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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地区宗教生活与环境
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纽约召开

刘 勇

2013 年 3 月 5 日至 8 日，喜马拉雅地区宗

教生活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会议在纽约新观念大

学召开。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加利

福尼亚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以及英国、印

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瑞典、德国等国的

30 余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国有中央民族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西南民族大学

的部分学者应邀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次大会共提交了 30 余篇文论，有三十

多名学者作了大会交流发言。内容涉及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喜马拉雅地区水资源和环境的开

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资源开发利用与

当地政府的制度、政策关系问题; 三是，传统

宗教文化知识与水资源等资源环境的关系问

题。这些问题，大多是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来

解剖和阐释的。与会学者就班加罗尔、多吉

林、康定、香格里拉等地的个案研究情况在大

会作了交流。有的论文就一些地区水污染、传

统宗教文化的水观念、民间的水文化等作了深

入研究; 一些论文就水资源等资源开发利用与

当地政府政策、制度、地方知识等关系作了探

讨。学者们普遍认为，喜马拉雅地区的资源开

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

是关乎南亚多国，乃至全世界未来生存和可持

续性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喜

马拉雅地区宗教生活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问

题，已经不单是学者们坐而论道的一个学术层

面的问题，他要求人们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
超越地域界限、民族、国家边界概念，所有人

群策群力行动起来共同解决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的刘勇教

授、杨公卫博士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康定个

案研究、该课题的研究思路等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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