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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很著名了, 那里的环境和文化都很吸引人 我们访问的小村就在梅里雪山附

近, 在澜沧江的河谷中 看到德钦秀美的自然景观 , 我们想探寻那里人们的生活 , 在

这样美丽的自然景观后面 , 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 又是怎样看待人与自然的?

一 雪达村的人为什么不采药 ?

雪达村是江波行政村下的一个自然村 爬过海拔3500米的娅口, 见到一片美丽

的小湖 , 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湖中, 在湖的后面, 10户藏式房屋沿山坡有序地分布 , 俨

然让人想起世外桃源 湖边长满了翠绿的植物 , 同行的路平说那些叫秦芜 , 是当地

的一种草药, 可以治病 早几年路平在这里做项目, 当时有许多人采集秦芙卖给城里

的药材商人 , 这是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 现在看到满地茂密的秦芙 , 显然很久没有

人来采集了

进入村庄以后 , 汉话说得不错的扎实永平一边给我们打酥油茶 , 一边讲述了采

药故事的来龙去脉 早年村庄周边有大量的野生植物 , 有秦芜 , 还有许多其他药材;

往高山走 , 就有许多雪莲 松茸和冬虫夏草 随着经济发展 , 药材的价格一路走高 ,

特别是松茸和冬虫夏草 , 价格翻了数倍, 刺激了当地人采药的积极性 随着采集量

的增加 , 药材的生长受到影响, 当地人感觉这些药材明显没有过去多不 与此同时 ,

他们发现村庄的人更容易生病To 在记忆中, 过去很少有人生病 , 但是现在生病的人

明显增加 , 特别是患高血压的人数急剧增加 , 还有些人患癌症

是什么原因导致患病人数增加呢? 当地人将健康水平的下降归因于饮食和环

境的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 , 当地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 , 现在比过去喝更

多的酒 , 吃更多的工业加工食品 他们把这些工业生产的食品和饮料称作垃圾食

品 , 认为放弃传统饮食习惯可能是影响健康的原因之一 此外各种药用植物的减少,

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尽管原来当地人很少食用雪莲花或冬虫夏草 , 但是

这些植物都在自然界中生长 , 它们的成分会散布在空气或水中, 进而改善当地人的

健康 但是随着这些植物被采伐殆尽 , 空气和水中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成分在减少,

人们的健康自然会受到影响, 所以一年前全村开会决定 , 不允许在村子周边采药材 ,

偏远高山地区的雪莲花和冬虫夏草也要控制采集 于是出现了我们一进村时看到的



景象 , 遍地长满了药材却无人采集

雪达村的人为什么不采药了, 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生长的药材比钱更重要 , 尽管

采集药材可以换成钱 , 但是钱并不能买来健康

二 久农的农民为什么不去打工

久农也是江波村的一个村民组 住在久农两天 , 发现这里与内地农村不同 内

地的农村已久不见年轻人 , 而在久农村里却有许多年轻人 久农是一个半农半牧的

村庄 , 牲畜是季节性轮牧 , 农田收割以后, 就把牲畜从高山上赶回来 , 在村庄周边的

草地和收割过的农田上采食;等到春季的时候 , 再把牲畜都赶到远离村庄的高山地

区放牧 我们到达久农的时候已经是初冬季节 , 牲畜已经从高山回到村庄 每天早晨

看到村民将牲畜赶出家门 , 沿着山间的小路去放牧 , 晚上又将放牧一天的牲畜赶回

家 , 早晨和晚上都可以听到挂在牲畜脖子上的铃声叮当, 让人感叹, 这是多么和谐的

田园风光

一天早晨 , 看到一位年轻的牧人在偎桑, 我终于忍不住把想了几天的问题抛了

出来 , 这么多年轻人 , 土地面积也不大 , 你们为什么不出去打工?

