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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四十亿年前第一批细菌与蓝藻出现在地球，生物多样性在漫长的生命演进历程中逐步形成。生物多样

性丧失是全球三大环境危机之一，如何采取有效行动应对生态危机是全球广泛关注的议题，云南作为我

国重要物种资源宝库和生态屏障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

护实践出发，从敬畏生命、共生共荣和取用有节三个方面简析其蕴含的生态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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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batch of bacteria and cyanobacteria appeared on Earth four billion years ago, biodi-
versity has gradually formed over the long course of life evolution. Biodiversity loss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how to take effective actions to address ecological cri-
ses is a widely concerned issue worldwide. Yunnan, as an important species resource treasure trove 
and ecological barrier in China,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ractice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and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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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ethics contained in it from three aspects: reverence for life, coexistence and prosper-
ity, and restraint in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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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多样性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国自 1992 年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一直积极践行着保护生物多样的义务，云南省

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的一个缩影，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地方实践经验和现实案例支持。 
(一)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1968 年，美国野生生物学家雷蒙德第一次在《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度》中首次提出生物多样性一词。

生物多样性即是指由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包含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

合体，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划分，生物多样性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二)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云南省被誉为我国的“基因宝库”和“动植物王国”，其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离不开云南省独有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 
云南全省共有生态系统类型 476 个，占我国生态系统类型的 60%，除沙漠和沼泽生态系统外，从热

带、亚热带的森林、灌丛到高山寒带的草甸、荒漠等均能在云南省内找到，囊括了地球上除海洋和沙漠

外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这离不开云南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特征，这对研究生物多样性及其

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云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生境条件，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物种数量高达全国物种数量的

50%，同时在云南的地理演化进程中，形成了多种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很多在其他区域濒临灭绝或已灭

绝的古老物种，都能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留存下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省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程度在我国位居榜首，同时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2012 年云

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2019 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了全国首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

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了一系列法制、行政、经济、技术、工程等措施。2021 年 10 月，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大会通过《昆明宣言》，取得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一系列成果，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深刻认同，也是对中国和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巨大肯定，对中国以及云南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24 年 5 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

(2024~2030)》新闻发布会，会上指出至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

至 2050 年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七彩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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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一) 敬畏生命与自然的内在价值 
“敬畏”，可写作“敬惮”，出自《管子·小匡》：“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

农”，具有“崇敬”和“畏惧”双重意义[1]。从这一释义出发，对生命的敬畏源自于对自身生命的渺小

和对未知事物的神秘感之中。 
敬畏生命一方面强调要尊重生命，另一方面强调要善待生命、将生命意志升华。生命因畏惧而得以

尊崇，人只有意识到生命的重要性才能油然而生出崇敬，从而切身去体悟和见证生命的最高价值。 
“亲爱的上帝，请保护和赐福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宁地休息”[2]阿尔贝特·史怀泽少

时在母亲互道晚安后用自己的祷词为生灵祈福。将敬畏生命的伦理关怀扩大到非人类物种之中，也就是

承认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即认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动植物物种都具有内在价值。除人类外的

动植物确有内在价值这一观点与“人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西方哲学理性传统并不相悖，人类是价值

的主体，是价值判断的评价实体。因此，人类可以对其他事物作出工具性的评价，即工具价值，人类也

可以对其他事物作出内在性的评价，即内在价值。非人类物种的内在价值付诸于行动，就是要求人类善

待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如同爱护人类一般，尊重每一物种的生命和生存的意义。 
(二) 楚雄彝族：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顺应自然，这是楚雄彝族先民在适应自然变更的漫长岁月中悟出的朴素真理，彝族毕摩经文《拯救

生命·波沙觉沙》认为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倚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庇佑[3]。人类依赖

于自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资料都来自于大自然，人类对林木的肆意砍伐，对渔兽的过度狩猎，无视规

律的生产活动，都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彝族人民看来，在满足生产生活实践需

要的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要符合自然规律。例如彝族人民将林木资源分为可砍伐林和禁止砍伐

林，并用风俗和宗教来实行严格管理，水源地附近的林木就属于禁止砍伐区域，其受到神灵的庇佑，是

神灵的化身。而可砍伐林区域的林木可以用来建造房屋和棺木，但仍旧禁止将大树整根伐倒。 
彝族人以万物皆有灵的看法出发，将道德关怀扩大至动植物范围，这一伦理观可以追溯到彝族的《劝

