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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疆（以下简称“南疆”）地区城镇化进程

经过 70余年的发展，逐步走上了“内外双驱、量质

并重、和谐包容、生态宜居、兵地共融”的特色城镇

化道路。[1]城镇化在推动南疆地区经济发展、产业

结构优化、改善民生的同时，也给地区自然环境带

来一定影响。面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南疆地区的人

民群众在与“自然环境”①的交互过程中，对环境行

为、环境现象和环境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种内生的

心理态势，即自然环境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包含环

境需求、环境认知、环境价值观念和环境行为意向，

是人们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笔者认为，深

入探究南疆地区民众的自然环境心态，了解人们的

心态现状，深层分析问题的原因，对引导南疆民众

的生活方式、环境价值观念、环境行为模式，推进南

疆地区城镇化和自然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鉴于此，笔者于 2019 年 6 月至

2020年 2月，对南疆地区阿克苏、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喀什、和田、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以下简称“巴州”）等地不同层次的民

众展开调查研究。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发放问

卷800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783份（调研对象具体

情况见表 1），同时也与 52位干部群众进行了访

谈。笔者认为，当前南疆民众的环境心态在自然环

境认知水平、需求质量、情绪、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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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实质性转变。

表1 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

（N=783人 单位：人，%）

项目

调研地点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年收入

类别

阿克苏

克州

喀什

和田

巴州

男

女

16-30岁

30-50岁

50-70岁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10000元以下

10001-30000元

30001-50000元

50000元以上

人数

147

153

196

146

141

488

295

200

366

217

78

164

222

184

95

41

30

343

307

104

所占比例

18.8

19.5

25.0

18.7

18.0

62.3

37.7

25.6

46.8

27.6

9.9

20.9

28.4

23.5

12.1

5.2

2.8

43.8

39.2

14.2

一、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水平提高

自然环境认知②包括自然环境中的实质要素

及其中的事件、个人或群体情感属性及象征意义，

如植物和动物的表象、自然环境中的污染和治理

方法等都是自然环境认知的主要研究内容。其关

心的是人们用什么方法赋予自然环境以不同的意

义，怎样识别自然环境并在人脑中形成自然环境

的表象，又怎样受到这些表象的影响。当前，随着

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南疆民众

的自然环境认知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危害性认识加深

人的存在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为了

生存，就必须满足衣、食、住的需要，人类没有仅仅

消费自然环境所给予的现成事物，而是通过劳动

作用于自然界，通过改造、加工自然来进行物质生

产。 [3] 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水污染、大

气污染、植被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将南疆民众置

于生态环境危机之中，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现

象有了直观的认识。从表 2中可以看出，大多数

南疆民众都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们享

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带给他们的愉悦，耻于游客

们随地乱扔垃圾的行为，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自

觉性。但是，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生活条

件艰苦，仍有部分民众乃至党员领导干部把经济

发展置于生态环境保护之上。如阿克陶县Q乡的

一位村民说：“我们这里的环境整体还是很好，但

是今年村里砍了很多树。主要是村里为了让我们

多挣点钱，也让路两边好看一点，就把我们家门口

这条路两边的大树砍掉，种上了核桃树；而且今年

村里把地包了出去，承包商为了方便耕种，就把一

些地间林砍了。我们也知道村里做的这些是为我

们好，但有时树砍了，再想恢复就太难了。”

（二）对党和政府自然环境保护政策的理解

加深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的长远大计。 [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

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

表2 新疆民众自然环境认知情况测量 （单位：%）

选项问题

环境好会让人心情好

垃圾可以随意乱扔

污水可以随意排放

沙尘天气使您感到困扰和心烦

金钱和环境相比较而言您更喜欢金钱

非常同意

100

0

0

95.6

6.7

比较同意

0

0

0

2.4

16.5

不确定

0

0

0

1.1

4

不同意

0

0.6

1.3

0.9

56.3

很不同意

0

99.4

98.7

0

16.5

积极评价

100

0

0

98

23.2

消极评价

0

100

100

0.9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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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自然环境需

