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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国泰族民间植物
命名方法与土著名字的相似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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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中国西双版纳与泰国都有分布和栽培的 ６４１ 种植物的傣、泰土著名字相似性比较ꎬ发现这两个

民族具有基本相同的民间植物命名的“双名法”ꎮ 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国的兰纳地区、北—东北部和其它地区

泰族的植物土著名相同、相似的分别占 ０.６９、０.５７ 和 ０.３７ꎬ主要包括药用植物在内的经济植物和与南传上座部

佛教文化密切相关的植物ꎮ 其主要成因包括他们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傣、泰历史渊源及其所

具有的传统文化密切程度相关ꎮ 其中ꎬ兰纳地区地处泰国北部ꎬ它不仅邻近西双版纳ꎬ而且在历史上ꎬ它们曾

经同属于“兰纳王国”ꎬ两地的边界曾是“犬牙交错”ꎬ成为“曼比勐农”(兄弟之邦)ꎮ 这样ꎬ使包括土著名字在

内的佛教植物、野生植物和栽培植物等的交流比泰国其它地区更加密切ꎬ相似性便最高ꎮ 西双版纳傣族和兰

纳泰族被视为尚存的标准“Ｔａｉ”人区ꎮ 因此ꎬ该研究对于中国 Ｄａｉ、泰国 Ｔｈａｉ、缅甸 Ｓｉａｍ 和老挝 Ｌａｏｓ 等国家民

族的科学文化交流及其植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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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历史渊源成因ꎬ 科学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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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极其重要自然资

源ꎮ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ꎬ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或人

群ꎬ一般都采用“异中求同”和“同中分异”的命名方

法ꎬ尽可能地对他们所利用和接触的植物赋予不同

的土著名字(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ｓ)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

来ꎬ西方学术界对民间植物土著名字的收集及其研

究逐步增多ꎬ发现植物土著名字反映了人们对当地

植物的形态特征和分布生境等的观察和认知ꎬ并有

其阶层结构ꎮ 民间植物命名法就反映了这种结构ꎬ
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代植物分类系统相关(Ｃｏｎｋｌｉｎꎬ
１９５４ꎻ Ｂ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６６ꎻ Ｂｅｒｌｉｎꎬ １９７３ꎬ１９７４ꎬ１９９２ꎻ
Ｍａｒｔｉｎꎬ １９９５)ꎮ 笔者等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我国西

双版纳进行植物资源的考察中ꎬ发现傣族的植物土

著名字中包含了很多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ꎬ它们对

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等具有重要意义而开始进

行了调查收集ꎬ并开展民间植物命名方法及其分类

系统的研究ꎬ发现他们对植物的命名采用了与近代

植物分类相似的“双名法”ꎬ并建立了一个傣族民间

植物分类系统(许再富和黄玉林ꎬ１９９１)ꎮ 至今ꎬ已
收集了 １ １７５ 种(品种)植物的 １ ３９５ 个傣名ꎬ弄清

了约 ９５％傣名的含义(许再富等ꎬ２０１５)ꎮ 多年来ꎬ
笔者曾对泰国的植物进行了多次考察ꎬ了解到泰族

的植物土著名字与西双版纳傣族的叫法有些相似ꎬ
并有幸得到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教授惠赠的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ｓ 一书ꎬ因而着手了本项目的研究ꎮ

迄今ꎬ只有极少专家对少数种类植物进行民间

命名方法和土著名字的比较研究ꎮ 所以ꎬ笔者等在

上述研究基础上ꎬ进一步根据相关文献ꎬ尤其是 １００
卷的«中国贝叶经大全»(刀林荫ꎬ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和上

述的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ｓ￣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ｓ (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ꎬ
１９８０)一书中的傣、泰植物土著名字等ꎬ开展了中国

西双版纳傣族与包括兰纳地区在内的泰国各地泰

族ꎬ他们的民间植物命名方法和相同植物种类的土

著名字相似性的研究ꎬ并探讨其成因ꎮ

中国傣族(Ｄａｉ)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ꎮ 在我

国ꎬ他们主要聚居在云南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ꎬ并
与主要居住在广西的壮族(Ｚｈｕａｎｇ)具有相似的渊

源ꎮ 有的专家对傣、泰和壮的语言研究ꎬ认为他们有

共同的起源、相同的语言结构ꎬ如稻谷ꎬ傣、泰和壮分

别称为 ｘǎｕ３、ｋｈǎｕ３和 ｈａｕ４ꎻ 对“绿叶”ꎬ他们都叫“叶
绿”为 ｂǎｉ１ ｘｅｕ２ꎬ ｂǎｉ２ ｋｈｉａｕ１ 和 ｂǎｗ１ ｈｅｕ２(罗美珍ꎬ
１９９０)ꎬ只是音调有差异而已ꎮ 在境外ꎬ傣族主要居

