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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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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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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然是人类的家园，绝不是“人类的菜园、动物园、金

库、能源，它摆在我们手边，任我们消费、装点，愿意的话

还可以将它撕成碎片”。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诗意地栖居于自

然，逍遥于天地，徜徉于山水。然而现代的工业文明却正将

我们逐出家园。人们绝不会忘记世界性的污染公害事件，更

不会忘记接连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灾难，人与自然陷入严重对

峙的局面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

中，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使人

们愈来愈感到生存的困惑和艰难。站在哲学的角度上认真反

思，我们不难发现，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

文化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实质上都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连锁

反应和恶性循环。反思我们的自然观，努力寻求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马克思的自然观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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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到马克思”成为时代的呼声。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自然观占据着重要位置。马克思

以人类实践为出发点，深入考察和分析了西方自然观的历史

演变，在扬弃和改造以往自然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

关系的真实本质，从而在自然观上实现了哲学主题的重大转

变。马克思自然观中蕴涵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思想先声和理论萌芽，他的许多合理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

的局限，具有普遍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在当代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阐发其本真意

蕴，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指明方向，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理论指导。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认真研究和贯彻马克思

的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一定会加深我们对当代人与自然关系

的理解。有了马克思实践的人化自然观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

导，我们有信心通过我们的实践活动去缓解生态危机，应对

和摆脱人类目前面临险象环生的生存环境，使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顺利进行，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共建人类社会的美好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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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西方自然观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神话自然观

原始的宗教自然观，我们可以把它概述为“敬畏自然”

的自然观，它以宗教神学的理论观点去解释自然，也可以称

之为神学自然观。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生产力落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很低下，人类虽

然已经从自然中进化出来了，但是他们还不能够把自己和自

然区分开，在许多方面与动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和动

物生活在一起，过着原始的茹毛饮血的生活。在与自然交往

的过程中，先民们虽然逐渐学会了采集、狩猎等生存技能，

并发现了火的获得与使用方法。但是总的来说，实践水平相

当低下，认识能力也处于幼年阶段，对自然知之甚少，自然

界也只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不可制服的、威力无限的力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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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范围还十分狭窄，所以远

古时代人们还不可能正确解释诸如闪电雷鸣、火山地震、气

候突变等令先民们感到扑朔迷离的复杂自然现象。这样，人

类对自然的力量就有了很深的恐惧，认为自然现象是受到神

的控制，因而就产生了对自然敬畏、崇拜的观念，这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神话自然观。正如恩格斯所言：“由于自然力被

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

这种自然观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然不是属人的，而是属

神的，缺乏主客二分的明确理念。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只是

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充满了万物有灵，物活论的神秘色彩。

在世界各地都有关于自然的神话传说，尽管这些神话各具特

色，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所说的神都是人格化的神。在那个

充满神话的年代，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并没有把自己独立于万物之外，在他们的眼中，万物都是一样

的，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都受神的支配。马克思认为，这是

一种“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这个时候，人是

自然的奴隶，处于服从地位，对自然力量是十分敬畏的。

在原始宗教自然观的驱使下，人类将自然现象人格化和

神秘化，人们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是信仰主义、神秘主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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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迷信活动，认为神是至高无上的，人为神而存在，一切行

为几乎都表现人类对自然的顺从与敬畏。但是宗教自然观毕

竟是落后的，是阶级压迫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

发展，在生产活动中也流露出征服自然的一种渴望。宗教自

然观的一些谬论逐渐被人们揭穿，宗教自然观走向破产，一

种新的自然观即神学自然观逐渐萌生。马克思说：“任何神

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

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

神话也就消失了。”

第二节　古代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

在古代神话自然观演化过程中，孕育了古代有机整体自

然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人

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对

自然力量不再只是敬畏，而转为对自然的本来面目的探究。

人们不再满足用神话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试图通过揭示自

然现象背后的本质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和演变。但是，由于

古代主要是以血缘关系的交往方式为主的，那么相对应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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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也只是一种笼统的、有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

