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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性实践推动云南传统知识保护

 

21世纪，人类社会在文化、环境和发展等诸多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生物多样性消失和环境破坏等挑战的出现，为了人类社会的安全、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在运用科学

技术知识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人们也把眼光重新投向了“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面临危机 

传统知识并不是一成不变或静态的，而是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具备生命力和实用性而得以流传

至今。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人类的传统知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以下三点尤其受到关

注。其一，由于不断受到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和冲击，作为传统知识孕育、存在和传承的土壤及基

础，从根本上被削弱、动摇和破坏，许多宝贵的传统知识业已消亡。其二，由于人们往往视传统知识为

“落后、迷信和原始”，将其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相对立，使得传统知识很难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相关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层面得到认可和重视。其三，随着生物资源的利用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传统知识往往

被“剽窃”利用，而由于知识产权难以界定，无法得到保护，传统知识的拥有者无法从中获益。 

为了促进社会各界对传统知识的认识和重视，近8年来，笔者在云南迪庆等地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积极参与推动传统知识保护的实践活动，并努力探索传统知识的惠益分享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方法。以下

仅简要介绍其中4个应用研究的案例。 

 

在云南四个地区推动传统知识保护 

1.佳碧村藏族生计发展的应用研究。针对以往探讨少数民族生计发展总是忽视当地人的认知、知识

和行为方式，往往采取外部主导、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弊端，我们的研究强调把握民族学研究的基本视

角，提倡社区主导、村民参与、重视传统知识、以社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佳

碧村，我们欣喜地发现，该村尚存两个民间组织：一为妇女组织“姐妹会”，一为男人组织“箭会”。课题

组把重点放到这“两会”的组织和能力建设上，协助和支持“两会”开展了各种活动，达到了预期成效：进

行各种形式的培训，促进“两会”的能力和机制建设；依靠“两会”进行参与式调查，掌握了全村的情况、

生计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村民们的要求和愿望；依靠妇女组织“姐妹会”，以小额贷款进行种养殖

业等可持续生计发展活动；依靠男子组织“箭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植树造林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活

动；依靠乡土兽医专家，建立兽医站，利用传统知识提高畜牧业的安全和发展；在德钦县宣传、倡导运

用传统知识促进社区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模式等。 

    2.滇西北藏族传统民居的社区参与式研究。课题组在云南西北部德钦县澜沧江流域的佳碧村和明永

村开展藏族传统民居研究。两村现有7位深谙藏族民居建筑文化和技术的木匠，我们将其视为建筑乡土

专家，以他们为中心，组织了4个村民研究小组，从藏族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围绕传统民居的价值、民

居建造的传统知识、建筑材料的多样性、建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管理、民居与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的关

系、如何保护传统民居等问题，进行研究、开展活动，以传统知识为基础，尽可能地改善当地的居住条

件和环境。结果发掘记录整理了与民居相关的传统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内各相关群体对藏族民

居文化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村民对民居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 

    3.促进各利益群体参与文化产业化及公平利益分配的研究。从2006年开始，我们相继进行了“云南

省文化产业化初期受益（弱势）群体参与和公平利益分配”课题的调研。课题的个案调查包括：迪庆州

香格里拉县尼西乡的黑土陶产业化案例研究；迪庆州德钦县藏族歌舞产业化案例研究；丽江市玉龙县东

巴造纸的传承与产业化案例研究；昆明市东川区彝族服饰产业化案例研究；新平县扬武镇烟盒舞的产业

化案例研究；西双版纳傣族园旅游文化开发中利益分配问题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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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笔者又重点对第二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培训、社区民间歌舞

文化团队的组织建设和能力培训追踪等方面作了诸多努力。 

    4.红坡村藏医药学传统知识的保护及其实践。藏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

久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自成体系的医药知识，特别是和生物资源紧密相关的传统知识，然而，民间

的藏医药学传统知识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却经历着逐渐消亡的命运。我们以红坡村为试点，

首先调查了12名民间藏医的状况，然后以他们为核心开展对藏医药学传统知识的收集和整理，并对村民

进行了药材资源保护和使用知识的培训；同时在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开展了植物药材的保护性

种植活动；最后致力于建立社区传统知识数据库和藏医药学的社区传承机制。 

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互补 

8年来，通过10余个传统知识应用课题的研究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传统知识发掘利用的实践与

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的角色定位、工作方法和学术道德存在紧密的关系。 

    首先，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传统知识研究实践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只应该是协助者和指导者，社区村

民和乡土专家才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导者。其次，民族学人类学学者深入田野，在运用社区主导式研究

方法协助社区村民和乡土专家自主、自觉地开展传统知识的传承和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地

方政府的领导作用，必须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各利益相关者开展积极的合作。再次，民族学人类学

学者应该尊重社区村民和乡土专家所拥有的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并通过法律知识培训协助其确保自身

的权益不受侵害，避免知识剽窃的“海盗”行为。此外，通过研究的实践，我们还深切地认识到，传统知

识与现代科学知识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在本

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仅能相互促进和完善，而且

能够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作者单位：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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