住在泰国而称为泰族(Ｔｈａｉ)ꎬ在缅甸称为掸族(Ｓｉ￣
ａｍ)ꎬ在老挝称为佬族(Ｌａｏｓ)ꎬ以及居住在印度、越
南和柬埔寨等国家ꎮ 据研究ꎬ“Ｔａｉ”是指 Ｄａｉꎬ Ｔｈａｉꎬ
Ｓｉａｍ 和 Ｌａｏｓ 等具有共同的根、共同的祖先、共同的

文化和共同语言特征的族群ꎮ 其中居住在我国西双

版纳地区的 Ｄａｉ 和泰国北部清莱、清迈等地区ꎬ即历

史上称为“兰纳”(Ｌａｎｎａ)的 Ｔｈａｉ 被认为是仅存的标

准“Ｔａｉ”人区(黄惠焜ꎬ１９９２)ꎮ 因而ꎬ本研究对于我

国 Ｄａｉ 和 Ｚｈｕａｎｇꎬ 以及相关国家地区 Ｔｈａｉꎬ Ｓｉａｎ 和

Ｌａｏｓ 等民族ꎬ及其“一带一路”的学术与文化交流ꎬ
以及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及其民族

本研究选择同处于东南亚湄公河次地区(Ｓｕｂ￣
Ｍｅｋ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的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和泰国ꎬ两
地之间有缅甸和老挝相隔ꎬ南北边界的直线距离约

２００ ｋｍꎮ 本研究把泰国泰族的聚居地分为兰纳、
北—东北部和其它 ３ 个地区ꎮ 兰纳地区位于泰国的

北部ꎬ包括了清迈(Ｃｈｉｎｇ Ｍａｉ)、清莱(Ｃｈｉｎｇ Ｒａｉ)、南
邦(Ｌａｎｐａｎｇ)、南奔(Ｌａｎｐｈｕｍ)、夜丰颂(Ｍａｅ Ｈｏｎｇ
Ｓｏｍ)、难(Ｎａｎ)、帕尧(Ｐａｙａｏ)和芳(Ｐｒａｅ)八个府ꎬ
该地区在历史上与西双版纳有很密切的历史渊源ꎻ
北－东北部虽然与西双版纳的距离与兰纳相当ꎬ但
在历史渊源上不如兰纳地区ꎻ而泰国的其它地区都

０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远离中国西双版纳ꎬ其文化交流也不如兰纳和北—
东北部地区那么密切ꎮ
１.２ 相同植物种类及其土著名字

本研究以笔者等所收集的西双版纳的１ １７５种
植物傣名(许再富等ꎬ２０１５)为基础ꎬ把两地都有分

布和栽培的 ４６１ 种植物作为研究对象ꎮ 若分地区ꎬ
则在泰国的兰纳地区、北—东北地区和其它地区具

有相同植物种类分别为 ４４７ 种占 ６９.７％、３７０ 种占

５７.７％和 ３８６ 种占 ６０.２％ꎮ 这主要和它们与中国西

双版纳的地理距离所造成的植物区系成分差异ꎬ以
及历史上的资源植物交流状况密切相关ꎮ
１.３ 植物土著名字相似性的判别

对傣族与泰族的植物土著名字的相似性比较ꎬ
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他们是如何命名植物和土著名字

的含义ꎮ 在西双版纳傣族ꎬ他们对于一些众所周知

的一些重要资源植物ꎬ习惯上只讲“种”名ꎬ别人也

知道是什么植物而多略去了“属”名ꎬ这种情况在包

括兰纳地区在内的泰国泰族中也是普遍存在的ꎮ 此

外ꎬ在泰国泰族ꎬ他们对较多的外来经济植物ꎬ往往

是直接沿用其外国名ꎬ主要是英文名和中文名ꎬ如来

自中国的纤穗柳(Ｓａｌｉｘ ａｒａｅｏｇｔｅｈｙａ)ꎬ其名为“ ｙａｎｇ
ｌｉｕ(杨柳)”或“ｌｉｕ(柳)”ꎻ有的在中名的前面冠以或

后缀泰族土著的“属”名ꎬ或后缀泰族土著的“种”
名ꎬ如茼蒿(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ｃｏｒｏｒａｒｉｕｍ) 称为 “ ｐｈａｋ
(泰属名‘蔬菜’) ｔａｎｇ￣ｏ (中国潮州名)”和莲花白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ｖａｒ. ｖｏｔｒｙｔｉｓ)叫“ｋａｌａｍ(中国潮州

