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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拯救生命。提倡在减少自然灾害风险工作中发挥当地和本土传统知

识的重要作用，本年的国际减灾日可谓正当其时。 

2004 年印度洋海啸期间，当地和本土知识在受灾民众重建家园工作中的

突出贡献有目共睹。2015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在日本仙台举行的第三次联合

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特别强调有必要更好地普及此类知识以惠及各国人

民。正因如此，《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致力于推动各国政府、地方当局、

当地群体及本土民众在制定和落实减灾政策和准则方面，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 

教科文组织以自己在科学、教育及文化领域的专业特长，全身心投入到

这一进程之中，并注重广泛传播各种本土知识，以应对尤其是在小岛屿、高海

拔、湿热带等偏远地区出现的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方面的各种挑战。教科文组

织还在菲律宾、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发起了一项倡议，旨在收集有助于预防飓

风暴雨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本土知识。这些本土知识自始至终都体现

了当地人民对自己所生活环境的深刻理解和透彻把握，极有必要将其纳入到我

们所制定的灾害管理政策之中。 

在瓦努阿图的奥巴岛，教科文组织协助开发了一种参与性机制，将传统

知识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用于火山风险管理。值此世界减灾日，我们特别邀

请最近遭受强热带气旋“帕姆”侵害的瓦努阿图学生们拿起笔来，以作文、诗

歌和故事的形式，讲述在灾害来临之际如何利用传统知识和本地经验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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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国际减灾日的致辞 

“知识拯救生命” 

教科文组织，2015 年 10 月 13 日 



DG/ME/ID/2015/030 - Page 2 

这些知识和经验也会推动自然灾害降临情况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值得教科

文组织认真加以总结和推广。 

有效并可持续地预防自然灾害，意味着将本土的实践和知识与科学知识

结合为一体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对这些传统知识视而不见，我们应该

加以提倡和弘扬，整合方方面面的经验和知识服务于防灾减灾工作。为此我请

所有的合作伙伴和各国政府推广这种整体观，这是我们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复原

力社会的关键所在。 

伊琳娜·博科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