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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责任教育的可贵探索

( 代   序）

                                                                         方世南

在人类从工业文明时代大步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历史时期，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根本使命。现

代教育向着“生态责任”教育目标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世界教育的共识。

黄治东、徐习军两位中年学者的《“美丽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责任教育》

一书，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语境下，将中国国学中的生态责任教育理念、

科学发展观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西方生态理念融为一体，阐释了

中国生态责任教育的基本内涵、价值功能、主要路径、方式方法，取得了

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该书针对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文明发展与教育发展相悖的大背景，从

人与自然关系角度阐释了现代教育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持生态环境

的稳定、尽力修复被工业文明破坏了的环境的重要性，指出，要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依靠教育，因为教育可以培育出具有可持续发展、

具有保护环境意识的“文明人”，而“文明人”会自发地保护环境，注重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传播生态意识，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做有利于生态

平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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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责任教育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就提出要注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他警示人类应该重视生态环境，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保护自然环境。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意识，不是生

来就有的，是需要培养的，而生态责任教育对学生培养生态意识和生态文

明行为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有生态文明时代的全人类都能够将生态

责任意识提高，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进而形成良好的

生活、消费、生产行为，自觉维护生态平衡，遵守生态原理，世界才能建

设得更加美丽，人们才能如同海德格尔所希望的那样“诗意般地栖居”。

该书从江河文化、海洋文明、内陆文明的阐述入手，揭示了中华文明

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独领风采的地位；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生态文明理念及

其发展、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等等层面，对中国确立生态文明理

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意义进行了解读；从生态文明纳入中国发展的“五位

一体”的意义、历程、实践探索，阐述了以生态文明推动美丽中国实现的

战略框架和发展目标。该书的重点是论述在美丽中国建设语境下的中国生

态责任教育，该书能以问题为导向，对中国的教育生态进行了梳理，分析

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成效以及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教育

公平、教育资金投入、高等教育结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教育质量、教

育管理与行政体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冷静分析，认为中国

的教育生态“不容乐观”，“教育生态”的薄弱与“生态教育”的滞后，

与“美丽中国”建设尚缺乏“语境对话”机制，总之，将中国的生态教育

尽快地适应“美丽中国”建设的任务刻不容缓！

该书分析了“美丽中国”的内涵及其建设、我国生态责任的现状、我

国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教育，阐述了提高国民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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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提高国民生态责任意识的有效途径以及加强生态文化和

生态教育建设的目标和路径。

该书呼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既是生态责任教育的对象，又是

生态责任教育的主体，应担负起生态责任教育的责任。在政府层面，应营

造生态责任教育的社会环境、建设生态责任教育的发展体系、完善生态责

任教育的各项政策；在学校层面，应重视生态责任教育学生生态体系的完

善、寻求生态责任教育理论教育的多样渠道、开展生态责任教育实践教育

的多种活动、打造生态责任教育校园文化的良好氛围；在家庭层面，应进

行生态启蒙教育，打造良好生态环境，家长树立榜样作用，有意传授生态

知识，培养生态审美情怀，注重生活细节养成；在社会层面，媒体应积极

传播生态责任教育信息，形成舆论导向，企业应主动加强生态责任教育，

促进绿色发展，公民应自觉参与生态责任教育，营造生态文化氛围。

教育是基于人的成长的一项伟业，“人”是人类社会存在、运行和发

展的最基本、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分子。人类必须认识到，世界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就应该将生态学观念融入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

在自然界中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时，就应该恪守“取物不尽物，取物

顺时”的生态伦理，时刻谨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此外，处于现

代社会的人类更应该意识到地球环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息息相关，所以

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保护自然的责任，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为我们共

同的地球环境的美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作者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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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

（一）原始文明时代

原始社会阶段人类经历了 300 多万年，它以人类由猿类进化为开端，

而原始文明时代的开端则是人类社会懂得将劳动工具使用到日常生活中。

人类文明是在石器时代之后产生，这一阶段的文明通常被称为渔猎文明或

原始文明。在原始文明时代，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加容易吸引人类，他

们一般是以群居的形式聚集，居住形式是山洞，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简单的

石器、石块和木棒等，食物的来源主要是狩猎野兽、采摘植物的茎叶与果实、

捕捉鱼类与鸟类等。人类主要生产活动有两种形式，即渔猎和采集，且这

两种形式都是对自然物质的直接利用。
[1]

因此，这时的人类生活非常艰苦，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 们没有能力抵御自然灾害；其二是他们

无法抵抗野兽、寒冷、饥饿、疾病以及死亡的威胁。尽管这个时期的人类

已经开始在自然面前呈现出自觉能动性，但是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太过于低

下，所以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依旧非常脆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时期

[1] 张敏．论生态文明及其当代价值 [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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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责任教育

