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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佛教一直被视为文化的瑰宝，其内涵充满人生智慧
和生命关怀，而藏传佛教更有其独特精妙之处，其思想体系
中对生态自然环境的伦理进行了清晰系统的概括，这也为生
态自然的保护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藏传佛教中的悲悯生命、
众生平等、因果业报等思想中无不体现着对生态平衡的关怀。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的文化精髓中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生态自
然理念，将这独到的文化理念贯穿在社会文明建设和生态自
然保护中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 藏传佛教中生态自然思想的成因
1.1 特殊的地理环境致使藏族人民对自然的依赖
基于藏传佛教充满智慧与人文关怀的深厚文化底蕴，而

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很多人把藏区视为人类起源发展的圣地，
诸如西藏每年就有众多信徒旅者虔心朝拜，其实这在一方面
看来也是因为藏族人民世代生活繁衍在这里灌注的底蕴，之
所以被视为圣地并不是因为这里有神秘受人瞩目的佛教文化，
也不是应为藏族人民天生的舞姿和悦耳的歌喉，更不会是因
为空气稀薄天气苦寒的高原美景。“圣地”是人类精神的寄
托，其中蕴含的是人类宽至天边近到生活中的伦理情感精神，
用藏族人民的理解来解释就是一种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而产
生的洒脱心态，是一种对待万物的虔诚之心和对大自然赋予
生命的崇敬感激，这种心灵上的体验是地处富庶之地的人们
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藏区的地理环境状况：早在唐朝时期，我国藏族的地理
行政区域就已经划分，当时包括西藏、青海、四川西北、甘
肃南部、云南小部分地区在内的青藏高原都是藏族人民赖以
生存繁衍的地区。藏区多是高原湖泊、高山雪岭、原始森林
和密密麻麻的大小河流，物产资源丰富、珍稀动物种类也非
常多，就当今社会人类生活的环境来说，青藏地区可以说是
一片净土。这里气压低、空气稀薄、干旱寒冷、强辐射，就
算人口相对聚集的区域平均海拔也很高，是生态极为脆弱但
又是人与自然最为和谐、生态环境保护最为成功的地方。

藏区的资源非常丰富，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青藏地区的
总面积有 250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高原，每年吸引众
多旅客前往，藏区的土地资源大多没有开发，这也是其特点
之一，土地利用的潜力是巨大的，青藏地区的天然牧草地区
面积稳居全国第一，是我国的主要牧区。青藏地区虽然缺乏
耕地面积，但是青藏地区蕴含的自然能源是非常丰富的，主
要包括：水能、地热能、风能等等。这些都是可再生资源。
加之森林密布、湖泊罗列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众多动植物
提供了生存的条件，也为动物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
撑环境，让藏区成为一座野生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目前青
藏地区的野生植被、高等植物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也有众
多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的动物：小熊猫、黑颈鹤、马鹿、野

生牦牛等等，这占到全国保护动物所需数量的 33.3%。还有
很多野生无脊椎动物，都是濒临灭绝的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

而这生态和谐的缘由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祖祖辈辈对自然都是尊敬、敬畏的，从未抱怨过他们生
存的这片土地，他们爱护自然、依赖自然、敬畏自然，把自
身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到自然中去。这才有了这片土地的
祥和与洁净，才会有络绎不绝的观光者与信徒。

1.2 藏传佛教中生态自然保护理念的渗透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

性是很大的，产生差异性的根源就是因为地理环境和文化内
涵的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内涵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
人跟生态自然的关系也是不同的，这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
积累认识的，通过认识的不断发展转换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思
想。藏民族对生态自然保护思想之所以有其特色，是因为它
是从藏民族神话中起源的，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从藏传佛教
的意识伦理中逐步反映出的人对生态自然不断认识的过程。
藏民族开始从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去体会生态的平衡发展及其
人与自然的相互改变，并不断去实践，去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藏传佛教的生态自然保护理念是从过去的传统思想中引申出，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实践，从而引发了人们内心文化观
念的转变，直到形成今天对自然敬畏的心态。

2. 宗教文化在生态自然思想中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和四家宗教思想都包含着丰富的生

态自然哲学，传统的藏族生态自然伦理思想是在受到佛教的
影响冲击之下形成的，所以其中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思维。
佛教传入藏区，是用藏语体系延续的文化，被定义为藏传佛教，
属于北传的大乘的佛教体系，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分别由
汉族地区和印度地区传入，与当地的传统佛教文化进行了长
达百年的融合抗争，最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藏
教文化，在青藏地区，基本上所有的原发性质的文化思想都
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这也是青藏地区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特色。

