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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生态观念对生态保护实践的影响
魏 健

（蒙古国研究大学 内蒙古 137400）

【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民族生态观念在可持续发展中展现了独特的价值。此观念根植于传统的宗教

信仰和文化习俗，强调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生态环境的维护。实例表明，民族生态观念有效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加

强了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同时也为现代生态保护政策提供了文化支持。通过整合这些传统智慧，乡村振兴在推动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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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族生态观念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独特思想源泉，少数

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验孕育出众多生态理念与实践，现

代生态文明建设作用渐显。探究其对乡村生态的影响，结

合地方民族特色弘扬生态文化，为乡村振兴拓展新视野与

途径，有效助力绿色农业、生态旅游、灾害应对等，关键

在思索如何融入现代生态治理体系，达成生态与经济社会

协同发展。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生态观念的现状与重要性

（一）民族生态观念的定义与内涵

观念并非仅仅彰显对自然所怀有的敬畏与尊崇情，其深

植具体的生活实践活动中，诸如祭祀、禁忌、物种保护等均

为其具体表现形式，民族生态观念的核心要旨在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着重强调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运用以及生态环境

的维护。少数民族凭借传统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以及社会

规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源的守护以及生态平衡的维系

等诸多方面均凝聚成独特的生态智慧结晶，民族生态观念的

内涵并非局限物质层面的单纯保护，而更多地映射为一种文

化层面的责任担当与精神领域的情感寄托。

（二）乡村振兴与民族生态观念的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高度注重可持续发展，大力推进绿色产业

的蓬勃兴起，而民族生态观念中诸如 “天人合一”“和谐共

生” 等思想理念则为该战略构筑起坚实的文化根基与理论

支撑架构。借助融合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能够卓有成效地

复兴与拓展生态农业，特别是传统的生态农业模式
【1】

。凭借

民族生态观念的力量，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自

觉意识，促进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活动的有机交融整合，有

力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赓续与再度兴盛繁荣。乡村振兴的核

心要义在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水准，民族生态观念中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思想理念，对达成农村社会的全方位

发展进步大有裨益，能够驱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以及文化

传承的协同并进与均衡发展，进而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

效益与可持续性特质。

二、民族生态观念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一）传统文化习俗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

在多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蕴藏着诸多与生态平衡

密切相关的禁忌与规范内容，这些习俗惯例往往能够在确保

生态系统免遭破坏的基础上，达成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效。

众多民族设定了特定的 “禁猎期” 或者 “禁食期”，此等

举措有效防止了对某些物种的过度捕猎行径与食用行为，切

实维护了物种的多样性特征。部分民族划定了神圣区域或者

保护地，这类区域通常是依据自然信仰予以界定的，被视作

不容侵犯的 “神灵领地”，在此类地区中，人们不会开展任

何形式的采伐作业或者开发活动。凭借这种文化规范模式，

诸多具备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获得了切实有效的保护，这不

但有益物种的繁衍兴盛与延续发展，对生态系统的稳定状态

起到了积极的助力作用。

具体的实施操作进程里，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习俗凭借

社区治理以及集体行动得以长久维系，传统的村规民约、宗

教仪式以及集体决策等方式手段，有力确保了生态保护行为

的连贯性与有效性。例如：云南、贵州等地域，许多少数民

族借助世代传承的传统知识，制定了诸如 “水源不容污染”

“神山不容砍伐” 类的规约条款，这些文化禁忌强有力地

约束了地方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态势。

（二）民族禁忌与生态保护的具体实践

禁忌并非仅仅体现对某些资源过度使用情形的规避，其

着眼对人类行为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防范处置。

某些民族认定特定的动物或植物具备神圣的意义与价值，故

而严禁对其进行捕杀或者采集作业。这种禁忌行为有力促进

了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有效避免了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

造成的破坏干扰，以 “禁食” 与 “禁猎” 现象为例，在

某些地区的传统文化体系里，会明确规定特定的时节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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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禁止食用或者猎杀特定的野生动物，以便相关物种能够

