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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莽草原 灼灼文化：
探秘地球“皮肤”——草原

文 / 陈建伟

 “风从草原走过，吹散多少传说”。提起草原，

我们或许会想到铁蹄铮铮、骏马弯刀的游牧民族，

会想到苍凉悠远、余韵绵长的马头琴曲，还会想到

横跨欧亚、意欲征服世界的草原帝国……草原常会

带给人们无数豪迈甚至浪漫的想象，而真实的草原

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之一，

天然草原近 4 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 41.7%。草

原具有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碳释氧、

调节气候、养分固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

功能。人们把森林比喻为地球的“肺”，把湿地比

喻为地球的“肾”，把荒漠比喻为地球的“脾”。

草原是全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生态屏障，

在重要性和覆盖程度上可比喻为地球的“皮肤”。

莽原旷野
——一个极为特殊的生态系统

草原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因库。据资料

显示，我国草原拥有动植物物种 1.7 万有余。草原

生态系统生活着野牦牛、藏羚羊等超过 150 种珍稀

作者简介   陈建伟，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生态学与自然保护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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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有野生植物 9 700 多

种，已知的草原饲用植物有 6 300

多种。草原上的微生物、昆虫、

蜥蜴、鼠类、鼠兔、旱獭、草原

雕、鵟、隼、金雕兀鹫、黄羊、

草原狼等都是完美草原生态系统

的有机组成。草原里还有湖泊、

河流、湿地等，这些既是牲畜喝

水的地方，也是䴙䴘、野鸭、大

雁、天鹅、鹤等水禽迁徙停留取

食场所。狼和猛禽都可以制约黄

羊、旱獭、鼠类种群，以避免草

原鼠害发生。

长期以来，我国约 90% 的

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退化，

年均覆盖度低于 20% 的面积达

42.8%。尤其是近一段时期以来，

对草原的不合理利用导致草原

大面积退化，部分草原干化沙

化，养分固持作用减弱，涵养

水源能力丢失，生物多样性锐

原生态形势严峻，各种矛盾突出，

使得我国保护草原的任务十分艰

巨。实践证明，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乱下药方”的老路治

理草原行不通了，必须要从根本

上提高对草原的认识，治标又治

本才是新时代草原保护的必由之

路。国家提出了保护“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要实施“绿

色发展”的战略方针。由此出发，

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反思几十

年来草原管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

的问题，从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

出发，重新评价草原生态系统的

重大价值，重新审视我们多年来

执行的草原政策，已经成为当前

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

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草—

畜—人（注：“畜”包括野生动物，

以下同）”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这个草原

生态系统人工干预多了不行，人

工干预少了也不行。现在我们草

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就是人工

干预过度、动态平衡被人为强行

打破的结果。

师法自然——
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我们说，森林、湿地、荒漠、

农田、草原、海洋六大生态系统

（包括其中的野生动植物、微生

物等）构成了地球整体生态环境。

人类社会从产生到发展至今总是

在如何依附、利用（也包括破坏）

和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中前行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在人类各种

行为和观念的冲突中不断清晰而

减，地下水水位下降，净化空气、

防污固碳等生态服务功能衰退，

区域沙尘暴频发威胁到了更大

范围。从总体上看，我国草原

生态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

势还在继续。绝大部分草原都

存在不同程度退化、沙化、石

漠化及盐渍化等现象。全国草

原平均产草量较 20 世纪 80 年

代下降了 20% ~ 30%。草原有

毒、有害、劣质植物滋生蔓延，

鼠、虫害等生物灾害频发多发

（毒害等是相对于畜牧而言，

下同）。由于各种征占用行为，

全国草原面积持续萎缩，年均

减少约 50 万公顷。可以说，草

原是我国生态空间中受人为干

扰最大、破坏最为严重的生态

系统。

草原生态状况的好坏，直接

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生态安全。草

> 一碧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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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文明的。20 世纪以来，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势崛起，人口

