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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研究

主 持 人 的 话

杨庭硕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直到 20世纪后半期才陆续得到了一

些学人的认同。他们坚信必须从文化的视角才能探明生态危机的实质,也才能找到维护人类社会生

态安全的稳妥对策。但仍有很多学人至今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分别从经济、政治、法律或伦理等角度

去认识生态问题, 寻求消解生态危机的对策。既然政治、经济等都只是生态危机的部分成因,那么问

题的焦点只能是一个, 那就是文化人类学中所定义的 文化 。作为人类社会规范总和的 文化 ,以其

博大的包容性囊括了人类各种社会动机和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因此,从文化去认识人类社会面对的

生态危机,也就势在必然了。就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人类学在不久的未来必将得到更多学人的认同。

本刊在这时推出生态人类学专栏,也就说得上是正当其时了。

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人类所面对的生态危机, 意味着需要从理论上弄清不同文化在其正常运行过

程中会导致怎样的生态后果,进而还需探寻消除其负面作用的有效对策,更需要探明不同文化所蕴含

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以便从中找到维护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还意味着生态人类学不仅关心单种文化的生态行为和生态后果, 还需要关注

在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下多种文化的辐合运动如何影响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球生命体系,为此需要

探讨多元文化辐合运行的机制,以及这些辐合运行的社会行为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应当

看到,生态人类学立足于并存文化必然相互制衡的研究思路, 已经突破了文化人类学长期以来的研究

惯例,具有了鲜明的现代特色。这将有助于将时下各执一端的争论化解为相互理解和借鉴, 共同谋求

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有益探讨。为此,生态人类学并不自以为是,而是希望得到不同学科、学人的认

识、理解、批评和匡正。

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还意味着维护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生态安全, 不能单凭一项或几项相互孤立

的对策, 而是需要协调一致的对策系统。这样的对策系统必须纳入各种并存文化正常运行的轨道之

中,依靠民族文化的正常运作逐步消解各种生态危机。时下, 不少正在推行的生态安全对策总是过分

偏重于工程技术措施, 不免忽视了生态问题的社会属性, 忽视不同民族群众积极能动参与的价值。然

而,众多生态安全对策的久议不决正好说明,维护人类社会的生态安全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工程技术

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综合协调的社会行动。

本栏目首批推出的三篇论文中,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 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资料为

依据,证明各民族文化中确实蕴含了较之于现代科技并不逊色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技能。这样的生态

智慧和技能即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生态维护价值。 论文化建构的双重性 则是

从理论的视角去剖析生态危机的成因,以及生态危机蔓延扩大的机制,并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本质出

发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生态人类学述略 概述了生态人类学从发生、发展和壮大的学术历程, 集

中探讨了多元文化并存的生态安全价值。这一结论突破了文化人类学长期单就某种民族文化立论的

习惯性做法, 从并存文化的角度去探讨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后果。这不仅对生态人类学,即使对文化

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也有积极的一面。当然, 这三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和研究办法都有待进一步的深

入,在此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本刊希望借此赢得学术界的响应和参与, 希望海内外学人不吝赐稿,

围绕生态人类学这一主题提供不同的观点、方法、资料和结论,使这一栏目真正成为生态人类学研究

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平台,成为不同学科学人共同参与和分享的学术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