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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理解，传统知识是：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
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商标、商号及标记、未公开的信，以及其他一切来自于工业、科学
、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　　而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的理解，传统知识是从长期的经验发展而来、并且适应了当地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与实践，属
于集体所有，可通过文字、但多半是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
其表现形式除了文字记载，还有故事、歌曲、传说、谚语、文化价值观、信仰、仪式、习惯法、土著
语言等方式。
　　无论是哪种理解，传统知识都与民族文化有关，特别是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文化习俗不可分
割。
中国虽然没有殖民意义上的土著人民，但尚存在许多具有土著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和地方社区
，这些地区至今仍然基本上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将这类与文化有关的传统知识范围定义在：包括体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
续利用的民间艺术、文学作品、工艺品、绘画等；传统宗教文化，如民族图腾、宗教习俗和神山、神
林、风水地等带有宗教色彩的环境保护意识；习惯法，如乡规民约、族氏制度、民族风俗中的生物资
源保护与利用习惯。
一些宗教活动直接与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相关，如藏族宗教活动中生产青稞酒和酥油茶的传统知识
，以及婚葬习俗活动中使用动植物的习惯，还有基于民族文化的饮食习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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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对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实地调查和案例研究，揭示了民族传统文化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生物资源持续利用方面的特别价值。
这些案例研究包括：藏族宗教信仰对珍稀物种保护的贡献，哈尼族神山神林对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作
用。
瑶族民俗文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等。
同时，本书在大量实地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意义
，提出了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与措施。
    本书可供生物学、生态学、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
考，并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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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概述　　第一节　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知识的概念　　一、
民族传统文化概念　　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
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传统文化是起源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
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民族传统文化则是指各少数民族长期创造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产实践、生活
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的综合体。
同时，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所处的特定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存
在许多共性。
例如，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形成了游牧文化，生活在三江平原地区的赫哲族、鄂伦春族等形成
了渔猎文化，生活在山地地区的少数民族则形成了狩猎、采集文化等，这是人类与自然环境文化适应
的结果。
而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生活于同一地域的拉祜族形成了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农
耕文化，傣族则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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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供生物学、生态学、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
、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并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