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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学专业和教育部规划项目“多元视域下

的西南民族文化与和谐教育研究”的子课题实施计

划，笔者在2011年7~8月，对安宁河谷流域的冕宁

县、西昌市、德昌县以及攀枝花市境内的米易县等

流域地段，进行了实地调查。在2012年1~2月，对

冕宁县泸沽镇的梳妆台、西昌市的太和镇、佑君镇、

黄水乡、德昌县的阿月乡、王所乡等河谷流域地段

的气候特征和民族习俗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随

访了当地村民。

2011年7月以来，结合所学专业，查阅了有关安

宁河谷流域以及相邻地区螺髻山脉（西昌市、普格

县境内）的部分气象、水文资料，走访了凉山州气象

领域的资深人士，就地域性气候特征、副高压形成

等进行了探讨，并到凉山州图书馆、凉山彝族奴隶

社会博物馆阅读相关资料。在考察中，数次到不同

民族的农家，品尝了“建昌板鸭”、“裕隆板鹅”、“荞

麦粑”、“苦荞茶”、“坨坨肉”、“杆杆酒”的滋味，烤过

彝族农家特有的“火塘”，穿戴过彝族姑娘的“察尔

瓦”和“百褶裙”。

在考察中，就安宁河谷地域性气候与不同民族

习俗文化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与感悟。

1 安宁河谷地域性气候的特征
1.1 河谷概况

安宁河全长326km，流域面积11150km2，随横断

山脉呈南北流向。安宁河发源于冕宁县东小相岭

记牌山，有两源，东源称“柯别河”源于拖乌乡小相

岭中段海拔4470米的山峰，西源“北基河”源于四川

省甘孜州九龙县海拔5267m的万年雪山，两源在拖

乌乡汇合后称“安宁河”。

成域后，安宁河先后流经凉山州的冕宁县、西

昌市、德昌县和攀枝花市的米易县，在米易县与盐

边县两县交界处转向西南，与雅砻江汇合，注入金

沙江上游，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系之一。

安宁河谷系形状略似条带，形成典型的羽状水

系，河谷气候呈现亚热带气候的特征。河谷主要沿

南北走向深度断裂发育，是一典型的地堑谷。安宁

河谷中段，河面比较宽阔，流速平缓，河谷东部有小

相岭、螺髻山，西部有磨盘山、牦牛山，走向大致平

行，形成很宽的槽形谷地，经长期侵蚀堆积，形成宽

阔的阶地与河滩。在安宁河谷上段，以山地、宽谷

为主，间有盆地，阡陌纵横。

1.2 地域性气候特征分析

1.2.1 气温特征

昼夜气温变化：安宁河谷位于云贵高原东侧，

由于高原地区的空气稀薄、干燥少云，使白天地面

接收大量的太阳辐射能，近地面层的气温上升迅

速，而晚上地面散热极快，地面气温急剧下降。因

此，一天当中的最高和最低气温之差较大，白天烈

日当空，晚间和清晨气温较低。

季节气温变化：远离安宁河谷的两侧山地为干

湿季分明的西南季风气候，除干湿季明显外，其余

季节气温变化均表现出不明显的特征。河谷流域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此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出现

典型特征的四季不分明、冬暖夏凉的特征。

垂直方向气温变化：由于受地理纬度和地貌的

影响，气候的地带性和垂直方向变化同样明显。在

河谷流域则为垂直分布的山地气候，气温垂直变化

明显，同一地区山上阴湿而气温低，接近河谷地区

气温高，往往山头白雪，山下绿茵，有“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之说。

由于地壳的强烈上升和河流的迅速下切，致使

山脉连绵，地表此起彼伏。由于河谷构造特征，使

得大气气流的局部气温高出当地0.5~1.0℃，年均气

温在12~20℃之间，凉爽宜人。河谷在德昌县、米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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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显得深切，河床狭窄，水流湍急，年均气温在16~

26℃之间。

1.2.2 降雨差异特征

受到纬度位置的影响，安宁河流域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由印度洋暖湿流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交

