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多样性(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李永祥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源于保护生物学$随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订!西
方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生物多样性的就
地保护方式&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等进行
了深入研究!建构了多学科研究范式$他们的研究!既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核心内容一
致!又保持了生态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作为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生物多样性研究对于
推进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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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

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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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人类学产生于
#"

世纪
*"

年代!有旧生态人类学和新生态人类学之分$旧生态人类
学建立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之上!受到功能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新生态人类学则源于后结构
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近期的跨国主义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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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的生态人
类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斯图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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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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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初期阶段!以文化生态学&能量技术决定论为标志/第二阶段是新进化论和新功能主
义!新进化论者支持斯图尔德和怀特的观点!而新功能主义者!包括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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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则不支持斯图尔德和怀特的观点!

他们将特定人群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视为对环境的功能性适应!认为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不应超
过其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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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过程取向的生态人类学!考察的仍然是人口与
环境的互动关系!但对新功能主义提出了质疑!强调了历时研究和变化机制的重要性!它涵盖
了人口统计学&环境问题&适应战略和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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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生态人
类学的理论取向越来越广泛!政治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系统生态学&认知生态学
等日益成为生态人类学的重要分析架构$生态人类学对于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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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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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云南大学民族生态学创新团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项目
和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研究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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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注重研究单一社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后来注重研究复杂生态系统与多元社会文
化之间的关系!不断展示出新的学科创新活力$

随着学科的发展!生态人类学开始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如污染&气候
变化&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转基因等$其中!生物多样性是近几十年来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之一$"生物多样性#作为保护生物学的一个学术术语!被定义为地球上植物&动物&真菌和微
生物!它们的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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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所组成的群落和生态
系统的总和$

!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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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物多
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生物体'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之
间的变异性!其中包括物种内部&物种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 自
!&&#

年
*

月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签署以来!"生物多样性#逐步从一个学术概念变为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
安全的重要问题$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也远远超出了保护生物学的学科范围!成为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广受关注的多学科领域$

欧美生态人类学家!包括欧洛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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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西方生态人类学家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既与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核心内容一致!又保持了生态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不仅重视农业多样性的
民族生物学研究!植物遗传资源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参与性保护遗传资源的政治学研究!

#还
重视传统农业中地方品种的保护方式研究!以及跨国公司的生物勘探研究$生态人类学家重
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研究!认为是文化实践塑造和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两者不仅
有耦合&重叠和对应关系!还面临着共同的消失威胁!表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行性和必要
性$

$ 他们为生物多样性的多学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生物多样性由此也成为西方生态人
类学研究的重要新领域$

中国生态人类学界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关系&民族文
化生态村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与文化共生共存关系等方面$

% 与自然科学家一起开
展多学科合作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成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目前来看!中国
生态人类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仍然处于初期阶段$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问题&聚焦点&方法和理
论取向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要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相互对接!讨论全球生物多
样性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了解西方生态人类学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现状与理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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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西方生态人类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集中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梳理(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方式!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生物多
样性的多学科研究范式$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推进我国的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促
进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些参考$

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式(以社区为基础的就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核心内容!涵盖物种保护&遗传基因保护和

生态系统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主要有"就地保护#'

4:640C

)和"迁地'或
者移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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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全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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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物种保护的基因库!

!其中!位于英国伦敦的
"英国千年种子库#'

F/8f̂ (4338::4C9P88<A>:M

)和位于中国昆明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
质资源库#是物种基因库保护的成功范例$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式中!生态人类学家倡导和
支持就地保护!即通过持续性的社区种植&培育&交换&传承等方式保护生物多样性$

!7

对原住民社会中的"保护#概念进行阐释$全球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大多在原住民
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原住民社会中没有与西方的"保护#概念相对等的词汇!原住民社会的
"保护#是生计的一部分!与西方社会的保护概念有明显的区别$阿尔科恩指出!建立在西方文
化之上的"保护#概念!在任何非欧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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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直接的翻
译$原住民社会中"保护#的含义!通常被理解为"尊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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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在原住民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耕作和生活方式是融为一体的!"保护#是谋生的一部分$

