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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迪庆藏区，即迪庆藏族自治州。它既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聚居区，又是中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与此相适应的人类文化习俗，

使迪庆藏区不仅成为一个较健全而稳定的生态环境圈，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维护了这一生态平衡，

给当今环境日益恶化的世界，奉献了一块难能可贵的净土，但是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不等于拥有富裕

的生活环境，也不等于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 

    本文拟就迪庆藏区的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与宗教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地分析和探讨，希

望能为今后迪庆藏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历史上，迪庆藏区优越的生态环境，没有给这里的藏族居民带来富裕、文明和完善的社会生活环

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藏族居民生存的经济模式。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该地区的社会制

度、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非经济因素有很大关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迪庆藏区的经济社会才得以

全面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广大藏族农牧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又始终处于矛盾状态。长期以来，迪庆藏区由于科技文化落后，社

会经济发展缓慢，人口不断增长，尤其是人们为了生存而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同时又无视生态

环境的进一步退化，从而始终没有很好地理顺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矛盾关系。 

    生态环境的恶化或改善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的

形成又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迪庆藏族居民的宗教文化有其特点。从总体上看，除了信仰

藏传佛教外，民间信仰也是他们的一大信仰特色。可以说，迪庆藏区颇为盛行民间信仰。诸如巍然耸立

的神山、婀娜多姿的圣湖、千姿百态的祭祝台、蜿延曲折的转经路、家家设立的香火炉、香烟缭绕的村

社庙字、随处飘扬的经幡、源远流长的圣迹、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并偕同以寺院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构

成了迪庆藏区异彩纷呈的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作为塑造藏民族传统生态道德的思想观念，对保护该地

区的生态环境起到过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因此，在推动迪庆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尤其在维护生态

环境的过程中应深刻认识宗教文化的巨大影响或潜在价值，并充分发挥宗教文化中的积极作用，为保护

迪庆藏区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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