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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对地方生态文明
建设的实践探析

庄桂花   
（普洱学院  云南普洱  665000）

云南民族地区群众秉持敬畏、崇拜与依附自然界的传统生
态观念，构建了和谐共生的自然界与人类良好关系，在长期的
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生态观。自党
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纲领文件，并把
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始，全国就进
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阶段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
时指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
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
明建设排头兵”，为完成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目标，云南民族地
区有必要弘扬传统生态文化的积极元素，促进新时期生态建设
总体目标实现。

1、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内涵

云南少数民族自古以来能够坚持适度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
产资料，禁止过度索取生态资源，主要是由于其传统生态文化
的核心内涵在于人类依附自然、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生态规律，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面临国家艰
巨而严峻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
化仍然会对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持续性的指引作用。在全面
推动与促进物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前提下，应当坚决秉持保护
丰富多样性生态环境的思路，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的单纯经济行
为，将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渗透到建设地方生态文明进程中。

1.1  依附自然
由于天然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环境条件所限，云南各少数民

族群众缺少先进的改造自然手段，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途径有
限，但他们发挥其民族智慧，运用地域性的生态资源来满足日
常生存以及生产发展需求。因自身生产力水平不足及对自然资
源的过度依赖，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
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对自然资源索取的约束机制。如对于采伐
林木以及捕捉禽兽设置了严格限制，确保控制在适度的捕猎与
采伐林木数量范围。对于封山线进行清晰的划定，禁止在低于
封山线的区域内随意进行林下产品开采以及放牧行为。由此可
见，当地人民群众对于适度索取生态资源的传统理念能够予以
长期坚持，主要在于对自然的过度依附关系，乃至于至今各民
族地区仍然保留了丰富的区域物产资源以及优美的地域生态景
观。

1.2  敬畏自然
因对自然规律的缺乏理性认知和改造自然的力量有限，

各少数民族群众认为自然界存在着驱动一切事物运行的神秘力
量，并将其神秘化，进而产生敬畏自然的心理，具体表现为将
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及山水“神化”。在云南少数民
族传统生态理念中，各种自然现象都应当得到人类敬畏，因为
自然界蕴含了神秘的主宰力量。如各民族村寨中的“神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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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充分体现了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生态文化的内

在联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全面建成美丽云南，云南民族地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发展的“三个定位”，积极推进实

施地方生态文明建设举措，创建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良好生态氛围。本文旨在探索云南地区传统生态文化对当地建设生

态文明工作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完善与优化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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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林”原本是村寨的公共墓地，因对鬼神和神秘力量的敬畏，
墓地周围的森林是不允许砍伐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片茂密
的风景林。

1.3  崇拜自然
云南少数民族群众因依附自然、敬畏自然从而产生崇拜自

然的心理。各少数民族群众至今依然保留着崇拜自然的传统生
态理念认识，将山石、天地与草木都视为包含神灵旨意的自然
事物，并且充满了敬仰与崇拜心理。云南少数民族对于禁忌习
俗进行了世代传承，表现为强烈的神灵崇拜情感。例如，彝族、
哈尼族、拉祜族都有把虎作为图腾的做法，其他民族也有把与
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作为民族图腾崇拜的做法。他们主
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要崇拜自然。

2、云南民族地区开展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思路
与方向

2.1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美丽云南
在新时代背景下，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建设美丽

云南，紧密围绕云南地区特有的文化演变进程、自然生态环境
以及生产力因素来促进美丽云南的建设目标实现。建设美丽云
南的关键着眼点应当体现在保护地域生态环境，依托独特的地
域资源物产优势来驱动社会生产力提升。除此以外，现阶段对
于建设美丽云南的重要实践工作还应当全面致力于推进生态扶
贫与生态补偿进程。生态补偿机制属于环境经济政策，其基本
含义在于构建和谐的人类与自然界共存关系，对于各个区域的
良好环境生态状况进行长期的保持维护，结合市场化与行政化
的措施手段来平衡相关方的预期可得经济利益，进而达到督促
与激励相关主体维护保持良好自然环境生态的效果。

2.2  完善与改进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野生物种
多样性

野生植被与动物品种都属于非常珍贵的自然生态资源，云
南部分民族地区野生物种由于遭到人为干涉破坏，进而表现为
濒临灭绝的趋向。因此对于云南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实践
工作来讲，总体实施原则与目标就是要维持野生物种多样性，
禁止过度捕捉野生动物或者采伐野生林木资源。云南少数民族
对于自然界怀有敬仰崇拜情感，新时代背景下的当地群众同样
需要遵循基本自然规律，防止表现为过度干涉自然物种繁衍的
行为。

