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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云南、四川两省17个民族100余幅画

作，作品表现形式多样， 有年画、版画、水彩画、浮

雕、装饰画、农民画、钢笔画和社区图等。在内容上更

多地反映了环境、生态和生活的场景，展现出各少数民

族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现状。画中蕴含了当地居民的世界

观、价值观，与当地环境有紧密联系的生态学知识和技

术经验，以及当地民族管理自然资源的实践活动和行为

准则等。本书体现了西南地区多民族民族文化鲜明、地

域性强等特征，是我国西南地区 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宝库

的一个缩影。

本书可供广大民族工作者、社区发展工作者及环境

保护、生态学相关领域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该书以民族生态学和生态文明为指导，将科学性与艺术性

相结合，深入浅出，并附有百余幅美丽的图画。对普及生态学

知识和增强民族自豪感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的出版也会给丛

书带来新的气息和表达形式。祝愿这部著作早日问世。

——李文华

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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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山地是一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这里孕育着中国乃至地球上最为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与

民族文化多样性。《西南民族生态绘画》一书以民族生态学的视 角向世人展现出了一幅精美、朴实

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存状态的画卷，其风格之 别开生面，其内容之丰富多彩，其文化内涵之深刻动

人，十分令人感动!

民族生态学是一门年轻的文理相融的新学科，问世不到半个世纪，早期的民 族生态学家专注于

不同民族的传统生态学知识调查，研究人类生存的智慧、适应 自然的能力和相关传统知识，这些知

识是不同地理环境、不同自然生态和文化生 态条件下人们求生存、谋发展的必备知识和基本技能。

我国西南山地各民族社会 的传统生态学知识代表着人类生存的智慧和技巧，书中页页画卷传递出的

民族生 态学信息包含着丰富的自然元素和人文情怀，无不体现出人与植物、动物、山水 之间相互作

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情景，这些画卷所展示的人们生活和生存 状态，以及大自然的美景和万

物生灵的可爱，人们勤劳耕作收获的喜悦，人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文化表达，无不展示着这片土地的

多姿多彩和神奇。

本书作者之一许建初研究员是我国年轻一代有作为的民族植物学家和民族生态学家，长期活跃于

我国西南山地、喜马拉雅山区和亚洲许多地区，从事科研调 查、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合作。他的足迹

遍及我国西南山地。正是这样的工作和生 活经历给予他许多机会体验、观察和收集这些民族民间的艺

术素材和大量的民族生 态学信息，他与擅长民族植物画艺的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实验师杨建昆一道，

从民 族生态学的视角，精心编辑出了我国第一本富有民族生态学意义的绘画专集，可喜 可贺。希望广

大读者，在欣赏和品味这些来自各民族民间的优美画卷的同时，认真 思考如何呵护好、传承好这些与

大自然并存共生、繁衍了几千年的宝贵文化遗产， 让它们在华夏大地上永不消失、永放光芒。

谨此作序。

2014 年10月12日于云南昆明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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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字，原意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生存环境。简单 地说，生态就是地球

上一切生物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个体与个体之 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如今，生态的概念已经渗透到 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个领域，人们常常用“生态”来描述许

多美好的事物，如健 康的、和谐的事物均可用“生态”加以修饰。当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生态” 

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文化。自然界的物种多样性及其功能维 持着“生态系统”的

平衡发展，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及其价值观又推动着“社会系 统”进步，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认知的提高

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

作为长期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本人有幸走遍西南边疆各个民族 地区，深刻体会到

西南地区自然景观的壮美、物种的丰富和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认识过去，但是

过去的传统正在消失；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 看到现在，但是我们常常对身边的事物熟视无睹，就像过

眼烟云。我们的未来是 不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为子孙后代规划、构建生态社会的美好未来，如同邓

小 平三十年前描述的小康社会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记得 1998 年年末我在云南红河州元阳哈尼族和彝族自治县做参与式农村环境 保护和社区发展规划

时，被那里村民的绘画能力惊呆了。我组织村民代表在一所小 学开会，当地很多哈尼族、彝族、苗族妇

女由于没上过学，无法写字，我就让她们 用简单的绘画来描述她们的家园、村寨和生产生活状态。一天

下来，整个小学挂满 了上百幅充满浓郁的民族乡土气息的画卷，情景蔚为壮观。让我敬佩的是，她们在 

描述未来愿景图时是那样认真，画作充满浪漫、幸福的气息，似乎憧憬的未来就在 眼前。十多年来，此

情此景时常萦绕着我，不能忘怀。

三十多年来，西南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昆明金碧路两侧的法国梧桐不 见了，路上的马车

也换成了汽车；通往滇池的道路两边，湿地、鱼塘已改造成现代 化都市；去石林沿途的农田，都种植了

桉树（桉叶油有较高经济价值）；傣族的薪 碳林铁刀木也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种植橡胶；养鱼养鸭的