要。”[5]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加大自然环

境保护力度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意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政策宣讲、制

作文化墙、张贴标语、推送手机信息等形式对环境

保护政策进行大力宣传，再加之环境保护政策给

群众带来实际效益的推动，南疆民众对于党和政

府实施的一系列自然环境保护措施有着纯朴但深

刻的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然环境保护

观念并转化为环境保护的自觉行为。如阿图什

市 S 乡的党委书记说：“现在‘金山银山不如绿

水青山’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退耕还林政策深

入人心，政府发放的退耕还林补贴在弥补农民

损失的同时，也激发了农民保护自然环境的动

力，很多群众都自觉参与到我们北山坡绿化工

程中。”

（三）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考进一步深化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为人类发展的重大问

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其作

了经典论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一方面

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

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

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

于他之外的。”[6]南疆民众不同程度地对环境的关

心，反映出他们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正深入地

思考人和自然相处的关系。在城镇化初始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人口密度、广阔的生活空

间、富足的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问题

不凸显。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群

众在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受到部分自然环

境破坏现象的困扰，人民群众开始担忧生活用水、

空气的质量和社区绿化面积等问题，人们对人与

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人民群

众不再仅仅是单向度的向自然界索取，而开始关

注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开始自觉地

与自然环境进行双向互动。

二、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断上升

需求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紧张和不满足的状态

下，积极主动争取资源满足自身目标的心理需

求。 [7] 南疆民众对自然环境的需求是他们在现实

生活实践中，基于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诚如

马克思所说：“当第一需求得到满足后，已经得到

满足的第一需求本身、满足需求的活动和已经获

得的为满足需求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

求”。 [8]随着南疆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南疆民众生

产、生活空间的转变，使其对环境的需求逐渐发生

转变。

（一）对人居环境质量的需求上升

从文化生态学的视野来看，任何事件的发生

和发展不能摆脱人类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环

境条件，因此强调环境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

决定因素。如近年来在全国推行的“厕所革命”，

它不仅关系到人们生存环境的转变，更能通过环

境的改变来提升人的素质，转变思想观念，放弃不

良生活习惯。[9]在城镇化初期，由于相应配套的基

础设施的不完善、南疆民众的环保意识尚未觉醒、

政府监管不力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在处理生产

生活垃圾时随意丢放，造成部分社区的人居环境

十分恶劣，影响着民众的生活质量。如今，人们开

始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居住环境，对人居环境质量

的需求不断上升，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方面，城镇卫生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政府和基

层组织不断加大对社区公共设施投资的力度和统

一规划，在社区摆放垃圾箱和垃圾统一投放点，方

便群众及时处理生活垃圾；同时通过宣传，让群众

树立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通过自己的

行动来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从而提升群众的生

活质量。另一方面，城镇绿化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地方政府环境理念发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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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加注重居民生活环境的绿化，部分社区把以

