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山”是什么？ 

 

日本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国土都是山地。自古以来，宜居平原的稀缺早已教会了本地

人如何在偏僻山区更好地生活和耕作。为应对生存环境的挑战，这些地区发展出特有的

传统，以充分利用靠近山野的优势。这样的村庄被称为“山里”，而村庄周围经过开垦、

开发的田地与森林则被称为“里山”。 

山林采伐是传统里山活动的范例之一。本地居民每隔 10～20 年砍伐一次栎木和其

他生长速度较快的落叶树，用于制作木炭。此后，老树桩上会反复发出新芽，借助老树

根系储存的能量，嫩芽迅速生长。新生枝干很快就能长到可供再次砍伐的大小，其速度

要比使用种子或重新种植籽苗快很多。此外，林地上的落叶和断枝也会每年被收集起来

充当燃料和肥料。 

里山的土地管理体现了一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在维护当地生物多样性方

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稻田、水库和灌溉渠为候鸟与留鸟提供了觅食、繁育

的场所，同时也是蛙类、萤火虫、蜻蜓等各类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过去人们需要用茅

草铺设屋顶，因此会定期收割长草，这也无意间为原本难以争夺到足够阳光的小野花留

出了生长的空间。在里山，人们早已找到了能够兼顾保护原生物种与满足自身需求的共

存之道。 

当今社会已经步入老龄化，对于年轻人来说，城市生活显然比山村更有吸引力，里

山的许多传统习俗因此渐渐消失。但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自然风光，仍然有许多人怀



有田园诗般的美好印象。许多机构组织也正在努力尝试延续里山的传统生活方式，为社

区发展献计献策，希望在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同时，坚持维护本地区生物的多样性。日

本环境省与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合作的“里山倡议”(Satoyama Initiative)项

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