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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急剧变迁的时代。
　　当代地球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恶化，原因众所周知，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失必需的伦理、法规和保障机制：即缺失全民高度尊崇、严格自我约束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
缺失公民和族群所具有的生态和资源权益不受侵犯的有效法规，缺失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必不可少的高
度民主、公开、透明、科学的评估及决策机制，缺失健全、有效和权威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二是人类狂妄愚昧劣性的膨胀：如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事，对大自然为所欲为；坚持文化中
心主义，否定文化多样性，不尊重地方性知识和不同民族的传统知识；经济、物质至上，为追求利益
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片面追求发展，制造生态灾难；盛行高能、高耗、高
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破坏、污染生态环境；迷信科学技术，盲目采用
不安全的新技术和化学物质，酿成环境灾难等。
　　近30年来，对工业社会的生态环境观及其盲目开发发展行为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已成潮流，主要
反映在三个层次：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二是文化多样性价值和意义的再认识，三是不同地域不
同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利用。
三个层次的反思、讨论和探索，刺激了学术的创新，促进了某些学科的发展。
例如最近20年来，重新审视历史和自然，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变迁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将古今生态
环境演变的规律一并纳入视野的整合性的名之为“环境史”的研究，便成为了史学界的一个新的分野
。
与此相对应，作为横向的尚未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完全吞没的各地域、各民族的活生生的生态智慧
、经验和知识，也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而在众多的学科中，不遗余力的进行各民族、各地域传统生态知识的调查、研究、宣传、抢救、发掘
、传承和利用的学科，不是别的，就是生态人类学。
　　我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始于1980年代，迄至今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西部的研究远胜于东部的研究。
原因不难明白，东部开发早，市场经济发达，现代化速度快，全球化影响大，传统文化、包括生态文
化急速变迁、大量消亡了；西部是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富集区域，开发较晚，市场经济、现
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相对较弱，传统生态文化虽然也有不少变异、流失，然而尚有丰富的遗存和踪迹
可寻。
二是研究对象十分复杂。
国外早先的经典的生态人类学著作，研究对象多为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和族群，而当我们开始从事该
领域研究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国内的许多对象，虽然依然保持着传统，然而均已成为国家主导下的社
会，在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运动冲击、移民开发干扰、扶贫发展促进、市场经济进入、城市化蔓延等
因素的不断的综合的影响之下，原有的比较单一的文化变成了复杂的复合文化。
面对这样的事像，一方面得厘清、剥离外来文化成分，还原传统文化的面目，阐释其价值和意义；另
一方面又必须正视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以考察文化的变迁及其发展的趋势。
国外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封闭社会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到复杂社会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两个
阶段，而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面对的便是复杂环境中复合文化，国外的两个研究阶段被融为了一体。
三是具有较强的应用倾向。
面对激烈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并与生存、公平、权益、发展、政治、安定、
和谐等各种问题相互渗透和纠结，涉足其间，难免产生共鸣和关怀。
因此，正视现实问题，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倡导建设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理念，已成
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者的自觉追求。
　　上述三个特点，在我们组编的这套生态人类学丛书中有很好的体现。
首先，丛书的作者们大都关注我国西部，研究对象集中于最富文化和生态特色、最具生态人类学研究
内涵的两个地域：西南山地和北方草原。
其次，丛书的研究依然承袭学术传统，一方面重在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阐释，尤其重在对于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仪式.消费.生态-云南新平傣族的个�>>

无文献记载、而且长期不被正确认识的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另一方面则着力探索在全球
化、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传承、活用传统知识并重建有效适应当代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生态文化。
第三，部分丛书的选题超越了传统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敏锐地将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和热点生态
环境问题纳入研究的视野，例如大坝、灾害、绿洲、水污染等研究即属此类，具有较高的学术及应用
价值。
　　近年来，人类学的丛书不少，而作为生态人类学的丛书，这还是较成规模的第一套。
无论从作者的层次和准备来看，还是从作品的题选和水平来看，本丛书均属难得，值得期待。
至于缺憾，在所难免，祈望学界批评。
在今后的学术跋涉中，作者们自当不急不躁，笃实前行，为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再书华章。
　　编者2012年深春识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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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适应是生态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迄今为止，已有研究主要致力于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强调传统文化对生存环
境的积极适应作用，却对可能存在的不适应因素缺乏关注，忽略了文化的不适应同样会对自然环境造
成不利的影响，引发生态蜕变乃至灾变。
有鉴于此，本书以一个环境退化严重而仪式消费突出的傣族社区为个案，在对当地仪式生活和消费模
式进行“深描”的基础上，揭示仪式消费行为的社会文化内涵，解析不同时期仪式行为与自然生态环
境的相关互动，探寻加速当地生态蜕变的深层文化内因，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藉此扩展和丰富适应概念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内涵，进而探求实现生态和文化和
谐发展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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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米尔顿（Kay Milton）曾经指出的：“生态学研究能够确定什么样的人类实践对环境有利，什么
有害，而人类学的分析则足以揭示是些什么样的世界观支持良性的或有害的做法，而且又转而为后者
所支持。
所以人类学有助于我们理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是什么，不仅弄清楚应该怎样对待环境，而且
弄清楚什么样的价值观、信仰、亲属结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仪式传统会支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人
类行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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