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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年来,人类学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 异文化 研究, 并经历了从以进化论为前提将不同民

族作 文明 与 野蛮 之分,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提倡族群尊重的演变。如今, 本学科又拓展出反

思 我族中心 缺陷, 向 土著知识 寻找资源来救治现代性的重要转向。由此出发, 从族群表述的角度

探讨东亚视野中生态文明的人类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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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甲居故事 ∀ ∀ ∀ 敬神路上的环保者

2008年 8月 6日,藏历六月初五这天,更登格玛很早就起来了。

晚间的雨水把远近的山景冲洗得格外清新。白云环绕,朝阳照在高低错落的山地藏房和玉米

地里, 四处泛着各种颜色的点点亮光。坡上坡下,寨子里已有人家开始在屋顶 煨桑  ,意思是向四
方神熏烟敬献。青烟升腾,传递着人们对自然神灵的虔诚敬意。忙完家里收花椒等农活后,更登格

玛带上两个孙女和村里亲友结伴上路,踏上了前往顶果山的转山朝圣路程。

同一时间里,甲居一、二、三村的日俄阿美、拥忠贝姆和曾明福等村民,也乘农闲的时候,沿着不

同的路线投身于各自的朝圣之路。她们去的地方分别是村后的亚霄神山、县城附近的白噶神山和

大金川岸边的烧香炉##
在当地传统中,每年藏历六月都有规模超过平时的转山朝圣。甲居藏寨在大渡河上游,隶属今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在当地藏民心目中,自然有灵, 神山无限,于是在日常生活里便时

刻敬山,年年朝圣,爱护众生,尊重自然。丹巴一带的转山朝圣有一个四方汇聚的核心:金川河岸的

墨尔多神山。作为众神之首,墨尔多神山有着包括亚霄山、白噶山和思古勒山 (四姑娘山 )等诸多

护卫山在内的完整体系,范围广远,次第分明。这种族群地方性知识的成果之一,是致使墨尔多周

围广大区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至今的世代守护。

一、生态恶化与文明问题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转到这些神山之外的 发达  地区, 生态恶化的情景触目惊心, 以下是官方

媒体的统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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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有沙漠化和严重沙漠化趋势土地面积 44. 3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 30. 58% ;中国水土流失土

地的总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对耕地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 全国有 15% ~ 20%的动植物

种类濒危,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物多样性锐减困扰着中国。!

一方面, 全国正常年份缺水 400亿立方米, 400余座城市供水不足;另一方面, 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

严重。[ 1]

2006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不降反升, 环境事故居高不下,国家环保总局应急中

心共处置环境事件 159起, 是 2005年的两倍。[ 2]

统计数据显示, 上半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增加较大的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5个行业, 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率为 67% ;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

较大的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食品加工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个行业,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率为 84. 4%。[ 3]

人口增加、生态恶化所造成的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我

们的面前。[ 4]

面对如此严峻的境况,中国的主流媒体坦陈: 这意味着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

本遏制。 [ 5]
可喜的是,在长期回避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之后, 中国社会,尤其是决策者们终于承认

生态恶化的原因与人类行为即不当的开发方式有关,于是转过头来反思并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提

出了建设 生态文明 的新型目标。

从人类学角度看,生态恶化确与人类文明有关: 所谓 不当的开发方式  , 标志着文明出了问

题。自然是超人类的存在,生态具有自调整和自循环功能。只是由于人类干预, 自然的均衡才被打

破,生态的循环才面临危机。在此意义上,文明自其初始便具有反自然的特性。自然包容万物, 进

而使人类成其部分;文明改造、排斥自然, 欲使自然变为人类的部分。于是从本质上说,持续至今且

日趋严峻的生态恶化,就是文明与自然的冲突。

西语中的文明一词 C iv ilizat ion,其本意之一是城市化。这既意味着走出自然、改变自然, 又标

志着人类自我中心。这种核心理念蔓延至今, 便催生了从工业革命直到全球现代化的一系列社会

巨变, 并引发了遍及世界的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和生态危机。如今作为后发达地区的中国,在避免

危机的路途上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态文明呢?

二、多元文化:中国西部的生态遗产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 并拥有帝国轮替的悠久遗产。在应对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共

和国境内的自然风貌和族群传统,一直呈现并提供着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交错并举的丰富格局。若

以东、西两部作简要划分的话, 如今提出的 生态文明  ,在东部相当于重建, 对西部则是保护和复

苏。这就是说,由于自然条件与人文信仰等方面的显著差异,西部长期保有与东部不同的生存方式

及环境类型。

根据近来的划分,中国西部包括了从内蒙古东北角到云南省西南边陲 11个省区的辽阔区域。

其生态多样、民族多元,占了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联系帝国更替及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来

