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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与优化人文生态 *a

—以青海发展教育的人文生态为例
王　宁

摘　要：我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拥有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民族

众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在高原地区发展教育事业，要吸收跨

文化、跨学科的人文成果，优化人文生态建设；要吸收社会学关于消

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的研究成果，以便对人文生态的优化作出规划；

要吸收历史学关于某地区、某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和规律的探讨，以

便对现有人文生态要素存在的原因和发展的趋势有理性的认识，寻求

人文生态向有利因素发展的正确途径；要从文艺作品中探查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追求和愿望，有效地激发生态环境中的人群奋

起改变环境；也要从民俗学的研究中探讨破除不良积习的方法，同时

寻找符合人们生活习惯的管理办法，建立必要的制度来维护人文环境

的健康发展，等等。

关键词：青海　高原科学　人文生态　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

我国西北地区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与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相

比，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与高原自然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例

如青海，位居长江、黄河发源地，民族众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

 *　此文原为作者于 2019 年 7 月  在青海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

的特邀发言稿，曾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以《高原的人文生态与教育发展》为题在 2020 年第

2 期发表。此次征得作者本人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意重刊，并对标题略作修改。

我们希望借助此文引起对西部高校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关注，进一步提升对作者呼吁的问题

的重视程度，在西部高校的高原与多民族地区优化人文生态建设，并加强这方面的教学研究与

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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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在我国西部地区，它既具独特性，又有典型性。从实际情况出

发，牢固树立“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护好源头，确保一江清水

向东流，建好“三江源生态保护区”，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是从国家大局出发、也是从青海实际出发的战略决策。a由青海的

发展引发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生态环境中的人文生态的

作用。

人文生态的概念及内涵

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是以研究生物个体生存环境为主要

目标的学问。生态环境一般是指与生物生存繁衍相关的各种自然要

素的总和，所以“生态学”在严格的学科结构中属于生物学研究领

域。20 世纪 80 年代到21 世纪初始，“生态”和“生态环境”的概念

进入了普及领域，一部分有关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

资源等知识，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之后，“生态”产生了一个重要话

题，专门指向人类自身，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生态，因

而，生态环境就必然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b广义的生态

系统是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数量与质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

总称。

人们从海量的事实中认识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

境”在可见的江河、土地、生物、气候等自然要素之中，一定会融入

人的习俗、观念、规范、准则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这些

潜在的人文因素与自然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更为复杂的生

态系统。基于这个认识，产生了“人文生态”的概念，有些地方也

a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话，对青海生态保护提出了如是要求。

b　曾繁仁著《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 年）中所说的“生态美学”，资华筠、王宁著《舞

蹈生态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年）等书中所说的“舞蹈生态”，其中的“生态”概念的含义，

都出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两个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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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生态文化”a。人文生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指的是生存

在自然界的人群自身建构的、给予其他人的影响及这些影响的强度。

另一方面指的是人群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所起作用的强度。

从人文生态的内容看，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是相互作用很难截然分

开的。

“人文生态”具有层次性：

它的表层表现为承载着人文生态内涵的物质实体。例如：绿色有

机食品、绿色建材、生态建筑等。表层的人文生态以很高的速度影响

了习俗与生存方式的外在变化：回归自然的休闲旅游、生态文化节

庆活动，住宅向山中与水边的外迁，产业更新，市场转型，谋生方

式增加新的内容等，它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直接要求，也使生态意

识产生广泛的影响。所有这些表现引发大众传播、媒体宣传的介入，

也引发新的故事和人生体验，使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无处不纠葛在

一起。

它的中层表现为人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带给人的影响，这些影响的

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条件、人际关系等等。国家、地区、部门或

经济实体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定、纪律等管理体制。

管理层面的工作，会马上辐射到其他生态环境中，成为优化或弱化甚

至劣化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特殊要素。这些人文生态环境直接对自

然环境的保护和优化有制约作用，应当说，人文生态对人的生存和发

展在某种意义上比自然生态更为重要。

人文生态的深层，表现为精神层面的内在价值观与使命感。自然

灾害带来的人生悲剧、改造自然涌现的英雄事迹、观察各种现象的丰

富联想、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智慧，积淀了人的时代价值观和社会使

a　“生态文化”的概念有一定局限，这个名称过于广泛，难以进入一定的术语关系。“人文生态”

在构词上更为优化：“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构成并列关系，在内容上也有互补关系，可

以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人文与社会因素直接纳入科学范围内，逐步发展为社会学或生

态学的一个命题甚至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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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这种价值观和使命感又反馈到自然生态的保护和改造当中，形

