异地石头显眼而当地石头隐而不

见，这本身也还是消费时代的一种文化僭越现象。

并没有征得当地村民认可就引入异地石头，也还表

明了在整个旅游开发过程中村民始终处于被动位置

的现实。此外，引入异地石头的设计者和实施者们

都相信，他们确实是在凸显民族文化，他们的行动实

际上正表明了“每一文明都倾向于过高估计其思想

所具有的客观性方向，然而这一倾向总是存在的”。

这种自负使他们相信，他们的这些行为才是能够真

正凸显山寨的“原生态”文化，从而可以更好地吸引

游客。入口处的巨石、道路边的卵石、小溪里的圆

石、粗糙的石板路以及弃之不用的石磨等等，都在村

寨空间中占据了最为显著的位置。然而，对作为外

来者的游客具有引导消费作用的这些石头，在村民

的世界里似乎是百无一用，甚至还有可能带来麻

烦。例如鹅卵石的硬度高，不易敲成公分石去做建

筑用的混凝土材料，整块的石头则滑溜溜的，与水泥

之间的黏性不好，拿来砌墙也不合适。牛走在溪水

中作为桥的圆形大石头以及一些用小鹅卵石铺好的

路面上也容易跌倒。异地文化僭越的空间中，可能

会跌倒的是牛，但更可能跌倒的是当地的文化。

五、结论与关于物研究的进一步讨论

能否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与人们社会交往

关系的扩大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民族地区进行的

“民俗旅游村”之类的开发活动，就是一种通过社会

交往的扩大来寻求发展的方式。大量的异地石头的

进入，其实也是努力扩展社会交往的表征。然而，真

正具有当地文化内涵的本地石头被遮蔽本身也表明

了，在这类扩展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中，当地文化并

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哈尼梯田生态文化系统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

要价值要得到充分的展示并给人以启示，就必须让

当地文化本身得到呈现。从文化消费的意义上来

说，真正具有独特性文化内涵的产品才是具有个性

的，也才是具有竞争力的。但这也并非简单地“标新

立异”就可以实现的。在消费时代，“要成为消费的

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而要使地方性存在的

文化事象成为消费符号，就必须使这些文化能够进

入现代社会生活，在扩大交往的过程中使其成为结

构性的存在。正如前文提到的，物的存在是在人—

物关系中得到实现的。外来者能否看得到当地石头

之类的物，和他们与当地人交往关系的深入与否有

关。也如人们所知，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以及制度文化等内容。村寨作为一个文化村寨，既

是实体的村寨，也是观念的村寨。仅仅关注物质文

化或者说只是把实体的村寨以及村寨中人们的生活

视为消费对象，是无法真正进入村寨的。只有在不

断的交往过程中，使当地人与外来者的交往进入一

种深层次的范围，即让外地人开始真正对当地人的

生活以及观念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外来者对当地

的物的认识才是可能的。而当外来者能够开始对当

地的物包含的各种意义有所理解以后，他们对当地

文化才算是有了一定的理解。“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

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这些理解

也将成为当地人与外来者之间更加深入互动的基

础，扩展社会交往以获得发展的目的才有了实现的

可能。这样的交往可能带来外来者知识的增长和审

美经验的增加。当地文化景观也才能够成为超越当

地社会的为更多人认知的符号，从而使其成为文化

消费的对象。

漫长的石器时代是人猿相揖别的时代。石头无

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都对人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而值得关注。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对石头之类物

的理解是对自然过程的理解。如阿伦特所说：“自然

过程只有进入了人为世界，才表现出盛衰的特征；只

有我们让自然产物，这棵树或那只狗，从它们的‘自

然’环境中脱离出去，作为个别事物置于我们的世

界，它们才开始生长或衰亡。”换言之，这些物才是

有生命的。如石头这类本身并没有生命的物之所以

应该成为人类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和人是自

然性与社会性的存在这一现实有关的。人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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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学文化研究中具有

统一性的最为基本的两个面向。当自然界中那些看

似与人没有直接关系且意义不清晰的物能够被我们

直接地并清晰地理解之后，对他者的文化以及自身

文化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深入。如马克思所说的：“人

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

为二，而且通过活动，在实际上把自己化分为二，并

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对物的关注就

是力图在对人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回到物本身，意味着对物的研究也不能仅仅限

于商品、制造物、礼物以及工具等那些与人的社会文

化有着非常直接关系的范围之内，那些如石头、泥土

之类的没有生命也不是由人制造出来的物，也许是

更加需要用心去凝视的。因为进入人的世界的物恰

好都是使人的世界得以存在的物，这些物其实就站

在人与广阔无边的大自然交往关系的边界。作为文

化存在的不同人群之间是有边界的，即使这些边界

也可能是模糊的，但是也依然是重要的，因为那也正

是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得以表现的地方，从而也是

人类学理解文化差异，认知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意

义的重要地带。对人与自然交往的边界中的物的理

解，更应是对自身世界理解的一个起始点。而要弄

清楚物之存在，就是“要了解物之物因素”。或者更

清晰地说，“‘回到事物本身’就不是要回到那个与人

无涉的自在之物，而是回到与人相关的事物本身”。

人的一整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等都产生自人的

生产生活过程，而这些观念又会使这些生产生活方

式具有意义。与生活相关的物质存在形式也可能因

此而具有文化的意义。不同的民族因世界观、价值

体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

化特征，并具体表现在节庆活动、服饰、食物、建筑等

诸多方面。石头可以成为与开启历史时间相关的纯

然物，与构筑社会空间意义相连的使用物以及与建

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相依的消费符号这一事实就表

明了，社会文化的建构及变迁可以在作为物的石头

上得到充分的表现。石头是价值连城还是一文不

值，是神圣的抑或世俗的，是干净的或者污秽的，都

与人的社会文化世界有关。是人赋予了作为矿物质

凝结物的石头以文化的意义。

纯然物、使用物抑或作为商品的物，乃至动物植

物，都是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展开中获

得自身规定性的。人—物关系也是人—人关系的映

射。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人(和动物一样)赖无机

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

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从理

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或者作

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

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是人为

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备好的精神食粮；

同样的，从实践方面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

人的活动的一部分。”能进入世界而成为面向人而

存在的才是物。物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

文化的观念性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简单

的客观对象，而是在人与物发生的关系中使整个世

界“站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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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ing Stones: Things, Objects and Consumption Signs in Folklore Tourism Village

Ma Chongwei

Abstract：Encountering imported or non-indigenous stones is one of manifestations of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in the Hani folklore tourism village of Qingkou. Stones which have existed in the villagers' mem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village have been a wit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s social-cultural space. For their significance in
original source, these stones are believed to be endowed with sanctity. Used to build houses and supposed to be able
to lead the lost souls back to the village, the "Ah Nan Nan" stones are rich in cultural meaning because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sacred space in houses and the village. To the villagers, their village exists not only
in a substantial form but also in a conceptual form. In tourism development, non-native stones have been used to deco⁃
rate the folklore tourism village as consumption signs. The use of those stones is essentially an application of aesthetic
clearance and segmentation aiming to regulate tourism. It is a type of cultural transgression to overlook the original so⁃
cial-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village spa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umption cultural spa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ngness and the inquiry into its classification are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to-man relationship reflected in
the man- to- thing relationship. More than an objective entity, thing reveals the whole world through its interaction
with man.

Key words：stones; things; Hani people; consumption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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