不出去打工 , 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钱 他们的多数消费品也是用钱买来

的 , 这里每家都通上了电, 有电视 电冰柜 电饭锅等一应电器 , 有啤酒 饮料等外

来的商品 , 甚至冰柜里的肉有许多也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 手机已经普及 , 大多数家

庭都有摩托车 , 还有一些家庭有汽车 , 这些都是要用钱买的

不出去打工 , 也不是因为这里的土地面积广阔或牲畜数量众多, 缺乏劳动力

因为这里是山区, 所以每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 , 每人的土地面积不过2一3亩 , 有10

头耗牛就算是牲畜比较多的家庭了 他们也不缺乏劳动力, 因为每年除了挖虫草和

捡松茸的两个月需要全部住在高山地区比较辛苦以外, 其他时间大多数人还是很悠

闲的 当然也不是他们的收入很高 , 不需要去增加收入 比较当地的物价水平 , 村民

的收入其实并不很高

那个年轻的牧人回答得很简单 , 为什么要去打工? 每年挖虫草 捡松茸 农业

和畜牧业加在一起 , 收入有2一3万元 , 已经够家庭 日常开支了 外出打工 , 也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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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更多的收入 , 可是工作很辛苦, 生活并不会快乐

在这里 , 也有一些年轻的村民外出 , 但是与其说他们是去打工 , 倒不如说是去

游玩 一些年轻人觉得村庄的生活有些单调 , 便到香格里拉的旅游点表演舞蹈或唱

歌 , 家里也认为他们只是出去玩 , 从来没有寄希望他们给家里带回钱来 等到他们

在外来有了一番经历, 还会回到家里种田养畜 不仅在久农是这样 , 在德钦的大部

分地区也都是这样

久农的村民为什么不外出打工? 因为他们得天独厚 , 有一片可以养育他们的自

然环境 , 这片土地的出产, 包括谷物 牲畜 , 以及天然药用植物使他们有了基本的收

入 , 可以过着比较安稳的日子;还因为他们拥有平和的心态 , 他们并不想成为富人 ,

拥有很多资源 , 他们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在这些表象之后 , 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单

纯提高收入并不意味着幸福 , 幸福比收入更重要

三 明永的村庄为什么不再扩大

在被当地人称为卡瓦博格而外面人称之为梅里雪山的地方 , 有两个村庄非常有

名, 一个是雨崩村 , 那里有吸引人的瀑布;另外一个是明永 , 因为明永冰月]而著名

由于明永冰川被开发成旅游区, 所以必须购买景区的门票才能进入明永 进入大门

以后 , 旅游区的入口处停放了许多旅游车辆 , 尽管已经过了黄金周, 但是来旅游的人

仍然很多 躲过旅游团队 , 进入到真正的村庄 这里的房子虽然明显大一些 , 但是

已经远离了旅游喧嚣 看到背柴的妇女 , 喂牛的孩子和饮酒的老人 , 知道这里还是

原来的农村

当然旅游开发的效益还是 随处可见 原来明永是一个比较贫困的村庄, 地处澜

沧江的河谷地带 , 没有高山可供放牧 , 土地面积比较狭窄 , 而且澜沧江河谷比较干

旱 , 单纯依靠农业使得明永村民比较江波的村民更贫困 但是在明永冰川被旅游开

发以后 , 村民依靠给游客牵马上冰川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旅游开发之初, 每家有

2匹马 , 现在每家有4匹马, 依靠牵马, 每家每年可以有至少10 万元的收入 牵马是村

民的主要收入 , 村里统一规定 , 每家马的数量一样多, 所以每家牵马获得的收入也

完全一样



我们在村内闲逛 , 可以进出任何家庭 , 即使不认识 , 打个招呼 , 进到家里也有

酥油茶和米酒招待 这里仍然是农村 扎西被景区雇去收门票 , 在这之前他做了很

多年的村长 , 他详细地回忆当初怎么向县委争取修路的计划 , 并在通路以后开发旅

游 , 使一个贫困村子发展成与周边相比较为富裕的村庄

谈到村里牵马机会的分配和土地承包 , 扎西说早在20 多年前村里就规定全村

的农户数量不能增加 当年全村有51 户人家 , 现在仍然是51 户 家庭的子女长大以

后 , 只能一个人(通常是家里的长子)继承家产, 其他的子女只能出嫁 即使全家只

有兄弟两人 , 没有继承家产的兄弟也要出嫁到别的家庭 在制定了这条村规民约以

后 , 村民也接受了计划生育的政策 , 按照村民的说法 , 现在全村每个家庭都只有两个

孩子

当年之所以制定了农户数量不再增加的原则 , 是因为他们认为村庄内的资源是

有限的 , 如果不加以限制 , 就会出现资源不足 即使在进行旅游开发以后 , 他们的收

入提高了, 生活富裕了, 他们也没有因此而认为资源可以是无限的 , 仍然保留了这个

传统 事实上 , 在德钦的许多村庄 , 人口增加的速度都比较缓慢 , 比如雪达村在10 多

年里 , 只增加了一户人家, 从洲个9户人家的小村发展为10户人家的小村

由于人们认为资源是有限的 , 而资源是供全体村民维持生计所必需的, 因此在

资源的分配上就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 村民认为把牵马的机会平均分配是很正常

的 不仅在明永村, 据说在雨崩村 , 牵马的机会也是平均分配的 , 甚至招待住宿客人

的机会也尽可能平均分配 在他们看来 , 他们之所以获得收入, 并不是个人努力的结

果 , 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特定的资源票赋 资源察赋是有限的 , 而且是属于全体村民