善经》中。在最早的刻版彝文《劝善经》中，就曾指出非人类物种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应该推爱及物，敬

畏生命，应该平等和关爱每一非人类物种，要做怜惜牲畜、野兽、禽鸟、昆虫等的善事[4]。万物的存在

和运转皆有其理，彝族先民依靠从生活实践中攫取的自然规律，又将这些自然规律运用到生产实践和资

源开发中，彝族人民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灵魂和生命，这是一种尊重万物、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完美诠释

了在人与自然打交道中的地位和作用。 

3. 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观 

(一) 共生共荣与生命共同体 
英国学者罗洛夫洛克借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大地女神之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盖

亚假说”，在这一假说中涵盖了洛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思，是现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依据之一。

在人与自然“共生”途中，必然就自然提出伦理思考，随之而来人类就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最佳状

态进行哲学探求，即共荣。生态伦理下的“共荣”强调的是自然也应如同人类一般先天然地共享生存和

发展的权利，人与自然休戚与共。这一哲学智慧让人类走出了究竟应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的

悖论之境，看到了一条新兴的生存发展之路。 
世界是整体的这一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赫拉克利特在《论自然界》中指出世界是包括

一切的整体[5]。从整体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把人类视为地球生物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态秩序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因此，人类在自然中并非先天地优于其他生物，人类在自然体系中的地位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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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并无差异，即我们共享一个地球，充分意识到这一概念也就能够使我们意识到人类与其他物种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 
(二) 红河哈尼族：共生共荣的生态伦理观 
哈尼梯田地区属于哀牢山山系，土壤种类多样。由于地形特点和对季风气候的阻拦，极易产生地形

雨，故而会形成“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的特殊现象。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红河州的独特地理环境不

仅给哈尼族人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气候，也造就了当地复杂的民族分布，梯田区域内共有 7 种民族世代聚

居，如傣族、哈尼族、苗族等，各个民族按海拔高低依势而居。云南红河州哈尼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过

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开秧门”即是哈尼族人对尊重自然、尊重梯田的恰当体现，在“开

秧门”活动时哈尼族寨子里的人都会穿上新衣来举行祭祀仪式，意在祈求风调雨顺、水稻丰产、感谢神

灵的庇佑。 
哈尼族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人–森–水–田”独具特色的高原生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通

过赋予森林以神的地位从而尊重和保护森林，森林提供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水源，而水源滋养了稻田，

稻田丰产的粮食又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哈尼族人。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居住观。而有什么

样的居住观，就决定了居住和环境之间处于何种伦理状态[6]。哈尼族人民同自身居住环境之间处于和谐、

共生、共荣的状态，哈尼族人世代生活在自然中，同时也身体力行热爱着自然，以自然之道养育万物之

生。 

4. 取用有节的生态伦理观 

(一) 取用有节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革新和发展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旨在满足各国人和各代际人的需要。发展

应是可持续的发展，只着眼于短期利益、不符合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发展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可持续发展的践行存在一个前提，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伦理观念的全面转变。践行可持续发展观

需要我们摒弃过时的、传统的发展观，以往人类对于发展存在两个普遍的误区：其一，自然资源可随意

取用，不存在枯竭的可能，环境的可承载度和有限度要为经济发展让步。其二，过度执着于人与人之间

的伦理问题，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伦理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前提下促进社会经济循环与发展。传统的发展

观只着眼于提升经济效益，大量掠夺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就促使人们反思发展的伦

理问题，发展不仅要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还需要关注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 
(二) 版纳橡胶：取用有节的生态伦理观 
西双版纳是我国第二大天然橡胶种植基地，橡胶产业是版纳的支柱型产业，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

资源。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全球三大生态危机之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与自

然关系的失衡尖锐化。而由于橡胶作物的不节制栽种导致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甚

至威胁到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安全，同时也对我国筑牢西南边陲地区生态安全屏障造成了负面影响。 
2014 年，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生态胶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稳步

推进环境友好型生态胶园建设，积极探索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发展新路线。人与自然同享地球

生态系统，并非是敌对的主客关系，因而将人类置于自然界之外的高塔并不可取，而应当将人与自然视

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审视。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摸索自然的道，自然也对受到的干扰作出或正或

负的反馈，而人类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认识自然和调试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 结语 

云南省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最为多彩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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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云南省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尊崇来源于对生活千百年的土地的热爱和对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朴素

愿望，愿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对践行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

美丽中国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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