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与生态

    文化生态学，是指用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
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生态理论研究文化产生、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它主张把文化放到一定区域的整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中去探究它的生长规律，即人类如何适应环境而创造了具有
特殊形貌的文化模式。



 一、文化生态的观察视角

• ①文化景观中的环境印记

• ②文化群体对环境的观念与理解

• ③文化转型与整合



探究1：哈尼梯田与文化生态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棉铃虫
纪念碑

中国的蝗神庙

探究2：灾害与文化景观



二、文化中的自然环境印记

•      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必然与文化发生复杂
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出现明显的区域差异。

• 每一种文化源地总有着深刻的环境印记。

•     最古老的人类遗址多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这是与这些地
区野生植物最为丰富而且能长期生长，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丰
富的物资。另外，邻近水源是古文化遗址的一个共同特征。

⒈自然环境与文化源地的选择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



岭南的避瘴食俗
• “出征交趾，土多瘴气”。

“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
五”。——《后汉书·马
援传》

• 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
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
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
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
黄茅瘴为尤毒。

• ——（南宋）范成大《桂
海虞衡志》

 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
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其法，斫而
瓜分之，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槟
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
少焉，面脸潮红，故诗人有“醉槟榔”之
句。……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
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
榔。……询之于人：“何为酷嗜如此？”
答曰：“辟瘴，下气，消食。”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食槟榔》



探究：广西梧州骑楼与水的故事





⒉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 ⑴自然环境是塑造地方文化的重要因素。

• ⑵地方文化传统与所处自然环境有深刻联系。

每年4月的茶祖节，景迈山布朗族都会到景迈芒景村帕艾
冷寺祭拜茶祖。



请想一想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与生态的关系

研究性学习

各地民俗谚语中的文化生态



广西十八怪

• 绣球最大马最矮；男女恋爱摆歌台

• 大年初一祭蚂拐；百岁寿星能打柴

• 草帽盖着地一块；稻谷种到云天外

• 不叫南海叫北海；海边红树也怀胎

• 象鼻饮水山叠彩；山在城里楼在外

• 粽粑大得像猪崽；石头当成宝贝卖

• 礼品店里卖棺材；满街都是一脚踹

• 米粉吃出三大派；乐业天坑成群摆

• 千年铜鼓敲不坏；花山壁画好难猜



⒊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兴衰

• 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或朝代兴旺的时期，多是气
候温暖期。文化发展受阻、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是北方游牧民
族大举南进甚至入主中原的时期，多是气候变冷变干期。

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与王朝更替



⒋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扩散

• 有利于人群交往与迁
移的自然环境将促进
文化扩散，自然障区
则成为文化扩散的天
然屏障，形成类似于
“语言岛”之类的文
化隔离地。



三、社会环境对文化发展
的影响

• 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文明的进步，社会
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四、文化与环境的协调

           恩格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
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
《寂静的春天》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
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激起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
1972年6月12日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签署了
“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小龙虾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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