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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移民成为了改善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但伴随移民

生活环境的变化，其文化思想也会随之改变，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文化变迁尤其突出。文化变

迁是生态移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给少数民族本身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

我们置身于生态移民的整体过程中，更加关注民族文化变迁的问题，恰当的处理好民族文化统

一性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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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生态环境日益严峻。其中，西

部民族地区更是出现荒漠化等多种生态问题，成

为我国生态环境的“重灾区”。面对日益严重的生

态问题，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也更加重视，开始采

取多种措施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其中，实施生态

移民是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选择。“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

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

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1］。其主要目的包括保

护生态环境、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等。目前，我国

的生态移民的主要仍集中在内蒙古、宁夏、青海、
新疆等西部民族地区。

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由于搬迁使得移民的

居住环境、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变化，这种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对移民的正常生活都具

有重大的影响。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由于少数民

族文化的特殊性，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各民族文化

的变迁以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
一、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文化变迁的必然性

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改变

迫使人们相应调整自己的文化生活。由于居住地

域的改变引起了包括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在内众

多因素的变化，从而会引起其文化系统的变迁。

在人类学中，“文化变迁通常被定为是由于民族社

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的接触而引起的一

个民族 文 化 的 变 迁 和 个 人 观 念、行 为 习 惯 的 改

变”［2］211。而通过生态移民，少数民族移民所处的

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不同民族的交流愈加频繁，

其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是有其必然性的。
( 一) 移民生存环境的改变必然会引起该民族

文化发生变迁

“一般认为促成文化变迁的原因有两种:一是

内部的，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二是外部的，

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

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

起。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的成员以新的方式对

此作出反应时，便开始发生变迁，而在这种方式被

这一民族的有足够数量的人们所接受，就可以认

为文化已经发生了变迁”［2］213。生态移民恰恰正

是由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化而引发民族文

化变迁的典型代表。在生态移民工程中，移民搬

离居住地，不但所处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更因其

远离了原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其所处的社会

文化环境等都发生改变。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的生

态移民中，移民由牧区迁往城镇、由山区迁往城市

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长久以来基于其原住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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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体系会受

到迁入地文化的冲击，甚至产生巨大变化，引起文

化的变迁。
这种由于移民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带来的文化

变迁，最突出的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物质

文化的变迁。以三江源地区为例，生活在三江源

地区的藏民以放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态移民

工程实施以来，牧民变卖了牲畜，离开了世代居住

的草场，来到政府为他们修建的新居点，过上了一

种全新的生活，这种情况被形象的称为“放下羊鞭

进城”。而与此同时，三江源地区藏民世代传承的

高原畜牧业的生产方式也正式成为了历史，民族

文化业开始由草原游牧文化向现代的城镇定居文

化转变
［3］。

( 二) 在移民融入迁入地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

民族文化变迁

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认为，适应是文化变迁的主要过程。在民族学中，

“移民的‘文化适应’，就是移民进人某地之后，先

在某地定居下来，然后经过一段心理和文化的调

适与适应之后，逐步变为当地人。当最初形成的

‘移民文化’演变为本地文化时，就标志着移民‘文

化适应’的完成”［4］。而就生态移民而言，当移民

适应了 迁 入 地 的 生 活，从“异 乡 人”变 为“当 地

人”，该民族的文化变迁的主要过程也完成了。应

该说，移民从原居住地搬迁进入安置地往往是一

个突变过程，这一过程必将导致移民居住的环境

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引起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际关系等发生急剧变迁。这种急剧的变迁往往

会引起移民的不适应。而只有移民能够适应迁入

地生活，在安置地进行繁衍生息，生态移民工程才

真正的完成。而在生态移民工程中，移民由不适

应当地生活到逐步融入当地生活这一过程，在文

化上体现的便是一种文化适应过程。在这种文化

适应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变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为融入迁入地而产生的文化变迁可以体现在

很多方面，如风俗习惯等。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

例，在对格尔木市的两个移民点的调查中发现，移

民的风俗习惯已经发生改变，其中饮食习惯更是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移民前 100%的家庭是以

牛羊肉及其制品为主，而移民之后，大部分家庭是

以米面和蔬菜为主，牛羊肉及其制品为辅”［5］。

( 三) 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引发

民族文化产生变迁

美国学者戴维·波普诺在其著作《社会学》中

指出:“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

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

内部社会变革。”这场发源于西欧的社会变革所带

来的是经历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

进程。在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伴随着对

传统文化的冲击，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不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还是少数的民族，都是如