稻田改成了香蕉园；大 理的三月街、洱源的鱼塘会也已变了味道；只有元阳的哈尼梯田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 织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标签下得以生存。人们总是怀旧，我亦如此。

我相信，我们人类可以构建更美好的未来。这几年我的同事杨建昆、颜梅等走 访了西南地区 50 多

位民族民间画家和村民，围绕着家园、环境、生计和愿景四个 主题，收录了 100 余幅相关绘画，其蕴藏

的民族生态学知识是一幅完美的人与自然 相互作用的文化画卷。我们的想法得到了“社区伙伴（香港）

云南办事处”的大力 支持和鼓励。我希望此书不仅能够唤起公众对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生态和民族文化的 

关注，更能唤起人们自身生态意识的提高，共同构建美好未来。

许建初 博士

 世界农用林业中心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014 年 12 月 26日于北京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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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西南山区生活着多个民族，他们的生

活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自然支持他们的生计、

赐予他们财富。同时他们又以其朴素生态观、管

理经验和乡规民约维系着本地区的生态 系统的平

衡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西南山区丰富 的民族生态

学知识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 长期作用的结

果。其独特的民族生态学知识和 民族文化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选 择了西南特别是云

南有代表性的民族，利用绘 画这一直接形象的表

现方式采集图像文本，让 读者以此来了解西南各

个民族社区中丰富多彩 的民族生态学知识，以及

人 和 自 然 相 互 作 用 的  民 族 文 化 ， 由 此 来 唤 起 公

众，包括当地民族， 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本书中

收集上百幅民族生 态绘画，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和

艺术的美感，而且对在现代西方文明冲击下构建

中国特色的生 态文明具有现实意义。

纳西族崇拜的自然神‘署’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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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态学是研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

系统科学。关注不同民族和社会与其所处自然

环境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植物、动物、

土壤、森林、土地等。不仅研究各民族对自然

环境及资源的认知和和利用技术，关注与之相

关的语言、文化符号、认知结构、还分析人类

（不同宗族、社区、民族）生产和再生产物质

条件创建、机制和机构制度安排的过程。

我国西南地区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典型区域。不同民族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孕育了绚烂多彩的民族生

态文化。每个民族、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独特的

民族生态文化。同时多民族、多文化社区的聚

居、杂居，和谐相处又构成了滇西北地区民生

态文化相互交融的景观。民族生态文化依托社会群体及社区得以传承、保持和发展。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文明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同体同源关

系；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体现在对生态景观的审美体验和对生态景观的维护和建设；生态文明更是体现

中华文化对多元民族文化的包容，对不同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传承和学习上；生态文明体现人与人

之间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也体现人类追求美好家园和美好生活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2 自然、人类和文化的关系

藏族村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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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生态绘画以记录和叙述为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其表现形式朴素、写实，

体现各民族生存环境中的自然元素，如植物、动物、地形地貌、更有明显的民族社会烙

印，如服饰装饰、民族符号、文字符号、色彩格调。民族生态绘画构图简洁明了，笔触粗

旷，人物行为特征鲜明。传统的民族生态知识绘画的内容宽泛，有描绘自然风貌，社区建

设，物候气象，手工艺流程，宇宙观（人和自然的关系），美好愿望等，形式和绘画方法

多样。它的目的是为记录民族历史地理景观、文化景观，叙述本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而 作 ， 具 备 很 强 的 功 能

性 、 实 用 性 和 指 导 性 。

画 中 元 素 、 情 节 ， 是 为

了 应 用 和 传 承 传 统 知

识 ， 特 别 是 民 族 生 态 学

知 识 而 设 计 ， 它 叙 述 的

故 事 内 容 多 为 未 被 现 代

科 学 验 证 或 同 化 。 它 的

表 述 形 式 直 接 ， 抒 发 情

感 的 元 素 相 对 较 弱 。 更

体 现 了 功 能 性 的 民 族 叙

事的传统。

瑶族生态景观图

3 生态文明的民族视角：民族生态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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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生存条件复杂，当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依据所处自然条

件，发展了自己的知识与技术系统，最大程度地与大自然相适应。云南多山的环境，交通十分

不方便，人们接触外界十分有限，交流程度较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迟缓。以此，造成了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种族性和文化保存的完整性 ，也呈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傈僳族社区图

4 云南民族生态学知识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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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社区生态图

5 民间传统知识绘画作品

社区生态图能反映本社区的

大致生活环境及当地的生态情况

以及变化。绘制者通常是村里的

老人或其他知情者，也有多人共

同讨论绘制的。它能直观简洁地

反映某地区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可塑性很强，可根据需要不断添

加内容。它有一定的条理性，但

又不受逻辑思维和时空的限制，

可在一幅画中表现多个领域的元

素。但选择何种符号来表现具体

内容，这取决于当地的民族传统

文化，没有固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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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植物的利用