菜名) ｄｏｋ (泰属名 ‘花’” 或叫 “ ｐｈａｋ (泰属名 ‘蔬

菜’)ｋａａｔ(中国潮州名) ｄｏｋ(泰属名)”ꎬ而青藤子

(Ｊａｓｍｉｎｕｍ ｒｅｒｖｏｓｕｍ)称为“ｍｏｌｉ 　 (中文名) ｓａｉ ｋａｉ
(泰语‘鸡肠’)”ꎮ 这在版纳傣则极少出现ꎬ说明傣

族更固守其独特的命名方法ꎮ
在西双版纳ꎬ傣族常对一些树木和直立的草本

植物ꎬ在其名字之前多冠以“锅(ｇｕｏ 或 ｋａ１)”ꎬ其义

为“棵”ꎬ使一些树木便成为“锅埋(ｇｕｏ￣ｍａｉ)ꎬ
或只用“ｇｕｏ 或 ｋａ１”而略去“属”名”(许再富和黄玉

林ꎬ１９９１)ꎮ 这在包括兰纳在内的泰国泰族也有

“ｋｈｏ”的相似应用ꎬ但较稀少ꎮ 此外ꎬ在西双版纳傣

族ꎬ也常有不同类型“属”名的重叠应用ꎬ如“帕(菜)
故(蕨)(ｐａ￣ｇｕ)”、“抹(果)埋(树)(ｍａ￣ｍａｉ)”等ꎬ在
泰国虽然也有这样的情况ꎬ但出现较少ꎬ如野刀豆

(Ｃａｎａｖａｌｉａ ｖｉｒｕｓａ)叫“ｍａ(果)ｔｈｕａ(豆) ｆａａ”ꎮ 然而ꎬ
对于豆类ꎬ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属”名中只用“ ｔｕｏ
(豆)”ꎬ而不会再出现“ｍａ(果)”的状况ꎮ

傣族和泰族在命名植物时ꎬ都具有“大种”的概

念ꎬ即对于同属不同种或一些亲缘较远而具有相似

形态特征的植物往往都当成一个“大种”去命名(许
再富和黄玉林ꎬ１９９１)ꎮ 根据笔者对西双版纳傣族

的研究ꎬ已知他们主要根据植物的形态特征和经济

利用特点去描述“种”名ꎬ分别占了 １ ３９５ 个傣名的

６０％和 ３０％ꎬ其次是根据植物的分布生态和故事传

说ꎬ它们只分别占了 ８％和 ２％(许再富ꎬ２０１５)ꎮ 而

从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 (１９８０) 的著作所记载的 ５ ０００ 多种植

物的上万个土著名(包括其它民族)中ꎬ也看到泰族

的植物土著名字中的“种”名主要也是反映了植物

形态特征和利用特点的信息ꎬ也有“大种”的概念ꎮ
因而ꎬ在笔者判断傣、泰的土著名相同或相似时ꎬ有
一些是同属的不同种ꎻ对于同一种植物ꎬ傣泰都有一

个以上土著名字的情况ꎬ只要其中有一个相同或相

似的ꎬ本研究就认定它们是相同或相似的ꎮ 而较大

不同的是ꎬ泰族对引进的植物较多直接沿用了其来

源国家或地区的名字ꎬ如在本文所提到的 ６４１ 种植

物中ꎬ就有 ３０ 多种(约占 ５％)来自中国并直接沿用

了中文名ꎮ 由于泰国的华人中主要是潮州人ꎬ所以ꎬ
这些植物的土著名字多是潮州的方言ꎮ 由于本文的

作者中ꎬ有懂傣文、泰语和潮州方言的ꎬ而为傣泰植

物土著名字异同的判别带来了较大的方便ꎮ
西双版纳傣和兰纳泰在语言上虽有共同特征ꎬ且

在历史上都曾经讲共同的泐语(ｌｅ)和共用泐文(高立

士ꎬ２００６)ꎬ但随着隔离的时间越长ꎬ其差异就越大ꎬ并
体现在植物的土著名字上ꎮ 所以ꎬ根据现场调查ꎬ西
双版纳的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结果ꎬ如有的研究者对

西双版纳傣和兰纳泰的药用植物进行实地调查ꎬ发现

其土著名字相同和相似的分别是 ５２.７％(Ｚｅｎｇꎬ２００８)
和 ６６.９％(Ｗａｎｇꎬ２００８)ꎬ差异较大ꎮ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大同小异的植物命名方法

