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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藏高原雄踞亚洲大陆中部，总面积250万平方公里，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
这里地域辽阔，山川瑰丽，物产丰富，自然资源富饶，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宝地，是我国未来发展
的后续力量，也是我国的西南门户和天然屏障。
青藏高原是我国和南亚、东南亚地区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经地区。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高原以它广阔无私的胸怀哺育了古代黄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
直至当代，它仍然对中华民族乃至南亚、东南亚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青藏高原是北半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和调节区。
这里的气候变化不仅直接驱动我国东部和西南部气候的变化，而且对北半球具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对
于全球的气候变化，也具有明显的敏感性、超前性和调节性。
青藏高原的环境效益不仅超越了青藏高原本身，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及千秋万代的根本利
益，而且超越了中华民族本身，关系到南亚和东南亚人民的未来和发展。
就环境价值来说，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而且是南亚和东南亚人民的生命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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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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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个人的生存二、自由与和睦：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三、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部落的依存关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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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野第六章 传统生态伦理与民族精神一、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二、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形成三
、藏族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民族精神的凝练四、藏族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民众生态精神五、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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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护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生态意义三、青藏高原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第八章 青藏高原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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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面的失误五、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退化第十章 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发展一、建设青藏高原生态
文明二、依据生态区划，实施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城市化发展四、环境、文化与景观建设相协调第十
一章 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和谐社会发展一、构建藏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实现高原农牧区的和谐稳定
和繁荣发展四、促进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后记附录 本书引用的历史文献与学术著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

章节摘录

高原水珍贵，水是高原生态系统中的生命源。
高原生物和人类社会依靠高原的水而生存。
同时高原水系又是哺育高原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的源泉。
若无高原水源，高原周边地区的生物和人类就无法生存。
高原的水资源有三类：一是冰川。
总面积达4.9万平方公里，占亚洲山地冰川的45％。
冰川被称为“固体水库”，它是高原河流湖泊的水源，是高原生物的生命源，也是高原周边地区农业
灌溉的水源。
二是河流。
青藏高原是亚洲大陆上众多江河之母亲，孕育了长江、黄河、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恒河、印
度河这样的大江大河，每一条大江大河又哺育了每一条独特的生物生态地域带。
每一条生物生态带又养育了一种文明。
黄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等，依靠丰富充沛的江河而繁荣发展。
三是湖泊。
青藏高原面积达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1020个，湖泊面积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52％
。
在天气持续干旱的趋势下，降雨减少，导致冰川后退。
降水和冰川补给量的减少又导致河水流量减少，河水、冰川、降雨的减少又使湖泊缩小。
这使高原整个生态环境退化，尤其高原西部与北部。
由于缺水，草原出现荒漠化、沙漠化，也是高原周边广大地区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
水是生物世界的生命源泉，也是培育人类文明的源泉。
千百年来，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水源，感激水给人类带来的幸福，期盼生命之水
长流不息、清凉纯洁。
而在藏族日常生活中，非常珍惜水——无论是江、河、泉、湖，他们都小心地保护水源，节约用水。
因为保护了一条江河，也就保护了一种文明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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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围绕青藏高原环境与藏族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阐述了青藏高原环境对藏族生存的制约及其
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论述了藏族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藏族传统文化对高原环境的保护功能和传统
文化中的生态伦理与民族精神。
在此基础上，充分肯定了藏族传统文化保护青藏高原环境的生态价值和人文意义，提出21世纪青藏高
原在社会发展中面临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保护和建设自然生态环境，二是继承和发展藏族传统文化
，这是建设青藏高原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又是其发展目标。
本书就如何协调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与继承藏族传统文化，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和谐、吉祥的生态文
明区的目标提出了初步看法。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洛桑·灵智多杰先生的指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洛桑·灵智多杰先生在担任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领导时，就提出保护草原、节制发展牧业生产的主张。
多年来他一直关心藏区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
他为本书的写作亲自拟定提纲，提出写作指导思想。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张明先生也给予了许多帮助。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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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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