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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在北极家园

——《北方民族志景观》书评

张 雯

作者简介：张雯，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社工系副

教授，研究方向为海洋社会学、环境人类  学。

考古资料显示，2 万年以前广袤无垠的北极地区已有土著民族居住。长

时间的居住历史体现为人与环境之间的持续对话过程。在北极的冰川雪原之

上，土著人追逐动物和鱼类的迁徙洄游，从事狩猎、捕捞和放牧活动，形成

了他们社会的收获季节、集会和仪式庆典，积累了关于土地利用、生态、地

点、神灵等方面的传统知识，也建构了独特的土著世界观。北极土著民族不

仅把这片土地及动植物当作物质资源，而且在精神上、情感上与之紧密相连。

对于地球上大多数人类来说是遥远、荒芜、寒冷的极地，对于他们来说则是

世代栖居的“家  园”。

北极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部门过去对于土著民族与土地之间的整体性关

联是比较漠视的，传统的保护思路沿着学科路线进行，聚焦于历史遗迹、建

筑和物体，并将它们视为用来保存和解释某个主题化的国家历史的静态舞台。

随着 1990 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文化景观项目的启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思路和方式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作为“文化景观”的一种类型，“民族

志景观”（ethnographic landscape）的概念被提出，其定义为：“包含多种被相

关民族称为遗产资源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景观。例如现在的定居点、宗教圣

地和巨大的地质构造等”（托妮亚·伍兹·霍顿 2020： 89）。跨学科视角下的

民族志景观首先注重文化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性，这与原来的保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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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比较注重前者不同。民族志景观还带有强烈的“去欧美中心主义”，注重

研究土著民族的文化景观，承认另外一种历史的合法性。当然，这也给原来

国家化的历史表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民族志景观的识别和保存则从原来的

外部驱动范式转变为以社区为基础的范式，重视土著传统知识和口述历史的 

证  据。

2004 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史密森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合作，联合

加拿大、俄罗斯以及北欧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国家公园的

管理者，就极地国家民族志景观的保护政策和未来发展撰写了多篇论文，编

撰成《北方民族志景观》一书，由北冰洋研究中心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联合出

版。在曲枫教授的领导下，中国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组织力量将此书翻

译成中文，2020 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

《北方民族志景观》一书对北极国家保护民族志景观的政策和具体实践

进行了较多介绍与分析。我们发现，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存在诸多差

异，其中的佼佼者应为加拿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加拿大历史遗址和纪

念碑委员会越来越认识到其传统的关于具有国家历史意义的遗址的评价标准

并没有充分反映土著民族历史的固有价值。现在土著历史已被认为是加拿大

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宇宙观、神话和精神体现了自然和文化的密不

可分。因此新的评价标准将自然、传统、连续性与土地的关系，作为确定

历史意义的决定性因素。1995 年以来加拿大新近认定的土著文化景观包括

因纽特人的喀山河秋季驯鹿过境点（Kazan River Fall Caribou Crossing site）

和阿维亚华克（Arvia’juaq）沿海岛屿及与之毗邻的北极东部奇基克塔阿朱

克（Qikiqtaarjuk）海角遗址，魁北克阿比提比湖（Lake Abitibi）的阿比提比

温尼人（Abitibiwinn）的中心区域阿比提比克（Apitipik），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努特卡湾（Nootka Sound）的莫瓦卡赫人（Mowachaht）的中心区域育谷

（Yuquot）等  等。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情况更为复杂一些。阿拉斯加的土著民族与西方人

对于环境有着不同的认知和文化观，如当地著名的、为纪念麦金利总统而命

名的麦金利山（Mt. McKinley），土著人将之称为“德纳里山”（Mt. Denali），

在育空语中意为“高山”。而阿拉斯加的政策也是土著民族的生存需要、环境

保护人士的“荒野”需要和开发者的商业资源开发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例

如个人和家庭的生存性用地（用于狩猎、捕鱼和对野生资源的获取等）与商

业性、娱乐性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性用地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阿拉斯加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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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景观以前往往不为公众所知，而西方文化留下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则被广泛