的 , 所以不能被少数人占有

正是上述这些村规民约的执行, 使德钦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 从上述三个故

事中可以体会到 , 生态文明的许多因素就存在于日常的生活中:

首先生态文明是尊重和顺应自然的 雪达村的村民在面对药用植物日益减少的

时候 , 他们的思路是如何通过减少采集从而保护这些植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 , 生态

文明与传统的发展观是对立的 在传统的发展观里, 人们会认为通过生产可以增加

供给 , 因此物质资源是无限的, 即使一种资源被消耗尽 , 也可以寻找到新的替代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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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所以发展的目标就是增长 据说在冬虫夏草的价格飞涨以后 , 有些机构在试验

人工栽培 ,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尽管增长极限的思想早已经由罗马俱乐部提出来 ,

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主流的发展战略 在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 忽视资源察赋

的有限性 , 因而出现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 需要重新回顾发展问题 , 认识到

保护资源的重要性

要保护资源 , 顺应自然 , 人类必须采取行动 应如何采取行动? 雪达村的故事

告诉我们的道理是 , 最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人 , 一旦认识到他们与自然的密切

关系 , 就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保护自然资源 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 往往将保护看

做是政府的事情 , 而将依赖当地资源生存的人看做是对环境的威胁 , 特别是将当地

人的传统生计方式看做是对自然的威胁 然而由政府主导的保护不仅成本高 , 而且

经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地人依赖自然资源生存 , 保护资源就是保护他们未来

的生计, 所以赋予他们权力, 他们就可能会采取保护行动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经常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 , 但是经常将某些外在表现

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 , 比如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收入等等 但是在久农的故事中却

可以看到 , 如果把这些指标看做发展的目的 , 其实是在损害人类的幸福 对于依赖

自然资源为生的人群 , 收入只是幸福的一个方面 , 当有了基本的收入以后, 他们更希

望有娱乐和休闲, 有传统的生活方式 , 而不是为了收入成为现代产业工人 所以发

展的目标在于使人们幸福 , 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文化中, 对幸福有着不同的

定义 , 所以发展的目标就要允许多样性 , 而不是以单一指标来规定发展

如果说发展的目标是幸福 , 消费需求也就有了限度 久农村的村民对他们现有

的两万多元的收入已经很满足 增加收入的目标可以是无限的 , 不管增加多少还会

向往更高的收入;消费欲望也可以是无限的 , 不管有多少消费品 , 人们还会去追求

在无限的追求中, 生活的本意可能反而丢失了 如果从生态的角度看, 人类要增加

满足感也可以通过降低物质欲望来实现 这也许与主流发展思路相违背, 但只有这

样 , 才能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提高幸福感 当然满足感并不是 安贫乐道 , 而是不

要被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压制了生活本来的意义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 , 还需要群体的行动 明

永村的村民恰恰是认识到了人类必须与环境相适应 , 所以才制定了村规民约 , 限制



人口的增长 当这种村规民约被村民接受 , 就会转化成村民自觉的行动

人们高度依赖自然资源 , 自然资源不仅需要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加以保护, 而且

也有平等的权利分享资源的收益, 因此应公平地分配自然资源 , 从而使全体成员从

中获益 权力和能力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分化 , 有权力掌握资源分配的人可能会占有

更多的资源 , 从而成为富人;有能力的人也可以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因为贡献大而

获得更多的份额 但是在这里 , 权力和能力都消弧了, 无论是有权力的人 , 有能力的

人 , 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 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接受大自然的馈赠, 从而保障了一个公平

的社会

上面的故事给予的启示是 , 在生态文明中, 一个社会应该是平等 自主和节制

的 平等就是成员具有共同的保护资源的义务和分享收益的权利;自主是说基层社

会可以采取集体行动以保护资源和分配收益;节制是说对自然的索取要有节制

(责任编辑 徐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