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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
———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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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
“天人合一”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合一。 云南丽江古城水系的设计、管理和保护就是这些传统生态智慧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延

续，为当今人们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极其宝贵而深刻的启示。 古城的选址充分考虑了地形地貌、方位朝向和水系分

布的特点，“环山抱水”的空间格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古城的建筑、街巷与水系密切结合，形成了变化丰富的临水模式；依
据古城地势和水系的特点，古城人们开创了独特并且延续至今的洗街文化；发达的水系造就了众多的桥梁，同时也产生了独特

的“桥市”文化；以“三眼井”为代表的用水、护水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水管理智慧。 面对当前旅游业迅猛发展所造成的水环境压

力，古城管理部门借鉴传统的生态智慧，效仿古人的用水、护水方法，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和保护措施，古城水系的水质、水量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例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５．２０％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８６．８２％，古城下游的水质也由 ２０１０
年的劣Ⅴ类上升为 ２０１４ 年的Ⅲ类。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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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但同时也遭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生态危机，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湿地不断退化、物种加速灭

绝、土地荒漠化等［１⁃２］。 生态危机事关人类社会的生死存亡，正如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所说：“毫无疑问，
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

态危机所激化” ［３］。 因此，人们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应该怎样保持和谐共存、协调发展的关系，从而化解当前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的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对于解决当代生态问题，
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１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美国著名学者卡普拉指出，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教等宗教哲学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

慧［４］。 “天人合一”是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的最高生态智慧。
《周易》被称为儒家六经之首，与儒家思想的精髓不谋而合，其中不乏“天人合一”的思想。 《周易·系

辞》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５］，《周易·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

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６］，均体现了人与自然一种关系：既不能破坏自

然，也不要屈服于自然，而是应该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孔子在《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提出了

“伐一木， 杀一兽， 不以其时， 非孝也” ［７］ 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他按照季节伐木、狩猎的生态意识。 与孔子一

脉相承的孟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生态观：“不违农时，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材木不可胜用， 是使民

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始也” ［８］。 孟子要求人们不可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将“不违农

时”、“ 不可胜食”、“ 不可胜用”视为“王道”。 荀子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谓能参。 舍其

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９］。 他认为，“人”若不能与“天” “地”融合在一起，就会出现人与自然的不协

调，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 以宋代张载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
天人合一” ［１０］，从而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

“道”，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人和万物生存的“本源”。 老子曰：“故道大、天
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１１］。 他认为“人”是“四大”之一，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

然，应该遵循自然法则，而不能超越于自然。 庄子在老子“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 ［１２］的观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 老子和庄子倡导人们“少私寡

欲”、“见素抱朴”，正确地对待物质欲望，才能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和大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 正如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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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对道家的评价：“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

的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基本一致” ［１３］。
佛教追求人生苦难的解脱，是“普渡众生”的宗教，其中也蕴涵着十分深刻的生态智慧。 佛教主张“依正

不二”，所谓“依正”是指“依报”（环境）和“正报”（生命主体）两者，所以“依正不二”是指生命主体和自然环

境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强调了生命和环境的整体性。 佛学中的“三世间”思想，即人、社会、自然三者要

和谐发展的思想，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原理也是非常吻合的［１４］。 日本佛学大师池田大作认为：“佛教的第一

宗旨是要做到跟宇宙和生命中存在的‘法′相一致，并从中指出人和自然走向融合、协调的道路” ［１５］。 佛教将

“法”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宇宙中各种生命现象都是生命之法的体现，所以人们应该遵循生态规律，与自然

和睦相处，这与儒家、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一致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就是大自然，而“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１６］。 无论儒

家、道家还是佛教，都视“天人合一”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既要改造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
又要遵循自然规律，不破坏生态平衡，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最高生态智慧。

２ 丽江古城水系的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传统生态智慧是与传统农业社会中

较低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对于今天人口众多、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而言，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现代文明社会，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积极探索、寻求那些在

现代文明社会中仍然可以被运用的传统生态智慧，对于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而言尤为重要。 云南丽江

