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烧山的传统 

 

春天到了，火光映红了蒜山高原的山坡。不用惊慌，这并不是肆虐的野火，而是为

了维持草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地区生活方式而在人为管控下进行的烧山。 

半天然草地是人与自然达成的一套平衡互利生态系统。放牧、刈草（刈音“义”）等

人类活动有助于防止草地森林化、维护适宜草地动植物生存的生态圈。然而，全球的畜

牧业大都正渐渐远离天然牧场，许多曾经的草场都变成了耕地，半天然草地的总量也日

益减少。目前，日本的草地面积仅占陆地面积的 1%，这个数字只有 1960 年的三分之一，

保护草地迫在眉睫。 

在蒜山，这种人为管控焚烧山野的习俗被称为“山焼”(yamayaki)，已延续了大约 800

年之久，本地的半天然草地因此得到保护，桔梗(Platycodon grandiflorus)、樱草

(Primula sieboldii)等诸多已陷入野外濒危境地的物种也得以生存。这样小规模有序的烧

山紧接在春天化冻后进行，因此不会像森林火灾那样导致地表下的温度过高。这使草地

植物的根和种子都得以保留，并很快在清除了地表植被和树苗的空旷草地上恢复勃勃生

机。烧黑的地表还能吸收更多阳光，提升土壤温度，加速花草发芽，从而延长它们的生

长期。 

烧山的传统与蒜山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过去，草地便是放养牛马的牧场，割下的

草则是铺设屋顶的材料和农耕必需的肥料。此外，草也是制作“雪围”的材料，这是一种

用干草和木板编结成的篱笆，用于防止因积雪过重而挤垮民居。蒜山的草地被视为一种



社会公共资源，始终处于有系统的管理之下，因此，本地居民每年春天都会齐心协力，

共同完成草地的维护与保护。虽然烧山对于本地居民的生活已经不再如从前那样重要，

但志愿者们依然坚持这个习惯，他们既是为了传承珍贵的传统风俗，也是为了保护当地

脆弱而独特的生态系统。烧山通常在每年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进行，具体时间根据每年

天气而定。这项活动作为蒜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欢迎来访者一起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