此。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

文化的变迁。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集中在偏远的沙

漠、戈壁、山地、高原地区，加之交通的不便，各少

数民族长期处于封闭的“孤岛”之中。这种现状

“使人难以摆脱闭塞、落后、守旧、无知的现状;交

通不畅，信息不灵，见识少，想得不多，看得也不

远，更谈不上思想解放，接受新的生活经历、新的

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从而延缓了人的素质由

保守到进取、由守旧到开拓的变迁过程”［6］，少数

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也相对缓慢。而通过生态

移民，使得各少数民族远离其原有的生存环境，纳

入城市生活中来，真正进入现代化进程中。这就

使得其更多的接触到现代文明，而原始家族观念、
婚姻上的近亲习惯等落后的观念习俗将被摒弃。
这种民族文化的变迁，既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

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生态移民过程中文化变迁所产生的一些

问题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文化变迁虽然有

着其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

区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变迁的过程和

结果中都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需要我们在

进一步实施生态移民过程中加以注意。
( 一) 民族文化变迁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应该说，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把

发展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那样做的结果，

必然导致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失去应有的和谐，

不但会使得经济难以健康发展，而且还有可能引

发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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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更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和内在动力，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

核心内涵的传统文化，在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过程

中，更应该被珍视。其中保持少数民族多样性的

民族文化尤其重要，只有保持住各民族文化的独

特性，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保存，保

持少数民族的自身活力。
而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文

化受迁入地影响较大，产生文化变迁。虽然，这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但

是，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少数民族多样性的传统文

化常常被忽视，甚至出现一味改变、盲目否定少数

民族自身的传统文化的情形，使得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出现“濒危”，这不但是本民族的精神损失，也

是世界文化的重大损失。
( 二) 民族文化的变迁不利于少数民族人民产

生民族心理认同，影响本民族的发展

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悠久的历史文

化积淀所产生的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产生民族心理

认同的最主要因素。所谓民族心理认同，主要是

指民族成员表现在民族意识上的自觉认同。这种

民族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建立在特定的宗教信仰、
风俗仪式以及文明成就基础上的。应该说尊重和

保障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仪式和文明成就，

是维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的关键。民族共

同的心理认同，也是民族共同体系的重要心理、观
念和精神基础，它能够使民族产生强大的向心力，

促进民族团结，为民族向前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而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搬迁到迁入地后，少

数民族文化与当地文化必然会产生冲突、碰撞乃

至融合。这种冲突往往体现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

化的适应，最终使得弱势的文化特性逐渐隐藏、减
少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势文化的特性，即少

数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交流、
冲突、融合的过程中，会呈现出同质化、趋同化的

倾向。这种文化上的趋同，会使少数民族群众对

本民族的自我认同越来越难。这不仅不利于维护

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

损失，更对少数民族本民族的发展产生影响。
( 三) 民族文化的变迁过程影响生态移民工程

的开展

正如斯图尔德所说，适应是文化变迁的主要

过程。文化适应是生态移民工作中文化变迁的一

个重要环节，它不但对文化变迁的过程产生重要

影响，同时也对生态移民的顺利开展起着决定性

作用。文化是否融入往往决定着生态移民的顺利

与否。移民只有适应迁入地文化，顺利融入迁入

地的生产生活、社会系统中，才可以一方面避免遭

到有拒绝认同甚至排挤等有别于当地居民的待

遇，另一方面也避免他们因“外地人”身份不被家

乡人认可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夹心层”的尴尬局

面。只有达到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的适

应，才能够使他们顺利完成生态移民的搬迁工作，

在安置地“落地生根”，更好的繁衍生息。
而在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少数民族

的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等往往是文化适应最困难

的一部分。以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移民为例，塔河

移民以维吾尔族为主，而迁入地居民又以汉族、回
族、蒙古族居民为主，在宗教信仰民族节日上都有

所差异，而这也是阻止移民尽快融入迁入地的障

碍之一
［7］。同样，在凉山彝族的生态移民过程中，

很多移民表示，“由于对消费习俗和宗教信仰变迁

的不适应，愿意重新回到原居地，回归到原来的生

活状态中”［8］。因而，在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过程

中注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尊重其民族传统、宗
教文化，否则会使移民产生心理落差，造成“反迁”
等现象。

三、解决生态移民过程中文化变迁产生问题

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的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西部民

