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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哈尼族、傣族的生态审美意识在景观生态学领域的表现及

促使其产生该审美意识的成因，探讨行为主体的生态审美意识与自然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

在工程实践领域的意义。对哈尼族、傣族生态审美意识的研究将成为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性

研究。

关键词：哈尼族；傣族；生态审美意识；景观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TU986．1 文献标识码：A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e view of landscape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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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ecology to research the performance of Hani

people and Dai people§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n the area of landscape ecology，and the

prompting cause of th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the relationship and contact between the subject§eco—

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ts practical engineering significance

were discussed．The research on Hani people and Dai people奄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will

be basic research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diversit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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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审美是一种具有生态维度的审美观，是

生态文明的产物。生态审美与景观生态学有着交

集的部分，都在反复强调生态的整体观、生物的多

样性、生态的可持续性与审美欣赏的相互融合。

在云南诸多少数民族当中，哈尼族、傣族的生态审

美意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生

态审美意识是景观生态学与民族学学科之间的交

叉点。这种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生成发展的附着

在本民族传统和潜在于生产生活之中的哈尼族、

傣族生态审美意识，蕴含了生态保护意识、生态生

命意识以及持久发展的意识三大板块的内容。

1生态审美意识表现

1．1哈尼族生态审美意识表现

哈尼族主要聚居在滇南的红河州、西双版纳

州、普洱市、玉溪市等地区的红河、澜沧江沿岸和

无量山、哀牢山地带，人口约为125万，主要从事

农业。哈尼族的生态审美意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的内容来论述，一方面是物化层面，哈尼梯田是一

个典型的例子。如诗如歌的哈尼梯田是哈尼人尊

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结果，被称为“梯田文化”，因

为哈尼人知道梯田可以更好的适应当地的自然地

理环境，寨子旁边的密林，密林上方的云雾，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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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看不见的关系造就了哈尼梯田优美的大地景

观，这种文化形态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可以理解

为以哈尼族梯田的耕耘与同自然和谐为核心，表

现出哈尼人一种认识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

共融的意识，这种生态审美意识甚至扩展到与梯

田相关的民居建筑、节日庆典、人生礼仪、服饰以

及歌舞文化等一系列事项。梯田文化所表现出的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和谐共融，这种原始朴素的生

态审美意识是在社会生产劳动和历史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区域自然地理状况而产生的。