据笔者等对西双版纳傣族的植物民间命名方法

的研究ꎬ已经阐明了他们采用了具有较高科学水平

的ꎬ类似近代植物学鼻祖林奈(Ｌｉｎｎａｅｕｓ)所创立的

“双名法(ｂｉｎｏｍｉａ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去命名植物(许再

富和黄玉林ꎬ１９９１)ꎮ 如今ꎬ在查阅了泰国相关文献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ꎬ １９８０)的基础上ꎬ笔者发现ꎬ西双版纳傣

族和包括兰纳在内的泰国泰族ꎬ他们具有大同小异

的植物民间命名方法ꎬ 如表 １ 的“属名”应用ꎮ 表 １

１５１ 期 许再富等: 中国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国泰族民间植物命名方法与土著名字的相似性探讨



表 １　 中国西双版纳傣族－泰国泰族的植物土著

“属”名主要类型及其用词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ｏｌ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Ｄ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ａｉ

土著属名
Ｆｏｌ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ｍｅ

西双版纳傣族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Ｄａｉ
(Ｘ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Ｄａｏꎬ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泰国兰纳泰族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ａｉ

(Ｓｉｍｉｔｉｎａｎｄꎬ １９８０ )

(１) 生活型类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树木 Ｔｒｅｅ ｍａｉ　 ｍǎｉ６ ｍａｉꎬ ｍａｅꎬ ｍｕｅａｔ

草本 Ｈｅｒｂ ｙａ　 ｊａ３ ｙａａꎬ ｙａｅ

藤本 Ｖｉｎｅ ｈｅｉ　 ｘｒ４ꎬ ｘǎｕ１ ｈａａｉ

块根鳞茎
Ｃｕｂｅ ＆ ｂｕｌｂ

ｍａｎꎬ ｈｏ ｍǎｎ４ꎬ
ｈｏ１ ｍǎｎ

ｍａｎ

(２) 特殊类群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

蕨类 Ｆｅｒｎ ｇｕ　 ｋǎｍ１ ｋｕｕｔ

五谷 Ｃｅｒｅａｌ ｈａｏ　 ｘǎｕ３ ｋｈａａｏ

豆类 Ｂｅａｎ ｔｕｏ　 ｔǎｕ３ 　 ｔｈｕａ

省藤 Ｒａｔｔａｎ ｗａｉ　 ｖａｉ１ ｗａａｉ

(３) 经济型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ｙｐｅ

油料 Ｏｉｌ ｎａｎ￣ｍａｎ ｍǎｎ４ꎬ
ｎǎｍ６ ｍǎｎ４

ｎａｎｍａｎꎬ ｍａｎ

水果 Ｆｒｕｉｔ ｍａ　 ｍａｋ１ꎬ ｍǎｋ２ ｌｕｋ４ ｍａꎬ ｍａｋꎬｍａａｋ

蔬菜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ａ　 ｐｈāｋ１ ｐｈａｋ

花卉 Ｆｌｏｗｅｒ ｌｕｏ　 ｄｏｋ２ꎬ ｄｏｋ４ ｄｏｋ

药物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ｙａ　 ｊａ１ꎬ ｊａ４ ｙａａ

(４) 直立植物
　 Ｅｒｅｃｔ ｐｌａｎｔ

ｇｕｏ　 ｋａ１ ｋｈｏ

中的土著植物“属”名都是傣、泰所用的ꎬ主要根据

植物的生活型、经济类型和一些特殊类群等作为植

物的“属”名ꎮ 虽然西双版纳傣族与包 括兰纳地区

在内的泰国 泰族ꎬ他们对同一词汇的发音略有差

异ꎬ但其含义则是相同的ꎮ
对于植物的土著“种”名ꎬ中国西双版纳傣族和

包括兰纳在内的泰国泰族ꎬ都主要根据植物的形态

特征和特性等去命名ꎬ也大同小异ꎮ 所以ꎬ笔者相

信ꎬ随着对包括兰纳在内的泰族植物土著名字的深

入研究ꎬ就会发现泰国泰族对植物也像西双版纳傣

族一样ꎬ“见什么ꎬ像什么就叫什么”的主要命名方

法ꎬ以及可以根据植物土著名字的解析ꎬ“求同ꎬ分
异”ꎬ而建立起像西双版纳傣族那样的民间植物分

类系统(许再富和黄玉林ꎬ１９９１ꎻ许再富等ꎬ２０１５ꎻ许

再富ꎬ２０１５)ꎮ
２.２ 植物土著名字相似性及其地区的差异

本文综合了不同研究者 (许再富等ꎬ ２０１５ꎻ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０８ꎻ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ꎬ １９８０)的资料ꎬ初步判断ꎬ在
西双版纳与泰国都有分布和栽培的 ６４１ 种植物中ꎬ
傣、泰具有相同、相似土著名的有 ３９５ 种ꎬ占 ６１.６％ꎬ
其比例是比较高的ꎮ 若按泰国的不同地区统计ꎬ它
们与西双版纳的相同物种数和傣族土著名字的相似

