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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河边的花腰傣》以村寨史为视角，以现代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为线索，运用口述史研究的
方法，对大沐浴村的形成、发展、变迁过程进行研究，力图记录下大沐浴村历史变迁的脚步。
同时，通过对大沐浴村的个案分析，也折射了近六十年中国乡村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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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管理及MBA硕士生导师，留英访问学者，云南省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常委及秘书长，国际休闲产业协
会休闲养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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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三个传说中只有第二个明确说明赶花街的地方是现在的大沐浴村，其他两个传说一个说在拉
德村至大沐浴村一带，另一个说在离大沐浴七八里远的曼勒粉牛渡口。
　　现任龙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杨忠安认为，以前赶花街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拉德村到大沐浴村附近的大
片区域。
　　直到2007年8月18日，笔者在大沐浴村见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傣族研究专家高力士先
生，他问漠沙镇文化站的站长白剑“大沐浴”在傣话中怎么说，白剑说最早傣语叫“焕勐”。
高力士先生说：“‘焕’在傣语里是‘灵魂’的意思，‘勐’是坝子的意思，‘焕勐’指的是埋葬最
早来到这个村子里死去的那个很有威望的人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是要受到保护的。
其后人或村里人为纪念他，定期到这里来举行祭祀活动。
人们在举行祭祀活动的同时，也增加了互相交往沟通的机会，渐渐地，为举行祭祀活动的最早目的被
淡忘，而其附属的交往、娱乐功能成为主要目的，逐渐演变成青年男女相互认识的一种活动。
”所以，埋葬他们祖先的风水宝地也逐渐变成了花腰傣赶花街的发源地。
　　笔者认为，高先生的解释很有道理，因为大沐浴村曾发掘出东周时候的青铜器羊角编钟，大概把
编钟埋在这里或者用编钟陪葬的这个人，就是最早来到或者领导大家来到大沐浴村的那个有威望的人
吧。
　　因此，笔者赞同高力士先生的解释，大沐浴村最早的意思是“祭祀祖先的坝子”，然后才演变成
赶花街的地方。
　　（二）村寨的选址　　大沐浴自然村落是何时建立村寨的？
现有的文献资料无处可查。
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到以下信息。
　　白春良说，他家从石屏到大沐浴村来可能有几百年甚至1000年了，并说村子是从村门前搬过来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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