此外，哈尼人居住的蘑菇房是适应地域性自

然气候的结果，厚实的茅草顶可以快速的把雨水

排离掉，一栋栋住屋依山而建仿佛如自然生长的

蘑菇散落在群山绿树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大地景

观。有的哈尼人把住屋直接建在了溪流上，让山

泉从室内的灶台边流过，以便足不出户便可以获

取到天然的自来水。

哈尼族的生态审美意识甚至在其民族服饰上

都有所体现，哈尼族服饰的总体特征是以黑色为

基调，族内无论男女老少服装颜色均以黑色或青

蓝色为主，在他们的意识中黑色是融于大山森林

的色彩基调，是哈尼族生命的保护色m。在云南，

哈尼族的每一个支系就有一种衣着类型，但黑色

与银饰形成统一的审美观，其审美图案主要是表

示日月星晨、山川河流、自然花鸟和水族动物的影

子，充分体现了哈尼族融于自然及其以自然为主

体的生态审美意识，蕴含着深刻的服饰生态文化。

哈尼人的生态审美意识另外一方面是精神层

面上的内容具体可以表现为自觉地意识。朴素的

原始哲学告诉哈尼人身边的环境对自己的生存有

多么重要，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山上的树林，就不会

有常年不断的泉水，也就没有梯田的丰饶、美味的

食物和可供炭薪用的木材。在哈尼古歌《哈尼阿

培聪坡坡》中有“谁不住蘑菇房，谁就不是真正的

哈尼”一说，暗喻对自然的认知。哈尼族的这种生

态审美意识虽然从自身利益出发，但将人置于生

态体系中，并自觉的去维护每一个物种，合理且达

到了一个稳定的程度。

1．2傣族生态审美意识表现

傣族散居于云南的大部分地方，通常聚居于

大河流域、坝区和热带地区，人口约为126万，信

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傣族生态审美意识的表现也

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表述，一个层面表现在物化

层面上，另一个层面则是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在

物化层面上，傣族村寨的选址通常都是在有山川

河流、粮田和阳光充足、土壤肥沃、道路方便、地质

条件好的地方，并且要保证在村寨周围都有果树

和林木，家家户户都有花园和果园。正是因为传

统情趣爱好，所以使得傣寨所处的景观环境都有

山环水绕、翠绿掩映、鸟语花香之景色。作为傣族

居住的傣家竹楼通风透气，不但适应热带地区炎

热潮湿的气候，而且质朴自然、方便实用。西双版

纳自治州傣族的干栏式建筑通常临水而建，在明

代景泰朝的《云南图经志书》第四卷有载：“其地下

潦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以居，间晨至

夕，濒俗于水中。”这也正是从物化层面上表现出

了傣族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情

趣，造就了优良的景观生态环境。

傣族在精神层面上的生态审美意识深深地存

在于傣族的传说故事、文化艺术当中，傣族民间文

学中所宣扬的哲学思想是：“没有树，就没有水，没

有水，就没有田”、“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傣

家有句名谚“男人爱种树，女人爱戴花”，说明了爱

护植物的传统道德观已经深人人心并演化为一种

对美好环境向往的审美情感。在傣族民间传说

中，傣族的祖先们曾经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一份

遗嘱，强调保护水源和森林的重要性，教育子孙后

代保护水源比堆积金银财宝还要重要，这个遗嘱

被称为“允门遗嘱”，在傣族民间传说中有很重要

的地位12j。世世代代的传承与教化，使这种生态

审美意识深深地扎根于傣家人的心理，并逐步变

成一种自觉地行为。

傣族的民间工艺所用的各种材质绝大多数都

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傣族地区盛产竹子，傣

族善于利用竹这种天然材料来创造生活，因此，傣

族的竹编工艺发达并且精湛，这就是他们适应自

然、基于自然的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与他们生

活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也是他们利用自然

资源以丰富生活、创造文化的反映‘3。。在此基础

上产生出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是

人与自然和谐、美美与共的体现。同时，凝结在工

艺制品上的各种装饰纹样、图案、色彩也绝非为没

有根据的凭空想像，究其根源均出自于傣族人身边

的生活环境，他们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场景、大自

然美景、动物植物的形态，进行艺术创造，将附着在

工艺制品上的审美意识随着艺术品本身传达给了

民族艺术欣赏者。在傣族人的眼中，这种生态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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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被浓缩成了艺术创造，这是发自主体本身的行