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生活贫困以及经济发展落

后等问题，但在生态移民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如上文提到的民族文化问题。由于我

国的生态移民主要是政府主导的移民，在移民过

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还需要政府

进一步注意和解决。
( 一) 树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观念，重

视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

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的过程中，要在意

识上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加以重视。民族

地区的生态移民较之其他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移民

更加复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少数

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在移民过程中，从制定规划

到贯彻实施，都要注意少数民族特殊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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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由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是影响生态移

民实施的重要因素以及生态移民会对少数民族的

民族文化造成影响等原因，政府在实施生态移民

工程之时，首先要树立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

观念，在实施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到其对于少数民

族的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做到既促进了民族地

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同时

还延续了民族地区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只有

这样，才能使移民更好的适应迁入地生活，真正的

完成生态移民的搬迁任务，避免因文化方面的不

适应所导致的“反迁”现象。
( 二) 扩大参与主体范围，做到政府、移民、社

会组织都参与到生态移民的过程中

在多数移民工程中，移民利益受损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其缺乏参与权，难以参与到移民工程政

策的制定中。由于我国的生态移民也以政府组织

移民为典型，不但移民自身参与较少，也缺乏专业

性的社会组织的参与。根据笔者查阅的相关资

料，虽然目前中国环境 NGO 发展迅速，但却没有

致力于生态移民的相关 NGO 组织。而就生态移

民工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而言，为了更好地

保护和发展移民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就需要扩

大参与权，将政府、移民和社会组织等都纳入到参

与范围内。一方面，将移民纳入到移民规划及实

施过程之中，并以法律程序保证移民拥有表达意

愿的渠道。另一方面，发挥 NGO 等社会组织的作

用，在政府和移民之间搭设一个桥梁，同时以专业

角度为生态移民的实施提供意见和建议。只有这

样，才会使得在生态移民过程中，文化变迁问题能

够被生态移民的组织者、参与者所重视，保证移民

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
( 三) 加强相应法律、制度以及配套设施、政策

的建立，保证生态移民的顺利实施

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不单纯是一个环境工程

或文化工程，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文化、环境等

各方面的综合性工程。在实施生态移民的过程

中，不应仅仅是将移民搬迁至迁入地，而应该建立

相应的配套设施，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法律、制度和

政策，来保证移民能够更好地在迁入地生活，避免

在“后移民时代”产生种种问题，造成“反迁”等现

象。就生态移民工程而言，大部分生态移民工程

的实施大部分依据的是条例、规划，如《青海省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
等，其法律性不强。同时这些条例与《民族区域自

治法》这一民族地区仅有的基本法律也存在衔接

问题，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因此，要确保生态移

民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为生态移

民工程提供法律保障。此外，还应该加强一些配

套设施、政策的建立与出台，以解决移民过程中所

遇到的具体问题。如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要包

括实物补偿、安置方式、后扶等一系列政策，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而针对文化而

言，在移民过程中，不仅要在移民条例中规定“编

制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

式和风俗习惯”，更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来规

范一些具体问题，如“哪些是应该尊重的少数民族

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谁来认定和怎么进行

定价补偿”等。
四、结语

文化生态学认为，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存在

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环境会对文化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文化的存在于运作也会对周围的环境

加以反作用。而生态移民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生态

环境与文化的一次互动。文化因素会影响生态移

民的实施，反之，生态移民的实施也会对文化造成

一定的影响。
在本文中，笔者论述了生态移民过程中生态

环境了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强调了因

为生态移民工程带来的文化变迁而产生的种种问

题，其目的并不是否定民族文化变迁，更不是否定

必要的生态移民，而是着眼于强调生态移民工程

中要注重文化变迁这一问题，以保证生态移民工

程的顺利开展，同时也促进少数民族自身发展。
在民族地区，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样

性，会使该地的生态移民更为复杂，而生态移民工

程的实施也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影响，造成相应的

文化变迁。只有认识并注重这一问题，才能真正

达到生态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与少数民族文化的

发展这两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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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thnic Cultural Changes in Ecological Migrations

WANG Meng
(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orsening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in China，ecological migration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 The cultural concepts changes with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for the immigrants，especially in ethnic areas． Cultural changes are the inevitable re-
sult brought by ecological immigrant，and such changes lead in some negative effects to ethnic groups．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s to ethnic cultural changes and properly deal with ethnic cul-
ture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s．
Key words: ethnic regions; ecological immigrant; cultural chan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