拥有适宜的恢复与繁殖条件
【2】
。

在部分民族地区的村庄中，依托长老与村委会的组织领

导力量，借助集体参与的方式模式，确保禁忌规定不被破坏

违背，禁忌制度往往与自然景观以及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工作

紧密结合在一起，构建形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约束管控力量。

在一些山区村落里，传统禁忌明确规定，村民不可随意砍伐

树木，尤其是山脉以及水源地周边区域的树木，这些禁忌在

实践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村民能够自觉遵循保护措施，并且针

对违法违规者实施集体性的制约举措。在实际操作环节，部

分地区设置自然保护区或者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以文

化禁忌为核心要素，推动地方社区经由共识达成一致意见，

进而共同致力生态资源的保护工作。这种文化性与实践性的

有机融合，少数民族地区得以有效地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

定状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禁忌还与生态旅游以及生态农

业相互结合，借助生态文化的传播扩散，提升了社会公众对

自然保护的认知意识。传统的节庆活动以及祭祀仪式常常与

生态保护工作紧密相连，村民参与这些活动，不但增强了自

身的环保意识，将生态保护的理念传递给更为广泛的社区成

员群体。如图 1所示：

图 1 民族禁忌与生态保护的具体实践

三、民族生态观念在灾害应对与环境适应中的应用

（一）灾害文化与生态灾害的应对机制

灾害文化惯常借助世代相承的信仰、习俗以及行为规

范，助力社区卓有成效地应对各类自然灾害，同时削减其对

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此文化并非仅仅是针对灾难所做出

的被动反应，实则更是一种契合生态环境变动的调适机制，

其借由引领人们依循自然规律行事，降低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程度，进而收获灾害管控与生态维护的双重成效。部分民族

地区，灾害文化具体呈现在特定的灾害预警体系以及应急处

置举措中，这些文化系统常常经由对自然界种种变化的观

测，诸如动物的行为习性、气候的变迁态势等，来实施灾害

的预估预判，并借助村庄集体性的行动开展灾前的防范预备

与灾后的重建恢复工作
【3】
。

某些民族文化里留存着凭借观测气候变化来推知即将

来临的干旱、洪涝或寒潮的传统手段，这些文化认知的塑造

往往源自对自然环境长期的细致观察以及经验的逐步积聚，

其应对策略涵盖诸如疏通水流渠道、加固房屋建筑、调适农

耕模式等具体的应对办法。灾害文化在灾后的恢复进程中有

所彰显，少数民族地区借助祭祀、祈福等传统活动，重塑自

然秩序并修复生态环境，发挥出生态修护的功能效用。这些

传统的文化习俗与行为范式，现代生态灾害的应对进程中为

应急管理体系奉献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启迪，尤其在防灾减

灾以及环境适应性管理方面，开拓出与生态环境更为协调融

洽的实践途径。

（二）民族传统应对灾害的智慧与生态保护实践

少数民族在与自然长期互动中积累了丰富生态灾害应

对经验，不仅有灾害突发时的应对，更重视灾前灾后生态维

护，面对洪水、旱灾、风灾等，常采用系列环境适应性策略

保障社区与生态稳定。在洪水多发区，利用自然地势与植被

构建防护带，森林、湿地、草地等屏障可削减洪水侵袭、吸

收水分、减轻土壤侵蚀并助力生态复原。旱灾频发地，传统水

资源管理与集水体系，如天然水库、水井和水源保护区，保障

干旱期用水。少数民族还合理轮耕、保护土壤水源，避免过度

开垦与土壤退化，增强生态系统抗灾力，灾害应对时，常调适

农业生产模式，种植耐旱抗洪作物或变更耕作时节，降低灾害

对农业冲击。这些传统智慧使地方社区在灾害中幸存并维持生

态可持续，众多地方民族还靠集体协作与信息共享，开展灾害

预防与应急响应，形成政府与社区协同的应急管理模式。

四、民族生态观念与生态哲学的融合及其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一）生态哲学对民族生态观念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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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态观念多以 “天人合一”“自然至上” 等思想