2.1 生态伦理思想是核心
之所以对藏族文化的起源进行定义，主要是教义的内涵

包括了人和自然、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也是对这种关系寻
求一种平衡点，苯教的前身就是藏族早期的宗教，也就是对
神灵的崇敬（其实也是对原始自然的崇拜敬畏之心），其根
源在苯教的发源解说中可以找到，苯教是把人类生存的世界
划分为人、神、魔三类，人类要寻求发展就必须对神灵进行
膜拜，对神灵心存敬畏之心，这样才能保佑其风调雨顺，这
点上就充分的解释了原始人为什么要尊崇神灵。同时也对人
的地位进行了界定，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
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落后导致文明的落后，
与严峻的生态自然进行抗争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心生恐惧，认

藏传佛教文化中自然保护意识的渗透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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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中共海北州委党校，青海 海晏 812299）

摘  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地球环境逐日恶化，生态自然环境也成为当今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很多国家都致力于生态
自然的建设。我国经过多年的工业建设，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们也不断为这一后果买单，如雾霾天气、工业废
水造成的污染等等，这一切都开始迫使我们着手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各种环境保护思潮与文化理念也在世界各地纷纷
展开。而青藏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生活条件、文化背景和多年来累计的社会现实情况，以及所秉承的我国藏传佛教的传统思想
精髓，在生态自然保护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创造和发挥。它所蕴含的生态自然保护理念是要自然与人和谐相处，这不仅有利于
实现对生态自然的保护，还能更好的协调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本文通过梳理藏传佛教的生态自然理念及其独特的生态观，为
当今社会的生态自然保护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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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态自然是神秘的，其中蕴含着无法超越的力量，这种力
量就是主宰人类生活的神灵，所以他们就对自然进行膜拜，
赋予人格属性，逐渐就形成了祭祀、祷告、舞蹈等等形式来
舒缓他们心中的恐惧情绪。

由于苯教文化逐渐在青藏地区沉淀保存，从小生活在藏
区的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听到各种各样关于神灵的传说。神
灵已经融入藏族人民生活，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必不可缺的
一部分，神灵可以是藏族人们的朋友、可以是藏族人民生活
的支撑，他们可以通过心理与神灵进行沟通交流，他们不仅
能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可以和自身生活的环境和生活
中遭遇的现状联系在一起。

2.2 为心理束缚提供保证
但凡是宗教，都会对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约束，可以约

束心理也被当成宗教的功能，以元伦理学中的行为动机相关
理论支撑引导可以推导出约束人性行为最有效最直接的行为
是心理约束的行为。所以，宗教这一心理研究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宗教教徒会把宗教的日常伦理奉为生活最基本的伦常，
这也凸显出了宗教的重要性。青藏地区的本土宗教苯教和传
入的佛教进行了多年的融合和斗争，刚开始苯教对人的心理
约束是要人对自然产生敬畏和臣拜，佛教则主张治理人的内
心，藏族地区的人民从一出生开始就接受着宗教管理式的教
育和洗礼，从最原始的认知中就认为自己是佛教的子弟，所
以藏区的人民对心理意识的保持大多来自于佛教的心理约束，
这也揭示了藏民族生态伦理传承中的心理规律这一要素。

2.3 为宗教活动提供可能
因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人们的

宗教日常活动和自然生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宗教活动开始
不断的向自然生态系统过渡，传统宗教中对于生态自然伦理
的关怀是从两个角度表现的，第一是宗教中的生态自然伦理
的观念，还可以表述为生态宗教伦理，第二则表述为生态自
然理论实践中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果说第一点是因为宗
教意识去影响和搭建的生态自然理论，那么第二点就是生态
自然伦理的宗教化开始向生态自然伦理行为的不断转变。也
是人们开始把宗教文化融入到实践当中，这也是把宗教意识
形态下的生态自然伦理去进行实践的宗教行为，这对藏族地
区人民的生态自然认识影响是很大的。

2.4 多重的禁忌约束
在藏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涉及到藏族和生态自然

相关的禁忌，也可理解为，在很多领域中藏族人民都有必须
要遵守的法则。禁忌关系主要是说人和神灵之间的关系，所
以在大多的禁忌中表现出来的是恐惧、敬畏等心理状态的行
为。在藏族人民的禁忌中，很多藏族人民都是限制自己的行为，
以此来避免冲突神灵，这样可以避免灾祸的降临。正是有多
种禁忌，这就造就了藏族人民在生态自然面前的恭敬、尊崇
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藏族人民的意识。

