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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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 / 003

第一节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 004

第二节　西方的人与自然观 / 014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观 / 022

第二章　工业文明并不像想象般美好 / 029

第一节　工业文明的由来 / 029

第二节　工业文明的功绩 / 033

第三节　工业文明的副产品 / 037

第四节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 043

第三章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 048

第一节　当今世界的人口现状 / 048

第二节　当今世界的资源现状 / 052

第三节　当今世界的环境现状 / 056

第四节　如何保护人类的家园 / 064

001



002

第四章　中华民族的家园 / 067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现状 / 067

第二节　中国的资源现状 / 071

第三节　中国的环境现状 / 079

第五章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088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的由来 / 088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 / 090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 093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097

第五节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 100

第六章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111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 112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 114

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体系的特征 / 120

第四节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方法和意义 / 123

第七章　全力建设生态文明 / 131

第一节　生态文明的由来 / 131

第二节　生态文明的含义 / 137

第三节　生态文明的特点 / 146

第四节　生态文明的意义 / 150

第五节　创造和倡导科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 154

参考文献 / 183



人与自然的和谐

001

引　　言

人来自于自然，并受制于自然。但在西方的文化语境

下，人类并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中，人凌

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是人改造和征服

的对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也是抛弃废物的

垃圾场。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进一步强化了人的主体地位，尤

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大大加快了对自

然界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资源日益枯竭，生态、

环境遭到的破坏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变暖、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

短缺、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灾害已经阻碍和破坏了人

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正面临自然界疯狂的报复。

反思工业文明，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

然的关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认识自然，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02

的。人们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正

确处理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

然的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继承前人重

要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7年召开的党

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也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自然与生态的严峻形

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

之间的关系，继承中华民族传统自然观的精华，吸收人类文明

的优秀成果，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绿色经济及生态经济，倡导科学、理性的消费方式，走出一条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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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与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

现代工业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通过科技

手段的应用部分地解放了人。但是，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提

高，尤其是新的科学技术不断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力，自然

生态所遭受的破坏也与日俱增。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历

史片面强调人是自然的主宰，主张对自然大规模开发利用。

人的生产和生活，尤其是社会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活

动为人类生产了大量的物质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物质

财富的需求，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推动了人类

文明的向前发展。

人类在对自然界以高歌猛进的方式予以开发、利用的同

时，却遇到了日益严重的生存困境：空气污染、水土流失、

沙尘暴袭击、酸雨侵蚀、耕地减少、气候变暖、洪水泛滥、

土质沙化、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粮食匮乏、能

源危机、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正日益影响着人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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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已经阻碍和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这些苦果

的种子恰恰是人类自己亲手种下的，自然界以它自己的方式

把人类对它的破坏还给了人类自己。这一事实告诫人类：人

类在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

过程中，绝不能无视自然生态，更不能忽略了自然的内在价

值。否则结果就是人类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在破坏发展自

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自然界以客观的自然法则和失衡的

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灾害；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在毁

灭文明；人类既为自己的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也给自己

的发展挖掘了生态的陷阱。

第一节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是一个中国式的概念，其思想贯穿于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人类安身立命的自然前提，也是人们处理一切社会关系，

推动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

导，而小生产方式是农业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农业文明

发展过程中，自然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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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靠天吃饭”成为农业生活最贴切的描述。因此，适

应自然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变成了人们主要的社会活动方

式。这种对于自然的适应，遵循自然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

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实践活动。

一、孔子的“畏天命”思想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优秀文化，保留了天的神

秘性与对天的敬畏。同时把天作为内在道德根源，创建了从

自然到人事的伦理体系。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表

现了孔子的天人观，这是中国儒家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

的渊源。

在 对 待 自 然 的 态 度 上 ， 孔 子 非 常 尊 崇 “ 天 ” ， 他 认

为，君子的道德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塑造的过程，作为一个有

“德”的君子，必须敬畏天，也就是“知天命”。而如果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说一旦人不按照天的运行

规律或者天的意愿来活动，就会受到天的惩罚，此时再去祈

求天的原谅已经无济于事了。

孔子的天人观表现为对自然的热爱。他认为仁与智的区

别在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意思是说“山”和“水”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06

属于自然现象，也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对山水的

“乐”，表达了充满智慧和德行的人能够体验自然的存在之

美。而“乐”既可以是人的主观情绪、喜爱偏好，也可以是

人对自然的贴近、顺从和领悟。由于人需要从自然界获得生

存资料，而自然界不会主动地满足人，因此人参与自然界的

过程是人改变自然界中物的存在方式从而满足自己生存需要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只有

“乐”的态度才能体现对自然的尊重。

二、孟子的“修身事天”思想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

子的学说。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天人观，并且

在“仁”的内在德性归属立场上提出了尊重自然的天人观。

孟子告诫人们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以合理的方式获得

生产和生活资料，人们将会获得可持续的生存条件。孟子

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

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

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

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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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

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意思是说物质资料

的获取、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需要根据时令，以适度的方式

来生产和获取，统治者对百姓的管理也不能违背时令。

孟子认为，人的生存，就是安身立命。他说过：“尽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

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思是

说安身立命之所在于修身事天，这样才能夭寿不贰。

所谓“事天”，首先指的是遵循自然规律，孟子的天

人观反对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干预自然的实践方式。在揠苗

助长的隐喻中，孟子首先提出了自然界的事物以“气”为主

体，其运行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

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认为，

气充斥于天地之间，凝聚于万物之中，因此，人们对待自然

事物需要适应自然规律而不是背离自然规律。否则，背离自

然规律的结果，就如“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事天”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忍心坐视生命的消亡。孟

子的生态天人观蕴含了不能坐视生命之死的态度。孟子说：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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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可见坐

视牛羊之死，在孟子看来，这是“距心之罪”，与人的内在

德行是不相符的。

三、荀子“天人相参”的观念

与孟子不同，荀子在发展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提出并强

调了自己的“天人相参”的天人观。荀子的这种主张，在其

代表作《天论》中有过精彩而详细的描述。

人与天参，首先是人对自然界的符合和顺应，荀子的

天人观强调了顺应自然的实践方式。在荀子看来，自然界有

其内在的运行规律，人应该顺应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用合理的

措施来顺应自然规律，就会给人带来好处；相反，不按照自

然规律实践，不能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会

给人带来麻烦。

人与天参，其次是人以能动的实践方式参与自然界的

物质交换。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积极地认识自然、改变自

然，是人类的目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

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



人与自然的和谐

009

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

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

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提出了利用自然、控制自

然，顺应时节来使用自然的积极的人为的态度。这种积极的

人为态度转化为实践方式，就是积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能

力来治理各种各样的自然物，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物，让自

然为人类服务。在这里，荀子反对对自然的静观态度，而强

调了人能改变自然，以及在实践中理解“万物之情”的认识

论思想。

四、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

在继承早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根据当时社会

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

的理念，揭示了人、社会和自然思想统一的关系，揭示了社

会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自在存在和独立运行的规律。董仲舒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以类比和相应的方式指出：“天

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天和人并不是彼此两分的，而是

彼此相合。

那么，天与人是如何相结合的呢？董仲舒认为，天地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