是用经验现象来把握其他事物，但因自然界超出了人的直接

经验范围，所以，人只能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

用人类自身来把握自然。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指导

下的自然观，只能是一种笼统的、有机的、整体的自然观。

但这毕竟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第一次理性的表达。

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古希腊的哲学家把自然

界看作是可以认识的实体，并加以说明。从自然本身探究世

界的本源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生成问题的猜测。在古

希腊哲学中，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原始基质，

万物都是生于水，又复归于水的。泰勒斯还把自然看作是有

生命的、能够活动和变化的，而且这一切都是离不开水的。

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万物的本源。赫拉克利特认为，

“火”是世界万物的原始基质，万物一直都处在变化之中，

而且都不是什么神或人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火”的燃烧

或熄灭的变化而得来的。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认为“四因”是万物的本源，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形式

和质料构成的，其中，形式是积极主动的，是一切运动的源

泉；质料是消极被动的，只能是一种潜能，只有通过形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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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转为现实。

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

的。而且，看到了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不同方面，把它们的对立

和统一看作是自然发展的动力，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特征。

总之，这种古代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蕴含着一些有价值

的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万物有灵论思想与探求自然本原两

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正是两者的双向互动促进了古希腊有

机整体自然观的发展与完善，其中折射出许多朴素唯物主义以

及辩证法的思想。从自然本身出发去解释自然，脱离了对自然

的盲目的崇拜，对自然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

这种古代有机论的整体自然观的思想，认为自然界都充满着灵

魂，有一个或几个“本原”。他们只是凭主观经验猜测世界的

本原，缺少一定的科学依据，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第三节　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自然观

西方的中世纪形成了另一种自然观概念，即神学自然

观。它最初是由基督教思想家发起的。到了中世纪，基督教

神学迅速发展，并且一统天下，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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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甚至连罗马的皇帝也成

为了基督徒，基督教也被定为罗马的国教。

基督神学把上帝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根源，是终极的存

在，人和自然都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西罗马主教圣·奥古

斯汀提出自然万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也是由上帝所创造

并由自然所供养。奥古斯汀宣称：“如果没有上帝，就是

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脱下来。”虽然人和自然都是上帝创

造出来的，但是二者又有着很大的差别：人是上帝创造出来

统治世间万物的，是主宰者，而自然则是处在和人相对应的

地位上，是被统治者，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在神学家托马

斯·阿奎那看来，人是高于自然的，是自然的统治者，自然

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被人统治，而且“人怎么处置它们都不存

在道义问题”。可见，在基督神学里，人类成为了大自然的

统治者，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类服务

的，因此，人对大自然的统治是不需要条件的，是可以任意

地支配自然万物为人所用的。

中世纪也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前面已经说过这

时的自然观概念是被套上了宗教的枷锁，宗教禁锢着经济、

政治、文化以及科学的发展，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为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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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而服务；同时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是西方古代文化和

近现代文化高峰间的低谷，也就是由一种基本的自然观向

另一种基本的自然观的过渡形态，这个时期的自然观充斥着

愚昧和野蛮。虔诚的基督徒认为神权高高凌驾于人权和自然

力之上，其结果反而把上帝架空了，割断了它与自然万物的

联系，从而在上帝的光环的掩护下展开了自然界独立自主运

动。中世纪的这种宗教神学自然观，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

了歪曲，在这种宗教神学自然观的统治下，自然永远是最卑

微的，永远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任何对自然的探索都会被

看作是没有意义的，是对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不敬，只有圣

经才是自然知识的来源。这种宗教神学自然观，误导人们去

轻视自然，支配自然，对自然的客观实在性进行歪曲。在这

种自然观的指导下，人类不可能正确地了解自然的规律，也

不可能正确地进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这严重地阻碍了人

类对自然的科学探索，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四节　近代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自然观

15世纪至17世纪，一种建立在近代机械力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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