替控制，该地带冬春干燥少雨，夏秋高温多雨。

对于安宁河流域两侧的高原山地，与河谷的大

气环流综合以后，形成高原山地气候。由于大气压

低，空气中水分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递减，空气

湿度降低，使大气随海拔的升高而越来越干燥。

在夏秋季节，年平均降雨量1133mm，每年5~10

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90%以上，多大雨、暴雨和

夜雨。安宁河谷洪水大多出现在6~9月，夏季降雨

量偏大，洪水发生的时间、历时和大小，与全球大气

环流中此地处于副热带高压带、受高空西风大气环

流、西南季风等影响因素相关。

在安宁河谷海拔较低的地区，如西昌市、德昌

县、米易县等地，6~10月降水集中，暴雨多，强度大，

季节性降水差异显著。但近年来气候有所变化，表

现在降水量方面，冬春与夏秋的季节性降水悬殊有

所减小。笔者认为，这可能与10余年来“天保工程”

的实施、附近溪洛渡大型水库以及安宁河流域梯级

水库建设、安宁河谷城镇化建设这3个因素直接相

关。

安宁河谷中段季节性降水差异（△p）与时间（t）

的变化趋势估值图，如下：

图1 安宁河谷中段季节性降水差异（△p）

与时间（t）的变化趋势估值图

1.2.3 日照特征

安宁河谷流域的海拔变化在 1000~4500m 之

间，如此大的海拔变化，是影响河谷流域日照时间

长短的一个重要因素。冬春半年日照充足，夏秋半

年日照少，年日照为2000~2600小时。

安宁河流域南段河谷的热量资源最为丰富，光

照时间与强度，明显优于北段。

正因为气温宜人、阳光辐射充足，丰富的日照

加上昼夜悬殊的气温，造成了安宁河谷流域物产丰

富，农作物光合作用对CO2的利用率高，自身呼吸作

用消耗的有机物少，这“一多一少”是安宁河谷的粮

食、蔬菜、果品的含糖量偏高的主要原因。安宁河

谷流域土地肥沃，在海拔、大气环流的影响下日照

时间长，热量充足，物产丰富，被誉为“川西南的粮

仓”，是凉山州最重要的农业区。

1.3 植被引起的空气湿度与积温变化特征

安宁河谷植被覆盖率高，自1998年代以来，国

家“长江中上游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局部河谷

流域的生态植被恢复比较快，当年植下的杉树苗、

日本松苗等速生树种，如今大都生长到5~7m高，郁

郁葱葱，生机盎然。植被的恢复给安宁河谷地域性

气候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突出表现在：空气湿度

增加，积温变化不明显。

印度洋热带季风达到河谷，大气中的水分被植

被吸收了一部分，河谷地段的空气湿度增加；河谷

流域的大气气流速度减缓，风沙现象减弱；四季分

明的气候现象出现不鲜明趋向，据2008年以来的局

部记录，冬季的“干风天”时间缩短了10~20天。

1.4 梳妆台地域性气候考证

在泸沽镇地段，由于安宁河与泸沽河两河交

汇，且在南山营（当地地名）山麓面前受阻，长约

550m的安宁河河床显得狭窄，最窄处约11m，平均

宽度23m。因此，安宁河在径流量不变的条件下流

速加剧，同时造成交汇处上游的梳妆台地段河床抬

升，水流湍急。

大气气流的速度和方向在交汇处、梳妆台及其

上游地段发生突然变化。在泸沽镇先锋村、五一村

一带气流平缓，方向东南，流经梳妆台处受南山营

山麓的阻挡，大气气流形成局部高压、副高压，气流

速度出现短暂性减缓（当地村民称之为“无风铺子”