性如表 ２ 所示ꎮ 尽管对傣、泰植物土著名字的相似

性判断可能有百分之几的误差ꎬ但表 ２ 结果还可以

看到显著的差异趋势ꎬ即在泰国兰纳地区泰族的植

物土著名中ꎬ与中国版纳傣族相同和相似的高达

０.６９ꎬ 其次是泰国北—东北部的 ０.５７ꎬ而在泰国的

其它地方则最低ꎬ只占了 ０.３７ꎮ

表 ２　 泰国各地泰族植物土著名与西双版纳

傣族的土著名相似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ＢＮ) Ｄ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ａｉ

傣泰的 ３９５ 种具相同－相似植
物土著名
３９５ ｓｐｐ.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ｎｒ ｎａｍｅｓ

兰纳
地区
Ｌａｎｎａ
ａｒｅａ

北部－
东北部
Ｎ￣ＮＥ

其它
地区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

植物土著名同于西双版纳
(种数 ｓｐｐ.)

２６９ １７９ １２０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 ｎａｍｅｓ ｓａｍｅ ｔｏ ＢＮ
(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０.６０ ０.４８ ０.３１

植物土著名似于西双版纳
(种数 ｓｐｐ.)

４０ ３３ ２２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 ｎａｍ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ＢＮ
(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６

相同＋相似于西双版纳
(种数 ｓｐｐ.)

３０９ ２１２ １４２

Ｓａｍｅ＋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ＢＮ
(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０.６９ ０.５７ ０.３７

　 ∗ 资料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ａｎｇꎬ２００８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ꎻ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ꎬ１９８０.

２.３ 不同类型植物土著名字相似性及其地区的差异

根据有关研究资料 (禹平华等ꎬ１９８５ꎻ许再富

等ꎬ２０１１)查证ꎬ本文把泰国泰族与西双版纳傣族所

具有相同、相似土著名字的 ３９５ 种植物分为栽培、野
生ꎬ以及它们中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密切相关的佛教

植物ꎬ它们各有 １７７ 种、２１８ 种和 ４１ 种(栽培 ３５ 种

和野生 ６ 种)ꎮ 它们在泰国各地的分布种数和相似

性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表明了在泰国ꎬ不管是栽培植

物还是野生植物ꎬ以及它们中的佛教植物ꎬ其土著

名字与西双版纳的相似性都是兰纳地区>北—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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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泰国各地栽培和野生植物土著名字与中国

西双版纳傣族的相似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ｅ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ａｉ ａｎｄ Ｄａｉ

植物类型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

兰纳地区
Ｌａｎｎａ
ａｒｅａ

北部—
东北部
Ｎ￣ＮＥ

其它地区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

栽培植物 Ｃｕｌｔ. ｐｌａｎｔ

种数(１７７ ｓｐｐ.) １３２ １１２ ７９

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０.７５ ０.６３ ０.４５

野生植物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

种数(２１８ ｓｐｐ.) １３９ ９０ ６２

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０.７３ ０.４１ ０.２９

佛教植物 Ｂｕｄｈ. ｐｌａｎｔ

种数(４１ ｓｐｐ.) ３４ ２８ ２３

相似性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０.８３ ０.６８ ０.５６

　 ∗ 资料来源(Ｓｏｕｒｃｅｓ): Ｙｕ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５ꎻ Ｘ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

地区>其它地区ꎮ

３　 讨论

对于植物土著名字为数种语言所共有者ꎬ早在

１００ 多年前ꎬＡ.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在其论著«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ｕｌ￣
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中就认为:或因以前具有本种植物的

