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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移民文化的演进与博弈
———以青海省贵南县过马营镇移民新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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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来自三江源牧区的多个藏族村落在城镇附近定居形成新的移民村落之后，其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本研究通过对三江源区腹地海南州贵南县过马营镇藏族移民新村的田野调查，从语言、服饰、饮食、住房、教育观念

等方面考察移民新村文化变迁趋向，发现三江源移民区 文 化 变 迁 的 最 大 特 征 是 经 历 了 演 进 博 弈 的 过 程 后，移 民 文

化经由个体的突破与群体的选择渐次模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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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基本概况

（一）区域生态环境

“三江源”是 指 长 江、黄 河、澜 沧 江 的 发 源 地，素 有“中 华

水塔”之称，对中国的生态状况有着明显的调适作用，在西部

大开发生态环境 的 治 理 与 保 护 中 更 具 突 出 地 位。多 年 来 由

于人为破坏、全球气 候 变 暖 等 因 素 的 影 响，三 江 源 地 区 的 生

态环境持续恶化。鉴于此原因，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９日，青海省人

民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试

验总体方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国 务 院 第１８１次 常 务 会

议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并批准实

施《青海三 江 源 国 家 生 态 保 护 综 合 试 验 区 试 验 总 体 方 案》。

根据会 议 纪 要 精 神，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以 发 改 地 区

［２０１２］４１号文件正 式 印 发 了《方 案》。三 江 源 国 家 生 态 保 护

综合试验区总面积３９．５万平方公里。在行政区划上包括青

海省玉 树 州、果 洛 州、黄 南 州、海 南 州 的２１个 县 和 格 尔 木 市

唐古拉山乡，比《青 海 三 江 源 自 然 保 护 区 生 态 保 护 与 建 设 总

体规划》中划定的１６县１镇的总面积，增加了３．２万平方公

里。

过马营镇位于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东北部，该镇南北长

１４３公里，东西宽１０３公里。西邻木格滩，北望龙羊峡与沙沟

乡、东 与 泽 库 县 接 壤，东 南 与 贵 德 县 河 西 镇、新 街 乡 接 壤，南

邻森 多 乡，面 积１　９１９．６平 方 公 里，占 贵 南 县 总 面 积 的

２８．８％，是贵南 县 的 东 大 门。过 马 营 镇 是 一 个 多 民 族 聚 居

区，有藏、汉、回、土、蒙古等１０个民族，已经有９８％牧民实现

定居。过马营自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 撤 乡 建 镇，随 着 集 镇 中 心

辐射不断扩大，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

工商、金融、税务、司 法、居 委 会 等 机 构 设 置 齐 全。过 马 营 镇

滩地、高 山、丘 陵、沟 谷 相 间 分 布，黄 河 在 北 缘 自 西 向 东 蜿 蜒

而过，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海 拔 约 在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米 之 间，

土质以 栗 钙 土 为 主，土 层 厚，较 疏 松，多 生 禾 本 科 牧 草，是 全

镇的主要冬春草场。过马营镇的经济以牧业为主，兼少量农

业，全 境 土 地 面 积 为２７０．４万 亩，其 中 草 场 面 积２０９．９３万

亩，使畜牧业成为过 马 营 镇 的 支 柱 产 业，适 宜 耕 种 的 土 地 主

要种植青稞、油菜为主的农作物。［１］

（二）研究地点和方法

本研究对象过马 营 镇 的 移 民 新 村 于２００７年 开 始 修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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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过马营镇２．５公里。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具备必备的生活条

件（通路、通水、通电）后，过马营镇所属５个藏族村落的群众

先后迁移到移民 新 村。这５个 村 分 别 是 为 保 护 木 格 滩 草 场

而实行禁牧搬迁的切扎、沙加村，为修建拉西瓦水电站① 而搬

迁的多拉、达拉、日安村。搬迁前５个村的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搬迁前５村的基本情况

