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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生态观的运用
——论《狼图腾》中草原景观可持续设计价值

张知祺　汪维维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本文以传统哲学生态观为研究切点，论述了传统哲学

生态观在《狼图腾》所构筑草原格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所提供

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探讨其为草原景观设计中所提供的、

具有人为干预必要的设计价值，并以此产生对草原景观设计的一

系列思考，以“天人合一”为生态中心观，发散出对《狼图腾》

中草原的“可持续性”设计价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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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哲学生态观是人结合普遍的思想基础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生存方式而构筑的思想理念，是基于传统哲学理念与生态理念而

产生的交叉性社会观念。而景观可持续性设计作为“人工与自然

的生态融合”，其内部所需的传统哲学生态观可以助推草原可持

续性景观的进一步设计，并且设计需以生态价值观指导人的行为，

进一步在可持续性发展中体现出人类精神和普遍认可的社会理念，

以此达到永续的设计价值。

当代作家姜戎创作的小说《狼图腾》便从社会问题与意识

形态角度展现了草原的自然生态主题。古老的额仑草原，是草

原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

的规律，不仅是每个草原人心中的生存理念，也是他们外在行

为的指导。然而，漫长的共生关系在近代多元化诱因的介入中

发生背弃，不断膨胀的人性欲望慢慢渗透入广袤而古老的额伦

草原，直接导致草原生态的日益恶化，草原景观的可持续性设

计亟需研究。

《狼图腾》中所呈现的草原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景观设

计能通过人为生态介入给予有效解决。本文所述景观的可持续性

设计强调与自然资源构成保障制度，在再设计的同时，明确其经

济性、适应性与发展性。设计本身契合《狼图腾》中草原基本现

状，融入“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生态观精神内核，顺应“大命”

包容与“小命”依附的草原生存逻辑，而在此基础上，后续“可

持续性”设计则满足草原“有机统一”与“行为背离”的草原发

展维度。草原这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与图腾特色的地域风貌，沐

浴在古老中国以传统哲学及生态理念指导的景观造景文化下，可

以通过设计师因地制宜的造景手法，以此形成中华民族的个性守

护与华夏共性传承的地域环境，共同延续“狼图腾”的信仰。因此，

草原景观设计应当保留传统哲学生态观的内核，并结合可持续性

发展理念，以传统为基，共同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

天然格局，使得可持续性设计元素在古老草原景观中焕发出现代

特色。

一、论“天人合一”：“大命”与“小命”的草原生存逻辑

及景观设计

（一）草原生存逻辑的精神内核解读

草原生存逻辑是草原民族古老生存经验下的草原传承智慧，

也是“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生态观在草原的理论原则体现。

以包顺贵开垦草原之举作为小说的草原生存逻辑探讨起始点，

引出陈阵的反对评论“朴素的草原逻辑才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

从而进一步借助陈阵和毕利格的讨论阐释草原逻辑：草与草原是

大命，其余生命是小命。大命小命却环环相扣，共存相生，有着

千丝万缕的生态联系，而蒙古人信奉的狼更是环与环之中地位特

殊的大环。

图 1　人与草原和谐共处（电影剧照）

除此之外，小说里包顺贵带领的外来户出手抢夺狼预留来

年享用的黄羊，并捕杀维持草原运转的动物们，这其中首当其

冲的便是狼了，而后还有天鹅、旱獭等。此举直接割裂草原与

动物们的逻辑纽带，打破了“天人合一”的古老生态观，违背

了自然规律，在生态景观的角度最直接的体现便是草原这“大命”

的退化。黄羊皮子的倒卖与捕杀狼群，追溯到人类增加放牧黄

羊的数量，以至黄羊数量急剧膨胀，那么横向扩张的牧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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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竖向挫伤的草皮肌理间接影响其余草食动物的生存，直接导