看,无论在自然还是文化的意义上,中国东西部分界的意义丰厚而深远。这条分界既与 15英寸等

降雨线  及农区与草地等自然地理界限大致吻合 [ 6] ( 21~ 27 )
, 又同古代长城、 半月形文化

带  [ 7] ( 558~ 603)
等的走向密切相关,同时还标注了近代西化浪潮和中国政府实施 梯度开发  时,均呈

现的历史和空间的等级阶序,即从东向西,由外及里。也正是这种从东向西、由外及里的近代阶序,

一方面打破了帝国千年承继的农牧两区大致均衡的文明风貌,致使土地捆绑的 乡土中国  率先解

体,使曾获得拥有 四十个世纪  农耕智慧美誉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8]
, 另一方面却使相对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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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业化而言处于 落后  地位的西部草原和山地,在人口稀疏的前提下保持了世代延续的生态

文明。

传统上,西部的生态文明是在敬重自然、维系环境基础上的循环经济,即被如今经济学家称赞

的三 R类型 ∀ ∀ ∀ 再使用 ( reuse)、再循环 ( recycle)和减量化 ( reduce)。其特点是无论放牧驯养还是

采集耕耘,都不越过自然的限度,同时坚守着族群自身的信仰制约, 从而保证了诸多民族在此区域

内历史性的可延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明类型还为夷夏互补的整体中国留下了异常珍贵的生

态文明遗产,从而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和发展困境提供了难得的回旋余地。

我们把中国西部传统的族群方式视为 生态文明  , 意味着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学进步。它扬

弃了以往把 非华夏 、非中心 及 非西方 地区视为野蛮、蒙昧的偏见, 在复苏文明的新思维下

反思自我,找回过去也曾拥有过的自然和谐。这不仅关系到西部族群和未来中国,还将影响现代化

进程中的东亚走向。

三、中国崛起与东亚转型

放在整个东亚范围与 现代化 进程来看, 多元中国的未来选择具有深刻的地区效应,如右图。

在近代以来的亚欧互动中, 东亚先后出现了日本模式和以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 四小龙  类型。

尽管前者一度堪与西方媲美,号称 日本第一 ,后者因其腾飞奇

迹而被归结为有别于欧美新教模式的 儒家资本主义  ,但相比

之下均与具有帝国传统的中国颇为不同。其中最突出之处在于

中国或者称夷夏之邦, 不仅规模超大,并且无论在地理、生态还

是族群、历史方面,都具有突出的多元特征, 而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则表现为相对明显的同质和单一。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的

崛起将意味着会以怎样的模式出现?

眼下,伴随着改革开放成果的 30年积累,中国官方正筹划

一场自上而下的大国崛起。对于中国崛起的前因后果, 各界反

应不一。有人试图由此重新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将其归结为 儒家社会主义  [ 9]
。然

而这样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 其既没有理解 中国  的完整含义,亦未能显示 共和 的历史进程。

回溯近代中国的王朝更替,共和的基础源自清帝国的五族关

联, 即以满洲为主的满、汉、蒙、回、藏等族群共同体及其对应

的帝国疆域。在此疆域中, 由于大体维持 以夷制夷  传统、

采用区域分治的策略,帝国维持了较长久的族群多样与生态

均衡,并拓展了具有缓冲和弹性的周边关系。结合今日的生

态危机和文明走向来看, 正是这种帝国遗产为可能的东亚转

型留下了多样的空间与另类的资源。

近来有日本学者从 文明生态  进行研究,把古今中国称

为在王朝更替中保持连续的 中华文明圈 作出如下判断:

中华文明圈由于与印度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在地形、地理

上分隔开来,加上其超级大国与周边的小卫星国的关系, 以及朝贡贸易形式的软构造关系的特殊

性,才持续保持了安定的空间 , 并且 所谓的中华文化虽说汉族承担了多数的责任, 却决不是汉族

的专有物,而是多个种族、民族交融形成的混合文化  [ 10]
。

这样的视野至少还原了帝国特有的内外结构。由此而论,今日中国崛起所要协调的基本问题

至少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中国与西方的竞争;二是中国与东亚的转型;三是中国内部亦即夷夏之间

的互补共生。可惜目前的趋势不容乐观。自 20世纪尤其是 50年代以来,随着单一发展模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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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地推进,中国的地区与族群多元性与日锐减; 2000年之后, 由西部开发引出的资本西进, 更因

其中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和短期效应, 不仅动摇了所至之处本土族群的世代传统, 而且由于破坏了当

地既有的自然均衡使之变为生态脆弱地区,从而开始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环境安全。

所幸的是代价终能让人清醒。 1998年, 长江流域大面积的特大洪灾促使政府出面,启动了在

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主长江上游地区的 天保工程  (天然林保护 )。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对半

个多世纪来国家在当地引入数十万森工长期砍伐的终止和反省。十年过后,汶川大地震突发,举国

撼动。在救灾重建的同时,有科学家提醒反思,指出震因当与最近以来众多企业竞相在当地大小河

流无限制地筑坝发电不无关系
[ 11 ]
。

现在震灾的伤痛逐渐抚平,中国需要再次面对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危机, 力争通过生态平衡与文