的人类是自然界的奴隶，他们惧怕大自然的威力。所以在原始文明时代，

威力无穷的自然就是人类的主宰，它们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代表。马克思曾

明确指出原始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自然界最初是被看成一种威力无穷、

无法制服、完全异己的力量与人类对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其他动物

与自然界的关系完全没有区别，人类就如其他动物一样屈服在自然界之下。

因而，人类这时对自然界体现出的纯粹是一种动物式意识。”
[1]

原始文明时代除了生产活动水平十分低下，精神生产能力也非常低下。

文字的产生就历经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文字和符号的产生是因为随

着原始人类生活内容逐渐丰富与生产逐步发展，简单的口头语言已经无法

满足需求。
[2]

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观点，若没有文字的记载，就不会有

历史的存在，也就不会有文明。因此，文字的发明，扩大了语言交际职能（空

间与时间），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同时，另一个反映原始社会进入文明

时代的标志是原始人类的装饰、绘画以及雕刻等艺术，在人类的聚集地（岩

石或洞穴）发现了许多非常原始的绘画。比如，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

就代表了仰韶文化，这时期的彩陶已经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巧与造型。原

始宗教是原始人主要的精神活动，原始宗教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尊敬与

敬重分不开，其尊重的表现形式是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其中图腾崇拜就

是将自然界的某种动物作为崇拜对象，这种动物被称为图腾神，一般为凶

禽猛兽，例如，中国的图腾就是龙，并将自己称为龙的传人。而自然崇拜，

就是构想一个超越自然，在自然界之外的世界，且这个世界安排和支配自

然界所有秩序，自然崇拜的对象一般是自然界的现象和事物，例如风、雨、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82.

[2] 黄梓珊．原始文明与农耕文明 [J]．环境教育，20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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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电、太阳、月亮、星辰等，因为它们都是超越自然界的化身，原始人

类对这类现象与事物顶礼膜拜。曹书杰教授认为对自然界的敬畏最重要的

表现形式就是祭祀，在中国古文明中具有标志性的特别的文化符号是稷祀，

这种原始宗教信仰初步表明，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自然界与动

物对他们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1]

原始文明时代的人类即使对自然的改造作用和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推动了自然界进化的过程。当原始人类对环境的

适应力逐渐增强之后，会加剧对自然的开采，往往导致集聚地的许多动植

物物种消失，从而破坏自己的食物来源，进而使他们的生命遭到威胁，为

了解决生存危机，人类除了依靠迁徙发现新的食物来源之外，还必须学习

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当狩猎和采集已经无法满足人类发展需求时，人类

逐渐学会了利用自然，开展农业生产，尤其是铁器的发明与普及，进一步

推动了农业生产，这时的人类也成功地实现了文明转型，从原始文明时代

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

（二）农业文明时代

原始畜牧业和农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原始文

明新石器时代发起的农业革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长足影响，尤其是

出现了农业生产方式之后，人类对食物的获取方式改变了，进而从采集者

转变为了生产者。这种转变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类不再完全依

赖自然界直接提供的食物，而是懂得了创造合适的条件，使自己需要的动

物和植物在得以繁衍和生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变习性和属性，从而更进

一步提高了自然界的人化程度。农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农业技术的快速发

[1] 曹书杰．稷神崇拜与稷祀文化系统[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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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得人类已经能够利用自然力，甚至是可再生的能源，例如，风力、

水力、畜力等，再加上多种金属工具的广泛推广与应用，人类对自然的改

造能力也愈来愈强。

农业文明时代相对于原始文明时代，有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人类

加强了对自然的认识，开始利用自然，依靠自然。因为农业的生产，人们

除了要对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进行充分了解，还要长期观察水土、气候、日

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以总结经验，同时，还需了解地理、天文以及数学等

方面相关的知识。
[1]

第二，文字的产生，使人类能够记录经验以及历史，

其中还包括人类在农业生产中获取的自然知识，并且文字的记录使得这些

知识、经验、历史等更方便地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播。第三，出现了社会分工。

因为农业生产的普及，使食物有了稳定来源，从而一部分人能够从事生存

之外的社会活动，因此，人类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其中，有一些是体力劳

动者，另一些则是脑力劳动者，这样使得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提高了。正

是以上这些变化，使得以畜牧与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创造了人类历史上

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著名的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哈巴拉文明、

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等。
[2]
 

但是，许多早期古代文明，都在辉煌和兴盛十几个世纪之后遭到毁灭，

其主要原因是人类为了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大肆开垦草原和土地、焚烧和

砍伐森林，过度使用土地，从而导致千里沃野转变为荒凉之地。对于这种

现象，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故乡之所以会逐渐走向衰落，

主要原因是人们毁坏或糟蹋了这些故乡的环境。”
[3]

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

[1] 屈一平．智慧城市：文明演进的选择 [J]．小康，2014(9)：46.

