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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欧盟一中国“中国乡村可持续性的多样性前景”(SUCCESS)项目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写成的。
通过对独家村内人与人之间联系和互动的分析，作者认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资源有效和平衡
利用的问题，生命意义的获得更是人类幸福生活的基础。
而人与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有助于人们之间的资源分配、强化对人际行为的规范和约
束，而且能给人们提供生命的意义解释。
作者将独家村的生活与日本一些乡村的生活进行对比，目的是要说明：在发达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不
注重精神方面的建设，物质财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类必然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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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建生
傣族，1963年生，云南省弥勒县人，挪威卑尔根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
副教授。
曾主持完成中国一欧盟合作科研课题一项，参与亚洲开发银行项目两项。
目前正主持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少数民族参与主流社会发展能力评估和建设项目。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互动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一文化影响评估和其他社会、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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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因素有时来自生态子系统的构成，由于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同时拥有全部的生态构成和功能，
即便是全部拥有了，也会由于能量的有限性而不可能永远满足该群体的全部需要，也就是说自然环境
所能提供的能量与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永远不可能平衡，所以，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总
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生态限制。
生活在沙漠里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种出水稻来，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不可能期望像非洲
原住民那样搭个简易的茅屋就能生存下去。
但是，从人类的视角来看，人们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不仅仅来自所处的自然环境，有时候更多的是来自
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包括来自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
有些限制性因素是人类生活必需的，因为它们通过限制个人的行为来保护群体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人们无节制地使用有限的资源。
但有的限制性因素则变成了人类生活的障碍，人们只有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善人与人、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来加以适应。
　　以上种种研究方式或视角，归结起来都是将目标对准“人与自然之关系”这一焦点之上的，其主
要争论的核心是人如何有效（或有节制）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其所需要的资源以实现人类的种种梦想
。
但似乎很少有人去反思人类种种梦想本身，即人类是否真的需要实现那些梦想，或者说那些梦想带给
我们的是否都是福音。
人类社会肯定是要向前发展的，人类的文明总是应该从低级走向高级，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发展和进步
都能给人类带来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讨论可持续性的问题时，首先需要对人类本身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进
行认真的反思，以便充分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各种主要问题和矛盾。
由于各个群体（或社区）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不同，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就不可能完全
相同。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他们对所面临问题的态
度和观点。
换句话说，从横的视角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多种可能性。
不同群体的人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和自己的认识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从纵的角度来说，人们所选择的生活不是长期不变的。
相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其所处的环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最重要的是该群体的人们对自己所面
临的问题的认识、理解、态度等总是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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