为特征，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具体体现。

傣族人生态审美意识在文化方面表现在许多

的传统诗歌、理论经典当中，例如《哇雷麻约甘哈

傣》、《美人城》、《娥并与桑洛》等文学艺术作品，

均是从生态美的角度描绘了傣族人生活和居住的

环境，傣族人将生态审美意识的流露和表达，充分

体现了这些恬静，清幽、柔美的诗歌中，这些文学

作品世世代代的流传，除了文学作品本身所表达

的意义之外，更逐步塑造起了傣族人的生态审美

意识，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诲在生态审美意

识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2生态审美意识产生原因

追究哈尼族生态审美意识的成因，第一点要

讲的是历史性，梯田文化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哈尼

族的发展史，也是生态审美意识的形成史。优美

的梯田景观是生产劳动经验的积累，是哈尼人生

存发展的见证，是景观生态研究的典型；第二点就

是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例如哈尼族梯田，从古到今

始终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大系统，并且直到今

天哈尼梯田仍然是哈尼族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

根本；再次，哈尼族关于人居环境选择、生态保护、

社会结构、水资源利用、生产管理等方面创造的独

特方式和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也造就了

哈尼族朴素的生态审美意识。

另外，哈尼族所生活的环境造就了哈尼人独

特的生态审美意识，比如哈尼梯田与自然环境的

紧密结合使得梯田内形成了森林一村寨一梯田一

江河水系四度同构的生态体系，这一点生动的体

现了哈尼族生态审美意识以及生产实践活动的科

学性。哈尼族生态审美意识的产生与其稻作经济

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稻作经济生产方

式要求哈尼人与自然进行协调，由此产生了梯田

这种种植方式，并且通过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元素

的平衡与稳定，使生态资源不断再生和循环以求

达到粮食的可持续生产。

傣族本身所具有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生命

意识．是产生生态审美意识的直接来源，傣族人意

识里认为人和生态的关系顺序应该是林、水、田、

粮、人，他们认为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的家

园，他们要通过共同起誓和制订乡规民约来禁止

乱砍滥伐森林和严重破坏周围生活生产环境的行

为，禁止任何人到水源头砍伐水源林或在水源头

进行污染的活动，例如傣族生活用的燃料和建筑

用材，通常情况先都是用自家种的铁刀木和龙竹

这两种速生植物，实在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

要到山中取材，并且还要得到寨子里的同意‘4 J。

傣族从长远利益出发的这种生态保护意识，从一

定程度上既能够遏制人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贪婪

的掠夺又能够促成相对超功利的生态审美意识的

产生。在傣族的家庭教育中，家长会跟孩子们首

先要讲的就是农业生态的问题，其次才讲传统的

道德、法律和如何做人方面的问题，这种说教是生

态审美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传播和普及的一种重

要方式，正是这种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所以生态

的观念在傣族人的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

同哈尼族生态审美意识产生的原因一样，傣

族的生态审美意识其产生也有历史性的一面，据

傣族历史文献记戴，傣族原本居住于金沙江、澜沧

江和怒江上游一带。后来，因为当地自然条件较

差和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被迫南迁。这些曾经

居住在澜沧江上游的傣族先民凭借自然条件的优

越，曾使用“象耕”，建立过“勐兰掌”但由于后来

人口剧增导致的生态环境压力过重，以至于自然

资源日渐匮乏而被迫迁徙。历史告诉傣族人身边

的生态环境对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关

系，正是如此形成傣族人根深蒂固的生态保护意

识、生态生命意识和生态审美意识。另外，傣族悠

久的稻作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其农耕经济不断持续

的发展，农耕经济要不断发展这就对生态环境的

要求和需求比较高，而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傣族

定居生活和农耕文明就无法继续下去，基于这一

点傣族生态审美意识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3生态审美意识的景观生态学体现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来讲生态审美意识是重

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哈尼族傣族生

态审美意识的研究分析，我们得知：基于生态审美

的审美体验是可以被感知的，是理性的，一个地区

的审美魅力与它所呈现出的外在的颜色和形态没

有多大的关系，与该地区如画般的风景根本无关，

但是与该地区的生物进化和演变过程的完整性有

关，而这些完整性反映了这个地区景观生态的

状况。

景观生态学理论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

生存的基础，因此，景观生态学要求通过流动和过

程的研究来保护整个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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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哈尼族傣族生态审美意识有着共同的出发点。

哈尼族、傣族的生态审美意识和景观生态学理论尽

管一个处于工程实践领域，另一个处于意识形态领

域，但是这种强调以无机环境为基础，以生物为中

心，以人类为主导，正确处理天、地、人、文的相互关

系，合理调控现有景观生态系统与建造的景观生态

系统的态度和动机是他们共同的交汇点，这也正是

生态审美意识中“生态”概念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云

南依据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资源、民族资源，在旅

游业的发展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哈尼族、傣族

的聚居地成为旅游的热点，比如元阳梯田、版纳风

情旅游等，大部分地区是将原汁原味的生态自然

风貌展现给前来光顾的游客，与此同时也是生态

审美意识有利的说教。哈尼族、傣族地区生态区

域的健康性和多样性使当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呈现出正常的态势，不断产生可持续性的价值，

