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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旅游与生态文化有着必然的 、深层次的联系。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 是人改造自然的精

神力量,它以可持续性 、多样性为特点,运用系统 、整体的价值观和方法认识 、处理自然社会问题,其目

的在于构建 、维持 “协调”, 创造良好的自然 、社会环境 。生态文化将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生态

旅游是对生态文化的阐释与实践,从生态旅游发展历程和生态旅游主客体属性两个方面都渗透着生

态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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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化是新时期一种社会文化倾向 , 是人类对于

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关系的各种思想观念 。

回首过去 , 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 “原始文化 ”和以

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 “人本文化 ”都没有很好地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 。 在面对人类需要继续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反向作用矛盾日益突出的新世纪 ,

生态文化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 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更

高阶段 , 它将带来一种新文明 ———生态文明 。 人类将依

据 “生态文化 ”的价值观念来判定自己创造的文明程度

和发展方向 。 生态旅游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发展起来

的 , 它以生态文化为其价值标准 , 并以生态文化为其灵

魂 。 生态旅游是对生态文化的阐释 , 是生态文明的必然

趋势 。

1.生态文化研究综述

生态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相互

作用 。 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索 ,

早在中华文明起步伊始 , 古人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生态观

念 , 这些生态认识 、措施 、思想等共同构建起早期的生

态文化 , 此后历代对生态文化的研究继承并发展了先秦

诸子百家的成果 , 在实践中各朝各代也都设有专门官员

管理山林 , 并且出台了有关环境的法律以保护自然 、促

进生产 。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蕴含的这些

思想 、措施 、法令等虽不像现代这样完善和自成体系 ,

但他们都认识到人与自然密不可分 , 人类必须树立积极

的生态观念 , 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实现自我的

飞跃 。

生态文化在历史上受到关注 ,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的今天更加引人重视 。 当代学者对生态文化的研究在

继承和发展历史上生态思想的基础上 , 多从 “生态文化

概念 ” 、 “生态文化功用 ” 、 “生态文明 ” 、 “文化结构 ”等

角度对生态文化进行论述 。 袁国友 ( 2 001 )认为生态文

化尤其是广义的生态文化可以包含并用以揭示人类文

化发展史上的所有阶段 、所有类型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模

式 。 因为迄今为止的任何文化从本质上说都不过是人

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某种推演和表现 , 都属于生态文化

的基本范畴 。 刘思华 ( 200 2 )认为人类在对环境长期的

社会生态适应的过程中创造了生态文化 , 生态文化是人

类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一切以绿色植物为标志的文化 。

廖荣华 ( 20 02 )认为历史上朴素的 、潜在的生态意识和

生态文化一直融合在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之

中 。 随着工业文明带来生态危机 、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

究的深入 、环境意识的普及 , 可持续发展成为指导世界

各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战略 , 生态文化才作为现代文化

的基础层 , 成为现代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而日益凸现其

特有的价值 , 并与其他三种文化形态一起构成现代文化

体系 。 柴毅龙 ( 20 03 )认为广义的 “生态文化 ”是一种

价值观 , 或者也可说是一种文明观 。 人类将依据 “生态

文化 ”的价值观念来判定自己创造的文明程度和发展

方向 。 余谋昌 ( 2 005 )认为生态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 。

它的理论要求是确立自然价值论 , 它的实践要求是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 通过发展生态生产力 , 以及人

类文化的制度层次 、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的转变 ,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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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 郭家骥 ( 200 5 )认为生态文

化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在适应 、利用和改造环境及其被

环境所改造的过程中 , 在文化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发展过

程中所积累和形成的知识和经验 , 这些知识和经验就蕴

含和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宇宙观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

社会组织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之中 。

在生态文化结构 、内容的研究方面 , 多数学者 (余谋

昌 , 2 001;袁国友 , 200 1;廖荣华 , 20 02;柴毅龙 , 200 3;