村庄 与镇府的方位 户数 人口 生产方式 通电情况

切扎村 西北１３公里 １４５户 ８９５人 以牧为主 通电

沙加村 西北１４公里 ２０２户 １２７１人 以牧为主 没有通电

多拉村 北部３２公里 ９６户 ５７２人 以牧为主兼营小块农业 没有通电

达拉村 东北部３４公里 １３１户 ７４３人 以牧为主兼营小块农业 没有通电

日安村 东北２０公里 ９６户 ６７６人 以牧为主兼营小块农业 通电

　　搬迁后各村 群 众 集 中 安 置 在 移 民 新 村。由 国 家 出 资 建

设带有藏式风格的 院 落，每 家 宅 基 地 大 小 相 等，占 地 一 亩 六

分，其中住房面积为６９平方米，温室羊棚为１２０平 方 米。家

庭人口超过５人以上的村民基本都面临着住房拥挤的难题，

有条件的村民就在 住 房 旁 边 又 加 盖 新 房，来 解 决 住 房 问 题。

住房格局分布大体 相 同，中 间 客 厅 部 分 面 积 最 大，摆 设 布 置

的也很讲究。经济 条 件 一 般 的 村 民 家 里 都 有 电 视、洗 衣 机、

组合家具、沙发 等。经 济 条 件 较 好 又 比 较 讲 究 的 移 民 家 里，

客厅布置的整齐气 派，地 上 铺 了 地 板，还 摆 上 皮 沙 发 等 时 下

相当流行的组 合 家 具。左 小 间 是 厨 房，有 暖 炕，老 人 最 愿 住

在这里，平时没事就坐在火炉旁做一些佛事活动。

表２　搬迁后移民村的基本人口情况

村名 户数（户） 男人数量（人） 女人数量（人） 总数量（人）

多拉村 １３９　 ４５２　 ３４８　 ８００

达拉村 ２０２　 ５００　 ６５２　 １１５２

日安村 １７２　 ４５０　 ３７３　 ８２３

切扎村 １４９　 ７２０　 ３００　 １０２０

沙加村 １７９　 ６０７　 ７１３　 １３２０

　　本次调查 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２月 进 行，调 查 共 发 放 问 卷

１２０份，实际收回１１８份，因 为 调 查 期 间 是 冬 季，牧 民 闲 暇 时

间较多，加之恰遇春节假期，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村，所以

问卷发放较为顺利。因语言上的沟通问题，本次问卷均由经

过培训的翻译人员负责发放、翻译及回收。问卷的内容涉及

住房、语言、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也以开放式

访谈的形式对一些家庭和个人进行了访谈。

表３　调查对象情况一览表 单位（人）

基本情况 问卷调查中实际人数分布

性别 男性 （６８）　　　 女性 （５０）

　年龄 １８～３０岁 （４２）　３１～４０岁 （２２）　４１～５０岁（２２）　５１～６０岁（１６）　６０岁以上（１６）

婚姻状况　 已婚 （７１）　　　　未婚（３８）　　 离婚丧偶（９）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８１）　 初中 （１５）　　　高中（１３）　　 中专、职技校 （９）　大专及以上（０）

　家庭人口数　 ２人（５）　　　　３人 （３７）　　　４人（４３）　　　　５人以上（３３）

合计 １１８

　　二、新村移民适应中的演进与博弈

新村移民要适应新居住地的生活环境，就要一定程度上

改变藏族传统生产方式。因此，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迅速地适

应现在的生活，如何 及 时 调 整 自 身 行 为，使 之 与 现 在 的 生 活

能和谐相处，成为移民群众的首要任务。新村移民适应新生

活的同时也是同藏族原有文化不断演进博弈的过程，群体通

过选择和突变，寻求 一 种 既 能 保 留 藏 族 群 原 有 文 化、又 与 现

代新生活相适应的“新文化”，从而达到和谐状态。

（一）被动到主动：语言转换中的演进博弈

新村移民语言方面的适应与变化，是他们适应迁入地生

①拉西瓦水电站是黄河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规划的第二座大型梯级电站，坝址位于青海省贵德县与贵南县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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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的 一 种 体 现。兰 佛 在 研 究 东 南 亚 难 民 在 法 国、加 拿

