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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生活文化 

Lake Titicaca 

Lake Lanao 

Lake Biwa 

Lake Baikal 



环
境
保
护
与
生
活 

 湖泊之间的交流与生活文化 

 

 湖泊之间的交流 
 

湖泊之间的对话与互动 

・相同 

・相异 

                



今天的主题 主要内容 

湖泊以及流域的环境保护 

 

寻找新的可持续的保护方法 

 ・湖泊之间的友好交流 

 ・生活环境主义思想理论与琵琶湖 

    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和博物馆的环境教育 

   

 



相同的环境问题 

 

 

・湖泊环境的变化 
・水质污染问题 
・湿地减少问题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问题 

人类的
生产 
生活的
影响 



琵琶湖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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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水 
Freshwater red tide occurrence (Lake B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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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质污染（70年代～） 

肥皂运动 
 

（3）生物减少（90年代～） 

生物变化 

漁獲量の推移（エビ、貝類除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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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湖和中国的湖泊环境 

相同的 

环境问题 

（１）过去的治水・疏水 

（２）水质污染问题 

（３）面临着各种问题 

（４）环境的变化引起的生产生活环境 

      的变化  

  各种环境保护措施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问题 
                  → 各种环境保护政策 

 随着环境的变化引起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  



环境保护与生活 

湖泊・流域 
生产・生活与环境变化 

• 人类与湖泊和谐共处／历史过程 

• 从人类生活环境的立场思考如何保护环境 

• 嘉田由紀子；鳥越皓之  

期望理想的环境 
和谐共处的生活/文化背景 



学术界的最前线 

• 社会学 湖（水）と人との関わり 
 

・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 

・智慧－生产・生活 

・思考如何保护环境 
 
 

   

    

 

   
            

 

从生产 
生活环境
中寻找 

生产生活环境中存在的智慧 



 生活环境主义 
→生活者・居住者的立场 
 

如何保护环境？ 

通过「技术」，改善解决环境问题 

排除人类的生产生活的一切活动 

近代技术主义 

自然环境保护
主义 

「自然治疗」，完全的自然 

自然环境的恶化 
 →水质净化，污泥处理等等 



 

提唱者： 
嘉田由紀子等（滋贺县知事） 
1980年代～基于琵琶湖调研 
  

萤火虫调研的实施与影响 
各种环境政策的实施 

 

生活环境主义与环境保护 
 

生活环境主义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 



基于琵琶湖的环境调查 
(1)1974年代～1980年代 
 ・琵琶湖周辺环境的各种调查活动 

  著作『水与人的环境史』 

    鳥越皓之・嘉田由紀子編 

(2)1980年代～1990年代 
 ・嘉田由紀子「水环境诊疗薄」等等 

 ・公众参与的水环境调查活动 

 ・公众自主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普及 

 
・琵琶湖博物馆计划（1985年） 
・琵琶湖博物馆建设・开馆（1996年） 

  

 

 

1984年出版 



调查研究的社会关注 
便利得失为主题 

嘉田由紀子知事 
1984年 毎日新闻 1984年 朝日新闻 1984年 京都新闻 

 

来源于琵琶湖的最早的实证研究 



 
环境保护的各种
著作 
 

2001年出版  
「琵琶湖和世界的湖泊」 

2003年出版  
「人和自然」 

1995年出版  
来自琵琶湖的信息 



2005-40ha 
2009-11１ha 

恢复湖泊的生态环境 
起源于滋贺的农业政策 摇篮水田 

湖
泊
生
态
系
统
的
复
苏   



生活环境主义 
-实践与效力 

・环境保护的认识的
提高以及公众参加
的普及 

・政策实施与实践 

 『母亲湖21计划』 

 摇篮水田等农业政
策的实施 

・博物館的互动参与
活動 

 

 

 

   

 

地元の方々との共同調査資料（館内所蔵） 

住民参加 



公众参与博物馆展览 

公众调研活动的展览 



琵琶湖博物馆 
基本方针 
１ 「湖与人类」为主题 

２ 邀请参与调查研究 

３ 交流的场所 

 

深入理解琵琶湖及流域的 

自然，历史，生活， 

 追求「湖与人类」的和谐共处 

 



 

公众参与的调查研究 
 

「桥梁」制度 
  

 自主参加 

  ・2000年开始 

 ・各种活动小组 

 ・分主题的调查 

「调查员」制度 
 

 琵琶湖的环境状况，定期报告 

 ・ 1997年开始 

 ・「地域 研究员」  

  ・ 任期１年 

 ・ 任何人都可参加 

 ・ 生活・文化调研（30％） 

  

 



琵琶湖博物馆 

进入展厅 



 KABATA（川端） 





    

 



水
环
境
的
利
用
与
保
护 

河水/泉水环境（琵琶湖・針江地区） 

水与生活 

人与水的和谐？ 

・居住者・生活者的立场 

・容易被遗忘的価値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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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ka City 

Kobe City 

Kyoto City 

琵琶湖的位置  

YODO River 

Lake BIWA 

Shiga p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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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捕鱼 

琵琶湖博物馆 

滋贺县 

1450万人的水源 

鱼米之乡 



生活文化 水利用 

①由于水连接各家各户 

  流经村落，河川， 

  入湖 

②特别的水环境 

③定期的清扫活动 

④各种管理组织等 

  

这样的水环境,如何保持至今 



生活文化的重视 

当地居民自主活动 

广泛传播 

• 生活的规范 

• 生活文化的继承 

• 环境教育的场所 

• 当地通用的购物券等 

   7000人/年的接待等 

  
  

 



雨水等天然水源 

思考 
 

 

 

 
生活中的环境保护 

 



生活文化与水  
理解→传播→亲密 和谐 



为什么？ 
干净的水环境能保持至今 

可能存在的因素？ 
①特定的水环境 → 生活文化 

②生活的场所的一部分 

        和谐的水环境空間 

重新思考人与水的关系 



地区的水环境利用  
    琵琶湖的影响甚大 



环境保护→ 
  生产生活之中的知恵 

・琵琶湖和洞庭湖的类似之处 

・当地固有经验与智慧→生活文化 

・生活环境主义思想理论 

  （生活者・居住者的立场） 

 

 

  
 

     

     琵 

     琶 

    湖 

湖泊之间的理解与交流的重要 
博物館之间的友好交流 



谢谢！！ 
 

2012年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