“曾经是随军宿营的皇公主梳头、盥洗之处”，是为

“梳妆台”名称由来之一说）。在两河交汇处形成气

流高压而速度加剧，在两河交汇后气流的高压释

放，速度突然加剧，方向由南折转，偏西环流，再随

河谷走向正南方，且气流速度回归正常。

2 地域性气候对民族习俗文化的影响
在安宁河流域居住生活着汉、彝、回、蒙、藏、傈

表1 安宁河谷中段1997~2010年每3年间隔的月均积温变化修正值：

月均积温（℃）

最高月份（℃）

最低月份（℃）

1997

531.65

8月：23.5

1月：10.0

2000

520.8

7月：22.6

1月：9.7

2003

560.51

8月：23.7

1月：10.6

2006

575.56

7月：25.5

12月：11.0

2009

565.49

7月：24.0

12月：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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僳等20余个民族，其地域性气候影响着当地的生产

建设和生活行为，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行为就逐步形

成了当地住民的习俗文化，形成了地域性民族心理

特征。

2.1 地域性气候生成了大量的气象谚语

气象谚语是当地住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

践中，积累的认识自然的经验，构成了民族文化的

一部分内容。这些气象谚语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

和修订，概括成了简明、动听、易记的气象谚语，在

住民中广泛流传下来。

例如，动物相关类气象谚语——鹰飞天晴，燕

飞雨淋。该谚语反映出与地域性气候相关的原理

是：岩鹰和雨燕都有感知大气压、空气流速的能

力。能见度大，高空大气压小，气流活动平缓，这有

利于岩鹰飞翔；低空大气压高则空气湿度低。根据

气象学原理，这表明：近一两天内没有降雨的可能

性。而雨燕的食物主要是飞行昆虫，当大气压降

低，空气湿度大，小虫子就飞不高、飞不快，这正好

是雨燕捉拿小虫子的好时机，于是飞临低空捕食。

如此的“大气压降低，空气湿度大”，就预示着很快

就要下雨了。

当地住民的理解是：岩鹰是安宁河谷流域常见

的一种留鸟，在上空盘旋，必然是天高云淡，岩鹰飞

过天空，天晴继续；雨燕是安宁河谷流域的候鸟，在

农历节气秋分时节，雨燕飞离北方，秋冬时节到达

安宁河谷流域地区，如雨燕在低空飞翔，则很快就

要下雨了。

2.2 地域性气候对行为心理的影响

安宁河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该流域的大部分

区域冬暖夏凉，日照长，热量资源丰富，四季区分不

明显，多为干湿季分明的西南季风气候。河谷两侧

为垂直分布的山地气候。其中南段河谷热量资源

丰富，雨季长、雨量多，全年为农耕期。

这样特别的地域性气候条件，形成了当地住民

的生活行为习惯。

——在行为取向上，人们的生活节奏放慢，按

照太阳运行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动行为

并不追求速度；

——在心理取向上，与人、遇事显得心理宽容，

在面临生活利益纷争时，人们的心理是“大家都能

过得去”，矛盾就自行化解；

——在利益取向上，心理悠然自得，如果价值

太低，“不做就作罢了”，一般不与人过多地计较、论

争；

——在季节规律上，半年劳作，半年休闲。在

冬季，劳作基本停止，人们喜爱聚集一起，到房外墙

根处晒太阳、闲谈，享受融融的冬日阳光等等。

究其原因，这与安宁河谷流域地域性气候条件

优越，气温适宜，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丰富直接相

关，使得物种多样、物产丰富、物质充裕度高。由于

这些因素，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比较容易得

到实现，心理满足感强，用不着过多地、过度地去争

取。

2.3 地域性气候对彝族节日“火把节”的影响

彝族火把节是所有彝族地区的传统节日，流行

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彝族地区。白、纳西、拉祜等

族也过这一节日。火把节是形式隆重、场面壮观、

参与人数多、很富有浓郁民族特征的节日。火把节

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节期三天。

为什么火把节要定在这一时期？为什么如此

隆重？

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彝族住民的“日照追寻因

素”（源于对火把节的由来的一种说法），生活在川

西高原（包括安宁河谷流域）的彝族得益于这里长

日照的晴朗天气，对于灿烂、暖融融的日照体验，怀

有特别的追寻感，六月二十四与农历“夏至”相隔不

远，是临近全年日照最长的时间。

2.4 地域性气候与彝族服饰的关系

安宁河谷地域性气候与彝族服饰的相关性，表

现在：

一是适应性强：要对付不良气候条件，适应在

安宁河谷的强烈日照、紫外线辐射、较强的河谷风