大、美国的社会适应 性 时 发 现，尽 管 对 这 些 难 民 来 说 语 言 技

巧的提高很重要，但是仍可以心照不宣地认为当他们积极的

投入到有偿 性 的 活 动 中 去，他 们 的 语 言 技 巧 很 快 会 得 到 提

高。［２］与 此 相 类 似 的 是，新 村 移 民 到 贵 南 县 或 去 其 他 地 方 打

工时已经开始学习普通话。新村移民在回答“使用何种语言

与其 他 群 体 交 流 的 时 候”，有１．７％的 人 选 择 开 始 用 汉 语 交

流，２８．０％的人选 择 汉 藏 双 语 混 合 来 进 行 交 流。由 此 观 之，

汉语已经开始进入移民新村藏族的生活中。在调查中，一些

年轻人已经可以 用 汉 语 进 行 日 常 交 际。过 马 营 镇 寄 宿 制 小

学的语文课 已 经 用 藏 汉 双 语 进 行 教 学，同 时 开 设 了 英 语 课

程，这暗示着将有更多的藏族群体使用其他的语言。调查中

发现仍有７０．３％的人选择用藏语和当地的汉族进行交流，这

类人群由于语言上 的 障 碍，很 大 一 部 分 是 在 家 里 待 业，访 谈

中日安村的村长吉本告诉笔者说：

现在最大的生活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将来草场越来越少

了，放牧也不是 长 久 之 计。我 们 又 没 有 什 么 文 化，不 懂 得 技

术，即使打工，现在工作也很难找，很多村民基本上连汉语都

不会说，又 不 肯 去 学 习，语 言、手 艺 等 各 方 面 都 很 落 后，即 使

去了城里打工，也根本站不住脚。

藏族对藏语存在天然的认同感，同时一些藏族群体也认

为汉语或其他语言不是本民族的语言而拒绝学习或使用，又

由于年龄、文化水平、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局限，他们学习本民

族之外的其他语言很困难，所以他们不愿或无法学习其他语

言。这导致很大一部分村民要靠政府的补贴生活，调查中有

４９人，占调查对象总人数的４１．５％的新村移民，选择要 靠 退

耕还林还草补助 作 为 家 庭 纯 收 入 的 主 要 经 济 来 源。同 时 迫

于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年轻一代开始主动学习汉语言。

但很大一部分尤其是 年 纪 稍 长 的 藏 族 群 体 认 为 藏 语 才 是 本

族群应该使用的语言，语言上这种潜在的对抗是新村移民在

适应现在的生活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在新的场域环境中，藏

族群体要想顺利的融 入 新 的 生 活 就 不 可 避 免 的 受 外 界 文 化

的影响，而语言方面的适应是最直观的的表现。藏族群体即

使能学习或运用汉语，藏语在这些藏族群体心中的地位也不

是汉语能够撼动的，因为这种语言上的更替与交融不会在短

时间内得到藏族群体的普遍认同，藏族群体总会想办法保留

自己的语言文化因子。可以预测，语言上这种潜在的对抗将

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新村移民进入更加宽泛的社会场