古城水系的设计和管理就是这些传统生态智慧中的杰出代表。
２．１　 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０°１４′和
北纬 ２６°５２′，海拔 ２４００ 余米，面积达 ３．８ 平方公里，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气温摄氏 １２．６ 度，年均降雨量

９５０ 毫米，雨量丰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气候宜人。 现有居民 ６２００ 多户，２５０００ 余人，其中纳西族

约占总人口的 ２ ／ ３。 在纳西语中，大研古城被称为“固本芝”或“依古芝”，意思是“仓库之所”或“金沙江湾中

的城市”，是历史上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和驿站［１７］。

图 １　 丽江古城地形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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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水而生，《管子·乘马》曰“凡立国都，非于

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

水，而沟防省” ［１８］。 中国传统城市的选址讲究“背山面

水”，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智慧：背山有利于抵挡冬

季寒风，面水有利于迎接夏日掠过水面的凉风、调节气

候［１９］。 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公元 １３ 世纪后期），
古城在选址上充分考虑了地形地貌、方位朝向和水源气

候的影响（图 １）。 古城位于丽江坝子的中央，远观，四
周有沧茫叠翠的群山环抱，西北端距城 １５ 公里耸立着

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近观，北依象山、金虹山，西枕狮

子山，三山环抱围合，可以挡住西北面冬季寒流，同时周

围的森林植被又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不被流失；东南方地势平坦，以接纳东南方夏季凉爽气流，坝子中间还

有蜿蜒而丰富的水系流过，完全符合“环山抱水”的空间格局，冬暖夏凉，非常适合人们的居住［２０］。 孔子曰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丽江古城将“山”“水”“智”“仁”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古纳西族人“人与自然

亲和”、“情与景交融”的生态智慧。

３　 ２ 期 　 　 　 刘国栋　 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２　 丽江古城水系

丽江古城素有“高原姑苏”的美誉。 １９９７ 年，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
“古城的建筑历经无数朝代的洗礼，饱经沧桑，它融汇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而声名远扬。 丽江还拥有古老

的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纵横交错、精巧独特，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

图 ２　 丽江古城的主要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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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古城的水来自于城北象山脚下的黑龙潭，泉水

自黑龙潭涌出后汇成玉河，向南流至玉龙桥处，一分为

三，形成西河、中河、东河三条河流（图 ２）。 其中，中河

是自然水系，西河是元代开挖的人工河，东河是清代开

挖的人工河。 三大河流入城后再分成若干细流，形成帚

状水网，临街穿巷，入墙过屋，流遍全城， 最终都流向城

东南方向的农田［２１］。 清代袁枚曰“贵曲者，文也……水

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水龙经》曰“水行

则气随，水止则气蓄”、“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

朝，荣华富饶” ［２２］。 古城水系的弯曲既能保证居民日常

用水，又可防止洪水泛滥，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特点。
２．３　 丽江古城的水文化

２．３．１　 丽江古城的建筑

《管子·乘马》中指出：“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

必中准绳” ［２３］，即人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必中规中

矩，机械地追求形式划一，而是应该根据当地的地形、地
貌以及自然提供的材料和气候等因素进行规划和建设。

因此，丽江古城的建筑，没有受到“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的中原传统建城思想的影响，而
是沿河道依水依势设街立房，与水形影不离，有的门前即渠，有的房后水巷，有的跨河筑楼，有的引水入院，一
切顺应自然地理之势，产生了变化丰富的临水模式（图 ３）。 古城东南部有一处名为“激沙沙”的地段最为著

名，在纳西语中“激”是水、房屋的意思，“沙”是锁的意思，“激沙沙”就是“水与房屋相互锁连的地方”。 《周礼

·夏宫》中指出，在城池规划中“若有山川，则因之” ［２４］，纳西族人在处理建筑与水的关系上，充分体现了“适
形而止”、“因地制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２．３．２　 丽江古城的洗街文化