为基石，秉持人类与自然系不可分割整体的认知，将尊崇自

然、护卫生态视作维系人类存续的根本准则。生态哲学的此

类思想理念，为民族生态观念的现代性转化注入了灵感源

泉，尤其在生态守护与资源管控领域，借由融入现代生态学

说，传统的生态观念得以获取更为完备且系统的理论根基。

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自然崇敬与神灵信仰，着重强调自然界

各个构成部分皆具内在价值与存续意义，力促人类与自然构

建起互惠及共赢的关联纽带
【4】
。

在此进程中，生态哲学所倡导的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观点，驱使传统民族生态观念朝着更为理性与科学的资源保

育路径演进，有力助推了生态保护政策的构建与施行。这般

融合不仅催生了当地社会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担当意识，进一

步强化了对生态环境的敬重与呵护情，为生态文明的构建贡

献了哲学层面的有力支撑，助力铸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社会价值共识。

（二）民族生态观念在现代生态保护中的实际应用

民族生态观念在现代生态保护中的应用体现了传统智

慧与现代政策的有效结合，显著提升了社会对自然环境保护

的责任意识。例如，藏族将自然视为神圣领域，强调敬重自

然，这一信仰有助于维护自然保护区，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

此外，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将狼视为图腾，认为狼群数量的

减少预示着草原生态的不平衡，这种朴实的观念与现代生态

文明的和谐共生理念相契合。传统禁忌和习俗在现代环境法

规中得以体现，增强了地方保护措施的执行力。例如，彝族

的森林管理技术和稻作民族的水资源合理分配，都体现了生

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效应。这些传统的技术和观念，如对自然

的适应与合理利用，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深层价值。在制

度层面，如国家与地方的法律法规及乡规民约，均融入了生

态保护的要求，从而保障了生态环境的持续健康。民族生态

文化的研究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生态性等特征，为理解

和实施现代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框架。

五、民族生态观念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与贡献

（一）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民族生态观念价值

传统的民族生态观念着重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状

态，此思想为乡村生态文明的构建奠定了极为关键的文化根

基，诸如传统的水源地守护举措、植被复原行动以及生物多

样性维护策略等，均彰显出这一思想在现代生态保护实践中

的具体运用成效。实际操作进程中，紧密结合民族生态观念，

乡村地区借助制定关乎自然资源保护的地方性规章制度，强

化了对生态环境的监督管控力度，有效规避了过度开发现象

以及生态退化危机。尤其在植被守护、土壤修复等范畴内，

民族的传统知识与习俗为现代环境修复工作奉献了极为珍

贵的经验借鉴，这种生态观念的价值在乡村社区的生态意识

提升层面得以充分体现，经由文化传承与实践活动的双重驱

动，促使村民生产生活中自觉地削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程

度，有力推动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改善
【5】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民族生态观念的融合与创新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框架中，民族生态观念的融合与

创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乡村振兴并非仅仅局限经

济层面的增长扩张，其更涵盖了生态环境的悉心保护以及文

化的传承延续。在此进程中，民族生态观念的深度融入，有

力促进了生态农业、绿色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多维度层面的有

机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里的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态势，紧紧依

托民族传统的生态农业运作模式，采用更为环保的种植范式

与养殖手段，以此减少化肥及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业生产

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自然崇

拜以及生态保护理念借助创新实践活动，助力乡村地区发展

进程中切实维护生态平衡稳定，达成经济、文化、环境的协

调同步发展。积极推动生态文化，推动可持续生态产业领域

的发展进程，充分利用民族的生态观念开展区域特色化规划

设计工作，为乡村经济注入全新的活力源泉，进而顺利实现

乡村振兴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双赢战略目标。

结语

民族生态观念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非凡，它融合传统生态

智慧与现代生态哲学，指导乡村在发展时护好生态，达成经

济、社会与生态平衡，其对自然的敬畏及资源保护理念，推

动生态农业与旅游等绿色产业进步，为乡村振兴给予文化支

撑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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