域之后，他们将直接 面 临 全 球 化 的 冲 击，这 种 语 言 的 对 抗 会

慢慢显得淡化。因 此 语 言 上 的 变 迁 与 适 应 是 移 民 新 村 藏 族

文化与外来文化演进博弈过程的一个表现。

（二）多向的选择：服饰方面的演进博弈

移民新村便利的地理位置使新村移民和外界接触频繁，

新村移民尤其是 年 轻 人 在 服 饰 上 有 了 更 多 的 选 择。原 来 生

活在牧区的 他 们 不 管 男 女 老 少 都 穿 藏 服，有 什 么 重 大 的 节

日，还要好好装 扮 一 番，服 装、配 饰、发 式 都 要 精 心 选 择。自

搬迁到移民新村后，交通便利及全球化的影响使新村移民能

广泛的接触新的服 饰 文 化，和 住 在 原 牧 区 时 相 比，住 在 移 民

新村穿藏服的男性 已 经 很 少 见，年 轻 人 更 喜 欢 赶 潮 流，很 喜

欢穿牛仔裤、Ｔ恤、运动鞋，而老人和妇女则钟 情 于 藏 服。在

此次调查中发现有７９人，占 总 人 数 的６６．９％的 新 村 移 民 认

为在搬到新村移民之 后 衣 着 方 面 的 开 支 明 显 比 以 前 有 显 著

的增加。在访谈中 当 问 到 现 在 为 什 么 穿 藏 服 的 新 村 移 民 越

来越少时，更藏才让这样说：

现在很多男人 要 经 常 出 去 办 事，藏 服 显 得 太 笨 重，穿 着

藏服出去办事不太方便，很多男人即使在家里也都不常穿藏

服了，只有老人 和 妇 女 还 经 常 穿。老 人 平 时 主 要 在 家 里，念

念经什么的，穿藏服 已 经 成 为 了 一 种 习 惯，不 穿 的 话 心 里 就

觉得不踏实。

王明珂认为：“虽 然 体 质 和 文 化 特 征 不 是 客 观 划 分 族 群

的标准和定义一个人群的客观条件，但却是人们主观上用来

划分人群和表现主观族群认同的工具。”［３］由此观之，文化特

征的差异对于族 群 之 间 的 认 同 仍 然 起 到 维 系 作 用。但 从 服

饰方面来看，新村移民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能从服饰方面作

为藏族族群的认同工具。

演进博弈理论在移民新村服饰方面反映的最为明显，老

人、妇女与外界接触机会较少，老人大多数住在移民新村中，

在服饰的选择上平时 大 多 都 以 藏 服 为 主，传 统 思 想“男 主 外

女主内”对妇女影响依然较大，妇女大多数时间都在忙家务，

这使她们在服饰 方 面 更 倾 向 于 接 受 藏 服。而 男 人 和 年 轻 人

在随着与外界的接触不断增多后，服饰方面明显受到外界服

饰文化的影响，致使他们在服饰上比其他群体有更大的选择

性。可以看出：移民 新 村 的 人 们 在 服 饰 的 选 择 上 是 多 向 的，

这种服饰上更加宽泛 的 选 择 会 使 藏 族 族 群 的 服 饰 文 化 发 生

明显的变化，“保守的藏服”与“新潮的现代服饰”无论哪一方

的“胜利”都是暂时的，这种文化上的演进博弈是永远不会停

止的，即使有二者中的一方暂时取得胜利或二者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新的服饰文化，其过程也是一个演进博弈的过程。