2.3  发展与继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树立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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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发展与继承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关

键就是要侧重于维持与保护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创建和谐共生
的人类与自然界良好关系。在传统优秀生态文化的启发引导下，
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应当致力于避免过度索取生态资源，并且对
于自然界的内在演化发展规律予以尊重顺应。

3、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践探析

3.1  严格生态保护机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
保护自然生态资源构成了开展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着

眼点，自然生态环境蕴含了多样与丰富的自然物产资源，因此
必须要侧重于保护地域生态环境。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群众创造
了灿烂的地域文明，上述的地域文明如果要得到完整保留，那
么关键前提也要体现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当地群众在有关部
门的政策激励与扶持引导作用下，应当自觉形成保护地域生态
环境的强烈意识。有关部门对于目前已经遭到破坏的原始生态
环境应当尽快加以修复，依靠多元化的网络宣传媒介与渠道来
指导当地居民增强生态维护保持意识。当地居民对于随意采伐
原始珍贵树种、过度从事渔猎活动等行为倾向应当严格进行杜
绝，旨在维持与保护优良的地域生态环境。相关产业部门针对
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举措机制应当着眼于有序落实，运用客观
与科学指标来测评环境影响强度，指引当地产业实现良性发展。

3.2  合理整合与统筹发展旅游产业资源，避免过度索取
自然资源

云南地区蕴含了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对保障支撑人类的
基本生产活动以及人类生存具有重要价值。云南少数民族崇拜
自然，对于索取自然资源的行为持有谨慎态度。在新时代背景
下，当地现有的珍贵自然资源仍然需要得到保护。有关部门对
于过度索取自然生态资源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倾向应当给予
及时察觉，阻止以上行为的发生。当前云南旅游产业日益趋于
快速发展，然而当地的很多生态旅游景区由于未能施行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管制工作，表现为景区内部生态环境遭到人为频
繁破坏的现象。某些地区为了快速促进生态旅游产业的创新与
转型目标实现，不惜过度索取与开采当地生态资源，甚至导致
宝贵的原始生态资源趋于枯竭。

3.3  普及科学生态文明观，创建和谐共生的环境氛围
建设云南生态文化的核心目标应当体现在创建和谐共生关

系，当地人民群众对于和谐共生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给予了高

度关注，将尊重自然规律以及敬畏自然的人文情感蕴含于劳动
生产实践。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生态环境如果遭到了人为的严重毁损，社会文明赖以存在与延
续的根基也将会发生动摇。在传统生态文明理念的影响下，云
南地区目前有必要创建和谐共生的良好人类与自然关系，将和
谐理念渗透于当地群众的劳动生产实践中。如对采伐当地原始
林木资源的行为而言，当地林业监管部门有必要对其施行更为
严格的控制限定，对于采伐林木资源的警戒线进行清晰划定，
防止由于过度采伐珍贵林木而导致野生物种灭绝的严重不良后
果。

3.4  尊重顺应自然生态规律，实现生态产业转型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群众在漫长的劳动生产实践中，已经形成了

敬畏与崇拜自然界的情感价值取向。云南群众的少数民族宗教
信仰中同样包含敬畏神灵与自然界的重要人文内涵。当前社会
生产力表现为快速进步特征，少数民族群众不再停滞于愚昧局
限的思维方式框架中。但云南当地群众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
顺应尊重自然规律价值取向仍然有必要长期保留，旨在创建和
谐的人类与自然界共生关系。尊重以及顺应自然规律，意味着
云南地区亟待转变原有的资源利用模式，构建全新的当地产业
发展模式。云南地区对于特色化的优势产业目前应当增加扶持
力度，当地政府部门必须要重点扶持特色化的当地种植业以及
养殖业，鼓励农业技术人员引进与学习全新技术手段。生态扶
贫模式具有双赢性的显著特征，当地产业部门在积极修复与保
护地域生态环境的同时，可以让当地贫困户获得真实的经济利
润收益。

4、结语

综上所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
已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内容。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基本目标与思路应当体现在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发展云南少
数民族特有的传统生态文化，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在当前生态实践中开展云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必须
要致力于创建和谐共生的良好环境氛围，避免单纯追求经济行
为，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尊重顺应自然生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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