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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高原不少，但像云贵高原这样面积广阔、地貌崎岖的高原是少见的。
从三维地图上看，该区山河纵横，且纠结成团，相对高差常常在千米以上，从位于四川甘孜境内海拔
高达7556米的贡嘎山到滇南低热河谷，其间的高差竞有7000余米。
整个区域山脉雄伟，河谷纵横，气候复杂，物种多样，山势奇峻，这样的地理自然状况必然会对人们
关于天地万物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认知有所影响。
而人的雌雄二性、生老病死亦一自然，与天地万物彼一自然，相互渗透，成为性别形成的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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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庄子·齐物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而人类真正从大千世界中体会到人的高贵在于对平等的自觉追求时，人的不平等已达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
　　自从“平等”概念被引进后，我们不曾对它做过细致的讨论，基本上顺水推舟地就理解为“一样
”了。
平等只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价值理念，人却是真实、具体而又千差万别的存在，人的平等在具体的情景
中有具体的阐述，平等如果不具体化，就不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随时拿来践行的原则，也就是说
它需要细化为有条件的、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规程。
而平等原则一旦细化，则失去推之四海的普适性，只针对具体情境而言，是某种程度上的“锱铢必较
”，这似乎又有些庸俗地失却了“平等”的高贵的抽象属性。
此正所谓“白马非马”，此“平等”非彼“平等”。
实际上，没有一种价值观念在追求的实践中不需要具体化的。
　　在我们清高地宣称“平等”具有哲学意义上高度抽象的属性，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均等、现象一样
时，我们还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平等不是梦幻般的海市蜃楼，正是对人生、对社会被细化后的若干关
键的点与面上的“一样”的追求，成为我们现实中对平等的最为具体可行的实践准则。
平等不是“一样”，但平等必须由琐碎的“一样”来体现。
　　比如，我们把人生而具有的权利分为：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等，之下还可以细分，生存权可
以分为对正常生理需求的满足、对基本人身安全的需求等，发展权也还可以细分为对发展机会的需求
、对获得发展机会的教育权的需求等。
后位的权利要让位于前位的权利。
比如一个人的生存权与另一个人的发展权有冲突，发展权就应该让位于生存权。
保护环境就是限制发展权以保障生存权的一种全球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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