（三）从单一到丰富：饮食中的演进博弈

新村移民的饮食习俗与原来的饮食习俗相差不大，但仍

然存在变化。从饮食种类而言，原来在牧区每个藏族家庭基

本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主要以牛羊肉、奶制品如酥油、

曲拉①、酸奶为 主，日 常 饮 料 是 奶 茶。在 藏 族 群 体 搬 到 移 民

新村后，他们的饮食 品 种 却 比 原 来 丰 富 了 很 多，交 通 上 的 便

利使新村移民更加青睐于蔬菜、水果等食品。面食也开始受

到藏族群体的普遍 欢 迎，油 炸 的 油 饼、油 条 都 是 藏 族 群 体 现

在常用来招待客人 的 食 物，即 使 有 喝 奶 茶 的 习 惯，也 有 其 他

饮品融入其中。村民看吉这样告诉笔者：

由于国家在不 断 的 禁 牧，放 牧 的 草 场 越 来 越 少，这 使 得

牧民们现在也不像 以 前 那 样 吃 肉 了，羊 太 少 了，牛 羊 肉 又 太

贵，只得逢年过节才舍得宰只羊。

新村移民搬到 移 民 新 村 后，逐 渐 改 变 了 过 去 以 肉 类、奶

类、糌 粑 为 主 的 饮 食 习 惯，蔬 菜、水 果、面 食 已 成 为 人 们 常 见

·４３·

① 曲拉：奶酪颗粒，制作酥油时把分离出的奶油经过熬煮后倒

入干净的白布袋，让水份慢慢沥干澄尽，剩在布兜之中的就是曲拉。



的食物来源。饮食 习 惯 的 逐 渐 改 变 是 新 村 移 民 在 新 的 生 活

环境下重新作出的选择，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可以使新村移民

很容易就买到其 他 种 类 的 食 物。新 村 移 民 在 饮 食 结 构 方 面

不像以前在 牧 区 那 样 依 赖 牛 羊 肉、奶 制 品 如 酥 油、曲 拉、酸

奶，由于传统的食物 基 本 都 来 自 于 牛 羊，新 村 移 民 在 新 的 生

活环境里没有更多牛羊，加之牛羊肉的价格不断上涨致使新

村移民不断寻求 新 的 食 物 种 类 来 替 代 牛 羊 肉。生 活 上 的 便

利也会使新村移民有更多的选择，更加注重饮食上均衡与合

理搭配。从而使 新 村 移 民 的 饮 食 习 惯 逐 渐 发 生 变 化。调 查

显示：有６３．６％的调查对象认为在食品方面的开支也比以前

在牧区有明显的提高。“新 的 突 变 其 实 也 是 一 种 选 择，但 只

有好的策略才能生存下来。选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也

是一种学习与模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适应性的且不断改变

的”。［４］这种饮食习惯的博弈行为是不断发展的，不断随着时

间发展和博弈的进行而调节自身的饮食习惯。

（四）住房的巨变：住与不住的矛盾纠结

雷文斯坦认为：“迁 入 地 的 吸 引 力 比 迁 出 地 的 推 力 更 为

重要，各 种 压 迫 人 的 法 律、沉 重 的 赋 税、恶 劣 的 气 候、不 良 的

社会环境等都产生 并 仍 然 产 生 着 迁 移 流；但 是 这 些 迁 移 流，

没有一个能与人类内在的、要在物质方面过得‘更好’的愿望

所形成的迁移流 相 媲 美。”［５］而 在 移 民 新 村 能 让 牧 民 切 身 感

受到的物质条件 方 面 最 大 变 化 就 是 住 房 条 件 的 改 善。当 问

到“您对现在的住房条件满意吗”时，只有１１％的藏族群体对

住房情况不满意，８９％的 藏 族 群 体 都 对 现 在 的 住 房 很 满 意。

访谈中村民达娃才让这样说：

现在我对住的还算满意，和以前相比条件好得多了，以前

我们住的都很分散，各家之间离的都很远，干什么事情都不方

便，而且基本上都是土房土墙，有家庭条件不 好 的 人 家，甚 至

连门都没有，还不通电也不通水，生活上很不方便。现在好多

了，家家都住上了瓦房，又都通电通水了，条件好多了。

移民新村的住 房 条 件 比 原 牧 区 的 条 件 提 高 很 多，有１９
人占总人数的１６．１％的 调 查 对 象 选 择 因 为 住 房 比 较 舒 适 才