青藏地区多山石湖泊，而对这些自然产物的禁忌和崇敬
也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中所奉行的习俗。如对赋予这些山水
神性与灵性的地方，藏民族认为不仅要崇拜敬畏这些神山圣
湖，还要有众多禁忌来约束和保护，像禁忌在这些神圣的地
方攀爬、乱扔垃圾、滥伐花草树木、洗衣嬉戏，甚至大小便。
除了这些禁忌，签呈的藏民族还会对这些神山圣湖举行各类
祭祀、供养等仪式。像青海湖一年一度隆重的祭海仪式就是
对圣湖的祈祷和膜拜。对自然界的这些崇敬和禁忌保持了大
自然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很好的维护了生态的平衡。

2.5 善待自然的伦理观念
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存在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的

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生态中的一个哲学命题，体现出了儒家
思想对宇宙的正确认识，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规律正确的
把握，传统的儒家属于哲学中的客观唯心思想，把“天”奉

为万事万物发展的根本的规律，人是生态自然中的一份子，
人的发展规律也是自然规律发展的一个角度，所以人和自然
是共生的，二者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有略微的区别，但是总
体上还是十分协调的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佛教中的天人合一
主要是表达一种人和生态自然是平等的关系，认为人和世间
万物没有差别，其主要的价值就是体现在世间万物平等和万
物共同制约共同进步。比如藏民族从历史上就有放生、戒杀
的习俗，而这一习俗对我们现今的生态保护理念有着直接的
影响。也就是说，藏传佛教中的“戒杀护生”、“众生平等”
等思想的广泛弘扬和传播对青藏高原和谐的生态体系和保护
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藏族地区的天葬习俗和我国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当佛教
传入青藏地区以来，在不断的融入当地人民生活之后，藏传
佛教的地位不断的攀升，藏族人民最神圣的仪式丧葬习俗都
被染上了浓浓的佛教色彩，充满了佛教的含义。青藏地区的
丧葬主要是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通过综合因素的考虑去进
行正确的选择。据相关资料指出，藏民族之所以天葬为主，
其内涵也是源于佛教教义，表达了佛教教义中“布施”这一
利他思想，也就是指人死后用自身的遗体为众生做今生最后
一次的贡献。这一习俗更多的体现了藏族人民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对生命的认知和看法，也对藏族人民举办
丧礼过程中造成的浪费的经费减少了不必要的耗损，从而也
是解决清苦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负担，这样更加有利于对草
木生灵的保护。

此外，藏族传统民间文化传说，像神话、民间传说、故
事民谣、民间谚语等等，大多是以文字的题材借住空耳相传
的方式去传播发展，其中所蕴含的哲理意义非常的丰富，包
括的传统生态理论更是青藏地区人民不断探索藏族地区生态
自然理论的而形成的，这也是不断的探索青藏地区生态环境
伦理的可靠性资料。

3. 藏传佛教生态思想对构建当今生态自然社会的积极意
义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生态自然保护形成过程的分析，明白
了社会形态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长久的积累沉
淀形成的，现在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做法实际上跟藏传佛教
的生态自然保护伦理思想相类似，充分的重视生态自然的发
展，要不断的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

3.1 藏传佛教传统生态思想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理
念

藏传佛教传统的生态自然理念是一种以崇尚自然、敬畏
自然、依赖自然为根本物质的生态性质的文化，其中就包含
了以和谐为核心的这一基本理念 。它所强调的是万物平等，
人与自然相互融和。因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成为藏民族
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尺度。“藏族作为青藏高原最古
老的民族，如何在脆弱而有限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是
其自古以来一直面临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形成了藏族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基本观念和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与生活方式，由此创造
出了适应青藏高原独特自然环境的生态文化。”在论述文章“多
重的禁忌约束”时就提到，在神山圣湖这些圣地不乱砍滥伐、
不采集渔猎等宗教禁忌。在“善待自然的伦理观念”这一部
分也讲到“戒杀护生”，“ 众生平等”等宗教思想。这些禁
忌和弘扬的思想都在使人们感受自然的神圣与伟大，使人们
怀揣一颗敬畏自然之心，爱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坏境。
从根本上讲，藏传佛教生态自然理念所崇尚的和谐，既体现
了和谐的精神，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理与经验，
它是一种能够最为纯朴、真实地反映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
之间和协相处并不断发展的一种和谐文化，为我们当今构建
生态自然社会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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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继承和发扬藏传佛教生态自然理念是藏区实现生态
和谐发展的现实选择