少数民族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很充分的，纤维植物除了用于造纸、织布，空格人还利用它做绳子，如乔

木树皮纤维、藤本植物纤维，根据各种植物纤维的特性来制作相应用途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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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世界

图中不仅记录了滇池部分水域的水

生生物物种，又有较强的观赏性，反映

了大众对生态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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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

雨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必然条件，特别在山区，翌年雨季到来之前人们就祈祷着风调雨顺，在很多民族的

农事节日里都有祈雨的内容。该幅作品描述的是壮族祈雨的场景，村民常常在仪式中戴上青蛙面具跳舞，希

望将音乐和祈祷传递给水田里的青蛙，传说青蛙是雷公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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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有万  男 德宏梁河县芒东镇 傣族

毕文贵  男 石林县文化馆 撒尼族

陈 卫  男 金平县金水河镇 傣族

陈文有  男 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 汉族

刀新华  男 西双版纳允景洪镇曼典村 傣族

丁意飞  男 普洱西盟县 傣族

段学松  男 大理洱源县牛街人 白族

和国耀  男 丽江玉龙县大具乡 纳西族

和华强  男 丽江玉龙县玉水寨 纳西族

和圣文  男 丽江玉龙县大具白麦村 纳西族

和秀东  男 丽江塔城 纳西族

季泉燕  女 丽江 纳西族

吉以书一 男 四川凉山美姑 彝族

蒋必梅  女 保山市施甸县 汉族

李进军  男 大理双廊镇长育村 白族

李云义  男 大理双廊镇长育村 白族

林进城  男 西双版纳勐海县勐宋乡景帕村 傣族

刘琼丽  女 昆明呈贡区新村 汉族

刘如艳  女 保山市隆阳区 佤族

刘怡涛  男 普洱市 汉族

龙继魄  男 文山马关阿峨新寨 壮族

龙子波  男 文山马关阿峨新寨 壮族

龙子辉  男 文山马关阿峨新寨 壮族

卢正纲  男 文山马关阿峨新寨 壮族

卢正林  男 文山马关阿峨新寨 壮族

罗丽珍  女 昆明呈贡区大渔乡海晏村 汉族

妹 兰  男 西双版纳大勐龙勐宋 哈尼族

沐雪蕊  女 楚雄 汉族

曲比尔日 男 四川凉山美姑 彝族

曲比拉机 男 四川凉山美姑 彝族

曲比类类 男 四川凉山美姑 彝族

谭 勇  男 西双版纳景洪市文化馆 傣族

吞 也  男 德宏瑞丽市勐卯镇 傣族

王国林  男 西双版纳勐海县勐宋乡景帕村 傣族

王建才  男 武定县近城镇麻栗棵村 苗族

旺 肆  男 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 傈僳族

郗安宁  男 保山市腾冲县荷花乡 傣族

郗发显  男 保山市腾冲县荷花乡 傣族

肖春秀  女 昆明呈贡区大渔乡海晏村 汉族

徐海文  男 曲靖市马龙县 汉族

岩 池  男 西双版纳勐养纳因帕村 空格人

颜珊珊  女 文山广南 汉族

岩香甩  男 西双版纳允景洪曼典曼吕村 傣族

杨家华  男 大理宾川县钟英乡 傈僳族

杨建昆  男 昆明五华区 汉族

余海青  男 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 傈僳族

余全发  男 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 傈僳族

张万祯  女 昆明呈贡区 汉族

赵健昕  女 昆明呈贡区 汉族

朱树珍  女 昆明呈贡区马金铺 汉族

卓丽萍  女 昆明呈贡区马金铺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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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农村文化建设研究会

四川省凉山彝族文化研究所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职业中学

昆明市呈贡县文化馆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文化馆

楚雄市武定县文化馆

丽江地区玉龙县文化馆

大理白族自治州海东双廊镇文化站

保山地区腾冲县文化馆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文化馆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镇口岸小学

保山地区龙陵县文化馆

昆明市石林县文化馆

云南省农村文化建设研究会

四川省凉山彝族文化研究所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职业中学

昆明市呈贡县文化馆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文化馆

楚雄市武定县文化馆

丽江地区玉龙县文化馆

 附录三　协 作 单 位 

大理白族自治州海东双廊镇文化站

保山地区腾冲县文化馆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文化馆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县金水河镇口岸小学

保山地区龙陵县文化馆

昆明市石林县文化馆

西南民族生态绘画.indd   165 2015-1-6   12:34:37

协 作 单 位

《生态绘画》宣传册.indd   15 2015.1.12   4:49:22 PM



C

M

Y

CM

MY

CY

CMY

K

9787030429674-封面.pdf   1   2015/1/6   15:43:53

购书信息：

科学出版社销售部：贾海涛（手机 13501022258）

网购：当当（http://www.dangdang.com）

           京东（http://www.jd.com） 

《生态绘画》宣传册.indd   16 2015.1.12   4:49:2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