搬到移民新村居住。但新村移民长期入住率并不高，选择经

常住在移民新村的 有５５人，只 占 总 人 数 的４６．６％。并 呈 现

出季节性入住的 特 点。在 冬 季 牧 场 不 能 放 牧 时 藏 族 群 体 大

多数都返回到移民 新 村 中 居 住，在 夏 季 为 方 便 放 牧，大 多 数

新村移民又返回 到 牧 区 放 牧。这 是 由 于 新 村 移 民 原 来 社 会

存在方式是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而传统的畜牧业是一种

靠天养畜的粗放生产经营方式，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在

新的社会环境中新村 移 民 的 生 产 方 式 及 生 产 观 念 还 没 有 完

全发生转变，对草原和牛羊不管是从生产方式还是心理上都

还有很强的依赖性。正如 埃 利 亚 斯 所 言：“一 些 我 们 理 所 当

然的风俗习惯———这 是 因 为 我 们 从 小 就 适 应 了 现 时 社 会 的

水准，并对它形成了条件反射的缘故———整个社会必须逐步

地、费力地 学 会 并 使 之 固 定 下 来。无 论 是 像 叉 子 这 样 很 小

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还是更大一些、更重要一些的行为方式

都是如此。”［６］当出现一种和以前截然相反的生产方式时，新

村移民会本能的感觉到无所适从，这种直接的演进博弈表现

在修建好的移民新 村 中，长 期 入 住 率 仍 然 很 低，仍 有 很 大 一

部分人选择回到牧区放牧，这是藏族族群原有的生产方式与

新的生活环境不适应之间的演进博弈；来来回回的返迁过程

是新村移民必须经过的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典型

的演进博弈的过程。

（五）教育观念的突变：引领未来的演进博弈

村民们在原牧区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加上长期以来封

闭落后思想的影响，使 藏 族 群 体 单 纯 依 靠 放 牧 为 生，急 需 大

量的劳动力。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很多牧民无法看到子女

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所以在对参加问卷调查的１１８名新

村移民的文化程度的调查中，小学及以下的人有８１人，占总

人数的６８．８％；初中有１５人，占总人数 的１２．７％；高 中 的 有

１３人，占总人数的１１．０％；中专、职技校的有９人，占 总 人 数

的７．５％；大专及以上 学 历 的０人。问 卷 调 查 的 时 间 正 好 赶

上学生 放 寒 假，所 调 查 研 究 对 象 中 拥 有 初 中、高 中、中 专、职

技校学历 的 对 象 大 多 是 在 读 的 学 生。有 关 资 料 显 示：２０１１
年，青海省西宁市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１２０．６％，小学毕业

生升学率 为１００．４％，而 海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相 对 应 的 数 据 为

６４．９％和９４．８％。① 但在新村移民迁移到移民新村 后，不 但

教学条件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提高，最为重要的是新村移民

对教育的认识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在对“吸引您搬到移民

新村的原因”的问题调查中，有３４．７％的人选择“因为子女上

学便利”，才搬到移民 新 村；同 时 有５１人 占 总 人 数 的４３．２％
的调查对象认为搬到移民新村后“子女的教育费用明显比以

前增加”；在对搬到 移 民 新 村 后 新 村 移 民 对 子 女 教 育 的 看 法

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有１２人占总人数的１０％的调查对象选择

“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移民新村的学校建设的比较集中，

从幼儿园到高中 都 可 以 在 移 民 新 村 附 近 就 读。过 马 营 镇 有

两所藏族寄宿双语小学，学校拥有计算机中心、多媒体、网络

教室、电子琴音乐教室和远程教育卫星宽带网络等现代教学

设施，学校开设有藏语文、汉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音 乐、

美术、体育、科 学、思 品 等 课 程。有１０８个 人，占 总 人 数 的

９１．５％的调查对象 对 目 前 孩 子 就 读 的 学 校 表 示 满 意。教 学

条件的改变及严峻的 就 业 形 势 正 在 逐 渐 改 变 藏 族 群 体 的 教

育观念。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在新的生活环境之中产生的，是新村

移民适应新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过程，也是新村移民逐渐适

应新生活的一个 体 现。新 村 移 民 想 通 过 提 高 教 育 水 平 来 获

得更多的知识，进而 获 得 更 多 的 社 会 资 本，在 一 个 固 有 封 闭

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新 一 轮 的 文 化 精 英 很 可 能 就 此 而 诞 生，