前硬化的场所转变为绿化带，增加城镇居民人均

绿化面积；绿化从注重观赏、美观的形象工程转向

人文关怀的实用工程，让绿化切实地给群众带来

良好的生活体验。

（二）对自然环境质量的需求上升

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

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

践”。[10]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不

像动物一样只是简单的适应自然，完全被自然所

决定，“环境创造人，同样人也改变环境”[10]，人通

过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适合生存的环境，以此

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南

疆民众对自然环境质量需求不断提升，其主要表

现在：一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进一步增强。南疆

地区每年 4月和 10月是沙尘天气频发时段，以前

民众在人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多是简单地适应

自然，表现为沙进人退，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行为

较少。近年来，随着南疆民众对自然环境质量的

需求进一步提升，他们逐渐开始注重对自然环境

的改造（见表 3）。如阿合奇县对县城周围戈壁滩

的绿化工程、喀什至和田部分戈壁滩的植树造林

工程等。二是高学历的民众对整体生态系统关

注较多。笔者在与部分高学历人士的座谈中发

现，这一群体除了关注自身的人居环境外，也会

关注整体的自然环境。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南疆

民众对自然环境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高学历的

民众已经在受教育过程中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

观，在看待事物时具有长远眼光，总是能够在全

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

理解更加深刻。而学历水平较低的民众则更多

的依赖生活经验来对事物进行分析和认识，对事

物的把握较为片面，具有局限性，虽然对自然环

境的重要意义有着一定的理解，但是欠缺整体性

感知。

表3 南疆四地州2014年与2018年植树造林面积

（单位：公顷）

2014年

2018年

阿克苏

9 614

56 446

喀什

21 411

24 905

克州

6 593

4 769

和田

12 239

29 618

合计

49 857

115 738

注：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15》《新疆统计年鉴-
2019》。

三、土地沙化与草场退化引发的自然环境焦

虑情绪

人们的焦虑情绪相伴以紧张和恐慌的情绪，

并有明显的生理表现。[11]随着南疆民众自然环境

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生活中的自然环境破

坏现象显得越发敏感。远到河流断流、湖泊萎缩、

地下水水质恶化、土壤侵蚀增加、土地沙漠化加

重、浮尘、沙尘暴天气增多等，[12]近到贴近人们生

活的城镇污水排放、日常生活垃圾堆积等，这些环

境问题都会引起民众心理的变化。通过调查发

现，当前南疆民众在环境问题的影响下，对自然环

境的变化更加关注，尤其是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

给农牧民生计和城镇生活环境带来较大影响，易

引发民众对环境的敏感和焦虑情绪（见表 4）。

表4 您最担心下面哪些环境问题？

（N=783；单位：人，%）

人数

占比

空气
污染

474

60.5

土地
沙化

612

78.2

物种
减少

215

27.5

水土
流失

466

59.5

土壤
盐渍

516

65.9

河道
断流

378

48.3

草场
退化

587

75

其它

87

11.1

（一）土地沙化所引发的焦虑情绪

城镇化的实现是人类确证自身存在的重要活

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

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

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

实。”[13]但人类若是过度追求对自然环境的索取和

改造，沉迷于自身似乎无穷尽的力量，而忽视对我

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则会陷入严重的

生态危机，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南疆地区

王颜：城镇化进程中新疆南疆民众环境心态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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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气候干旱，沙尘暴气候

较多，土地沙化问题严重。从表5可以看出，新疆的

土地沙化主要分布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

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沙化总面积达 48.07万
平方公里，约占新疆沙化总面积的 64.3%。在

2009-2014年间，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为

新疆沙化趋势最明显的地区，其沙化增长面积达

2.98 万平方公里，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生存发

展。一方面是土地沙化使部分临近沙漠的耕地会

被侵蚀，农民生计模式将面临从单一的农作物种

植转向种植、养殖、经商、务工等多元化模式，这一

转变的过程需要面对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人们

担心自己难以适应从而影响收入和家庭生活水

平；另一方面是土地沙化严重影响空气质量，民众

担心沙尘会危害个人健康。如莎车县Q镇的一位

教师说：“来新疆这几年我对这边都比较适应，唯

一让人难受的就是这边的浮尘，经常引起我的过

敏性鼻炎，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表5 新疆各地州土地沙化分布状况 （单位：平方公里，%）

沙化面积

所占比例

巴音郭楞

24.61

32.9

和田地区

13.24

17.7

哈密地区

9.47

12.7

阿克苏地区

6.17

8.3

吐鲁番地区

4.72

6.3

阿勒泰地区

4.47

6

喀什地区

4.05

5.4

其他地州

7.98

10.7

注：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2016年新疆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