成一种循环的链条，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已经难以完全分割。有人认

为，生态环境是外在的，而人的精神层面是内在的，不应当将这一部

分要素称为“环境”。这个看法是从表面看问题，要知道，在同一个生

存共同体中的人群，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人文素养是互为环境的。对于

自己来说，是内在的，对于他人和社会来说，是外在的。

优化人文生态的重要意义

对自然生态来说，主要是保护，让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生态条件不

要被破坏，保护自然生态当然包括改造大自然，但有些自然条件是不

能随便改动的，人对自然不能不改造，但也不能不适应。保护自然生

态、改造自然条件、适应自然环境，都需要优化人文生态。

优化人文生态需要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例如：它需要吸收

社会学关于消极因素向积极因素转化的研究成果，以便对人文生态的

优化作出规划。它需要吸收历史学关于某地区、某民族发展的历史事

实和规律的探讨，以便对现有人文生态要素存在的原因和发展的趋势

有理性的认识，寻求人文生态向有利因素发展的正确途径。它需要从

文艺作品中探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追求和愿望，有效

地激发生态环境中的人群奋起改变环境。它也要从民俗学的研究中探

讨破除不良积习的方法，同时寻找符合人们生活习惯的管理办法，建

立必要的制度来维护人文环境的健康发展等等。这些年，人们根据自

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密切关系，正 在寻求一种用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

任务和成就互相测算的方法来观察一个地区的总体发展速度和质量，

这种研究还不是很成熟，但可以看出，改变自然环境与改变人文环境

的相互关系，正在科学地被验证。

发展教育是优化人文生态的基础工作。要想让自然生态的保护与

改造的质量和速度增长，必须使人文生态的建设加快速度、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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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文生态的建设关键在人，表现为人的生态保护意识，改造环境的

创造精神，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产生矛盾时的抉择倾向，审美

鉴赏力与是非分辨力，享受生活与回报社会的同步思考，克服困难的

勇敢精神等等。这些素养的培养在短期内难以用数据和外在的形态衡

量，所以是潜在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人文生态的建设主要是人的综合素养的养成和提升，基础教育是

培养这种素养的基石。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在适应新的时代加紧改革的

步伐，从知识型、技能型的人才培养，发展为以综合素质带动知识、

技能的人才培养。人才的竞争成为国际和国内不同地域竞争的软实力，

在 21 世纪，中国能否真正变强，决定于教育能否真正适应这个瞬息万

变的时代。

从青海教育的发展看人文生态的优化

怎样衡量教育发展的成果？怎样以教育发展来衡量人文生态的优

化程度？的确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地以学校的多少、学生的多

少和升学率来看教育的发展，以教育发展的绝对量化值来看问题，这

些指数是有一定片面性的。以更多的数据、立体化地测算教育发展的

数量和质量，必须考虑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综合的优化程度。因为，

很多潜在的因素，又是不能用绝对数量来估算的。我们常常把居于长

江、黄河上游的高原地区算作教育落后的地区，甚至对这些地区的教

育发展不再给予更多的关注，对这些地区发展教育的人文生态中的潜

在因素更是视而不见，认为这些地区的自然生态是限制教育发展的主

要原因。这些认识果然正确吗？

教育事业是在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综合的生态系统中发展起来的。

以青海省普通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为例。根据 2017 年的统计，西北 5

省的普通高中及教师数，以及高考录取分数线的统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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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西北5省普通高中情况统计表

高校本科 高校专科 普通高中 高中教师数
高考分数线

（平均录取率）

陕西 57 所 38 所 473 所 5.7 万 518/468（13.69）

甘肃 22 所 27 所 381 所 4.57 万 519/366（7.6）

青海 4 所 8 所 101 所 0.9 万 488/407（17.23）

宁夏 8 所 11 所 65 所 1.13 万 538/457（17.90）

新疆 18 所 36 所 355 所 4.45 万 510/450（12.86）

从这个统计看，青海的录取分数线排在第五，而普通高中的数量

排在第四。从数量的绝对值比较，我们可以认定青海教育赶不上陕甘

宁新地区的发展。但是，如果从人文生态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数据。可

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青海处于西部高原的尽端，全省实际所辖的面积是1047749.2539

平方千米，在西北地区面积居第 2 位，但地表表面积仅有 729119.65 平

方千米。在这广袤的土地上，竟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地区是山区。祁连

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唐古拉山等山脉横亘境内，平均海拔

达到 4058.40 米。即使地处东部的省会西宁，海拔都达到 2300 米，由

于地势高、气压低，与黄河中游平原地区比，缺氧24%。除多山外，

峡谷、盆地遍布，湖泊众多，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a以普

通高中为例，仅以青海和宁夏相比。青海的普通高中101 所，宁夏只

有它的 60%（101∶65）。青海的面积大约是宁夏的 12 倍（72∶6），人

口则比宁夏约少 80 万人（603∶681），也就是说，在学生数量偏少的情

况下，青海 101 所普通高中，分布在 72.3 万平方公里上，宁夏 65 所普

通高中分布在 6.5 万平方公里上。这还不能说明青海高中平均的办学密

度和规模是远远小于宁夏的。青海有较多地区不宜居住，人口相当分

a　以上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 2018》及青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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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每一个聚居地的人口数量大都偏少，聚居地与聚居地之间的距离