明调整,成为对族群多元、地区互动及人类共存担当重任的大国。为此,就目前的社会机制看,这样

的目标难以单靠国家实现,还需要更为广泛的学界参与和社会动员。

人类学致力于 异文化  研究的传统, 经历了从以进化论为前提将不同民族作 文明  与 野

蛮  之分,向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础提倡族群尊重的演变。如今又拓展出反思 我族中心  缺陷,向

土著知识 ( ind igenous know ledge)寻找资源以救治现代性的重要转向
[ 12]
。 2004年, 中国的部分

人类学者聚会银川,针对人类的 发展困境  展开讨论并发表呼唤从文明生态走向生态文明的∃生

态宣言 %。∃宣言 %指出,当代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破坏,因此期待在关注生态文明的过程

中,充分发挥族群文化的 敬天  传统,并为此更加尊重世界和一国范围内的文化和生态多样性!。

值得庆幸的是,类似的期待已在甲居藏寨这样的草根底层转为现实。在这样的转变中,不仅有百姓

们默默无闻的身影和传统信仰的深厚积淀,也有WWF(世界自然基金会 )和 CI(保护国际 )等各种

民间组织竭诚合作的不懈努力。

回到东亚转型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新一轮西部开发及其伴随的和平崛起意义重大。其中一个

需要谨慎前瞻的要点是,只有守住西部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 才能守住多民族大国的生态多元, 进

而才能确保东亚地区的发展多样性乃至国际社会的 和而不同 。

结语: 甲居的意义

藏文史书∃第吴教法史 %记曰: 天有天神, 水有水神, 林有林神##世界万物中皆有神灵存

在。 [ 13]
墨尔多神山位于大小金河之间, 南北走向, 在马尔康、丹巴、大金、小金等县境内伸展,连绵

数百公里,山势险峻, 村寨蜿蜒。据当地藏文文献记载,神山中心 宛如伞盖的骨架向四周延伸, 撑

着六十五座神山  。作为自然神的代言人,神山威力无比,因而若 围绕神山转一周, 相当于念经七

亿遍, 来生不得下地狱,今世也得消灾难 [ 14]
。

藏历六月十一 ( 2008年 8月 12日 ),更登格玛一行又从甲居出发,去往西北一百多公里外的塔

公草原,目的是到著名的塔公寺转山朝圣。顶果山和墨尔多神山的庙宇分别有苯教及黄教 (藏传

佛教格鲁派 ) ,与他们的承传不同, 塔公寺属于红教, 即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不过对于更登格玛这

样的普通村民而言,教派之分并不重要。她们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坚持周期性朝圣,是因为对自然神

灵的敬畏,以及对解脱与来世的信仰。在今年转山时,日俄阿美对我说,转山的次数之所以那么多,

是因为每处至少要去三回:一为父亲,二为妈妈,第三回以后才为自己##这种敬畏和信仰,一方面

塑造了她们的生命目标与日常行为, 一方面使与之相关的山山水水得以维护久存。

最近以来, 保护国际  ( CI)的成都项目部组织志愿者深入丹巴藏地, 力图借助当地民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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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传统与活佛魅力开展对保护生态的宣传及实践。他们启动的 神山圣湖  计划初获成效, 正好印

证了中国西部多民族地区生态文明的深远潜能。

对照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拥有的机遇, 甲居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做出选择: 是盲目追求黑色

GDP,还是冷静保持生态和谐与绿色 CE(循环经济 )? 是在经济增长的路上无限扩张, 还是通过精

神信仰使世俗欲念有所约束? 是驱使十多亿国民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都奔向同质而单一的增

长,还是在大国的传统中保持从自然到文化的多元一体?

2008年 8月中旬,我们的课题组分批离开甲居。在返回成都的路上, 河水滚滚, 雨过天晴。尽

管都市扩建的喧闹景象迎面而来,但心境却不像走时那么烦躁: 在白云环绕的身后,仿佛已有墨尔

多神山悄然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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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nic Presentation: Anthropological S ignificance of the Ecological C ivilization

XU X in jian

( School of L iteratu re and Jou rnalism, S ichuan Un iversity, Ch engdu 610064, Ch in a)

Abstrac t: Form any years, anthropo logy around the wo rld has focused on the o the rness in cu lture and thus evo lved

from se tting up a dichotomy between the ba rbarian and the c iv ilised, to respec ting ethn ic d iversity based on cu ltura l re lativ

ism. Recently, anthropo logy as a d iscipline has come acro ss an im portant turn ing po int in rethinking about ethno centric

v iew, and turning to ind igenous know ledge fo r new resources to save modern ity. Based on this know ledge, the author ex

p lored anthropo log ica l sign ificance of the eco log ical c iv ilization in East A sia from the ang le o f ethn ic presen tation.

K ey words: East A sia; eco log ica l civ iliza tion; m ake a p ilgr image through climb ingm ounta ins; ethn ic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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