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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完整地把握藏族生态伦理的统一性和系统性，本书较为广泛地引用了藏族历史、宗教、民俗与文
化方面的文献，包括国外藏学界的第二手研究成果。
本书对藏族生态伦理和生活方式的领悟、感受大半来自作者的生活经历——作者出生于青海湖畔半农
半牧的乡村，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乡村，当地蒙古族与藏族农牧民民俗文化成为自己难以忘怀的早期
经历。
大学毕业后到纯粹的藏族游牧地区——青海北部的祁连县野牛沟乡生活了一年，对藏族牧民的生活、
性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近年来行走在高原城镇、乡村与草原牧区，深感生态环境退化的迅速、民间民俗民风的变迁给一个民
族带来的深刻影响。
也逐渐懂得了传统宗教伦理文化在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方面的珍贵。
本书汇集了这方面的一点感受和思考，期望通过对藏族生态文化作一概略的描述，揭示其合理的价值
，为关心高原环境与藏族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而无意为专门的藏学研究提供严格的
学术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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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文渊，男，1952年7月出生于青海省湟源县，蒙古族。
现为大连民族学院东北民族研究院院长、教授。
长期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的教学工作。
出版有《中国藏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发展与政策》、《可可淖儿：走向边缘
的历史》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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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三界宇宙观——苯教宇宙观及其与北方各民族萨满教的比较　　一、苯教文化中的宇宙观
　　藏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
考古发现材料表明：早在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藏族的先民就生活在青藏高原。
藏族的先民先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进入氏族与部落联盟时期。
到吐蕃王朝建立之际，藏族已发展成为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强大民族。
藏族先民最初信仰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苯教将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结合在一起，提出了系统的宗教
教义和仪规。
　　7世纪佛教传人西藏以前，“吐蕃朝野曾一直奉行苯教”①，从公元前l0世纪氏族部落联盟时期，
到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和发展时期，这l800年的历史时期，支配吐蕃社会的是苯教文化。
　　佛教传入藏区后，最初佛苯之间经历了几次大的较量，随后，佛教与苯教逐渐相互融合，互为一
体，共同构成了藏族文化的主体部分。
　　崇拜自然和自然神，是佛苯融合的主要连接点，而在民间俗中，人们在实际信仰中佛苯不分，苯
教文化仍然是人们信仰的基础。
藏学家吴均先生曾指出：“现代江河源及其相邻地区各民族生活中许多社会巫术活动，是建立在苯教
文化与原始苯巫相融合的基础之上。
尽管各教派目前壁垒森严，不一定坦率承认，或弄一些花样作掩盖，但其实质——苯教文化的痕迹不
会祓”抹去。
”①　　如果有区别的话，佛教在僧人、上层贵族中影响更深，而苯教在下层民众中居统治地位；佛
教更多地表现在经典文化中，而苯教更多地反映在民俗文化方面。
但不管怎样，崇拜自然、尊重生命是藏族宗教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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