等条件下生存。同时，又由于河谷的昼夜温差大，

最高气温在白天，夜间凌晨2:00左右气温最低，这

需要一种穿戴行为便捷、既能生产劳动又方便休息

饮食起居的通用服饰，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生

活。经过漫长时间的行为选择，这一通用服饰就成

为了今天彝族同胞喜爱的、常年皆着的察尔瓦。

二是服饰变化少：安宁河谷流域气候宜人，气

温四季变化不大，所以彝族服饰的季节性不强，随

季节而变化的样式不多。

三是色泽鲜艳：这源于长期在地域性气候环境

中形成的色彩心理背景有关。

在彝族女子的服饰上，常常能看到有代表日、

月、星等天象的图样；在阳光照射下，积云分布不均

匀所反射出的鲜艳色泽、雨后低空大气含水量与阳

光照射角度所形成的彩虹等，彝族住民以服饰图

样、色泽予以了反映。同时，这与彝族文化传承的

天文历法有关，彝族对天文气象的观测有比较久远

的历史，以彝族的先祖创造的一套历法为代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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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瑰宝的一部分。在妇女服饰中，古老的天文

图像变成了美丽庄重、色彩鲜明装饰物。

2.5 地域性气候对彝族民居建筑的影响

由于受到安宁河谷地域性气候条件的影响，彝

族民居在建筑风格和使用布局上，有自己的特色。

在安宁河谷两侧，从1000~3000m的斜坡上都

可见到彝族村寨，随着海拔高度的不同，其居住建

筑的形式也有很大变化。

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温寒带气候影响明显，大

气环流的方向和速度的变化都比较大，房屋就一般

低矮、封闭，且层高一般较小。外墙建筑采用土墙，

墙面上一般不开窗，而是用正方形或三角形的小孔

解决室内通风问题。这主要是为了防御高山的寒

冷气候，为满足室内保温和安全的原因。

在安宁河流域的平原或是山谷地居住的彝族

居民有些采用同汉族居民房屋相同样式的构造，这

种样式比较适合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特点。在海拔

较低的河谷腹地，彝居则相对高大开敞，是为了透

风、散热，保持气温凉爽，以适应河谷流域的光热辐

射量大。采用木板建筑，民居屋面一般由一块较长

和一块较短的木板互搭而成，这是由于较强的河谷

风，需要用石块压在上面保持稳定。

3 村寨旅游：根据地域性气候特征发展民族

文化的建议
由于安宁河谷特殊的地域性气候环境，当地住

民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俗，这些生活习俗经历了时

间的选择，固化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其

中，彝族因其封闭的生活环境与地域性气候作用，

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彝族文化，就最具代表性地

反映了地域性气候因素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

建议：

发展河谷旅游文化，从安宁河谷村寨旅游的开

发入手，在地域性气候特征上寻找特色，不失为文

化产业、旅游产业都很有开拓前景的一个入手点。

在安宁河谷流域村寨的住民，在颇具特色的地

域性气候环境中，形成了优秀的民族习俗文化，其

村寨旅游资源价值丰富，“这里得天独厚”（邓小平

1965年考察攀枝花、安宁河谷流域后题词）。充分

利用地域性气候这一资源，一些村寨的民族习俗文

化经过整理、打磨、再造，去粗取精，再整体推出，将

具有经济、旅游、文化的多元价值。

例如，以安宁河谷流域为轴线，布局5~7个综合

了民族习俗文化、生态观光、地域性气候特色的旅

游景观，发展以集亚热带河谷气候为基础的旅游文

化，必将进一步促进安宁河谷流域的经济繁荣与社

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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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ormation reasons of the Anning
River valley，and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climate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Han and Yi folk.
Meanwhile I hav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ing of national custom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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