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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森林文化的内涵指森林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表述，可用“绿色、生态、环保”5个
字概括。
 绿色。
绿色是森林的外在表征，也是森林的本质特征。
森林不需要外界能源，森林利用叶片，进行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故最节能。
森林是陆地生态主体，陆地上90％的碳是由森林固定的。
 环保。
森林系统在运行中是循环的，一个植物生产，一个动物消费，一个微生物分解，形成—个良性循环。
不排放废弃物，不排放熵，所以最环保。
 生态。
指森林系统在运行中遵从生态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
在自然界，一方面是“万物并育而实相克，道并行而复相悖”，捕食与被捕食之间相互竞争，优胜劣
汰，你死我活，没有调和余地。
另一方面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障”，物群之间、物种之间相互妥协与和解，各自作
出让步，以便双方或多方都能生存下去。
生态学上有句名言，叫“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这便是生物的多样性。
在自然界，对立竞争与多样共生这两个法则是并存的，并非—个排斥另一个。
 五、什么是林业制度文化？
 一般人的认识中，森林文化仅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而忽视林业制度文化这方面。
制度文化极为重要。
媒体上宣传的“体制机制创新”、“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指的正是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要通过制度文化这一中介来实现的。
 林业制度文化包括林业行政、组织机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乡规民约、文书契约、所有制结构等
，以及自留山、林业“三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业合作社、林业集团公司加农户、森林保险、
林业公共财政等，都属于制度文化。
如何逐步建立以国有林场为主（主体、主导），股份制和家庭个体经营多元并举的、适应市场经济的
林业所有制体制机制，是林业制度文化的—个急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生态公益林与商业性森林的不同，山区林业、城市林业和沿海林业的不同，建
立各有特色的符合现代林业发展的林业经营方式和所有制结构，一味的分，或一味的合，搞绝对化，
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六、森林文化、绿色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差异在哪里？
 当下，社会上对森林文化有不同的提法，例如绿色文化，生态文化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绿色文化，从严格意义上指植物文化，其外在特征是绿色，其本质是生态，不需要外来能源，不排放
废弃物，既节能、又环保。
绿色文化的范围包括森林文化，还包括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和湿地文化，绿色文化的外延比森林文化
大。
 森林文化指以乔木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所传达的文化。
但森林文化同时又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即动物文化、植物文化和微生物文化。
此时，森林文化的外延又比绿色文化大。
但森林文化并不等同绿色文化，因为动物在一定意义上是绿色的消费者和破坏者，动物同人类一样需
要消耗资源和能源，要排放碳和熵，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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