展示。随着国家公园管理局对于民族志景观研究的进展，这一情况正在逐渐

改变。例如在阿拉斯加的克朗代克淘金热国家历史公园（Klondike Gold Rush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游客过去可以看到“淘金热”的勘探者在奇尔库特

小道上的辛苦劳作，而现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已经将土著人也作为克朗代克故

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展  示。

挪威的萨米文化遗产管理也强调当地知识的重要性，这些知识包括北部

地区从事驯鹿放牧的萨米人在过去如何与他们的环境建立联系，以及他们如

何能够把过去与今天的环境联系起来。作为萨米人的文化遗产管理机构，萨

米议会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是争取萨米人文化生存和承认的中心资源和参考

点，对于个人身份的建立和自我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与此同时，

萨米议会的文化遗产管理在挪威的政府体系中也面临着两难局面，这是因为

认识萨米历史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挪威历史的初步解构，例如对于“莫肯—布

拉班德”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进行萨米视角的解读，会发现它更早其实

拥有一个驯鹿放牧的历史。因此对主流人群而言，将萨米历史只作为一种边

缘的和地方的历史似乎对于挪威的国家安全有  利。

俄罗斯的文化遗产保护也受到“民族志景观”概念的深刻影响，以前的

保护对象是单个遗迹，现在则是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保护对象包

含遗迹本身和它所在的环境以及历史遗产的传承人或群体。例如潘西自然公

园（Punsi Nature Park）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特定的自然—民族志综合体。俄

罗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问题是其立法实践跟不上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步伐。在

现有的法律实践中，自然保护立法是目前民族志景观能获得保护的最佳形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努力促成联邦和地方级别若干新立法提案的提出，

以保护俄罗斯联邦的民族志景观和自然环  境。

21 世纪以来，气候变化使原本遥远而陌生的北极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国际

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围绕着北极的丰富资源和潜在的航运价值，各国

之间正展开又一轮博弈；另一方面，由于北极环境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将

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各方也必须联合起来对北极进

行保护和治理。中国也非常重视北极，国务院在 2018 年 1 月发布了《中国的

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北极事务的重要

利益攸关方。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

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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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8）

在对北极的利用、保护和治理中，土著民族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

力量。近年来，他们已纷纷提出了自己在土地权、生计与文化传承等方面的

诉求。例如因纽特人在 2009 年通过了《环北极因纽特民族北极主权宣言》，

2011 年通过了《环北极因纽特人聚居区资源开发原则宣言》，这两个宣言代

表了因纽特人对于其自决权的诉求。另外各个土著民族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

了北极治理当中去。例如北极理事会的永久参与方包括阿留申国际协会、北

极阿萨巴斯卡议会、哥威迅国际议会、因纽特人北极圈会议、俄罗斯北方土

著人民协会、萨米理事会，代表了 6 个主要的北极土著民族。北极理事会使

北极土著民族能够就北极家园的治理与国际社会开展广泛的交流。（邹磊磊，

付玉 2017）

北极土著民族参与北极治理的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世代栖居在北极的

人群，他们的知识、经验和世界观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环境中不

可或缺的宝贵财富。放眼望今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自

然—文化二分的西方世界观已经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深重的危机，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人类学转向了本体论和多物种民族志，试图寻找在一个被破坏

的星球上生活的艺术。而在这方面，北极土著民族的“民族志景观”可以带

来非常有益的启发，无论是从事狩猎和捕捞的因纽特人，还是放牧驯鹿的萨

米人，土著民族从来不将文化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

而是认为两者之间是缠绕与交融，平等与互惠的。笔者认为，未来北极开发

能够多大程度上维持与环境保护的平衡，避免产生其他地区那样的生态破坏

的悲剧，也许取决于土著民族的知识和世界观能够多大程度上被重视和运用。

因此，“民族志景观”不仅是关于边缘群体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而且蕴含

着具有普遍价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  慧。

与书中的北极国家一样，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北极土著民族及其社会文化。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特别指出要“尊重北极地区居民和土著人的传统和

文化，保护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以及“不断加强北极社会科学研究，

包括北极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北极活动管理等方面。”

相信《北方民族志景观》一书的翻译和出版，将在北极土著民族的民族志景

观的研究和保护等方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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