民族今已分散四处ꎬ或本种植物于流传至各处时ꎬ其
原产地的土著名依旧保留ꎮ 而对于同一种植物而在

各地名称各异者ꎬ他则认为有多种原因:通常皆足表

明此植物存在于各国的时代已极古远ꎬ然也有由于

民族杂居而起者ꎬ有由于植物的变种名称代替原名

者(蔡希陶和俞德浚ꎬ１９３６)ꎮ 这对于我们分析和讨

论西双版纳傣族与包括兰纳在内的泰国泰族的植物

土著名字相似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ꎮ 与西双版纳

傣族的植物土著名相同和相似的ꎬ从泰国兰纳地区

到北部－东北部到中南部其它地区的递减趋势十分

明显ꎬ这除了地理距离所产生的环境和植物区系成

分的差异原因外ꎬ主要与傣、泰的历史渊源ꎬ他们的

宗教、文化、语言和习俗等的相似性密切相关ꎮ
３.１ 历史渊源与植物土著名字的相似性

泰国兰纳地区不仅直线距离西双版纳只有约

２００ 公里ꎬ而且在历史上它们都曾经同属于古“兰纳

国”的范围ꎮ 该古国的首位酋长是在西双版纳于公

元 １１６０ 年(另有认为是 １１８０ 年)建立“景洪金殿

国”的召片领(酋长)帕雅真的大儿子ꎮ 而其后的兰

纳酋长道满莱(陶梦莱)则是金殿国四世召片领道

龙建仔(１２０６－１２６８)的外孙ꎬ他视西双版纳为“曼比

勐农”(兄弟之邦)ꎬ称其召片领为“波达咪乃” (父
母)ꎬ年年上贡ꎬ关系十分密切ꎬ而且其地域也呈“犬
牙交错”的状况ꎮ 也有认为“兰纳王国”是在 １３００－
１４００ 年间兴起的(Ｐｅｎｔｈꎬ ２０００)ꎮ 后来在公元 １５５６
和 １５６３ 年ꎬ兰纳和西双版纳先后被缅甸土酋莽应龙

征服ꎮ 由于重新划定地界ꎬ西双版纳与兰纳的“犬
牙交错”状况才改变了(刀永明ꎬ１９８９)ꎮ 又据研究ꎬ
在泰国的“泰泐”人口有 ５０ 万ꎬ主要聚居在兰纳地

区ꎬ他们在内部讲与西双版纳傣族相同的泐语、用泐

文(图 １)ꎬ对外用泰语文(高立士ꎬ２００６)ꎮ 也就是

说ꎬ在泰国ꎬ兰纳地区不仅与西双版纳的距离最近ꎬ
而且在历史上贵族联姻ꎬ百姓通婚通商、迁徒频繁ꎬ
他们在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之间的交往源远流

长(高立士ꎬ２００６)ꎮ 只是在 １９２２ 年ꎬ曼谷铁路通往

清迈后ꎬ才改变了兰纳通过湄公河和陆地主要与北

方往来的状况ꎮ 因而ꎬ兰纳泰与西双版纳傣的植物

土著名字的相似性最高为 ０.６９ 就不足为奇了ꎮ 泰

国北—东北部地区虽然距离西双版纳也较近ꎬ但因

历史渊源不如兰纳地区而植物土著名字的相似性只

有 ０.５７ꎬ而泰国的其它地区不仅远离西双版纳ꎬ而且

其历史渊源都不如兰纳和北—东北地区ꎬ所以其相

似性只有 ０.３７ꎮ
３.２ 佛教传播与植物土著名字的相似性

由于西双版纳傣族(大概在 １１ 世纪前后)和泰

国泰族都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ꎬ同属“小乘佛教文

化区”ꎬ也是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文化和语言区域(黄
惠焜ꎬ１９９２)ꎮ 据对相关资料(许再富等ꎬ２０１１)的查

对ꎬ与佛主、佛事活动等密切相关而与泰国泰族土著

名字及其含义相同、相似的植物有 ４１ 种ꎬ其中 ３５ 种

是栽培植物ꎬ它们绝大多数是历史上主要先后从兰

纳地区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引进的ꎮ 所

以ꎬ其土著名字多与包括兰纳在内的泰国泰族相同

或相似ꎮ 如被视为佛主成道树的菩提树(Ｆｉｃｕｓ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ｓａ)ꎬ木材用于雕刻佛像的柚木(Ｔｅｃｔｏｎａ ｇｒａｎｄｉｓ)ꎬ
叶片供刻写经文的贝叶棕(Ｃｏｒｙｐｈａ ｕｍｂｒａｃｕｌｉｆｅｒａ)ꎬ
果子被视为财富(古代钱币)用于赕佛的槟榔(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ꎬ 鲜 花 用 于 赕 佛 的 文 殊 兰 ( Ｃｒｉｎｕｍ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莲花(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金凤花(Ｃａｅｓａｌ￣
ｐｉｎ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ꎬ种子油专供佛灯用的铁力木(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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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双版纳傣族和泰国兰纳泰族的医药方剂都用相同的“泐文”书写　 上. 西双版纳傣族ꎻ 下. 泰国兰纳泰族ꎮ
Ｆｉｇ. １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Ｄａｉ ａｎｄ Ｌａｎｎａ Ｔｈａｉ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ｓｃｒｉｐ ｏｆ “ｌ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Ｕｐｐｅｒ.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Ｄａｉꎻ Ｄｏｗｎ. Ｌａｎｎａ Ｔｈａｉ.