白光润 , 2 003;颜京松等 , 20 04;郭家骥 , 200 5;)认为可

以从三方面概述:即物质生态文化 , 精神 (观念 )生态文

化和制度生态文化 。 生态文化在它的物质形态的层次

是人类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及消

费行为 , 以及有关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物质产品 (建

筑 、景观 、古迹 、艺术产品等 ) ;制度形态的生态文化如

环境问题进入政治结构 , 环境保护制度化 , 环境保护促

进社会关系的调整 , 并要求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生态

文化在它的精神形态的层次指人类行为及精神生活的

规范 (道德 、伦理 、信仰 、价值观等 )以及有关自然和人

文生态关系的精神产品 (文学 、音乐 、美术 、声像等 ) 。

笔者认为生态文化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化

中 , 在适应 、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生态观念 、生

态知识 、生态经验 。 最初这些生态性内容仅以 “单体 ”

形式出现 , 没有上升到系统的文化层面 , 随后这些知识

经验在漫长的历史演替中日积月累逐渐融入人们的思

想精神并形成生态观念 , 它又进入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并

积累成制度 、措施 、经验 , 它又外在地表现于人们的实

践 、服务于人民的生存并物化为各种成果 、风俗习惯

等 , 由此集结并以 “生态文化 ”统一的概念出现 , 生态文

化由此成为一种关注人与自然的文化 , 它以 “文化 ” 、

“智慧 ”的形式聚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 , 反过来又成

为人类可以利用的武器改造自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 ,

生态的许多理念依然显示出合理性并为人所用 , 生态文

化又成为解决社会 、经济 、环境等综合问题的一把钥

匙 。

2.生态文化的内涵

2.1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 , 是人改造自然的精神力量

生态文化以文化的形式固化 、传承人类认识自然 、

改造自然的优秀成果 , 它是人类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的

总结 。 在人与自然作用的历史长河中 , 生态文化总是以

无形的精神力量指导人类的生产生活 , 为人类改造自

然 、适应自然提供 “思想 ”武器 。 在过去的历史里 , “人

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仅仅关注人类的价值 , 认为自然是

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 , 对自然的价值没有给与足够的重

视 , 最终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自然资源枯竭 , 严重地阻

碍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 , 于是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

自然的关系 , 在肯定自身价值的基础上又肯定了自然本

体亦附有价值 , 把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整体进化发展

的观念指导人类实践成为生态文化基本的价值观 。

2.2生态文化以可持续性 、多样性为其特点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存在差异 , 而不同地域的

自然生态系统的差异性决定了人的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

和制度文化各不相同 。 此外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个阶段

都有对应的文化特质 , 体现不同的文明程度 , 生态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 不同发展阶段生态文化的

内容 、发展程度 、价值观都是不同的 , 因此生态文化是

多样性的文化 , 多样性的特点也体现出生态文化的包容

性 。 其次 , 生态文化是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 , 它有 “自

然生态循环利用 ”的内核 , 它要求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 , 积极保护生态环境 , 其实质就在于维护自然与社会

的共同发展 , 是一种基于未来的讲求循环利用的发展

观 。

2.3生态文化要求以系统 、整体的价值观和方法认识 、

处理自然社会问题

生态文化的价值观要求促进自然 、社会两大系统以

整体形式共同进步 , 它区别于 “人本文化 ”的地方就在

于将发展不仅仅归结于 “人 ”和 “经济 ”的单项进步 , 而

是以促进 “自然 ———社会 ———人 ”整体 、系统提升的观

念来理解发展 。 生态文化以可持续性为其特点 , 可持续

发展要求兼顾社会 、经济 、环境共同发展亦体现出整

体 、系统发展的重要性 。

2.4生态文化的目的是构建 、维持 “协调 ” , 创造良好的

自然 、社会环境

从古至今 , 人类始终依托于自然生息繁衍 , 自然为

人类提供基本的物质资料 , 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

生对人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 生

态文化强调自然环境的优化 , 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也就是夯实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基础 。 自然与

社会的 “协调 ”正是时代文化 ———生态文化追寻的目

标 。

2.5生态文化将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人类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时

代 , 这几个文明时代为人类留下了无数辉煌 , 同时也带

来了不少问题 。 新的历史时期 , 人类将在生态文化的指

引下继续文明的脚步 , 生态文明令人期待 。

3.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

生态文化渗透在生态旅游之中 , 生态旅游是对生态

文化的阐释 。 下面笔者就从生态旅游发展历程和生态

旅游主客体属性两个方面对生态旅游的生态文化内涵

进行表述 。

3.1生态旅游发展历程的生态文化内涵

追寻生态旅游发展的历程 , 无论是在生态旅游起源

阶段 , 还是生态旅游发展过程 , 又或是生态旅游一贯追

逐的目标体系都体现出生态文化的内涵 。

生态旅游起源于 2 0世纪 60、 7 0 年代 , 当时世界环

境运动正在兴起 , 人们开始反思工业社会的利弊 , “人

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受到广泛的批判 , 工业文明虽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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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改造 、征服自然的能力 , 却也导致环境与生态危