藏族族群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继而

维护好藏族 群 的 既 得 利 益 或 为 藏 族 族 群 获 取 更 大 的 利 益。

新一轮的藏族文化精 英 和 那 些 教 育 水 平 相 对 较 低 的 精 英 相

比，更能引领和传播 新 技 艺 和 新 思 维，将 新 一 轮 的 演 进 博 弈

继续下去。

·５３·
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青海统计年鉴，第５３３页。



三、结语

博 弈 理 论 强 调 的 是 一 种 静 态 的 均 衡 和 博 弈 参 与 者 的 比

较静态均衡上，但在 现 实 世 界 中，参 与 者 进 行 的 博 弈 常 常 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博 弈 是 一 个 长 时 间 的 参 与、较 量 和 校 态 过

程。［７］演进博弈论将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

起来，使其理论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新村移民既不可能完全

放弃自己族群已有的文化，同时也对外来文化充满憧憬与好

奇，在这种憧憬与好 奇 的 支 配 下，新 村 移 民 在 接 受 新 文 化 的

同时逐渐使原有的族群文化开始发生变迁，此种变迁过程的

实质就是演进博弈的过程。当一种新的文化与之对抗时，藏

族群在竭力守护本 族 群 文 化 的 同 时，为 了 适 应 现 在 的 生 活，

使藏族群体能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生存，他们又很难抵制其他

文化的扩延，在全球 化 的 大 背 景 下，地 方 与 区 域 族 群 文 化 必

定经历此种过程。

百乐·司宝才仁曾论述到：三江源生态移民区的文化在

迁入地强势文化面 前 正 在 经 受 冲 击，正 在 经 历 着 变 迁、融 入

的历程。这种移民 文 化 变 迁 是 亚 文 化 在 特 殊 条 件 下 的 一 种

突变，这种突变面对 着 主 文 化 或 者 说 面 对 着 强 势 文 化，应 当

说具有文化进化的 意 义。［８］白 雪 梅 在《三 江 源 环 境 保 护 中 生

态移民的人文思考》中 论 述 到：移 民 离 开 祖 祖 辈 辈 居 住 的 地

方，彻底摒弃祖先“逐 水 草 而 迁 徙”的 游 牧 生 活 方 式，适 应 移

民地的环境和文化，传统文化将不可避免发生变迁。在新的

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

合。［９］周甜在阐述生态移民社会角色时论述到生态移民搬迁

到新的社会环境，原 来 的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和 现 在 的 发 生 冲 突、

游牧文化和 定 居 文 化 发 生 冲 突，生 态 移 民 户 籍 上 还 属 于 牧

民，但职业 上 已 经 脱 离 了 畜 牧 业，这 便 引 起 了 角 色 上 的 冲

突。［１０］这一系列的 论 述 实 质 上 都 是 从 不 同 的 侧 面 反 应 出 三

江源区文化乃至社会出现的演进博弈特征。

不论是过马营镇的移民新村，还是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生

态移民，其移民文化的演进博弈进程存在很大的类似性。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藏族群本身固有的族群文化在与外界

文化发生碰撞时，这 种 演 进 博 弈 的 过 程 就 会 存 在，而 且 藏 族

群既会吸收外界文化中的新的东西，如现在的语言、服饰、饮

食、部分生活习惯已 经 发 生 变 迁，但 同 时 也 没 有 丧 失 自 己 本

族群的文化，而是二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藏族

群体也会随着时间的 不 断 发 展 和 演 进 博 弈 的 不 断 进 步 而 不

断调整自身行为，从 而 做 出 对 自 身 更 加 有 力 的 选 择，使 自 己

与现在的生活能 更 加 融 洽。这 种 融 合 与 选 择 的 过 程 不 会 终

止，当再有新的外来 文 化 与 之 接 触 时，仍 会 有 新 一 轮 的 演 进

博弈过程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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