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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的内涵的要求已由单纯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转向追求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转变要求人们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

而以研究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模式为学科传统的民俗学科，也应该引导和敦促社会民众树立可持

续发展的观念，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重新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民俗价值观体系，合理选择和优化

与自然相生相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民俗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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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生态危机及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使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

理念，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关注的问题，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当

前全社会共识。而以研究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模式为学科传统的民俗学科，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理

念的转变，原有的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遇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通过对现代社

会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民俗文化的现代变迁予以高度关注，发掘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特有的生态关怀，和

其中早已涵蕴却可能被长期忽视的生态意义，引导和敦促社会民众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陋习，重新建构

适应时代要求的民俗价值观体系，合理选择和优化与自然相生相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民俗生活模式。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反思，自觉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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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协同进

化。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公众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

之上。因此，这种发展观，我们可以概括为‘不仅包括经济的数量增长质量提高，还包括政治、社会的

昌明、科学技术的进步、文教卫生的发达和生态环境的优化’等方面的指标和效益在内的新的发展观。

与传统发展观相对立，它以集约型内涵式的、整体性、系统性、内生性的特征，显示出发展战略的长远

持续性、整体综合性和发展过程、结果的有序协调性。” 

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发展都必须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内在的动力除了生存繁衍的基本需求动力

之外，还有要求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是由该民族或群体的文化提供的，而文化的核心则

是在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模式。今天人们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仅发生在

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而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褊狭，才是最终造成地球

生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奉行的种种生存模式以及民俗文化价值观念进

行反思。 

“任何发达或发展中的民族或群体，都毫不例外地生活在一定的民俗中。”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或民

族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无论物质民俗、社

会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层面，对于人类生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这种价

值和作用，是作为“客体”的文化事象对于文化的创造这一“文体”的效应，也就是广大民众所创造、

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民众生活中作用和意义，即民俗价值。而这一民俗价值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展变化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我们所关注的焦

点，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民众民俗价值所面临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

对民俗价值观的影响。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贮存了几十亿年的能源被人类在几百

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内掠夺性开采、任意消耗，高能流入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观

念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人类创造了高能环境，自己却完全沦为高能环境的俘虏。人们抱怨空气污染、

食物里过多的添加剂和满目的钢筋水泥，人们休息、娱乐，但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愁苦和黯淡的神情。

人们丰衣足食，大腹便便，然而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或者如时下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一些人的钱只用

作两种用途：吃饭和吃药——盛年吃饭，暮年吃药。高能文化已割裂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能在同生

命之源——“大地母亲”保持和谐。 

另一方面，从价值观的层面说，发展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经济价值，导致“金钱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的滋生和真、善、美的价值迷失。的确，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改造自然

和征服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它既能改变自然的“惯常行程”，又能引发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现的变化，

生产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产品。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也为人类向大自然的

全面进军提供了越来越神奇的力量。在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节节胜利中，人类渐渐习惯以地球的主人自居，

已经把自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人们不在担心地力的衰竭，现代技术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化肥，使土地重新

肥沃起来；不再担心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害，不断更新的化学农药足以应对这些灾害；不再担心气候对生

活的影响，现代技术支撑的强大的工业体系，可以稳定地生产人们生活所需的降温保暖用品；不再担心资

源会枯竭，现代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能源……所以，在反映民众生产生活的民俗价值观念中，

形成了一些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观念和意识，并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一）狭隘的生态价值观，忽视自然的发展，形成人与自然的对立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而忽视对自然和谐，有序发展的关注，现代人类所追求

的实利主义、享乐主义、惟我主义、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是制造现代生态悲剧的罪魁祸首。长期以来，在以

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的导引下，人们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在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形成种种粗放型的

生产方式。在不断升级的所谓“现代化生活浪潮”的下面，涌动着的是日渐膨胀的反自然、反社会、反人

类的倾向。人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未来目标的合理选择，不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进

行目标自律，就不可能走出今天的生态困境。而要重新修整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

类如何调整、端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如何看待精神的价值，如何开掘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精神资源。这不仅

是人类与自然真正和解的出路，也是人类自身逐步走向完善的前提。 

（二）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习俗，付出了高昂的生态代价 

 “可持续发展观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多产出，

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生态环境与人类文化间是交互作用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逐渐增大。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动植物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

河流生态破坏；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灭绝、人口过密等社会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力量进一步增强。经过人类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系统已更

多的代替了自然的生态系统，这处现象已遍及全球的大部分。 

目前我国许多地区沿袭着的生产模式，普遍存在着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性使用和自然资源的低效转换。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许多自然资源富集区，一方面是大量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开发，另一方面却由于农业的过

度开发，而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失衡和人口超载的问题。我国的云南、贵州、西藏、青海等地都已成为土地

承载力的超载区，新疆、宁夏等地也到了土地承载力的临界区。 

（三）消费观念的误区，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我国的民族传统原本是以简朴、节能著称的。在传统社会里，我国历代社会民众常以“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古训传家教子，在日常家庭内部隐蔽性的消费生活中，人们



崇尚简朴，简陋。但是，在我国民众在生活中也同时奉行一种内外有别的消费习惯。在外部显露的消费生

活中，人们往往出手阔绰大方，尽显排场，最怕被人瞧不起，步入消费的误区。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广大民众生活与消费水平迅速提升，快步进入了消费时

代。在物质主义消费示范作用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开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民众中抬头，传统消费民俗中

的外部消费尽力张显以及炫耀与挥霍性的消费心理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我国发达地区及一些先富起来的

