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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文渊主编的《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北方少数民
族地区民族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变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考察历史上北方森林
民族、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模式，以开拓北方民族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又
注重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为政府实施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
为促进民族区域环境、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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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文渊，男，蒙古族，中国党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校特聘教授。
现任大连 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院长，兼任世界民族学会理事，全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国家
民委文化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大连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东北大学兼职教 授。
担任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成员。
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省级优秀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承担并完成《中国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东北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与构建和
谐社会研究》、《青藏高原环境与藏族传统文化》、《宗教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宗教与西部少
数民族教育》《北方草 原游牧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辽宁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
题》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出版《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藏族生态伦理》、《藏族 
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会生活》、《民族发展与政策》
、《东北民族研究》、《高原藏族生态文化》等学术著作；编写了《民族理论 》、《民族发展与政策
》，其中《民族理论》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相关论著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大连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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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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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达斡尔族传统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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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环境的变迁
  二、达斡尔族生态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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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态环境变迁背景下的民族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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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环境的保护与民族生态文化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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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区域界定与历史变迁：生态文化的外延把握　　（一）生态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文化人类
学将文化看成是一种体系，构成文化的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关系，即文化的结构。
对文化结构的分析，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上文化丛、文化层、文化圈、文化区域、文化模式、文化类型
等概念。
其中文化区域、文化模式、文化类型的概念对研究生态文化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对生态文化的分析，
仍然需要一种解释的概念。
这里我们从生态文化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角度谈起。
　　1.生态文化的内涵就是稳态、健康的生态文化　　我们所提到的“生态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文化，而是指“与特定生态环境最相适应的文化”。
其特征是生态系统与人类文化系统具有的高度的统一性、和谐性和稳定性，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良性循环、持续发展。
它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适应生态环境的生计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习俗与观念上。
这里的生计方式包括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传统工艺、生产作物、畜牧种类、建筑
物等；习俗，即地域民族的饮食习俗、服饰习俗、居住习俗、生活习俗、礼仪方式等；观念包括宗教
信仰、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等。
这种文化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原生态文化”：指某一民族对特定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处于最佳适应状
态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生态文化体系，它具有文化的原初状态。
地球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系统演进过程中，生态系统构成最复杂、结构最完美、生物生产力最高、生态
效应最强的是森林生态系统；与之相适应，人类为适应森林生态环境而建立的森林生态文化或者疏林
一草原生态文化应该是人类与环境处于最佳适应状态的“原生态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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