机 , 最终引起人与自然关系总体性危机 。 技术手段在保

护环境方面虽取得一些成绩 , 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

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危机 , 于是从转变人类的价值观 、

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中来

加以思考成为环境保护的新支点 。 人们开始重视 、重建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 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在更高水

平上的继续发展 , 真正建立人与自然 、经济 、社会共同

繁荣 、持续进步的新文明关系 。 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

背景之下 , 旅游业对资源环境的不利影响被发现 , 在生

态价值观盛行的 20 世纪中后期 , 提倡一种新的对自然

环境负责 、对社会负责的旅游方式便成为生态旅游萌芽

的起始 。 到 20世纪 80 年代 , “生态旅游 ”概念正式提

出 , 其后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兼顾环境保护与旅游发展的

理想模式受到欢迎和实践 。 生态旅游因 “环境 ”而起 、

因 “环境 ”而立 , 但是 “生态价值观 ”却是生态旅游兴起

的主要动因 。

20世纪 80、 9 0年代 , 生态旅游开始从纯粹的自然

领域走向社会领域 。 生态旅游向游客提供没有或很少

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 , 是对相对古

朴 、原始的自然区域的感知 , 同时也包含对当地历史 、

传统文化的理解 , 并且进一步强调 “使用的非消费性 ” 、

“保护 ” 、“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 ” 、“文化尊重 ”等要求 。

无论是 “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 ”还是 “文化尊重 ” , 其实

质是 “多样性 ”理念的演变 , 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不言

而喻 , 由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 , 维

护多样性能够提供选择的机会 , 提供创造的思维进而促

使生命 、文化延续 , 生态旅游肯定 “多样性 ”的价值 , 而

外在表现于对 “保护 ” 、“尊重 ”的强调;其次 , 生态旅游

开始关注社区居民及其利益实现 , 认为生态旅游应该寻

求居民的参与 , 促进当地居民参与经济的机会 , 维护当

地居民良好生活 。 从旅游体验以及当地文化环境树立

的角度看 , 旅游社区居民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正

是他们保留着当地最纯真 、最原始的习俗 , 也只有通过

他们才能获得深层次的文化体验 , 因此旅游社区居民是

旅游地不可缺少的文化因子 , 生态旅游关注社区居民的

参与及其利益实现 , 体现出生态旅游的人文关怀及生态

系统整体性的要求;再次 , 生态旅游是能够促进环境 、

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旅游战略 。 人们已经意识到旅游

业除经济效益之外还肩负着环境保护 、文化维持 、社会

文明等多重效益 , 仅仅强调经济效益的实现最终将阻碍

社会的全面进步 , 实现经济 、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 , 生态旅游上升为新的旅