致草原的沙化。

图 2　过度放牧导致部分草原出现沙化问题（作者自摄）

（二）“天人合一”传统哲学的草原景观设计运用

据此，笔者认为额仑草原景观发展模式的设计与改造就是以

草原牧区的实际现状为基础，以此做出引导草原生态系统自我生

存的理论景观设计。在人为控制黄羊数量的前提下，景观设计针

对草原的区域功能与草原退化程度，划分生态环境治理区，秉持

着“天人合一”哲学生态观与“命命相扣”的草原生存逻辑。充

分依托现存退化草原的基底，以当地生态资源为依托，以科技为

支撑。

从草原大命的景观设计入手，培育植物弹性肌理。在景观改

造初期，推进阶段性勘察与记录的进程，对无法自主修复的草原

系统人为补给能源，选择规范化、优良草种，前期人为生态介入

建设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后续可逐步放开生长，回归并融合于

野性。

从人本身而言，围绕限定放牧的基本流线做出前瞻性布局

及后续跟进设计。针对人居区域与前场草原的弹性范围合理配

置草场植物资源，一定程度上限定牧区人畜的路线，严格计算

片区草场的载畜量，设计制定规范的牧区条例和实操方式，并

遵循既定的条例，让人的规范行为也成为助推草原景观设计的

设计元素。

二、论“可持续性”：“统一”与“个性”的草原发展维度

及景观设计

（一）草原发展维度的理论关键解读

草原发展维度是亘古以来草原及其内属群体的稳定均衡发展

的生态法则，是景观设计实施后能否“可持续性”延续的草原维

持理想化状况的程度。在其展现上，主要表现为设计师对生命尊

严伦理维度的理解程度。这使得设计过程中的“可持续性”实施

部分需要因地制宜的展现。

《狼图腾》以生命力为可持续性发展论超越了对小命的礼赞，

助推了生命的尊严，即扩大视角到草原发展维度的层次之中。小

说在对狼的生命尊严描写中极其深刻的表现了这一点。从陈阵初

步了解“大命”与“小命”，进一步对草原狼在整个“统一”中

的“个性”化的存在这一身份感兴趣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前所

未有的生态实验。他这一“养狼”行为确实是持续性的，但这实

属是心理上对草原发展维度的亵渎，物质上与发展维度的背离。

不仅毕利格老人明确反对，而且甚至包顺贵为首的灭狼群体也对

此感到不解。接连触壁的“养狼”实验使得陈阵陷入迷茫和矛盾中，

他持续性、自我满足地扮演了主人翁的角色，而小狼从一开始拿

的剧本就不是配合他出演的最佳配角。从草原发展维度的视域来

看，陈阵与小狼的关系何尝不是人类与草原的关系呢？延申到生

态实验的结局：打掉狼牙、直至亲手打死小狼，还给小狼作为草

原狼应有的尊严。这持续性的生态草原维度实验，显然不是“可

持续性”的生态探究。

但笔者认为可从失败的持续性养狼实验、多次与狼的交手

中得到“可持续性”草原景观设计的理论依托。养狼实验中，

小狼至始至终没有向陈阵低头；围杀狼群时，头狼宁可将同伴

咬死也不让人类灭杀狼的尊严。此处于狼而言，是为了捍卫自

己的尊严与自由，是破釜沉舟而自救的决心。而狼围杀黄羊、

冻住黄羊，毕利格这样的蒙古人取掉部分黄羊，留下狼明年初

春的口粮，这一默契的草原发展维度中，却展现了互退一步的

生态发展原则。

图 3　 过度开发草原（电影剧照）

（二）“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草原景观设计规划

那么，设计师在对现状退化草原的设计介入中，也需要考虑

整体的大局观功能规划，再辅以初步细微生态培育的介入，等待

草原的生态回应后，后续持续性跟进。不难看出，景观设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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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介入点才能真正具有理论化的“可持续性”。从文末额仑

草原的现状来看，现代科技文明“强势”展示出的绝对个性法则

远超其现有能力之外，且需要寻求快速见效的“非持续性”自由。

这与统一的自然属性背驰，当人类过分的个性建立出畸形的主体

地位后，自然的统一地位发生动摇，当然，现在看来，这微乎其

微的动摇仍然只不过是彰显了自然仍然统一的地位。个体的绝对

个性与自然的相对统一中和不了欲望的无限，故寻求“统一”与“个

性”的草原发展维度的平衡点就成为景观设计介入的关键。

图 4　自然肌理较为和谐的草原风貌（作者自摄）

在当代景观设计中，我们常提出“公园城市”的理论，以此为契，

将《狼图腾》中展现的人居现代草原构筑为“草原城市”则具有

最佳的效果呈现。草原是生态化的生存景观大环境，那么此处的“城

市”指的便是具有经济适宜性、文化适应性、景观持续性的草原

人居环境。

从功能分区的角度，笔者将景观分区分为局部轮牧区、围

封禁牧区、沙化治理区、流动性居住区、固定化城市区。宣传

区域性划区轮牧休草制，并辅助鉴定草场实际状况，以时间为

基础，划分休牧期，前期需要以草原生态修复为建设中心。而

对于已经逐步步入生态治理的统一的草原生态系统而言，更可

统一规划设计为农、林、草、牧、副、渔这六区。减少草原腹

地的产业化，必须开展产业设计生态化发展理念，实施环境友

好型草原模式，在草原景观规划中增加草原可持续化与可持续

性人居发展的交合点后，这时才可以考虑推广各区适宜的畜牧

业、沙产业，以此构造经济性、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可持续性“草

原发展维度”。

三、结语

契合传统哲学生态观下满足生存与发展的草原法则，在漫

长的草原文明中已经逐步完善了生态的层次与结构。在《狼图腾》

中所反映的生态问题中，草原“大命”已经通过狼这一图腾形

象、以及无数的“小命”发展现状告知了我们生态危机的急迫。

而生态哲学观为设计指明了道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

持续发展实质上是现代设计对“天人合一”的方法论重现及思

想验证。

人类在各行各业都需发挥专业特长展现人类对草原的生态互

助。景观设计作为生态哲学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组的最重要的

生态工具，故笔者以此作为切入口解读《狼图腾》中的生态要点，

并剖析后进行了生态景观专项理论化设计。在生态哲学的层面，

以天人合一整体论为理论基石，从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中获得启

发深刻明确草原“大命”与众多“小命”的错综关系，形成明确

的草原生存逻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以长生天作为造物者与人

类作为体验者的原则上，谨遵整体“统一”与个体“个性”的内

置关联，保持合理的草原发展维度。整体思想坚持古老而智慧的“天

人合一”生态哲学观，现代设计中保持“可持续性”生态景观设

计的方法，那么此种生态景观设计或将成为众多当代如《狼图腾》

中展现的生态现状景观改造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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