" 雷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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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徒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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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亚马逊土著人的森林利用方式明确指出!在
土著人看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意味着防止当地资源的大规模破坏$砍伐和烧毁森林&修建大坝
使得当地传统资源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人因此无法维持原有的生计$事实上!当地人有自己
的保护方式!他们从小规模牧场经营&选择性伐木&商业狩猎中获得利润!在维持生计的同时!

大片的森林和自然栖息地也得以留下$

# 这些研究!阐释了原住民社会与西方社会在"保护#

概念和保护方式上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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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品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研究$农作物驯化品种和野生亲缘物种对生物多样性保护
极其重要$克利夫兰德认为!农作物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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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

多年前即已开始$

$ 哈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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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粮食和纤维作物!如小麦&水稻&玉米&高粱&大麦&土豆&

木薯&芋头&山药&红薯&豆类等!都是由几千年前石器时代的人驯化的$

% 与农作物驯化品种
并存的还有半驯化作物&野生亲缘作物$半驯化作物&野生亲缘作物共存具有重要意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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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期进化为作物杂交和重组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由此!生态人类学家专门对地方作物品
种&半驯化作物&野生亲缘作物&非驯化多年生植物等种质资源及其栖息地展开了深入研究$

目前!很多自然栖息地转变为人为栖息地!栖息地的减少导致了物种的减少!因此!建立保护区
就变得非常必要$

" 欧洛乌和布鲁斯指出!在过去的
#,

年里!动植物物种的消失成为一个广
受关注的问题$他们通过对居住在保护区内及其附近的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研
究!指出当地人利用资源的习惯做法与保护濒危物种的目标是一致的!人类学家应加强与自然
资源保护主义者&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大型商业利益集团的合作研究!注重保护濒危物种!

限制栖息地的退化$

#对农作物驯化品种&半驯化和野生亲缘作物的保护以及相关保护区的建
立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7

传统作物种子的种植&传承和交换研究$地方作物品种的多样性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种
植得到保护的$阿尔科恩的研究证实了一种重要经验!即传统种植不仅可以保护农作物种子
的多样性!还保护了当地的农业生态系统+++包括农田&旱地&休耕地&草地&森林&河流&河岸
等$这些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区域是农作物和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

$ 作物种植的基础是
种子!无论是何种民族!何种时代!人们都有播种的行为!都有获得丰收的希望$所有期望获得
粮食丰收的行为基础!都建立在一个核心之上!那就是种子$

% 种子不仅能够保证持续性的农
业种植!其多样性还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正如艾斯塔拉'

N7;7;460>@>

)所强调的!种子
多样化意味着物种的多样性!保护种子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种子消失就是生物多样性的消
失!成百上千种的种子消失意味着与其相关的知识体系的消失$正因如此!种子的传承和交换
在地方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保护上就变得特别重要$

& 在传统种子传承和交换方式的相关研究
中!艾斯塔拉在哥斯达黎加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代表性$他的相关研究指出!哥斯达黎加的农民
从未购买任何种子!只使用从父母那里传承的或从其他农民那里换取的种子$当地农民获得
种子的方式有三种(首先是他们从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获得种子!这些种子可以追溯到

,".

!""

年前/其次是过去
!,.#"

年里从朋友和邻居那里获得的种子/最后!在过去
#.,

年的种
子交换网络中!从其他"有机农民#'

2@

O

>:45D>@98@6

!即从事有机农业种植的农民)那里得到的
新种子$

'在种子的种植面积比例方面!罗伊特'

?7B2C8008

)通过对墨西哥西部库扎拉帕
'

=CW>3>

1

>

)土著社区的研究后指出!农民用自己的玉米种子种植的面积占比达到
$,S

!用其他
农民的种子种植的面积占

$"S

!外来种子的种植面积占
!,S

$

( 生态人类学的有关研究证
明!社区持续性的作物种植&种子传承和交换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他们的研究对当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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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保护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7

农民对传统品种与改良品种的选择研究$生物工程对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会给传统种子
的多样性保护带来很大冲击!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就地保护面临很大的问题$冈萨雷斯认为!

