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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生态文化建设实现路径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along the Silk Road  
■文 / 李圆圆1  苏畅2  管璘1

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丝路”）一直被认为是由

长安出发，西北经河西走廊、西域中亚，然后进抵罗

马帝国的唯一一条中西交流线路，自古以来多民族

传统文化在这里交融集萃，丝路历史文化沉积厚重。

当前民族地区环境保护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更

多挑战。民族地区的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丝路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丝路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一）促进丝路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可持

续发展

站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高度，分析丝路民族地区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助于从理论

上深入挖掘丝路民族生态内涵与生态价值，紧紧抓住

民族地区生态发展的主题，关注丝路沿线民族地区的

生态现状与经济发展，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有效

地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促进健康、持续和协调发展，

围绕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问题，寻求

合理的动态平衡临近值。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观和

生态观，改善生态环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

有利环境保障。

（二）传递美好理念，增强丝路民族生态文化循

环

遵循现代生态文化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倡导健康

良性的生态文化，这是最为直接的阐明，环境友好、和

谐共生是生态文化循环的重要表现，生态文化科学发

展理念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这要求我们在增强生

态文化观念的同时，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这也有助

于为生态环境治理寻求有利的传统文化、制度和技术

资源上的有力支持，为构建可持续的丝路民族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提供理念与文化方面的参考。

（三）弘扬丝路民族精神，展现时代服务意识

丝路民族生态文化是关于民族生存环境的研究，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文化视角下的具体体现。

同时，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理念，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稳定，是为了

更好地提升生态保护和现代经济意识，保护生态物质

和历史文物，丰富生态文化内涵，建设稳定、和谐、共

融相生的社会。

二、丝路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
（一）健全丝路民族生态文化的管理体系

随着环境的污染，丝路民族地区美丽空灵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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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次被破坏消逝。生态环境被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

自然环境遭受污染，使人们不但会混淆真实的自然美

与人造的“自然美”，而且也无法了解最原始与最真诚

的真善美，这也就需要进一步对丝路沿线民族地区生

态文化进行更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建设。生态制度机

制提倡科学、低碳、绿色消费观。推进民族地区的生态

文明建设，构建民族生态文化体系，必须建立健全执

法监督和科学决策生态管理体系，完善民族生态文化

认知价值体系，建立健全各项环保法规制度，也必须

建立与丝路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完整环

保体系，并形成政府在各职能部门保护环境过程中合

理配合和相互协调的机制，丰富和完善环保监督体系

和机制。

（二）坚持引领丝路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随着人

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各种文化都要在实

践的过程中，找到符合自身文化发展的方向，不断吸

收、借鉴和融合。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

学习、渗透、吸收，在语言和文字上相互交流、借鉴，过

程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作品和双语人才。中国提

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

推动横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地区发展合作框架，符

合历史发展规律，也承担着传承和保护不同民族文化

的责任。同时，又必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更加关注和

保护这些民族的生态文化和历史，不断挖掘民族文化

发展的潜力，才能让它绿叶常青。

（三）完善丝路民族生态文化传承保护与建构

丝路各民族传统文化植根于乡土，其传承与创新

离不开文化传承场域的保护与续构。实现民族文化场

域的现代性建构，就必须以战略目标为引领，营造多

位一体的文化传承生态链。学校教育、村寨社会和家

庭教育，三者之间汇聚成联动共生的整体，家庭、社

会、机构等形成民族文化传承场域的多维延伸，发挥

育人的功能，才能增强传承者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从而获得文化生态空间可持续的力量保障。民

族学校的教育课程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关于生态保护

的内容，这也是把生态意识运用到当代教育理念的一

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并在法律、教育的指引下促进民

族的生态意识不断自觉化、传承化和道德化，而这些

都是影响生态文化体现的重要因素。

丝绸之路各民族文化线路无论是作为重新审视

人类遗产的新视野和新思维，抑或是作为文化遗产保

护的新类型和新方法，对保护自然的理论和实践都带

来重要的启示。民族生态文化只有与现代科学知识、

现代技术密切结合起来，才会发挥更大的价值。探究

丝路民族的生态文化研究轨迹，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走

向，有助于开阔视野，深入把握民族生态文化的内在

特点和规律，为后继生态文化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此外，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与国际绿色发展的趋势相

顺应，这与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相

契合，同时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保护环境

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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