ｓｕｅ ｆｅｒｒｅａ)ꎬ浴佛专用的 “神木”蒲桃(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ｊａｍ￣
ｂｏｓ)和作为黄色染料用于染伽沙的巴戟(Ｍｏｒｉｎｄ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等ꎬ种类繁多ꎮ
３.３ 资源植物土著名字的相似性

正如上述ꎬ西双版纳傣族与包括兰纳在内的泰

国泰族的长期频繁交往中ꎬ他们各自携回了所感兴

趣的主要都是资源植物ꎬ并了解到对方包括土著名

字在内的各种信息ꎬ既丰富了各自的植物资源ꎬ又吸

收了对方的植物文化ꎮ 若把具有相同、相似土著名

字的资源植物分为野生和栽培两类ꎬ它们分别为

１５９ 种和 １３２ 种ꎮ 则前者有 ９０ 种ꎬ占 ５６.６％仅出现

在兰纳ꎬ说明野生植物及其土著名字主要是西双版

纳和兰纳两地傣泰的历史交流ꎻ而在栽培植物中ꎬ泰
国其它地区的土著名字与西双版纳傣族相同、相似

的有 ４８ 种ꎬ占 ３６.１％ꎬ说明在西双版纳的栽培植物

中只约有 １ / ３ 从泰国各地引入的ꎬ而其余的约 ２ / ３
种类主要从气候条件更相似的兰纳和北－东北部地

区引入的ꎮ 由泰国引入西双版纳的栽培植物主要有

番 荔 枝 ( Ａｎｎｏｎａ ｓｑｕａｍｏｓａ )、 依 兰 香 ( Ｃａｎａｇ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胡椒(Ｐｉｐｅｒ ｎｉｇｒｕｍ)、番木瓜(Ｃａｒｉｃａ ｐａｐａ￣
ｙａ)、羯波罗香(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 ｔｕｒｂｉｎａｔｕｓ)、三叶橡胶

(Ｈｅｖｅａ ｂｒａｓｉｌｌｅｎｓｉｓ)、儿茶(Ａｃａｃｉ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缅茄(Ａｆ￣
ｚｅｌｉａ ｘｙｌｏｃａｒｐａ)、苏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 ｓａｐｐａｎ)、铁刀木

(Ｃａｓｓｉａ ｓｉａｍｅａ)、 酸角 ( Ｔａｍａｒｉｎｄ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 柚子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ａｘｉｍａ)、芒果(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 ｉｎｄｉｃａ)、小粒咖啡

(Ｃｏｆｆｅａ ａｒａｂｉｃａ)、菠萝(Ａｎａｎａｓ ｃｏｍｏｓｕｓ)、糖棕(Ｂｏ￣
ｒａｓｓｕｓ ｆｌａ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椰子 ( Ｃｏｃｏｓ ｍｕｃｉｆｅｒａ)、玉蜀黍

(Ｚｅａ ｍａｙｓ)等种类繁多ꎬ不胜枚举ꎮ
３.４ 植物土著名字传播的方向

对于资源植物土著名字的相同和相似ꎬ它们到

底是从哪里传到哪里? 一般很难判别ꎮ 然而ꎬ正如

上述在栽培植物和佛教植物的传播所表明ꎬ它们在

西双版纳没有野生种源的ꎬ则主要是随着植物从泰

国的引入而传入其土著名字ꎮ 然而ꎬ对于两地都是

野生植物的或由野生变为零星家栽的植物ꎬ则较难

以判断了ꎬ只有从相关历史资料和传统文化去察看ꎬ
以找到一些答案的线索ꎮ

Ａ.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曾指出:凡自古已有而非自外洋

输入的植物ꎬ其土著名多用单字(蔡希陶和俞德浚ꎬ
１９３６)ꎮ 这在西双版纳傣族的植物土著名中就有一

些用单字ꎬ如芝麻(Ｓｅｓａｍ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叫“阿( ａ)”、
姜(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叫“辛(ｘｉｎ)”、茅草(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叫 “卡 ( ｋａ)”、稻谷 (Ｏｒｙｚａ ｓｐｐ.) 叫 “考