种子有两种类型!即商业种子和本土种子$前者嵌入当代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农业中!后者嵌
入本土农业的多样性中$

! 两种性质不同的种子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充满了矛盾$克利夫兰
德等人认为!当生物工程和现代科技作物品种出现并得到普及后!民间品种就逐步被现代品种
取代!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走向消失$民间品种的大量流失是现代作物品种传播和推广的结
果!民间品种的减少!包括品种数量和种植规模的减少!导致了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减少$

" 农
民需要在传统品种与改良品种之间做出选择!人类学家注意到了农民的种子选择对于社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农民的种子选择标准同时考虑产量和文化价值$索乐里
'

?7P238@4

)和克利夫兰德认为!尽管以追求产量为目的的现代农业和现代种子的出现使传统
农业和种子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地方的传统农业完全被现代农业所取代/但在另一些地方!人
们在接受现代农业和种子的同时!还继续坚持选用传统种子$

# 农民选择传统品种的原因是
种子自身的质量和文化价值$在艾斯塔拉看来!传统品种有长期适应地方环境和气候条件的
优势!加上混合的遗传结构!地方品种比"改良#种子更能抵御虫害&疾病或不利的生长条件$

$

布鲁斯也探讨了南美安第斯地区马铃薯传统品种得到农民保存的原因$在他看来!即使在现
代农业集约化和商品化之后!农业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仍然存在!不同地区的传统品种具有不同
的文化价值和使用方式!如亚洲的水稻&荞麦&南美马铃薯&玉米等$农业作物品种多样性存在
的原因是它具有适应性!在面对巨大的环境异质性和大量的病虫害和病原体时!传统品种能保
持稳定的产量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另外!农民本身是喜欢本地品种的!因为改良品种的口感不
太好!不能完全取代本地品种$

% 传统品种的适应性&口感&文化价值等因素决定了农民的种
子选择$传统品种能够与改良品种并存!共同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事实证明!原住民社会有着丰富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具体做法!他们能
够行之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人类学家的就地保护研究!为当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
了其应有的贡献$

二&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生物勘探及其争论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两个重要目标+++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人类学家十分关注全球原住民社会中与生物多样性开发利用有关

!-!

生物多样性(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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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惠益分享方式问题!以及跨国公司的生物勘探及其利益分享问题$在收购
当地作物品种以改良种子的基因!制药公司将传统草药转化为可销售的药物等活动中存在不
同的争论!与原住民社会有关的生物勘探和由此产生的惠益分享问题逐渐成为生态人类学生
物多样性研究中的重点$

!7

对"生物勘探#中的各种观点进行阐释$在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中!"生物勘探#

'

U42

1

@26

1

8504:

O

或者
U4232

O

45>3

1

@26

1

8504:

O

)一直是备受争议的概念$格林'

P7N@88:8

)认为!

生物勘探是"当代对世界生物资源的科学+++商业用途的探索#$

! 在很多生态人类学家那
里!生物勘探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不合理利用的前提而受到批评$如莫兰'

^7(2@>:

)等人将
其称为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生物帝国主义#$

" 迪里昂'

P7?/43342:

)将生物勘探看成
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被跨国公司用于商业活动!而原住民社会没有得到
公平合理的补偿!生物多样性还面临过度开发的威胁$

# 布鲁斯有详细的反对生物勘探的研
究案例$

$ 然而!它也有支持者!如麦开菲'

^7(5;D88

)就认为!生物勘探对世界所有人都是有
利的!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他将生物勘探称为"绿色发展主义#'

O

@88:<8Z832

1

98:0>3469

)!