纳西人民根据古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和古城水系的特点，在四方街开创了用河水“洗街”的传统，一
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四方街东西长约 ７０ 米，南北宽约 ２０ 米，其平面是不规则的梯形，且有西河在一端

穿过。 纳西人民在流经四方街的两处桥下设立闸水用的深槽，每日清晨傍晚将木板放下截住水流，使西河水

位升高漫出河床，利用古城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势，达到清洗古城的目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丽江古城居住八

年之久的俄裔作家顾彼德（Ｐ．Ｇｏｕｌｌａｒｔ）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曾说，他周游列国，而丽江古城是他所见过的

唯一每天用溪水冲洗街市的城市［２５］。 “洗街”是勤劳质朴的纳西族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体现，是高度的

智慧结晶。
２．３．３　 丽江古城的桥梁

水系发达则造就桥梁众多，丽江古城共有桥梁 ３５４ 座，其密度在中国古城中堪称之最。 单孔桥、双孔桥、
多孔桥形式各异，廊桥、石拱桥、石板桥、栗木桥变化丰富（表 １）。 在众多桥梁之中，最为著名的是有“映雪

桥”美名的大石桥，它建于明代，双孔石桥，长约 １０．６ 米，宽约 ３．４８ 米，站在桥上可以仰望玉龙雪山及在水中

的倒影。 清代经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丽江古城的桥梁不仅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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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丽江古城建筑主要的临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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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路面交通的连续性，而且产生了独特的“桥市”文化。 丽江古城的“桥市”不同于江南水乡的“桥市”，它仅

是古城商业的延续，在特定的桥卖特定的货，它更趋于生活化，亲水性更高，空间小但紧凑而丰富。 除此之外，
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桥梁还为古城增添了滨水空间的艺术效果，营造出了一幅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意

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生态理念。

表 １　 丽江古城的主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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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Ｎａｍｅ

所在位置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性质
Ｎａｔｕｒｅ

特色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卖鸭蛋桥 西河 石板桥 古代人们卖鸭蛋之处

卖鸡豌豆桥 西河 单孔石拱桥 古代人们卖鸡豌豆之处

马鞍桥 西河 单孔石拱桥 横大于纵，桥长 ３ 米，宽 ９ 米，又名玉带桥

栗木桥 西河 木板桥 连接街道与街道、街道与民居，数量众多

大石桥 中河 双孔石拱桥 古代人们卖鹰、药材之处，又名映雪桥

百岁桥 中河 单孔石拱桥 因纪念清代年氏家族父子两代均超过百岁而建

万子桥 中河 单孔石拱桥 富户因喜得贵子而建

南门桥 中河 单孔石拱桥 纳西语为“瓦笮”，意思为蛙村桥

小石桥 东河 单孔石拱桥 连接街道与街道、街道与民居，数量众多

２．３．４　 丽江古城的护水、用水民俗

水是丽江古城的灵魂。 基于对水的崇拜，古城居民拥有许多流传至今的护水、用水民俗，其中蕴含着丰富

的生态智慧。 例如：为了保护能直接饮用的河水，早上十点之前不能去河里洗衣服和脏东西；垃圾、粪便等不

能直接倒入河水；在水源地和河流旁，有不吐口水、不高声喧哗、不砍树木等的禁忌；等等。 为了保护水系，纳
西人创造了许多用水的方法，其中，“三眼井”的用法最为典型。 出水处为一眼，地势最高，只能用来饮用；二
眼的水略低，可以清洗蔬菜；三眼地势最低，用来洗涤衣物等，最后井水流出第三眼井排入水渠，用来灌溉农

田。 古城中比较著名的“三眼井”共有六口，分别是光碧巷三眼井、白马龙潭三眼井、密士巷的溢璨泉、文明巷

的甘泽泉、七一街的石榴井和上八河井。 “三眼井”旁或栽有古木名树，或有小型广场，除了供人们饮用、洗
菜、洗衣之外，还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勾勒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观图画。

５　 ２ 期 　 　 　 刘国栋　 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当今世界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 联合国《世界水资源综合评估报告》预测，到 ２０２５ 年，全世界人口将增

