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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开发和保护关于“资源”一词常有“资源开发”、“资源管理”、“资源保护”和“资源安全”
等。
人类通过劳动使蕴藏于地下的各种自然资源，达到可利用的目的时称作“资源开发”。
最近在“资源”一词里又添加了“环境”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环境开发”、“环境管理”、“环
境保护”和“环境安全”等。
原先“保护、安全”等词语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查阅词典会看到“保护、保持、保全”等同义词。
保护、保持、保全的主体理所当然是人，也就是说所谓保护、保全是指人类插手的事或者与人类有关
的事。
与此相对立的是完全与人类无关的大自然的状态，人类从未触动过的原始状态。
但是最近一提起地球环境问题，就会发现“保护自然”一词被用于两个不同的意思范畴。
一个是为了强调比“过度保护”一词意思更为明显的场合，也就是指用于人类通过行动保护自然的场
合，相当于上述的“保护、保全”的意思范畴。
另一个是指人类要“保持”或者要“保护”人类完全未触动过的大自然原始状态。
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概念使用方法。
保护自然环境，恢复自然原始状态或者保持自然原生态等主张的动机之一是缘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指
标。
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只要被指定为世界遗产地区，就在很大程度上禁止开发。
而且不仅限于此，很多时候会有恢复人类从未触动过的原始状态的主张，在这里消除野生动物的玻坏
是另一码事。
原因是主张人类毫不作用于大自然，保持自然的原始状态。
人有这种意图时就把相关地区围起来，让人们无法进入或者很多时候限制人的进入。
这是人的一种主动干预，正如同保护和开发一样，是人类对自然的能动作用。
也就说无论是开发还是保护，都是根据人的意图而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开发”和“保护”几乎没
有什么差别。
问题不在于意图是什么，而在于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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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地理研究实验室和日本国立民
族学博物馆联合主办，中国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
究所、日本东北大学理学部地圈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协办的“
自然环境与民俗地理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44篇，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然遗产
与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与民俗知识、地理空间与民俗空间、环境演变与文化变迁、自然灾害与灾害民
俗、区域环境与生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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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的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研究王静爱毛佳白媛（中国1．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地理研究实验室
；2．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理科编辑部）【摘
要】人口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历来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
叉的民俗地理学研究的关键问题。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密度分布，即东西人口密度迥然不同，存在着一条重要的人口分
界线，即爱辉一腾冲线，这条线主要受地势、地貌、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制约。
其次分析了中国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距海越远人口密度越稀疏，且递减迅速；
温暖湿润地区人口多，寒冷干燥地区人口少；平原地区人口稠密，山区与高原人口稀少；极端自然环
境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快速。
形成的人地相互作用的区域分异，是民俗地理格局的重要科学依据。
最后依据灾害系统理论，采用反映人口承灾体的人口密度和反映水旱灾害强度的频数，建立二者的对
应关系，编制了水旱风险等级分布地图。
研究表明：中国水旱综合灾害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四川盆
地。
随着人口快速增长，承灾体脆弱性加大，致灾因子危险性增大，水旱灾害的整体风险水平在逐步增大
。
本研究可以为区域人口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和减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以为民俗地理格局的形成和
民俗灾害风险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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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遗产》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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