%也
有学者称其为"自由市场环境主义#'

D@889>@M808:Z4@2:98:0>3469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属
于不想确定"正确#与"错误#的中间派$

&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或是中间派!都有一个无
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惠益分享$生物勘探的实践者来自发达国家!被勘探者来自发展中国家$

地区性传统知识和特有物种是勘探的对象$生物勘探中的传统种子改良!民间医药的开发和
利用等!都暗藏着惠益分享问题$

#7

农作物种子的生物勘探研究$农作物种质资源的生物勘探受到生态人类学家的重视$

布鲁斯等人对地方作物的基因保护!生物勘探以及原住民作物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深入研
究!认为传统作物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作为一种共同的遗产!遗传资源像其他"自然产品#

一样是公共物品$然而!当原住民社会的种质资源被收集和转移!经过开发之后纳入知识产权
制度!就会出现许多问题$

' 首先!种植资源的收集和转移过程未经允许$布朗'

(7J7

A@2H:

)指出!工业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是以不平等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的!如未经允
许收集当地人的

?K;

用于医疗用途!或者收购当地作物品种以改良基因等$

( 其次!农民的
优秀种质资源被改良后由种子公司出售而农民没有得到惠益$布鲁斯认为!农作物种子的进
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人为的$前者有很长的历史!后者速度惊人$人为种子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

$

%

&

'

(

P/>:8N@88:8

!"

I:<4

O

8:2C6E82

1

38I:52@

1

2@>08<

%

=C30C@8>6E2340456

!

=C30C@8>6E@2

1

8@0

Q

4: E/>@9>58C045>3

A42

1

@26

1

8504:

O

!#

=C@@8:0;:0/@2

1

232

OQ

!

'237$,

!

K27#

!

#""$7

>̂0

Q

(2@>:

!

80>37

!"

A42<4Z8@640

Q

E@26

1

8504:

O

(

B8662:6>:<E@26

1

8506

!#

;::C>3[8Z48H2D;:0/@2

1

232

OQ

!

'237-"

!

#""!7

P/4Z5/>@:P7?/43342:

!

80>37

!"

A42

1

@26

1

8504:

O

(

\DD85062:0/8\:Z4@2:98:0>:<?8Z832

1

98:0

!#

;(AIG

!

'237-!

!

K27*

!

#""#7

P08

1

/8:A7A@C6/

!"

A42

1

@26

1

8504:

O

0/8ECU345?29>4:

!#

=C30C@>3;:0/@2

1

232

OQ

!

'237!$

!

K27$

!

!&&&7

>̂0/388:(5;D88

!"

P8334:

O

K>0C@802P>Z8I0

%

A42<4Z8@640

Q

>:<N@88:?8Z832

1

98:0>3469

!#

P25480

Q

>:<P

1

>58

!

'237!+

!

!&&&7

K283=>60@88

!"

A42

1

@26

1

8504:

O

(

J@29F/82@

Q

02E@>50458

'

>:<A>5M;

O

>4:

)!#

F@>:6>5042:62D0/8I:6040C082DA@4046/

N82

O

@>

1

/8@6

!

'237#%

!

K27!

!

#""-7

P08

1

/8:A7A@C6/

!"

A42̀=22

1

8@>042:>:<0/8A8:8D4062D=@2

1

N8:8045[862C@586

(

F/8=>682D(8T45>: (>4W8

!#

e2@3<?8Z832

1

98:0

!

'237#*

!

K27,

!

!&&%7

(45/>83J7A@2H:

!"

=>:=C30C@8A8=2

1Q

@4

O

/08<

%#

=C@@8:0;:0/@2

1

232

OQ

!

'237-&

!

K27#

!