[2] 王睿．审视古文明开启新思路 [N]．陕西日报．2015-06-10(11).

[3] 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 [M]．庄婈，鱼姗玲，译．北京：中国环
境科学出版社，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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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然界的战胜和征服并不值得陶醉与欢庆，因为每次的胜利，最

终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且每次胜利的最初，人类得到了预想的成功，

但是若干年后却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常常得不偿失。例如，小亚细亚、

希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区的居民，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从而将森林毁灭，

但是如今的这些地方都变成了不毛之地，这正是对当初人类肆虐的报复，

曾经的沃野失去了森林、水分。”
[1]

因此，农业文明时代的不断发展给自

然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水土严重流失，自然

环境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人类农业文明走向衰落。

虽然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总体程度上

还是保持住了生态的平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乡村与城市是

相对立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乡村文化，但是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

低，发展较为缓慢，人类对自然还是处于表层的、局部的利用与强化，不

具备对自然实施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能力，所以人类尽管能在一定规模上

破坏自然界，但是仅仅只能对整个自然界造成局部的伤痕与斑秃，并未造

成惨重的生态危机。而之后的开创了城市文化的工业文明真正的为生态带

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2]

然而，虽然农业文明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将生态平

衡保持住了，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落后的生态水平，并不是人类应该追求和

赞美的理想境界。因此，总的来说，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的改造和认识还

处于稚幼阶段。　

（三）工业文明时代

在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明了蒸汽机和纺纱机并投入使用，这标志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张孝德．新文明观：乡村、城市平等观—乡村文明复兴引领生态文明新时代[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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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开端，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了工业文明，这是人类历史

上出现的第二次意义非凡的转型。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最突出的特

点就是生产活动广泛使用机器，且实现机械化生产是工业文明最基本的特

征。随着全世界工业的扩大和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且被广泛引用进

生产中，人类的智慧促进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同时，工业文明时代也给

人类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对此，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世界闻名的《共产党宣言》

中描述到：“机械和蒸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传统的手工工业被现代工业

代替；工业中的富豪，产业大军的领导者，现代资产者，将工业中间等级

代替了。”
[1]
“这个时代花费一百年创作的生产力，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

创作的所有生产力，同时，在征服自然力、使用机器、将化学应用于农业

和工业中、行驶的轮船、通行的铁路、使用的电报等方面也远远超越了过

去任何时代，原始文明时代与农业文明时代何曾想象过社会劳动里面竟能

容纳这样巨大的生产力。”
[2]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不可否认地取得了空

前的成就，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工业时代迎来了巅峰时期。

工业文明时代各类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

和控制取得了跨时代的胜利。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农作物的习性，人类

需要依靠自然、适应自然、顺从自然，但是在工业文明时代，由于机械化

的大力推广，人类生产的产品已经能够脱离自然、超越自然而存在。因此，

工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界的要求多为间接的，与自然界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人类就认为已经将自然界征服，能够主宰自然界，且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只有利用与被利用。这说明，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自然和人类之间的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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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由于有了现代科学技术这一武器，认识和改造

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大，不再被地球表层

局限，已经拓展到外层空间和深入到地球内部。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活动

不再顾及自然界的感受，对自然界无情掠夺、开发及挥霍，人类强大到成

了统治和主宰地球的唯一种群，成为生物圈改变的主导力量，同时，自然

界的人化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但是，当人类正在为自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狂欢时，自然界却开始

回馈它被破坏之后的恶劣影响，例如，严重的大气污染、资源枯竭、温室

效应、臭氧层空洞、森林锐减、淡水资源短缺、酸雨污染、草场退化、土

地荒漠化和侵蚀等环境问题。全世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以及环

境污染，而且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刘思华认为，中国工业化异化日趋明显，出现了工业文明的

黑化，自然生态系统恶性循环，人的可持续水平呈现逆向运动。
[1]

美国著

名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阿尔文 • 托夫勒曾这样说：“毫不夸张地讲，人

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的文明，能够将这种手段创造出来，将一个城

市摧毁，甚至是将整个地球毁灭；也未曾发生过使整个海洋中毒的事件；

也未曾如此凶猛地对矿山进行开采，将大地挖掘的满目疮痍；也未曾出现

过能够使臭氧层消失的头发喷雾剂；还未曾出现过威胁全球气候的热污染。

这一切，都是人类的疏忽和贪婪造成的，人类甚至能够使一个空间在一夜

之间从地球上突然消失。”
[2]

这表明，人类在大力运用和推广现代科技，

力争取得更为璀璨成就的同时，也必须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

[1] 刘思华．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与跨越工业文明“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个问题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43.

[2]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M]．朱志焱，潘琪，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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