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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曲藏文化生态环境观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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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资料分析和指数分析两种方法对舟曲县 ３ 个藏汉村寨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差异分析，从生态观的角度分析了导致这种

差异性的原因，说明舟曲县 ３ 个村寨村民不同的生态观是决定其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关键因素。 分析了舟曲藏文化的生态环

境观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良性循环、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并挖掘了这种生态观背后特定的文化内涵，总结了舟曲藏族生态文

化主要包括苯教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生态文化。 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了思考，阐述了舟曲藏族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应当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树立合理的生

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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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全球严重的生

态危机。 生态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中国是一个由 ５６ 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各
个民族在与自然相适应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都有着独到的认识，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态观，有其特定的文化

内涵，这种生态观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而言意义重大。
各国学者都比较重视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研究，但从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视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的相

关研究则多见于民族学领域。 国外主要有奥地利学者 Ｎｅｂｅｓｋｙ［１］、法国学者 Ｓｔｅｉｎ［２］ 等对西藏生态文化的研

究。 我国学者如南文渊［３⁃４］、索端智［５］等致力于生态伦理的研究，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阐述藏族生态文化

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何峰［６］、傅千吉［７］、薛三让［８］等学者致力于藏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得荣

泽仁邓珠［９］、苏永生［１０］、赵珍［１１］等学者致力于藏族生态环境的保护研究。 张晓东［１２］、马春晖［１３］、梁艳［１４］ 等

人的硕士论文分别从苯教、藏传佛教、生态人类学等视角对生态文化进行了研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我国

一些地理学者如王恩涌［１５］、侯仁之［１６］、张伟然［１７］等的著作开始涉及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地方文化、文化区域

等，环境问题、民族文化等开始进入人文地理学家的研究范畴，并开始慢慢意识到文化对于人类生态环境的作

用，迄今为止已出现的相关理论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适应论、感应论以及文化决定论，它们对文化生

态的研究有一定的可借鉴性［１８］。
新加坡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兼亚洲问题研究专家 Ｌｉｌｙ Ｋｏｎｇ 教授指出，“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必须关注最基

本的人类对于环境的态度问题，以及他们受到信仰制度（包括文化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影响［１９］”。 Ｅｃｏｎｏｍｙ 提

出的环境改善行动认为，“要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寻找环境信念和态度的文化基础是很重要的［２０］ ”。
可见，从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视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生态文化与地理环境的作

用关系是意义重大的。
以白龙江流域藏区舟曲县为例，分别对地处憨班乡、巴藏乡和东山乡的 ３ 个藏汉村寨 ＨＹＧ、ＧＺＢ、ＺＪＣ 的

生态环境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差异分析，试图从生态观的角度解释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并挖掘这种生态

观背后特定的文化内涵，进而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这种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藏族

文化的生态观对于保护舟曲生态环境的借鉴性和重要性。

１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为白龙江流域的舟曲县行政区域范围。 舟曲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东邻武都，北接宕

昌，西南与迭部、文县和九寨沟接壤，地处南秦岭山区，东南至西北走向的岷山山系贯穿全境，地势西北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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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低，县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区［２１］，山高、谷深、坡陡、土薄、水流急，荒山荒

坡水土流失、泥石流、滑坡严重，经调查统计，全县滑坡、泥石流灾害隐患 １３４ 处，危险系数较高［２２］。
２０１０ 年舟曲特大泥石流的发生，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 相关学者调查研究显示，本次舟曲

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虽与当地的地表物质结构、短时强降雨、拦洪坝溃坝、５．１２ 地震等有关［２２］，不可忽略的

是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破坏对于本次泥石流的发生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导
致植被减少，这不仅降低了地表对降雨的滞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坡面径流，诱发了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可见，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对于地处偏远、生态状况较差的舟曲来说显得很迫切也至关重要。

舟曲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藏族居民主要分布在半山、高山地区，藏汉混居较多，其中藏族占到全县总