!&&%7



进化建立在自然进化的基础之上!依赖于作物中的遗传多样性!即生物工程或改良品种离不开
传统的作物资源!改良品种是从优秀的农民品种中挑选出来的!改良成功之后由种子公司出
售$

! 当生物公司通过出售种子控制了市场之后!种子随之成为资本和权力的象征!农民则无
法从中获益$正如哥斯达黎加的农民所说!谁拥有种子!谁就拥有一切!如果你没有种子!你将
一无所有$

" 再次!种子控制与资本主义扩张密切相关$克罗宾伯格'

R7̂32

11

8:UC@

O

)认为!

南方欠发达国家与北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种子交易中明显地体现出来!种子的商品
化和市场化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组成部分$

# 斯通'

N7?7P02:8

)坚
信!代表着重振美国经济的孟山都等公司所进行的转基因作物就是这种扩张的典型代表!转基
因作物的本质是资本渗透并修改农业!以科学技术的方式将农业基础从自然本质中剥离开来!

迫使农民购买输入品!然后再通过杂交育种创造新的种子!在生产中取得良好效果后迫使农民
再次购买种子$

$ 这样的结果是种子和遗传资源多样性的消失$总之!农作物品种的生物勘
探是在生物科技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它的后果是种子资本的扩张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要保护农作物种子和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就要保证原住民社会在农作物生物勘探和市场进程
中得到惠益分享和补偿$生态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分享和补偿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7

传统植物的医学勘探研究$如同种质资源的勘探一样!传统植物的医学勘探也是生态
人类学家的研究焦点$坡赛指出!在世界各地的部落社会或农民社会中!草药&植物品种和相
关知识是免费的商品/但在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经过生物勘探得到的知识就可能成为知识
产权的保护对象$全球每年从土著药用植物中提取的药物价值为

$-"

亿美元!但土著社会没
有得到公正的补偿/相反!他们的传统植物医学体系正在被剥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

人类学家在医学勘探方面有着很多的研究案例!如格林'

P7N@88:8

)记录了由民族植物学家刘
易斯'

e7B8H46

)领导的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与秘鲁亚马逊地区阿瓜鲁纳人'

;

O

C>@C:>

)合作
收集植物样本和谈判的过程$

& 毫无疑问!传统植物的医学开发和惠益分享是生物多样性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研究为实现和推进各种开发中的惠益分享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7

生物勘探与惠益分享的应用问题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一旦到了应用层面!就
会出现很多的实际问题$首先是传统知识保护概念不清!法律中存在缺陷!难以实现生物多样
性开发中的惠益分享$布鲁斯认为!对"土著#"本土#等词的政治化和市场化解读不清!以及是
一般性知识还是传统知识&是传统植物知识还是植物本身&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是经济
问题还是市场问题等辨析不清!都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

' 其次是目前的知识产权机制未必

--!

生物多样性(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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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原住民知识产权保护$克利夫兰德和穆雷'

P7(C@@>

Q

)就认为!工业世界的知识产权机
制并不适合保护土著农民的知识产权!但有些机制可以有效利用$为了满足土著农民的保护
需求!需要将土著农民的民间品种&文化&权利等纳入保护范围!并对"作物遗传资源#"权利#

"土著#等关键概念进行研究和谈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 再次是跨文化的争论
中不同利益群体多而复杂$尽管人类学家充当了支持原住民社会及其调解人的角色!环保组
织也将自己定位为土著社会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盟友!但是!国际组织&国家官僚机构&跨国公
司&原住民社会&环境人士&宗教组织&研究机构和学者等都出现在这场浩大的谈判中!问题很
多而且复杂$当然!主流声音是要求实施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遵守共同的国际标准!给
予原住民社会合理的惠益分享$

" 最后是生物勘探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虽然生物勘探已
取得很多成果!并得到各界的关注!但是!未来药物研究多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生物勘探还不确
定$换言之!未来的药物开发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的知识也是不确定的$