这种可持续性的价值是双层次的，一方面生态资

源不断再生和循环可以产生可持续性的价值，另

一方面作为旅游资源也会不断的产生价值一。哈

尼族梯田景观是农业文明阶段的产物，在农业文

明阶段人与自然已发展成一种竞生关系，稻作的

经济生产方式要求哈尼人处理好水、稻田、地形之

间的关系，并且要防虫害，针对这一点对水源的涵

养、野生鸟类的保护，在这种耕作方式中显得尤为

重要，从思维逻辑上来讲是生态审美意识的作用。

傣族经过了数百年的经验积累，已经构成了内容

丰富的高效利用热带雨林、山地森林生态资源的

经济生产模式以及强调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的民

族传统文化。时至今日，这种传统文化形式依旧

在当地充满活力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生态审美包含了四个方面

的要素，这一点可以从哈尼族、傣族的分析中看

出，即个人、景观、人与景观的相互关系、人与景观

相互影响的结果及好处四部分内容。个人通过参

与生物活动获取对自然的认知，进而结合自然形

成了多模态、发散的且具有动态的活力的、变化的

自然景观，这个结果是人通过主动参与和体验并

与自然景观对话来实现的，哈尼人的梯田、蘑菇

房，傣族的傣家竹楼，花园和果园都能说明这一

点。哈尼族、傣族与自然景观生态互动的结果和

好处就是对自然的理解和人的愉悦，获得了生态

审美意识、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继而达到了长期

的、持续的效果。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能够帮助

人们理解和欣赏周围的环境，体验性地与生态环

境直接地交流和接触能够激发人们采取积极地行

动去保护生态环境。

通过哈尼族、傣族生态审美意识的分析，生态

审美意识要求重新定义人们“观赏”景观时的态度

以及人们在景观中的位置，要考虑生态的完整性。

在生态审美中，人们通过了解景观以及该景观生

态意义上的“健康性”，间接体验到预约的感受帕J。

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从风景审美转移到生态审美

时，我们“观赏”的景观也会变化。风景中那些生

动的、视觉的要素赋予人们审美的愉悦感，但是生

态系统中那些微妙的、普通的景观也具有美感，这

些美需要挖掘他们更深层的特质，景观的视觉特

性之外的其他特性和动态变化比静态的景观本身

更有意义。生态审美要求我们主动地参与景观体

验过程中，而不是被动地把景观当做静态的一幅

画或其他艺术形式，而是要把它联想成富有生机

的景观一j。比如说我们欣赏元阳梯田的美景时，

我们所能感受到不仅仅是眼前这一片土地，在这

种有着合理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背后，深层次的关

系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这方土地，参与其中的我

们会体验到这种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正是系统内

部元素之间合理的协调、运转才会将眼前的富有

生态的大地景观呈现到我们的面前，尽管我们看

不见这些微妙的变化。带着生态审美的观点举一

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一片池塘或水

域，养殖鱼群和种植水生植物可以提升生物平衡

从而保持净水的纯净，而植物需要在光照的情况

下对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以促进生长，光合作

用可以向水中释放氧气，并通过植物间的竞争减

少藻类等低等植物，而氧气又可使水更清澈并有

利于鱼类生长，鱼类反过来又可以促进植物生长，

减少虫类并为光合作用提供适量的二氧化碳。8。。

哈尼族、傣族独特的区域文化历史证明具有

生态审美意的民族生产经济活动对于民族地区景

观生态系统的构建和维系有着重要意义。生态审

美可以让我们更透彻的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景

观生态。这种思维方式在哈尼族傣族人的眼里不

仅仅是经验的积累，更是人与景观的相互影响，相

互“对话”的结果，这样能够帮助人类了解自身以

及周遭的景观环境。哈尼族、傣族生态审美意识

得以形成的经验向我们表明的就是：维护生态平

衡，创造良好的景观生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其实就是保护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年

4结诘

从哈尼族、傣族的生态审美意识可以看出，人

对待自然的态度反映出了他应付环境的能力和生

活方式，这种态度不是静态的，它随着自然和人自

身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正是有了哈尼族、傣族的

生态审美意识，才会有当地生物的多样性、当地生

态的可持续性这些景观生态学上的表现。传统经

验所蕴含的科学精神，造就了哈尼族、傣族朴素的

生态审美意识，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正是经

验中这种对生态的科学性的存在，才使哈尼族、傣

族聚居地景观生态一直维持着稳定的状态。生态

审美意识的形成和维系要靠教育和感染等“内塑”

或“内化”途径来实现。所以对哈尼族傣族生态审

美意识的研究结合景观生态区域的划分、景观空

问格局变化的研究以及景观生态干扰的研究，都

将成为多样性保护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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