人口的 ３４．３４％，占县内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９９．４３％［２２］。 舟曲县藏民族承袭远古羌笛、白马以及番而来，延续

至今，清代改番称藏，统称藏族。 舟曲的藏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与所

处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文化，对生态环境有其独到的认知，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观，这种生态观是在特定的生

态环境和族群环境中产生的，是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２３］，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重大的意义，值得

我们去研究和发掘其价值。

２　 基于生态环境观的对比分析

采用资料分析和指数分析这两种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舟曲县 ＨＹＧ、ＧＺＢ、ＺＪＣ 三个藏汉村

寨，对其生态环境进行了差异性分析，试图从生态观的角度解释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２．１　 基于定性分析的生态环境差异研究

马宁学者《甘肃南部林区族群生存文化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以舟曲县 ３ 个藏汉村寨为例》一文对三个

村寨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研究［２３］，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三个村寨

的生态环境状况作了简要概括（表 １） ［２３⁃２４］ ．

表 １　 ３ 个村寨概况［２３⁃２４］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２３⁃２４］

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ＨＹＧ（纯藏族）
ＨＹＧ（Ｐｕｒ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ＺＢ（藏汉混居）
ＧＺＢ（ｂｏｔｈ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ＺＪＣ（纯汉族）
ＺＪＣ（Ｐｕｒｅ Ｈａｎ）

村寨概况 地理位置 憨班乡 巴藏乡 东山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人口结构 藏民 １２００ 人 藏族 １７ 户，汉族 ４８ 户 汉民 １２０ 户，５４０ 人

当地寺院 黑峪寺、贡巴寺 别处贡巴寺 婆婆庙、老爷庙

宗教信仰 藏传佛教、苯教 苯教 婆婆教、二郎真君

居民从业 从事农牧林为主 务农为主 务农，外出打工

生态环境现状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一直较好，风景优美，水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高，提供丰富生活生
产资源，山野菜盛产产地

起初拥有原始森林
↓

２０ 世纪，砍伐，导致植被减少，
生态环境破坏

生态较差，灾害严重；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植树造林；１９９９ 年，看林人
卸任，砍伐变成荒山

差异原因分析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出于感激，自觉保护 单向索取→主动保护 单向无休止索取

２．２　 基于模糊指数分析的生态环境差异研究

结合以上分析，采用模糊指数分析法，分别选取这 ３ 个村寨的生物丰度指数（ＢＡＩ）、植被覆盖指数（ＶＣＩ）、
水网密度指数（ＷＤＩ）、土地退化指数（ＬＤＩ）和环境质量指数（ＥＱＩ）５ 个指标对区域内生物、植被、水资源、土地

及环境污染等情况进行分析，并按其优劣程度分别赋予 １、２、３ 的指数分值（表 ２，其中，分值越高则表示相应

指标状况越好：３ 分表示遭到轻微破坏或者无破坏，质量良好；２ 分表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质量一般；１ 分

表示遭到严重破坏，质量恶劣），计算各村寨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以下简称 ＥＩ，其中，ＥＩ ＝
０ ２５×ＢＡＩ＋０．２×ＶＣＩ＋０．２×ＷＤＩ＋０．２×ＬＤＩ＋０．１５×ＥＱＩ），综合评价这 ３ 个村寨总体的生态环境质量［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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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 个村寨生态环境各指数分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ｉｎｄｅｘ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村寨
Ｖｉｌｌａｇｅ

生物丰度指数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Ｉ）

植被覆盖指数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ｖ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ＶＣＩ）