（二）草场退化所引发的环境焦虑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新疆生活着众多从事游

牧业的民众，相比较碱性水质、大气污染等自然环

境问题，草场退化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草场退化

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生计方式适应性问题。

草场退化使草场放牧的承载力下降，迫使部分牧

民需要走出牧区，生计方式从游牧转向种植、务工

等，这种转变必然导致其社会心理发生转变，如何

更好地适应新的生计方式成为牧民关注的问题；

二是游牧文化适应性问题。面对草场退化，响应

党和政府的号召，牧民从蒙古包搬进了楼房，从分

散居住转向聚居，这种居住格局的转变带来生活

环境的变化，使牧民产生如何快速适应社区文化、

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等问题，继而产生一些心态的

改变。

四、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价值取向渐显

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在进行价值活动时指向

价值目标的活动过程，反映价值观念变化的总体

趋向和发展方向。[14]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

取向指的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共同生存、

共同发展，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

体的价值取向。[15]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南疆城镇

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受

教育程度、党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下，南疆民众对自然环境保护的价值趋向由

物质主义转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取向。

（一）对生态文明这一价值目标有着较为明晰

的认知

生态文明建设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是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

础。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类

终极目标的内生需求。城镇化进程中，南疆民众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从向自然

资源的无度索取转为对自然环境的主动保护，生

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正在他们心中扎根。

（二）理性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逐渐形成

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个人或集体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南疆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民众的受教育水平

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着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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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土地沙化问题严重。从表5可以看出，新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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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沙化趋势最明显的地区，其沙化增长面积达

2.98 万平方公里，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生存发

展。一方面是土地沙化使部分临近沙漠的耕地会

被侵蚀，农民生计模式将面临从单一的农作物种

植转向种植、养殖、经商、务工等多元化模式，这一

转变的过程需要面对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人们

担心自己难以适应从而影响收入和家庭生活水

平；另一方面是土地沙化严重影响空气质量，民众

担心沙尘会危害个人健康。如莎车县Q镇的一位

教师说：“来新疆这几年我对这边都比较适应，唯

一让人难受的就是这边的浮尘，经常引起我的过

敏性鼻炎，给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表5 新疆各地州土地沙化分布状况 （单位：平方公里，%）

注：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2016年新疆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

（二）草场退化所引发的环境焦虑

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新疆生活着众多从事游

牧业的民众，相比较碱性水质、大气污染等自然环

境问题，草场退化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草场退化

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生计方式适应性问题。

草场退化使草场放牧的承载力下降，迫使部分牧

民需要走出牧区，生计方式从游牧转向种植、务工

等，这种转变必然导致其社会心理发生转变，如何

更好地适应新的生计方式成为牧民关注的问题；

二是游牧文化适应性问题。面对草场退化，响应

党和政府的号召，牧民从蒙古包搬进了楼房，从分

散居住转向聚居，这种居住格局的转变带来生活

环境的变化，使牧民产生如何快速适应社区文化、

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等问题，继而产生一些心态的

改变。

四、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价值取向渐显

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在进行价值活动时指向

价值目标的活动过程，反映价值观念变化的总体

趋向和发展方向。[14]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

取向指的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共同生存、

共同发展，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

体的价值取向。[15]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南疆城镇

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民众受

教育程度、党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下，南疆民众对自然环境保护的价值趋向由

物质主义转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取向。

（一）对生态文明这一价值目标有着较为明晰

的认知

生态文明建设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是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

础。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类

终极目标的内生需求。城镇化进程中，南疆民众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从向自然

资源的无度索取转为对自然环境的主动保护，生

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正在他们心中扎根。

（二）理性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逐渐形成

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个人或集体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南疆教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民众的受教育水平