社会阶层中。一些人主张过量消费乃至暴殄天物，在生活中攀比奢华，一掷千金，什么稀少吃什么，什么

名贵穿什么，专以消费稀有资源为时尚。这种消费习俗与心理恰恰是一种文明尚未开化的表现，无限膨胀

的物欲，带来的只能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迷失以及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讲排场，摆阔气的消费习俗与

心理，不仅给当事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压力极大，自然资源短缺

的国家，这种炫耀与挥霍性的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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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方的许多民族与群体传统的民俗价值体系中，敬畏、顺应、尊重、爱护自然，使人类的生存活

动与大自然相生相谐，互利共处，都是居于民俗价值坐标中心地位的观念与取向。尽管不同地域、不同民

族的民俗文化生成的背景不同，但所有的人类群体在建构各自的民俗文化体系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却是

相同或相近的。处于不同的环境、从事不同的生计的人类群体对自然环境的体悟与认知不同，在自然资源

的摄取、利用方面差别也较大，决定了其各异的生活模式及群体各异的自然生态观和民俗价值观。在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下，在对民俗价值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继承传统民俗价值观的优秀品

质，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民俗价值观体系。 

（一）建立协调互利、相生相谐的生态价值观 



从总体上来看，在我国传统的民俗价值观念中，是极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谐，互利发展的。这些

观念在现代的时代背景下，是应该被重视和继承的。在我国的民间意识中，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只有

同自然界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在远古先民的观念里，人是天地间的生灵，天地为人提供了生存

的环境，也为人的生存框定了界限，天、地、人共同遵循的“道路”就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

自然法则。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这种价值取向，对历代民众的生态观以及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模塑具有重

要的影响，从不同的层面一直规范和控制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行为及日常生活习俗。 

在我国藏区，自古民间信仰中便沿袭着大量保护自然环境的禁忌，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

掘；禁忌砍伐神山的树木；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伤害神山的兽禽鱼虫；禁忌以污秽之物污染神山；禁

忌将神山上的任何物种带回家中。对水源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水源边堆杂

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的鱼、青蛙等动物。对土地的禁忌：牧区严守“不动土”原则，严禁在草地上

胡乱挖掘，以免使草原土地肌肤受伤；夏季禁忌搬迁草场；禁忌在草地上挖水渠。还有对动物的禁忌……

深受佛教影响的我国傣族民众，其民俗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傣族的民俗价值观是以其

生态价值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关系，其排列顺序为：

林、水、田、粮、人，在傣族的生产活动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民俗中，处处都体现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以及

对生态环境的爱护。这些观念和价值取向，应该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并且进一步的重视、继承和发扬。 

（二）调整、变革生产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可持续发

展 

我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生产正在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转变，这种转变的突出特

征就是农药、化肥、塑料薄膜、机械、水肥耗量大的高产品种以及连作的方法，同时，一些相应的农业工

程设施也在改变自然。在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过程中，如果不考虑某些传统生产习俗以及现代化生产方式

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在资源匮乏的我国，各种生态灾难还将加深加重，必须调整民众的生产

方式与习俗，在深层也体现了民俗价值观的重构。比如，目前我国一些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的地区和严重沙化的地区，已经陆续展开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生态恢复工程。在农业生产领域，近年

来，打造和构建“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绿色农业”虽然仍以轮作、有机肥等传

统农业习俗为基本，但却并非要回到古代的传统的轮作农业，而是充分应用现代农业工程技术、生物工程

技术以及现代科学养殖方法，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从民俗学的视野来看，“绿

色农业”、“生态农业”的提出，也体现了对传统生产民俗价值观的某种重构。 

（三）树立适度消费观念，构建一种与自然相生相谐、健康、环保、文明的“绿色”民俗模式 

在消费生活领域，民俗价值观的重构主要是摒弃传统俗中那些消极、反生态、反文明的生活方式与习

惯，树立起适度消费观念，提倡“低物质能量的高层次运转”，构建“绿色”民俗模式。在我国，近年来

也有人提出了营造 21 世纪“绿色生活”的构想与行动倡议，呼吁广大民众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一些不利

于生态保护的生活习惯。这些构想与行动倡议的目的就是在于敦促人们改变生活中的一些不良消费观念与

行为，比如，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时尚，而是将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作为追求的目标；为减少空

气污染，更多地使用便捷的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或步行，而不是利用率低的私人轿车；为珍惜水资源，

减少水污染，安装节水龙头，节约型马桶；不向河流、水源中倾倒垃圾污物，减少使用洗洁精，购买无磷、

生物可降解的洗涤用品；为保护森林、矿产资源，购买再生材料制成的或可再生利用的、可维护、可多次

长期使用的商品，尽力减少使用或不用一次性的纸杯，木筷、纸巾、餐盒，节省纸张，少寄贺卡；为珍惜

土地，减少土地污染，购物时自备包装袋，少用塑料包装，支持落叶堆肥，不焚烧落叶，支持和参与废纸、

废玻璃和废金属的回收利用，爱护公共绿地，尽量减少生活垃圾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抑制消费至上的

势头，调整消费生活观念，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使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人类需要与

自然和谐共存，需要人与人这间和睦相处，需要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需要可持续发展。民俗文化的价值

观重构就是深入反思人类行为的价值取向，在对民俗文化及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反思进行深入探究，

调整自己的观念行为，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生态境界，建构健康、环保以及与自然相生相谐的民俗

生活模式，以实现最高的生态和谐之美。 



民俗价值观的重构，是将人类已经失落的“诗意”重新引回生活，摈弃奢华，倡导有利于生态环境保

护的“绿色民俗”，不仅是有助于唤起社会民众的生态危机意识，重建生态文明，而且，生态观念的转变，

还将作为一种精神因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和推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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