# 深入研究
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生态人类学家仍然任重而道远$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惠益分享与原住民权利展示出复杂的经济利益与国际贸易关
系!其核心是生物勘探中的惠益分享问题$生态人类学家的研究!包括了对"生物勘探#概念的
阐释!农作物种子的生物勘探&传统植物的医学勘探!以及生物勘探中的惠益分享和法律问题$

各种观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相互交错!尚未达成共识!需要更多的实证案例来推进相关
研究$

三&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对应&互补与交融
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有一项研究重点是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

关系!包括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在地理环境上的对应&互补和交融关系!种质资源多样性
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生态系统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等$生态人类学家玛菲
曾对文化&语言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进行过述评!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生物文化多样性#作
为一个新兴的概念被提出!逐步成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该领域重点研究作为生物多样性表现形
式的世界语言&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

!7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对应关系$尼托'

?7K80038

)认为!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
性有着相似的地理分布!即它们之间存在对应与非对应关系或耦合与非耦合现象$

% 语言多
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西非&喜马拉雅山脉&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具有高
度的地理相关性$

&穆罗斯洛尔'

E7(C/3/>C638@

)将其称为"语言生态学#$

' 从事非洲研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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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摩尔'

RC634:(22@8

)等人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脊椎动物物种多样
性在总体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他们的多学科研究结果还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S

的物种丰富度和
-*S

的语言丰富度的变化可以由环境因素解释!并且!这些物种丰富度
和语言丰富度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因为物种的丰富度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源分配机会促进
语言的丰富度$

! 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对应关系具有很多的共同特性!即生物多样富
集的地方!语言多样性也丰富$另外!哈尔'

^7a>38

)发现!物种和语言在消失和灭绝方面也有
惊人的相似性$

" 哈蒙'

?7a>@92:

)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是自然
栖息地'物种)受到破坏!语言多样性消失的原因则是传统社会环境'语言)受到破坏$物种和
语言都经过了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进化!以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如果这些环境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发生变化!那么!许多物种和语言很可能会失去适应新环境的韧性$哈蒙还认为!在物种
多样性方面!即使在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无处不在的入侵!何况大规模的
栖息地转换使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更加严重/在语言方面!全球电信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在
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人们都能听到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由此威胁到小语种的存在$

# 不难理
解!生物多样性与语言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多种对应关系!以及共同存在的消失威胁$

人类学家同时发现!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存在着一些不对称的分布情况$尼托的研
究发现!人类使用的六千五百多种语言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语言多样性通常随着人们从两极
向赤道移动而增加!在干旱的环境中语言多样性很低$全球具有两条语言多样性的分布地带!

一条贯穿西非和中非!另一条覆盖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有
%*#

种语言!占
全球语言总数的

!-7#S

!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7$S

!人口也只占世界人口
的

"7!S

$俄罗斯拥有世界
!,7-S

的土地面积!却只有
!7,S

的语言种类$

$ 摩尔也承认!全
球一半左右的语言丰富度没有办法用环境或者生物多样性因素来解释$

%

总之!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具有多种形式的对应关系!生态人类学者需要从更为宽广
的视域中看待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关系的形成因素$

#7

农作物品种和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传统作物及其遗传资源与
文化的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民间品种具有多种价值$克利夫兰德等人认为!民间品种
在保存和使用过程中体现出多种文化价值!对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贡献也不限于品种中

?K;

编码的遗传信息!还在于种子的保存&选种&种植和使用方式!以及所体现出来的知识系统和文
化价值$

& 其次是种子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冈萨雷斯认为!民间种子在宗教仪式中具有
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体现出当地社会的宇宙观&认知模式&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以及社会中的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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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生产组织$

! 艾斯塔拉也认为!在哥斯达黎加的乡村!人们相信种子是神的礼物!是人类
祖先&动物和自然系统相互合作的结果!它的多样性不仅留在生物基因库中!也留在人类的文
化基因中$

