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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草场面积达3.1 5万公顷，约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类型可以分为北方牧区的温带草
原、青藏高原的高寒草原、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荒漠区的山地草原等。
青藏高原的草场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气候最寒冷，自然条件最为严酷
的草场。
其普遍特点是产草量低、生长期短、草丛低矮、冬春饲草缺乏、草场载畜潜力较小、生态系统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等。
青藏高原各地的草场，又有优劣之分。
其中，青海、甘肃和四川阿坝藏族牧区的生态环境、草场质量、畜牧产量等优于西藏牧区。
随着温室效应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速，近年来青藏高原的生态
环境正在发生着很大变化。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到藏族传统游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亚洲乃至
世界的气候与生态都会有所影响。
所以，值得我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予以关注和研究。
　　目前，我国共有19个民族以牧业为主要的生计方式，藏族是其中之一。
同世界各地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藏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游牧文
化，其核心就是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安多藏族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内容概要

《安多藏族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藏学研究院的博士
和硕士研究生。
这些学生的民族身份包括藏族、汉族、彝族等，加强各民族师生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提倡不同
民族师生之间的共同合作。
鼓励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现状是实现各民族间团结和谐的基础，也是中央民族
大学的办学宗旨之一。
    从课堂走向实践，从校园走向社会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多年来所一贯倡导的参与式
教学的核心理念。
更好地理解和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知识，推进“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理解，
保护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反映当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现实，并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改进民族学
、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这是民族学学科长期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多藏族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也可以说是是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与藏
族地方性知识“互通、互疏”的一次尝试。
我们期待将来能看到更多这样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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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来人口来到甘南，他们无视藏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肆意毁坏草原，
到处猎取野生动物，私开金矿，甚至在当地藏民们的神山上采挖药材，不但毁坏草原的生态环境，更
破坏了这里的宁静与平和。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也带来完全不同于藏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观念，他们的行为影响了藏族人民，导致
了传统藏族民俗民风的改变，侵蚀着藏族的传统文明。
从前人们在牧区，严守着不动土的原则，严禁在草地胡乱挖掘，以免使得草地的肌肤受伤。
即使有一些藏民和牧民在草原采挖药材，他们也只会用兽角挖，因为在他们的风俗中，任何情况下用
铁制工具挖掘草原都是被禁止的，用兽角将药材挖出以后，人们会立即用挖出的土或草皮重新填补挖
过的洞，不会对剥去草皮置之不理。
可是现在不但有很多牧民将自己的牧场出租专门供人采挖虫草，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藏族牧民到了挖虫
草的季节，全家人一起去草场挖虫草。
　　三、目前采取的措施　　（一）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　　面对甘南藏族
自治州的生态系统失衡，人们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各级政府开始重视甘南草原的生态环境的问
题，加强了对甘南牧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除了国家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草原法》、《畜牧法》，甘
南州政府和各级县政府也颁布一系列关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管理办法和规范
性文件，如《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管理办法》、《甘南藏族自治州土地管理办法》、《玛曲县生态监
察实施方案》等。
各县市也采取了各自保护环境的措施，如玛曲县已经全面禁止使用和销售一次性塑料制品，严格控制
了玛曲县境内的白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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