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发展模式>>

13位ISBN编号：9787116068773

10位ISBN编号：7116068775

出版时间：2010-09-01

出版时间：地质出版社

作者：徐柯健 著

页数：1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

内容概要

　　《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发展模式》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一直是人类共同的梦
想与追求。
1933年英国作家JamesHilton（詹姆斯·希尔顿）在LostHorizon《消失的地平线》里以喜马拉雅以东藏
汉聚居区域为原型创建了shangri－la（香格里拉）这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优美、和谐、令人神往的人
间天堂。
香格里拉因此而成为人们的精神王国和美好理想的归宿。
　　《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发展模式》以中国川、滇、藏交界区的香格里拉地区为研
究对象，通过野外考察、资料搜集、室内整理，对“香格里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科学的诠释。
首先系统阐述了香格里拉的由来和内涵，主要分析了香格里拉地区的环境和资源，即自然环境多样性
及其成因，并重点探讨了香格里拉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即人文多样性及其成因。
然后全面分析了香格里拉地区的人地关系现状，并针对香格里拉地区存在的问题，探索未来香格里拉
地区的发展模式。
　　《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发展模式》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政府相关部门
管理人员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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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此，对于香格里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理解。
　　（1）从理论层面来看，它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理念和精神世界。
　　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出版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酝酿之中，
同时第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并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各个三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逐步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极不安定。
人们普遍渴求和向往富足、繁荣、安定、宁静的生活，而小说中的“香格里拉”所具有的美丽、祥和
、安然、知足、宁静，成为人们的精神王国和美好理想的归宿。
它只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现实生活中未必有真实的存在（丁任重，2006）。
　　（2）从现实层面来看，它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这一大致范围。
　　根据詹姆斯·希尔顿描述的地理及文化场景，以及他深受其友约瑟夫·洛克探险考察报告的影响
（詹姆斯·希尔顿本人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考证，其创作的灵感或素材来自上个世
纪末以来众多西方学者、植物探险家介绍的在中国西南横断山区的探险经历，特别是约瑟夫·洛克
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介绍中国西南横断山区的系列文章）来看
，最接近名词“香格里拉”所体现的内涵与精髓的地域是中国滇西北、藏东南、川西南地区。
不论是从文化、经济，还是从社会、政治等方面来看，“香格里拉”都小应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大
的区域，这逐渐为地方政府所接受。
　　2002年5月27日至6月2日，首届川、滇、藏“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座谈会在拉萨召开，这
表明摒弃竞争、联合开发、共享“香格里拉”品牌已成为各方共识。
会议把未来的“香格甲.拉”区域界定为川西南、滇西北、藏东南，并决定成立川、滇、藏“中国大香
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领导小组，通过了《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区”的意见》，并联合
上报国务院审查批准。
川、滇、藏三省区在共建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中，把相互交界处的9个地州市共82个县（区）纳入“大
香格里拉”区域，统一开发。
　　2006年10～12月，笔者参加了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组织的大香格里拉综合科学考察，　　范围涉及
西藏与雅鲁藏布大峡谷以东地区。
这个区域的各个地方既有自然上的相似性，也有人文上的共同点。
在自然地理上，香格里拉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以横断山区为主体，包括金沙江、澜沧江与怒江三大
江河中游流域的高山深谷地形区，基本上属于山地亚热带森林与高原温带草原之间的过渡区；在人文
地理上，香格里拉是以藏民族为主，拥有藏、汉、回、白、蒙古、彝、纳西、怒、傈僳、普米、独龙
族等20多个各具文化特色的民族，人口相对稀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的边远地区。
考察队一致认为香格里拉地区应涵盖四川康定一西藏林芝一云南大理围成的区域（图1.3）。
　　《香格里拉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多样性及发展模式》为了研究的需要，选取四川甘孜州、凉山州、
攀枝花市的40个县（区），云南迪庆州、大理州、怒江州、丽江市的24个县（市、区），西藏自治区
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的18个县（表1.3）作为研究区域，总面积53.52km。
　　从此，香格里拉的谜团，不再如烟游离，但她所赋予的和平、自由、青春与幸福，人　　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理念已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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