曾经有人做过调查，地球上每过一天就有一种生物消亡，
这些物种一旦消失就无法再恢复。而大家熟知的青藏高原由
于自身地理条件限制导致其生存的条件非常的艰苦，经济水
平自然也跟不上发展的步伐，青藏地区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
就是农牧业，青藏地区的草原是藏区天然的物质资料，也是
农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但是现在很多农牧业生产区的土地
都被侵蚀，再加上草原沙化导致不断的退化，这是青藏高原
地区面临的重要难题，这也是为什么连续多年北方会有沙尘
天气。经相关数据统计，青藏地区大概有 33.3% 的草场土地
开始了植被的不断退化，不仅对农牧业发展带来障碍，更加
直接的影响草原上的动物，当它们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就会
造成动物的死亡或者迁徙，这就会严重的影响草原的生态平
衡，造成土地沙化，土壤退化，还会造成大量的昆虫灾害和
鼠害。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青海湖周围的草场退化之后，
湖水就开始不断的退缩，土地沙化不断的扩大，湖区的北部
出现大部分的草原沙化情况。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生存所必
须的前提和条件，而生态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所以说，
生态是否和谐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稳定
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与成效。

传统藏传佛教的思想是能够让人类社会产生认同感和历
史感，是以人类思想为传承的，能够确定文化的特性、能够
激发人类的创造力也能够不断的保护着生态自然物种的多样
性，在不同之间寻求协调寻求发展，藏传佛教的理论不仅在
藏族地区发挥着客观的作用，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能起到
指引的作用，让人们的生态自然意识的全面的联系自然，在
人类发展中联系藏族在艺术方面的生态艺术眼光去创造自然
美学，用全面的联系的生态自然发展意识去总结人和自然关
系的发展，这也是传统生态伦理带给藏族传统文化精妙所在。

所以，只有继承和发展藏族传统生态文化，使之不断发
扬光大，以人们所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去调整其行为方式，切
实提高自然环境保护意识，消除不利于生态和谐发展的一些
人为因素，才能确保高原生态系统始终处于和谐、平衡的状态，
才能夯实藏族地区建设和谐社会生态基础。

3.3 藏传佛教生态自然理念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首先，以藏传佛教生态自然理念为基准的藏民族生态文
化既富有浓重地民族色彩，同时也涵盖现代生态文明的一些
基本要素。以这一生态自然理念来构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价值。因为在藏传佛教宗教体系中所蕴含的生态自然
观念是一种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是一种与自然、
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简朴的社会活动或者说是生活方式，这就
为在青藏高原地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可供参照的价值体系
和伦理根源。目前，在一系列现代化因素的冲击下，我们要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藏民族生态自然文化的内涵，培养人与自
然和谐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以转变人们急功近利、盲目
开发的不文明行为，真正实现现代化建设与民族传统文化与
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其次，以藏传佛教生态自然理念促进人们生态道德水平
的提升。面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态势，必须发挥
好生态自然理念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引导人们用佛教教义中
和谐的思想和态度认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们参
与社会的思想与行为纳入到生态道德范畴，以强化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道德基础。切实强化生态保护意识的宣传和教育
力度，力求达到整个社会都能充分认识到青藏地区地理位置
特殊性和生态和谐重要性的目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原自然

环境价值上的认知、心理上的认同和行动上的参与。尤其要
重视宗教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引导与发挥。强化
神山圣水崇拜信仰的生态保护实践，以维护青藏高原自然生
态的平衡。

最后，以藏传佛教生态自然理念促进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现如今，生态自然环境危机不断加深，不管是经
济发展还是自然环境维护都需要可持续稳步进行。我们在看
到藏区落后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
清楚看到青藏地区虽经济总量不高但生态地位极端重要这一
要点。也正因为这一特殊性要求，促使我们在经济社会建设中，
要进一步深化和发扬藏民族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理念，把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放在首要位置。积极利用藏传
佛教中环境保护的内涵来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如在藏
传佛教文化中积极开展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对藏民
族的旅游业和丰富的资源做大力推广和宣传。在经济建设活
动中，要始终坚持科学性及合理性，充分考虑对自然生态系
统可能产生的影响，遵循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消费方式都要
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平衡的原则。同时，积极建立生态保
护投入机制和社会受益支付的社会公平机制，着力解决区域
性经济贫困、发展滞后与生态恶化，配套设置以藏区丰富的
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策略，提倡技术创新、技术生态化、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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