也较大。再加上地势复杂，选择一个可以提供给周边的最佳校址，非

常不易。一旦学校建成，学生的上学路程要比其他省区远得多，有些

地方还要翻山越岭、涉河绕湖、穿过森林，想修一条可以行车的路都

很困难。更不要说与陕、甘这些省份比较了。这就是说，不论是建校

还是办学，自然生态对于青海的教育发展相当不利，而且有些条件是

很难在短时间改变的。

如果仅仅从自然生态对教育发展的影响看，从那些绝对的量化数

据看，青海的教育可谓“落后”，但是，从条件与成效的比价看，从发

展教育的人文生态看，青海的教育却有它先进的一面，它并没有落后。

除了国家给予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在深层的人文生

态上，有些潜在的因素是必须考虑到的。

首先是普通民众对受教育的渴求。青海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交

通不便，各种信息比较闭塞，但民众对教育的渴求非常强烈。20 世纪

50—60 年代国家展开全面扫盲期间，许多山区成人识字的普及工作一

直深入到 60 岁以上的老人。最短的时间大约 3 个月认识 500 字可以基

本脱盲。老人们早上坐在村口等报纸的场景，令人感动。那时的贫困

大队，多半在几县交界的峡谷或山顶地区，由于人口太少，无法建校，

凡是有识字的人去劳动，都会应家长的要求承担教孩子学文化的任务，

家长们将稍微平坦的斜坡或山顶的土地磨平，削尖树枝写字、作算术。

在农民收入极少的情况下，一个小队甚至大队凑钱送极少数大家认为

有前途的孩子去县里上学，是很平常的事。现在我国进入脱贫阶段，

这种对受教育的渴求，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人文生态，更应当看作优

化其他人文生态的动力，认真进行开发。

其次是青海教师高度的奉献精神。前面说到青海的自然生态环

境，这种条件使青海的老师承负更多的工作量，有些工作是内地和平

原地区难以想象的。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很多山区的小学老师要在上

学和放学时走十几里路来回接送学生。有些石坎坡度超过70 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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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师将孩子一个一个递上递下。青海牧区有很短小的内陆河，干

涸时如同平地，遇到暴雨或融雪季节，河道迅速形成，阻住学生上学

的去路，老师们要背着学生蹚水而过，否则只能停课。海拔4000 米以

上的牧区，有些终年大雪覆盖，雪深两尺是常有的，步行一里路费时

大约是走无雪平地 5—7 倍的时间，大雪封山时期，有些孩子是不能上

学的。在这样的地区，老师们的教学仍要进行，会有多大的难度可想

而知。随着改革开放及党和国家的有力政策，上述地区的问题局部得

以克服，但与内地和平原地区的差距，很难一时改变。如果没有老师

们坚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忠于教育的情怀，只顾让这样的省份用

一些不合理的指标去排队、比拼，用一些绝对数字去确定“先进、落

后”，人文生态中的那些潜在的因素必然会失去作用，甚至被遗忘，得

不到发扬，这绝不是一种优化人文生态积极的态度。

历史的传统也是必须列入潜在的深层人文生态中的。青海高等师

范教育，也是在极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发展的。1958 年，全国各省支

援青海。北京师范大学分配了81 名本科优秀毕业生到青海支援教育，

包括中文、数学、政教、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外语、教

育 10 个专业。他们大都是第一志愿要求分到青海的。这个支援大军

65% 分配到州县普通中学任教，35% 支援青海师专转型为青海师范学

院。青海师专于 1956 年成立，原有中文、数学和政教三个专科，北师

大的毕业生补齐了这 3 个专业原来师专所缺的本科课程，其他的 7 个专

业也在 3 年间陆续建系。例如，当时的物理系就是仅仅由北师大4 位毕

业生创建的。1964 年青海高校在停止发展后重新起步，1979 年“文革”

后青海师大第二次扩大办学，这批 1958 年分到州县中学的教师经过 20

年锻炼、积累丰厚，又大量从中学调至青海师大和教育管理部门工作。

这批北师大毕业生对发展边疆教育具有使命感，不计名利、不畏艰苦，

学术不断精进并敢于创新，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在青海工作的时

间距今未远，培养的教师遍布全省，这种精神在青海教育界的影响延

续到 21 世纪初。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教育情怀属于一种潜在的人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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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素，不去发扬而渐渐被遗忘，对发展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从青海教育发展的情况看，保护人文生态，优化人文生态，就是

看到人的作用，特别是看到人的精神作用。在建立评估制度和按量化

绝对值排名的时候，更不可忘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