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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内容：为了推动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及时反映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促进跨世纪的人才的培养，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曾组织并完成了“生物多样性研究”丛
书，对于推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近年来对生物多样性知识的普
及和宣传，我国各级政府的有关管理人员和决策者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有所认识，保护意识也有
所提高。但对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为此，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又组织
有关专家编写这套“生物多样性保护”系列丛书，以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和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认识水平。为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提出的在2010年基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态势提供必
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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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相互作用　　生
物多样性是一个自然层面的论题，文化则是人文层面的论题。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早在生物
科学发展的初期，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从较低级的动物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达尔文强调“物竞天择”，同时也强调“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达尔
文关于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恰恰和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然而“
文化是利用自然的手段”的观点，却显现出了西方文化“天人对立”的世界观。如今，全球一体化的
趋势正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包括人类的文化面貌和自然生态的面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
，都在寻求生物与人的新平衡点和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由于这样一个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的原因
，东西方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努力探求和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办法和途径，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包括在内。　　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早期
从采集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开始到建立原始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衣、食
、住、行、治病、娱乐、体育运动都离不开动物和植物；选择优良品种，淘汰不喜欢的动植物，从原
产地引种传播植物到新的地方等等，人类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动植物的栽培家养；人类文化信仰中的禁
忌和崇拜保护了一些动植物物种和栖息地等行为，不但影响了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和形
态特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或减少了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和组成，特别是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和景
观多样性的改变。这种生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作用的普遍性。

Page 4



《民族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精彩短评

1、概括比较全面，深入浅出，很适合大众阅读。
2、该书对从事民族文化与其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是不错的参考资料，里面丰
富的民族民俗文化所蕴含的植物资源及人们对这些植物的认知、驯化、使用历史及现状作了比较详细
的介绍，对知识的拓展起到一定作用。
3、挺好的，不过有些内容间的不透彻，让人难以理解其中的联系，有些方面可以用，有些地方论据
不足。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方面，研究还很欠缺，需要更加深入，有更有说服力的论据
4、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而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都非常重视对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并积累了宝贵的保护知识和经验，应大力挖掘这些知识和做法，并应用到现今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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