加至 ８３ 亿，生活在水源紧张和经常缺水国家的人口将增加到 ３０ 亿［２６］。 而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

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２２００ 立方米，是世界水平的 １ ／ ４，居世界第 １１９ 位，被列为世界上最缺水的 １３ 个国家

之一。 ２０３０ 年之后，我国人口将达 １６ 亿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将下降到 １７６０ 立方米，临近国际公认的警戒

线，全国水资源缺口将达到 ４００ 亿—５００ 亿立方米［２７］。 丽江古城的护水、用水民俗，是纳西人利用自然、保护

自然的典范，对于解决当今社会的水资源危机而言，无疑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图 ４　 丽江市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变化（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年）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

２．４　 丽江古城水系的调控与保护

２．４．１　 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由于申遗成功，丽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大大增加，
到丽江旅游的游客也日益增多，旅游业已成为了丽江的

经济支柱（图 ４）。 １９９５ 年，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仅为

８４．０５ 万人和 ３３００ 万元，２００１ 年就达到 ３２２．０７ 万人和

２２．６９ 亿元，２００９ 年达到 ７５８． １４ 万人和 ８８． ６６ 亿元。
２０１３ 年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则达到 ２０７９． ５８ 万人和

２７８．６６ 亿元，分别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１７４％和 ２１４％，比
２００１ 年增长了 ５４６％和 １１２８％。
２．４．２　 水环境压力的增大

丽江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对古城的环境所造成的压

力越来越大，特别是水环境压力更大。 常住人口产生的生活污水，宾馆饭店产生的旅游污水，再加上医疗废

水、工业废水等，使得古城水系的水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的监测结果表明，玉河自黑龙潭至古

城下游短短 ２．４ 公里的流程，水质就迅速由Ⅰ类降到劣Ⅴ类，主要污染物为粪大肠杆菌（表 ２）。

表 ２　 丽江古城水系的水质变化（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 Ｏｌｄ Ｔｏｗｎ（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地点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项目
Ｉｔｅｍ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黑龙潭 水质类别及评价
Ⅰ

（优）
Ⅰ

（优）
Ⅰ

（优）
Ⅰ

（优）
Ⅰ

（优）

主要污染物 — — — — —

玉带桥 水质类别及评价
Ⅱ

（良）
Ⅱ

（良）
Ⅲ

（轻污染）
Ⅲ

（轻污染）
Ⅱ

（良）

主要污染物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古城下游 水质类别及评价
劣Ⅴ

（严重污染）
Ⅳ

（中度污染）
劣Ⅴ

（严重污染）
Ⅳ

（中度污染）
Ⅲ

（轻污染）

主要污染物 总 Ｐ、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粪大肠杆菌

　 　 “—”表示没有主要污染物，数据来源于丽江市环境监测站水环境监测公报

古城水系除了水质下降之外，水量也受到了影响。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丽江平均降水量已连续 ６ 年偏少，其
中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最为严重，年平均降水量仅为 ８０７．９ 毫米和 ６５５．０ 毫米，比常年偏少了 １７２．４ 毫米（偏少

１７．６％）和 ３２５．３ 毫米（偏少 ３３．２％）（图 ５）。 除了气候干旱引发的降雨量减少之外，还有人口急剧增多导致地

下水的过度开挖，森林植被破坏造成涵养水源的减少，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玉龙雪山雪线的不断后退，等等。 在

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丽江市的水资源总量在不断下降，其中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最为严重，地表水资源量仅为

４５．３５ 亿立方米和 ４８．４１ 亿立方米，分别比常年偏少了 ４４％和 ４０％（图 ５）。
２．４．３　 调控与保护策略

针对这些问题，丽江市管理部门借鉴传统的生态智慧，效仿古纳西人的护水、用水方法，采取了一系列的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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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丽江市年降雨量和地表水资源量变化（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调控和保护措施，古城水系的水质、水量得到了一定的