急剧膨胀，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破坏前所未有，形势越来

越严重，地球村已经不堪重负，人类社会发展已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

挑战。2019 年 5 月 8 日，联合国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

报告中说，全球物种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物种加

速灭绝可能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造成严重影响。报告显示，人类无止境

的消费正在毁掉大自然——如今在全世界 800 万个物种中，有 100 万

个正因人类某些行为而遭受灭绝威胁，约 50 万种动植物当前“欠缺长

期生存的栖息地”，全球物种灭绝的“平均速度已经数十倍甚至数百

倍于千万年前”。报告称，栖息地日益缩小、自然资源过度开采、气

候变化以及污染，是地球物种损失的主因。有科学家甚至担心，我们

即将使地球陷入自6 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 

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静

下心来，认真审视人与自然到底

应该保持一个什么关系才是合理

的。记得前些年社会上曾经爆发

了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大辩论。

一方提出：人必须敬畏自然，人

在自然面前不能无所畏惧为所欲

为，这是对于生态环境受到严重

破坏的反思，有着积极的社会意

义；另一方认为：人类社会就是

在改造自然和战胜自然过程中前

进的，在自然面前畏缩不前就不

可能有现代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现

代文明进步，人类的历史并不是

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历史，这

种观点同样也有着社会进步的积

极意义。这次社会大辩论给经历

了“文化大革命”之后进入改革

开放时代的人们，上了一堂非常

生动的人与自然关系课。

这场大辩论使当时正在从

事自然保护工作的我受益匪浅，

双方的观点都很有道理，但是

也都没有完全说服我。于是埋

头收集资料、研读文献，并拜

访相关专家、学者，希望从中

> 草原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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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精髓中汲取营养。

中国文化中，对于师法是这样解释的：师法，

其一谓师承效法，《荀子·儒效》:“故有师法者，

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其二为

效法，《尚书·皋陶谟》“师汝昌言”孔传：“言

禹功甚当，可师法。”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提出了“师法自然”的

观点并正式发表，且解释为：师，学习、遵循；法，

规律；“师法自然”的简要解释就是“要遵照自然

规律去做”。这里面的关键词是“遵照”“去做”，

即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不能肆无忌惮、人定胜天；而

无所作为，在自然面前畏惧不前、束手无策也是不

可能、行不通的。人类从森林里走出来发展至今的

历史，就是一个如何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历史。

从原始社会狩猎的茹毛饮血到火的使用，再到利用

野生动植物来种植、养殖而产生的第一次社会大分

工，以至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

生态文明，无一不是在利用和保护自然的历史。破

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就要受到大自然的加倍惩罚，

人类在过去、现在都有非常沉痛的教训。惧怕自然，

在大自然面前畏缩不前、无所作为的历史也不是人

类社会得以发展至今的历史。如农作物的引种栽培、

家禽家畜驯化饲养、大禹治水、都江堰、哈尼梯田、

运河以及煤炭、石油、太阳能、风资源、水资源的

利用等，不胜枚举，这些都不是仅仅用敬畏自然或

者人定胜天就能够解释得了的。因此我认为，人类

社会发展至今，在与大自然打交道中取得的累累硕

果，无一不是“师法自然”的结果。

中国古代思想家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

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

就是说，法，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并不是天上掉下来、

地上生出来的，是人们在和大自然打交道时总结出

来的。“师法自然”源于“道法自然”，又比“道

法自然”增加了人类社会发展主观能动性的内涵，

是中国文化自然观的结晶。从哲学意义上看，应该

比“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只有一个地球”

等来得更加深刻，更加能够点明人类社会发展中人

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和方向。

天人合一
——草原文化中自然与人的特殊关系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主体文明史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文

明相互对立、相互交织、相互补充、血脉交融的历

史，是一部两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

高低优劣之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

我们应该正确认识草原文明，草原文明是一种

人类在特定草原上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社会文明。

草原民族面对的是严寒、干旱、多灾、骤变、脆弱

17

 >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王   迪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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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游牧是草原上草、