水网密度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ＷＤＩ）

土地退化指数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ＬＤＩ）

环境质量指数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ＱＩ）

ＨＹＧ ３ ３ ２ ２ ２

ＧＺＢ ２ ２ １ ２ ２

ＺＪＣ １ １ １ １ ２

　 　 表中分值越高，则分别表示该区域生物丰度越高、植被覆盖程度越高、水网密度越高、土地退化程度越轻、环境质量越高

经计算，ＨＹＧ、ＧＺＢ、ＺＪＣ ３ 个村寨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ＥＩＨＹＧ ＝ ２．４５ ＞ ＥＩＧＺＢ ＝ １．８ ＞ ＥＩＺＪＣ ＝ １．１５，可
见，ＨＹＧ 生态环境质量最好，ＧＺＢ 次之，ＺＪＣ 最差，计算结果与研究资料的定性分析结果相一致。
２．３　 生态环境差异结果分析

尽管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因素多样，但这三个村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背景类似，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

用差异较小，而村民对生态环境的观念以及行为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好坏。 早期 ３ 个村寨的生产生活

方式相似，生态环境质量相差不大。 后期，村民的不同观念和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ＨＹＧ 的森林、水域等为当地居民提供生产生活必备的资源，出于感激，当地村民用苯教信仰来约束自己

的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使当地的生态环境一直处于较好的状态；ＧＺＢ 居民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经历了

从单向索取到主动保护的改变，使得居民在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后又开始了适当的保护，目前当地生态环境已

有所改善；ＺＪＣ 村民则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不够，不断对森林进行着单向无休止的索取，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了严

重的破坏［２３］。
综上所述，舟曲县这 ３ 个藏汉村寨村民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行为是决定其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舟

曲藏族居民之所以对生态环境有着这样的认知和态度，是其长久形成的生态观决定的。
２．４　 生态观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

舟曲藏族的生态观与当地生态环境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图 １）。 舟曲的森林、动物等

为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大量的资源，满足其日常的生产生活需求；而藏民们或出于生存目的，或出于对生

态环境这种贡献的感激，或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信仰，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主动保护生态环境，使得当地

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较好的状态，这样，人们从生态环境中的收益也持续，使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

循环。

图 １　 舟曲藏民生态观与当地生态环境间的作用机理

Ｆｉｇ．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ｈｏｕｑｕ′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　 舟曲藏族生态观的文化内涵

生态观是生态文化的外在体现，舟曲藏族居民之所以对生态环境有着这样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形成当地

独特的生态观，归根结底是其生态文化决定的。 因此，有必要对舟曲藏民的生态文化进行研究和发掘，以探究

其产生这种生态观的原因。
舟曲藏族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苯教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生态文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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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苯教文化的生态观

苯教于 ８ 世纪中叶吐蕃东扩时期由青藏高原地区传入舟曲［７］，是舟曲藏族的原始宗教。 藏族先民当时生

活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社会条件极为落后，他们对于所处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客观的解

释，凭其直观的感受和幻想的思维，认为自然万物和现象都有神灵依附且受其控制。 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认为

神灵是自然环境的灵魂和主宰者，在他们看来，发生在其生存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均是神灵意愿的体现，
人生活在神灵世界中，受到神灵的保护，如若触犯神灵，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 神喜，则庄稼丰收，风调雨顺，
无病无灾；神怒，则会发生雪崩、地震等，这些都会直接危害到藏民的生命及家园的安全［１２］。 基于此，先民们

对自然界有着既崇拜又畏惧的心理，对神灵虔心供奉、顶礼膜拜，定期祭祀，以便取得神灵的欢心，求其保佑丰

衣足食，无病无灾。 他们因此而崇尚自然，崇拜神灵鬼魂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现象与万物，并在敬畏自然、崇拜

自然的同时，也对自然万物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禁忌，如禁忌向河流湖泊倾倒废物，禁忌随意砍伐树木等。 这些

自然禁忌在当时法律还未产生的社会历史形态中扮演着不成文的法律角色，约束和规范着藏族人民的言行举

止，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保护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这种自然崇拜和禁忌在舟曲藏族社会中世代相传，形成了苯教文化的生态观。 这是藏民们崇拜自然乃至

屈服于自然的思想的直接流露和表现，体现了古代藏族先民力求与自然融为一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主观意愿，均反应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充满着生态平衡的思想精神，是藏民族古代朴素