" 在这些地区!种子的神圣性是从文化价值中体现出来的$再次是作物品种及其
遗传资源与文化之间的依赖关系$安德鲁斯认为!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还应关注维持生物多
样性的人类文化$农民拥有大量的传统生态和民间知识!这些知识是通过代代相传和第一手
经验'包括尝试和失败)传递下来的!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不同的民间品种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品种类型和遗传资源越多!文化的内涵也就越丰
富/在作物品种&遗传资源与文化和知识之间反映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密切联系$

-7

生态系统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生态系统与文化是一种交融和互补的关
系!它们一方的存在为另外一方提供了保障$阿尔科恩指出!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土著群体中
都有维护神圣森林区域的传统!在那里动植物不会受到干扰!

$这种被称为"自然圣境#的神圣
生态学蕴含着环境和文化关系!如神山'

6>5@8<92C:0>4:

)&神林'

6>5@8<D2@860

)&圣树'

6>5@8<

0@88

)等$据有关统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至少有
!-

!

+#"

片圣林!真实数字可能在
!""

!

"""

.

!,"

!

"""

片之间$

% 萨里科'

R7P>345M

)认为!自然圣境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基因库#的作用!它
有效地保护了乡土树种和众多的药用植物$神山系统与非神山系统的比较研究显示!神山系
统中的生物和生态系统多样性都比非神山系统中的丰富得多$

& 自然圣境崇拜蕴含着生物多
样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多物种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都被应用于宗教仪式和文化活动
中!人们崇拜神山&神林&圣树&水源林等生态体系!将日常种植的五谷杂粮&饲养的牲畜&家禽
等用于祭祀神林的宗教仪式中!物种&遗传资源和生态系统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呈现出相互依
赖&相互补充和交融的关系$

生态人类学家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关系研究!是从文化角度来解释生物多样性的
构成方式!玛菲称之为"生物文化多样性#'

U425C30C@>3<4Z8@640

Q

)$

' 它表明文化多样性和生物
多样性都是不可缺失的!双方为彼此的存在提供保障!它们之间不仅有对应关系!还具有相互
补充和交融关系!两者都影响到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韧性!影响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地球
的未来$

四&生物多样性的多学科研究范式
生物多样性的人类学研究者主要是生态人类学家!其理论基础和解释框架主要来自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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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各个分支学科!如民族生态学&民族植物学&政治生态学等/但是!建构主义&全球化资本
主义&本体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当代的重要理论思潮也被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之中!由此
形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多学科研究范式$

作为生态人类学的传统理论和独特研究视角!民族生态学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理
论依据$民族生态学旨在理解知识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被应用于传统农作物种子&遗传资源和
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及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中$民族生态学也被称为象征生态学或者符号生
态学$

! 在约森'

;7R2/:62:

)看来!民族生态学具有明确的理论框架!良好的操作方法!为研究
人与环境关系提供了科学可靠的实地技术$

" 民族生态学有很多作物种质资源的研究案例!

如贝隆'

(7[7A8332:

)对墨西哥玉米多样性管理的民族生态学研究!

#布鲁修斯等人对菲律宾
吕宋岛农民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等$

$ 此外!巴里克'

(7R7A>345M

)和卡克
斯'

E7;7=2T

)的民族志著作*植物&人类和文化,!通过对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大洋洲和东南
亚地区的田野调查!深刻揭示了植物&人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多样性的植物不仅被
人类保护和利用!还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文化和行为模式!是人类日常性生活的组成部分$

%

纳班'

N7E7K>U/>:

)通过美洲印第安地区的田野调查!撰写了*持久的种子,一书!回答了为什
么在世界很多地方放弃了传统农业!但在一些地方传统农业却持久地保持下来的问题!其研究
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贡献$

& 总之!民族生态学不仅重视具体的作物&遗传资源和生
态系统与传统知识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研究!还重视更为广泛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为
生物多样性的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多样的视角$