(ｈａｏ)”等ꎬ它们在兰纳和泰国各地泰族中都分别称

为“ ｎｇａａ”、“ ｋｈｉｎｇ”、“ ｋｈａａ”和“ ｋｈａａｏ” ( Ｓｍｉｔｉｎａｎｄꎬ
１９８０)ꎬ既说明这些名字的古老ꎬ又从这些植物的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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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或利用历史和傣泰的历史渊源推测ꎬ这些植物可

能多是由西双版纳传到兰纳后再传至泰国各地的ꎮ
在中国ꎬ一些史籍曾记载ꎬ在汉唐以前ꎬ傣族的

“干栏(竹楼)覆以茅草”ꎬ“南蛮:宜五谷(傣族属中

国百越ꎬ最早种水稻)有梧桐木华(木棉)ꎬ绩以

为布(常作方物上贡天朝)”ꎻ而在元代时则有“金齿

百夷:槟榔、哈灰、茯留叶(芦子)奉宾客”和在明朝

洪武 ３５ 年(公元 １４０２ 年)有“车里(今之西双版纳)
向天朝贡物中有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刀永

明ꎬ１７８９)ꎮ 而作为野生油料植物油瓜(Ｈｏｄｇｓｏｎｉａ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ꎬ在唐朝的«酉阳杂俎»中就有“蔓胡桃

出南诏ꎬ大如扁螺ꎬ两隔ꎬ味如胡桃ꎬ或言蛮中藤子

也”(蔡希陶ꎬ１９６３)ꎬ西双版纳傣族的土著名为“ｍａ
ｊｉｎ”ꎬ指松鼠最爱吃的果实ꎬ而在泰国也叫“ｍａ ｋｉｎｇ”
(松鼠果)ꎮ 由此可见ꎬ上述的植物ꎬ除了槟榔外ꎬ在
泰国的茅草、稻谷、木棉(Ｂｏｍｂａｘ ｃｅｉｂａ)、芦子(Ｐｉｐｅｒ
ｓａｒｍｅａｔｏｓｕｍ)、红花和油瓜等的土著名也许是随着

植物的传播或人员交流而由西双版纳传到泰国兰纳

后再传到其它地方的ꎮ
在西双版纳傣族的著名歌谣中ꎬ有古歌谣“雀

屎谷”ꎬ它描绘傣族先民驯化野生稻(Ｏｒｙｚａ ｓｐｐ.)而
称其为“ｈａｏ￣ｑｉ￣ｎｕｏ”ꎬ而在泰国也叫“Ｋｈａａｏ ｎｏｋ”(鸟
谷)ꎻ而姜花(Ｈｅｄｉｃｈｉｕ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ｉｕｍ)、竹节黄(Ｃｌｉｎａ￣
ｃａｎｔｈ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等是傣族古老情歌中常被男青年用

于对心爱姑娘比喻的名花(刀永明ꎬ１９８９)ꎻ在傣族

传统的特色食品中ꎬ槟榔青(Ｓｐｏｎｄｉａｓ ｐｉｎｎａｔａ)、云南

石梓(Ｇｍｅｌｉｎａ ａｒｂｏｒｅａ)花和香糯竹(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ｕｍ
ｐｅｒｇｒａｃｉｌｅ)等总是不可或缺的植物原材料ꎬ而且多有

生动的民间传说故事(征鹏ꎬ２００５)ꎻ在药用植物中ꎬ
竹 叶 兰 (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 ｇｒａｍ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 白 花 羊 蹄 甲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ｖａｒｉｅｇａｔａ)等的土著名是由傣族传说中的

治病特效药而来的ꎻ而蝉翼藤( Ｓｅｃｕｒｉｄａｃａ ｉｎａｐｐｅｎ￣
ｄｉｃｕｌａｔａ)ꎬ傣族称为“ｈｅｉ￣ｚｏｎｇ￣ｌａ￣ｗｕ”ꎬ是人死后变为

大蛇“ ｚｏｎｇ￣ｌａ￣ｗｕ” 的神话传说而得名(许再富等ꎬ
２０１５)ꎬ在清迈它叫“ｃｈｏｎｇ ｌａ ａａｎｇ”ꎻ 此外ꎬ傣族叫罗

勒(Ｏｃｉｍｕｍ ｂａｓｉｌｌｉｕｍ)为“ ｇｏｍ ｇｏｒ”ꎬ指此药用植物

来自哈尼族( ｇｏｒ)的大山上ꎬ在兰纳也称此植物为

“ｍａ ｇｏｋ”ꎮ 凡此种种ꎬ上述所列举的植物土著名字

也许是在交流中由西双版纳传至泰国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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