游理念 。 最初生态旅游是作为一种旅游方式被提出来

的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生态旅游蕴含的新内涵已经深入

人心 , 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融合 、互化趋势也较为明

显 , 生态旅游被认为是对传统旅游思想的革新与提升 ,

它是一种全新的旅游理念 , 为旅游业提供了从研究到实

践 、从规划到建设 、从宣传到参与等各环节的可持续性

原则和标准 。 生态旅游上升为理念是生态文化价值观

泛化的体现 , 说明越来越多人们已经开始把 “绿色 ” 、

“生态 ” 、“健康 ”等要素作为衡量旅游发展的标准 , 生

态文化正在成为社会基本的衡量和判断指标 。

生态旅游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原则 , 其目标体系

较为宽泛 。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实现社会 、经济 、环境

三大效益协调发展 , 简而言之 , 这三大效益也是生态旅

游的发展目标 。 就以往的经验来看 , 以经济为中心的单

一发展目标没有重视环境和社会的发展 , 因而可以说是

一种 “局部 ”观念的文化 , 人们在一味地促进经济发展

之后又不得不回过头来为保护环境 、稳定社会秩序而付

出高昂的费用 , 因环境 、社会始终托着经济提高的后

腿 , 所以最终不但影响到经济本身的继续提高 , 而且又

因为没有正确的发展观和相应的投入而制约着环境与

社会的发展 , 我们始终算计着经济的发展最终却发现自

己长时间做着一笔亏本的买卖 , 追根溯源还是文化的导

向问题 。 生态文化蕴含 “生态系统 ”整体观念 , 重视局

部的发展 , 但是更加意识到系统整体进化才能促进长久

发展和质量提升 , 因而更加追求系统全面发展进步。 生

态旅游追求经济 、环境 、社会的协调发展 , 将生态旅游

放到经济 、环境 、社会整体发展中 , 并以生态文化作为

生态旅游发展的衡量标准和指导思想 , 提升了生态旅游

发展的层次 。

纵观生态旅游的发展历程 , 任何新鲜元素从纳入生

态旅游系统到最终的具体实施都具有积极的生态文化

价值 , 生态文化蕴含的价值观是这些新鲜因子孕育的源

泉 , 生态旅游是对生态文化的积极实践 。

3.2生态旅游主客体的生态文化内涵

人类回归自然的心理倾向是人类繁衍的共同特点 ,

这样的心理倾向在人类长久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积淀下

来并形成一种文化心理或文化动机 , 生态旅游者将此动

机外化在生态旅游选择 、参与中 , 形成具有生态性质的

行为倾向 , 因此可以说生态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是生态文

化的驱使 。 在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中 , 有学者提出的

“生态旅游者的环保意识 、环境教育 、文化尊重等 ”已经

有了生态文化的烙印 , 是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新发

展 。

生态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 “回归大自然 ” 的客

体 , 又是生态旅游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 生态旅游资

源 (无论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 )是脆弱的 , 多数资

源一旦遭到破坏几乎无法复原 , 所以对生态旅游资源从

开发 、经营到管理维护等一系列过程都有较高的 “保

护 ”要求 。 其次 , “环境 ”构建是生态旅游资源的显著特

点 , 这里的环境包含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两大部分 , 环

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 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科学技

术在环境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但是仅仅通过技

术力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 科学技术提供了方

法 , 但没有提供统一 、科学的价值观 , 它不能使所有的

人向着一致的方向持续走下去 , 最终分散了科学技术在

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力量和成果 , 不能达到环境建设的目

的 , 因此环境的建设首先需要统一 (下转第 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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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量 。 并运用综合工艺技术手段 , 显著提高和改善了

树脂的颗粒形态及粒度分布 。 具体结果如下:

( 1 )采取高油水比两阶段搅拌方案 , 在 ACSP使用浓

度为 1.54mol/t, VCM时 , 通过两次加入新型分散剂 , 显

著提高改善了树脂颗粒形态及其分布 。 分散剂加入总量

为单体的 0.03 ～ 0.04%。 聚合前期搅拌速度为 3 00r/

min, 正常搅拌速率为 25 0r/min。 油水比 1:1.5 ～ 1.5 5;

( 2 )投料和工艺方法为先投单体后投分散剂再投引

发剂 , 反应 2 ～ 2.5h加水稳压 。 改善了孔隙率 、表观密

度等 , 减少了 “快速粒子 ”, 提高了树脂塑化速度和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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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 1页 )的价值观 , 需要构建生态文化体系及其

价值观作为指导 , 辅以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才会取得

良好的成果 。 生态文化在生态旅游资源利用 、环境建设

中的价值排于首要 。

生态旅游业是连接生态旅游者及生态旅游资源的

媒介 , 它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 是生态文化选择的结

果 。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实现社会 、经济 、环境三大效

益协调发展 , 它否定传统的单一 “经济效益 ”统领发展

的模式 , 肯定并顺应人类对 “发展 ”的 “三个可持续性 ”

(经济 、社会 、自然 )的要求 , 重视自然和社会的协调与

共同发展 , 是生态学整体性 、系统性价值观的体现 。 这

样的观念已经成为人们分析问题的基本共识 , 它与当前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并上升到文化的层面

深入人心 , 最终以生态文化的统一概念指导实践 , 生态

旅游就是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双重思潮中发

展起来的 , 它摒弃了传统的以经济效益衡量旅游发展水

平的观念 , 要求实现旅游的社会 、经济 、环境综合效益 ,

是旅游行业对生态文化的积极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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