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着显著提升。

全面高质量的教育促使他们形成了较为科学的三

观，他们能够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否满足自

身的需求以及满足程度进行相对合理的价值判

断，并且作出比较正确的价值选择。与此同时，他

们认识到自然环境保护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并

不矛盾，发展是不能倒退的，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借

口开历史倒车的皆是无谓的妄想和虚无。乌恰县

Q村的一位牧民说：“保护自然环境是我们人人都

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这边有很丰富的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收入。

我不反对利用石油来发展赚钱，石油多是我们的

优势，不能不用，但是我觉得对石油的开采要合

理，处理好废料，不要造成污染。”

结 语

随着南疆城镇化的推进，南疆民众的自然环

境心态不断发生转变。在认知水平上，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生态

环境保护、党和国家的环境政策、人与自然环境的

辩证关系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自然环境需求上，

对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质量需求不断上升；

在环境情绪反应上，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造成生

计方式、居住格局、空气质量的变化，使得南疆民

众在生计适应、文化适应和身体健康等方面产生

相应情绪；在价值观上，由传统的片面追求经济发

展的功利性价值观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命

共同体”价值观转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党

和政府应多方引导南疆民众的自然环境心态与地

区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相适应，从而推动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第一，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机制，实现环境保护

的多方联动。从现代系统理论看，南疆生态环境保

护是处在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它需要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民众等主体共同参与、共同作用，从而形

成自然环境保护的合力。一是政府要在环境保护

中发挥主导作用，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不能大包

大揽，着力履行好公共管理的职能，制定好城镇发

展规划，建立健全完善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法律法规

和机制，实现对环境的有效治理；二是企业要积极

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增加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

入，对企业产能结构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升级，在政

府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绿色、生态、健康生产；三是社

会公益组织要发挥好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通过个

体成员带动和举办自然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引发社

会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关注，提升人们对自然环境保

护的意识；四是广大民众要发挥出环境保护的主体

力量，通过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形成科学正确的环

境认知、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

生产生活习惯。

第二，加强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从控制和提升两个方面改善生态环境。“科技是国

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自古以来，科

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

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16]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也离不开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在推动南

疆环境治理过程中，党和政府加大对环境治理技

术的研发力度，发挥创新意识，不断推进环境治理

技术的更新换代，从而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缓解南

疆民众对自然环境的焦虑情绪。一方面要加强对

控制破坏和污染的技术研发，减少城镇化对自然

环境的冲击，促进对已破坏自然环境的修复治理，

逐步解决环境污染、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等问题；

另一方面要鼓励对提升环境质量的技术创新，尤

其是对沙漠和戈壁的绿化改造、碱性水质改善、水

资源利用等技术的研发，以此提升南疆民众生活

体验，满足南疆民众日益增长的环境质量需求。

第三，坚持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

取向为指导，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和政府组织的环

境保护功能。一是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

值取向优化调整南疆传统产业结构模式，在城镇

化过程中推动南疆地区生产方式由高消耗、低效

能、高污染向低消耗、高效能、无污染转变，让传统

王颜：城镇化进程中新疆南疆民众环境心态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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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把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

产业发展成推动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南

疆地区城镇化走绿色、生态的发展道路；二是以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优化地方政府的

环境保护职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深化社会

改革来改变现行组织结构中的不符合生态文明建

设、不利于南疆民众良好自然环境心态培育的部

分，破除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唯经济发展思想，

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形象工程”和

“面子工程”给予严惩，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

注释：

①“自然环境”指的是与人类社会所处的位置

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综合，它既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同时也不单单是纯粹的自然物质，而被

纳入到生产实践范围内并具有社会属性的自然

物质。

②认知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和联系，

并揭穿事物对人的意义和作用的心理活动。即个

体理解和获得知识的过程，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

看，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就是人对信息的接受、编

码、操作、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包括感知觉、注意、

记忆、表象、思维、语言等。自然环境认知是指人

对自然环境刺激的储存、加工、理解以及重新组

合，从而识别和理解自然环境的过程。参见：俞国

良，王青兰，杨治良 .环境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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