畜、人相互之间的最佳双向选择。

游牧可以保障草场的均匀利用和

均匀施肥；游牧可以保障草场、

牲畜和人类的健康；游牧是人类

对草原经济、高效的利用方式之

一。蒙古国草原研究所的权威草

原专家告诉我：同是两块中度退

化的草场，封禁两年基本就可以

恢复；两年以后，一块继续封禁，

另一块适当放牧；再过两年以后，

适当放牧的草场比起封禁 4 年的

草场要好，要更优良。草原是由

家畜与牧草协同进化的，这是游

牧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更是草原文明“师法自然”的结

果。用科学的语言表述，就是草

原生态系统里各种动植物相互促

进并相互制约、与人的关系协调

的动态平衡的健康生态系统，是

“草—畜—人”共存的生命共同

体，是兼有生产和生态两个功能

的可持续的草原生态系统。

> 驰骋莽原    王   迪 / 摄

在草原传统文化中，

草原五畜：绵羊、山羊、牛、

马、骆驼各有各的作用，

各有各的生态位，相互支

撑、相互补充。绵羊是主

要产业，出产肉食和羊毛

羊绒，但其性情温软，对

于外界的刺激反应迟钝，

这就需要在绵羊群中放进

一定数量的山羊，及时反

映天敌及外界刺激、牵头

带路等；马可以骑行，牛

可以拉车，牛粪是牧民家

做饭取暖的最好燃料，骆

驼耐旱耐劳，转场时常常

用它来托运沉重的东西。

当然五畜也都可以提供不同类的肉和奶。

草原五畜喜欢吃的草也不完全一样。这对于牧草的消耗以及草场

改良都是有益的。草原“生产者”——牧草的氮素，被“消费者”——

家畜采食大约 2/3，通过消化可吸收其中的 53%。此外，还有 35% 转

化为家畜粪尿进入草原土壤，通过“分解者”——微生物转化，可再

被牧草吸收利用其中的 97%。在这个循环系统中，牧草是草原的第一

生产力，家畜放牧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驱动力。当牧草与家畜采食达到

动态平衡时，这个放牧系统就会促进草原的不断更新与持续利用。生

活在草原的人们，主要依靠畜牧业生存，既是消费者，也是草原生态

平衡成果的享受者和维护者。人与草原之间能否达到生态平衡，与草

原能不能和谐相处，决定的因素还是人。人只有遵循“师法自然”的

哲学理念，才能够维护好“草—畜—人” 这个命运共同体，草原生态

系统才能够持续。

认识草原，我们不能只讲畜牧不讲生态，不能以牛羊数量论成败。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草原生态系统是一个与森林、湿地、荒漠、海洋、

农耕都不相同的，极为特殊的生态系统。

润泽千秋——生态修复和保护地建设
是当前草原保护的关键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草原文明是人类社会重要文化形态之一，而

创造草原文明的游牧民族在不同时期促进了多种文化间的交流，创造

了无数物质、精神文化。然而，因长年战乱及不合理利用，草原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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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今开展

生态修复，必须“师法自然”，

必须遵循草原生态系统内在的机

理和规律，必须坚持自然恢复为

主、人工促进为辅的方针，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精准施策，瞄

准主攻方向，采取科学的手段和

有效的治理措施，实施“干旱草

原突出自然修复”“半干旱草原

突出综合治理”“湿润草原突出

提质增绿”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修复策略。

干旱、半干旱草原是我国草

原生态破坏的重灾区。由于该区

域水热条件较差，植被更新重建

困难，因此在修复措施上应按照

不改变或尽量少改变原有土壤植

被层的原则，突出自然修复。主

要修复措施：一是对退化草原大

范围开展限期封育、禁牧或休牧，

实施退牧还草，特别是对严重退

化草原要实施最严格的禁牧措

施，借助自然力量恢复植被，或

者辅以人工促进；二是在部分年

降雨量 200 毫米以上的地区，选

择飞播改良或人工补播；三是对

因开矿等工程建设破坏的草原进

行植被恢复。恢复过程中，首先

要对留下的作业面、采空区、塌

陷区、尾矿堆等进行治理，构建

植物可以正常生长的土壤基础，

然后再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

取栽种、铺种、撒播、喷播等方

式建设草地，并加强后期管理。

我们还应该扩大草原自然保

护地的类型和面积，巩固和健全

现有的草原自然保护区，建设草

原国家公园和草原自然公园、游

牧文化保护区，修改《草原法》。 > 暮云苍黄健蹄跞    王   迪 / 摄

要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就必须了解

其不同的结构组成以及自然地理

气候、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我国

现已建立了45个草原自然保护区，

在巩固和建设好现有草原自然保

护区的基础上，还应该进行空缺

性分析，按照不同类型的草原分

类及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不同来建

立自然保护区、草原自然公园。

对于草原这种特殊的“草—

畜—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

可以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具备的地

方建设国家级游牧文化保护区。国

家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重要精神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

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并强调要提高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尊重当地居

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地

位，增强其参与感、获得感和自豪

感，切实改变高比例迁出居民、切

断文化传承脉络的做法。游牧文化

保护区不仅仅是保留一些原真性

的游牧文化自然遗产，文化保护区

还能够和周边变化中的牧区对比，

起到典型、借鉴、促进、汲取营养

的作用，对于保护草原这个“草—

畜—人”结构极为特殊的生态系统

是非常有利的。

纪录片《草原：我们的故

事》中讲到：“草原，为我们

提供了充足的肉类、丰沛的水

源、珍稀的植被以及最后的蓝

天。没有草原，人类无法存活。”

万物生长的草原、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草原，才是美丽的、真

正健康的草原。我们还应该重

点建设中国草原国家公园，弥

补国家公园在草原生态系统中

布局的空缺，还给世界一片自

然与心灵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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