而深邃的生态智慧的一种体现。
３．２　 藏传佛教文化的生态观

藏传佛教于八世纪传入白龙江流域［７］，与原始苯教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并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 它注

重“轮回”的思想，认为动物与人都具有佛性，无优劣之分，它们都要受到因果业报的支配，因缘而生，都是轮

回生命流中的一份子，二者具有同一生长渊源。 在这种理念的鼓舞下，藏族人民深受“业报因果、自作自受、
众生平等、慈悲博爱”的宗教信条影响［４］，从小养成保护动物、关心动物的习惯，珍爱一草一木，对维护当地生

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种习惯和理念在当地世代相传，形成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生态观，倡导人类应该

自觉保护周围一切生物，因为人类与其他生物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这种生态观对一切动物持仁爱之心，
对人类生态环境的一草一木都加以保护，这对于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有着积极的

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藏传佛教文化的“轮回”理念，还是苯教文化的“万物有灵”，实际上均是在强调“灵魂不

灭”的思想，二者不谋而合，融为一体，使之具有强大的生态文化功能。 不同的生态文化内容和信仰形式都体

现着当地藏族群众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观念，其深厚的生态文化将其生态环境

观体现的淋漓尽致。 尽管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不少不科学的成分，但是其保护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思想符合自然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具有深厚的现实意义。

４　 舟曲藏族生态文化的地理学思考

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重点，而文化被看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契合点，被理解为人类在环境

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复合体［２６］。 文化与地理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

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文化是影响地理环境的无形的物质和能量。 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深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

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会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构成地理环境影响文化生成的中介，从而形成多种多样

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化。 文化形成之后，又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和能量，反过来深刻影

响地理环境，使人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作用于地理环境。
在地势高亢、幅员广袤、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土地珍贵的地理环境下，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

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形成以畜牧业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其衣食住行完全依赖生长

于高原上的动植物，把植物的果实、动物的肉奶等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来源，把树枝树叶、动物皮毛等作为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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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取暖的原材料，生长于高原的各种自然资源都是藏族先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藏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需求的满足以地理环境中有限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因此，他们对高原生态环境的脆弱与自然资源的珍贵有着

深切的感受［２７］。 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他们不断享受着大自然的

恩赐，或出于适应地理环境的生存目的，或处于对所处地理环境这种贡献资源的感激，或出于对原始苯教和藏

传佛教的信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与自然相亲相近的感觉，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使得当地生态环境长期处于

较好的状态，这样，人们从生态环境中的收益也持续，使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循环。 这种生态认

知和思想观念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观，逐步积累了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文

化，形成了独特的藏族生态文化。 这种生态文化从青藏高原传入舟曲藏区并承袭下来，引导着当地藏民的生

活方式和行为观念，维护其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思想平衡，使二者保持一种和谐的生态合作关系，在人类和

自然之间起着很好的调解作用，从而影响着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 藏族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逐渐形

成了双向同构的关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２８］。

５　 结论

文章采用资料分析和模糊指数分析两种方法对舟曲 ３ 个村寨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探讨了生态

观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并从地理学角度阐释了藏族生态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舟曲藏文化的生态观对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主要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舟曲县 ３ 个村寨

村民不同的生态观是决定其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关键因素；第二，舟曲藏族的生态观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存

在良性互动的循环关系；第三，舟曲藏族的生态观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

文化，这种生态文化主要包括苯教生态文化和藏传佛教生态文化，二者均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于

保护生态环境有深厚的现实意义；第四，舟曲藏族生态文化与当地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舟曲藏族的生态观尽管带有宗教的神话或迷信色彩，但其主动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等等，

对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类似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变同一地区不同族群的生态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意义［２３］。 解决藏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

起来，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中已经固化为习俗的地方与现代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确立新的生态文化观和行为

价值导向，培养具有生态责任的环境道德和对生活习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与

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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