改善和提高，从而确保了丽江古城的可持续发展。
古城水系的水质下降，主要原因是人们将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和雨水均排放到河道内所造成的，即雨、污
合流制。 因此，丽江市管理部门借鉴古纳西族人“垃
圾、粪便等不能直接倒入河水”的生态智慧，实施了雨、
污分流制，即雨水、污水各成系统，污水管道将污水全部

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管将雨水就近排入河流。 目

前，古城已建立了完善的污水管网，各居民院坝、住户均

设污水排出口，通过污水支管，排入古城排污干管，实现

了雨、污完全分流的体制，有效地改善了水系的水质。
根据丽江市环境监测站对古城水系的断面检测（表 ２），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 年间，丽江古城水系的水质状况整体呈

上升趋势。
丽江古城的“洗街”文化源于西北高、东南低的古城地势。 古城东北、东南方向地势高差达 ４０ 余米，西

北、西南方向地势高差达 ３５ 米左右，整个古城的地势有利于利用高差自流排污。 因此，丽江市管理部门依据

古城的地形特点，借鉴“洗街”文化的生态智慧，在设计污水管网时将古城内的截污主干管沿南北向布置，污
水自西北流向东南，靠重力自流汇集，最终收集统一于古城区东南方的污水处理厂。 而污水处理厂厂址的选

择则充分借鉴了古城选址时的生态智慧，如处于古城水系的下游，位于古城主导风向的下风向，离住户有适当

的防护距离等。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丽江市的年污水处理总量已到达 １５０９ 万立方米，比 ２００８ 年的 ８８３ 万立方米

增长了 ７０．９％；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 ８６．８２％，比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５．２０％增加了 ４１．６２％（图 ６）。

图 ６　 丽江市污水处理总量和污水处理率变化（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Ｃｉｔｙ Ｓｅｗａｇｅ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Ｌｉ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为了增加水资源总量，丽江市管理部门借鉴古纳西

族人“在水源地和河流旁，不吐口水、不砍树木等禁忌”
的生态智慧，在主要水源地预留必要的保护地带，增加

水资源涵养林的面积，禁止在重要水源地、湖泊、水库的

上游建设高尔夫球场等导致水源污染大的娱乐、旅游项

目；定期疏清河道， 及时清除河道内漂浮杂物，整治驳

岸、护坡， 拆除遮挡和覆盖主河道的建筑，改善沿河绿

化， 植树造林，增强景观质量。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丽江市

的绿化覆盖面积已达 １３．１２ 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为 ３２．４４％［２８］，已接近环保模范城市“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３５％”的指标要求。
针对古城水源不足的问题，丽江市管理部门借鉴传

统“三眼井”水资源循环使用的生态智慧，将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废水作为中水回用，作为市政浇洒用

水、绿化灌溉、生活冲厕废水等，从而达到了城市污水资源化目的，大大缓解了古城水资源不足的危机。 除此

之外，还积极开辟新水源，除了从拉市海调水、清溪水库除险扩容、中济水库扩容外，还兴建了文海水库、玉龙

水库、文华水库、虹星水库等工程，以保证水资源的供给总量［２９］，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丽江市共有水库 １３６ 座，水
库总库容为 ３．６２ 亿立方米；目前针对黑龙潭经常干涸的现象，实施了黑白水河引水补源工程和九子海补源工

程，这些黑龙潭保泉工程将于 ２０１５ 年建成，届时黑龙潭干涸断流的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３　 结论

丽江古城水系的设计、保护和管理是古纳西族人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典范，逐水而居、因水而兴，处处体

７　 ２ 期 　 　 　 刘国栋　 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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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实践方面为我们树立的“示范工程”。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虽然产生于古代，但却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价值和意义。 著名的比利时科学家、诺
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 ……中国的思想对

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３０］。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符合当今人类和自然界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

内在联系，这是它被重新认识、解读并加以重视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八大指出，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是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发扬。 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和发展中国传统生态智

慧，与新时代的发展理念相结合，使其在化解全球生态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它的现代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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