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也应用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之中$埃斯科巴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
了生物多样性开发利用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群体!提出了"后现代生态资本主义#的概念$后现
代生态资本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另一种表达!即自然由社会建构!这是一种以利润
为目的!对自然和生物进一步商品化的过程$资本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生态阶
段#'

85232

O

45>3

1

/>68

)$自然本身具有资本的价值!这可以从动植物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商
业和药物价值中体现出来$

' 政治生态学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对转基因
等技术公司所造成的物种多样性消失和有机作物种植面积的大规模减少进行了尖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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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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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政治生态学者走得更远的是建构主义者的生物多样性反思$纳扎里'

'7?7K>W>@8>

)等
学者认为生物多样性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他们质疑生物多样性本身!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
在真实的生物多样性问题/相反!生物多样性只是一种"概念#和"机会主义#的策略!生物多样
性的消失速度和紧迫感也应该受到质疑$

! 里贝欧'

N7B7[4U84@2

)坚信生物多样性是社会.政
治性地建构出来的'

A42<4Z8@640

Q

46>6254>3

.

1

234045>352:60@C50

)$

" 埃斯科巴也认为!生物多样
性是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话语'

/4602@45>33

Q1

@2<C58<<4652C@68

)!生物多样性并不是绝对存在
的!它具有行动者网络的意义!是在科学&文化和经济的全球背景下所确立的一种自然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

# 建构主义是人类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反思的结果$随着
PFP

'

P548:58>:<

F85/:232

OQ

P0C<486

)研究者的加入!生物多样性的建构主义观点将会走向深入!对生态人类学
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为生态人类学家所重视$哈里森'

[7

a>@@462:

)强调了连接性本体论'

52::8504Z40

Q

2:0232

OQ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作用!认为它不
仅暗示了个体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联系!还将人类作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整
体性组合关系$在一个"文化#无处不在的地方性本体论中!自然和文化之间不仅没有边界!也
没有精神物质的二元对立$生物多样性'包括种子&遗传基因等)是自然和文化缠绕的一个行
动点!所有的"存在#都是互动的!所有的行动者同时由其他行动者产生!而任何破坏自然文化
组合的一部分!也会破坏它的其他部分$

$ 埃斯科巴认为!生物多样性被视为
PFP

研究者从网
络角度分析出来的技术&科学和社会共同生产的实例$

%在本体论者的视野中!生物多样性的
利益群体!包括种子的勘探&开发和研究者!种子的使用者和种子公司!都体现出"行动者网络#

的理论内涵!他们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互动关系具有典型的经济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中!与传统方法有明显区别的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
表现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家注意到了育种&生物勘探&种植等
领域中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农业生物多样性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
故事等!也需要人类学家来进行分析和解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是必然的$有学者
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农业和生物技术开发!而人类学家则能够将科学家拥有的创新成果&工具
和信息应用于社会$科学技术的受益者是农民!而人类学家是他们的发言人$只有农民接受!

科学创新成果才会发挥作用$

& 生物多样性研究!显示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显示出
方法论上的重要进步$

随着"谁拥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谁就在未来的发展中有更多的选择权#

'等观点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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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和经济利用将不断地在发展中体现出来!由此产生的争论也将持
续$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生态人类学呼唤新的研究范式&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只有
不断创新!生态人类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才能融入更大的"科学共同体#研究范式之中!

!推动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
"

语
生物多样性以一种新的领域&视野和范式在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呈现出来!对未来的生

态人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年
!"

月!*生物的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
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
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前段时间!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
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

"

#"##

年
!#

月!*生物的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达成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描绘了
#","

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让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并惠益全人类和子孙
后代$生态人类学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将在中国得到极大推进!这也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者
的重要担当和责任$可以相信!随着生物多样性在中国的关注度的日益加强!将有更多的中国
生态人类学研究者通过各种合作&交流和对话!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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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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