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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李德栓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

所写成的专著。它反映了作者对建构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及其

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尝试。

１９９９年９月初，李德栓作为我招收的最后一名学生进入

南开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那时，我正致

力于后现代思潮研究。李德栓听了我几次课后，主动向我提出

研究生态环境问题的要求。就此我斟酌再三，建议他结合马克

思主义哲学分析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在我指导下，李德栓很快

就阅读研究了大量相关资料，但当时人们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研

究尚处在介绍阶段，原著较少，要对生态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实

在艰难。经过多次讨论，我建议他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过程中

探索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尝试建构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体

系。李德栓勤奋好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础好，又有一定

的学术研究能力，在我指导下，他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探讨了环境的本质、环境危机根源及其解决对策等问题，同时

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这其实等于建构了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

想体系。这在当时是处于理论研究前沿的，因而李德栓的博士

论文得到了论文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他的论文答辩也顺利圆

满。博士毕业不久，他就和我联名将毕业论文导言发表在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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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社会科学》上。就是从今天来看，李德栓的博士论文比起时

下那些仍然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评析生态中心主义的

专著来说要见长些。

博士毕业后，李德栓并没有中断对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

探索，而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中国化深化了对这

一课题的研究。结合本科和硕士教学实践，李德栓博士运用马

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逻辑去归纳梳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和胡锦涛的生态环境思想，结果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

了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而且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和怎样建设生态环

境这一时代课题，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保护、科学发展和

生态文明之路的主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环境思

想，充分彰显了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当代性。目前，学术界

对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思想研究尚处于收集整理资料阶段，李

德栓博士的这一探索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而这一研究的现实

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提供理论指导。

李德栓的博士论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六章主要阐释了马克

思生态环境思想。第一章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论述了马克

思的人自然观，揭示了作为人的对象化的环境的本质；第二章

立足于劳动实践论，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中介关系；第三章、第

四章从人与动物不同出发，在社会关系视野中探讨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深刻揭示了环境危机的实质和根源；第五章、第六章

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了克服环境危机的对策。下篇五章主要以马

２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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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逻辑归纳和梳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和胡锦涛的生态环境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结合国情和时代

特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全书其实是以上篇为

铺垫，侧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环境思想，结构合理，论理

有据，主旨鲜明，时代感强，是探索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及其

中国化的较好尝试。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开启中国化马

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研究，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均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为导师，我衷心希望李德栓博士继续致力于生态环境理

论研究，以期能为中国社会奉献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

封毓昌

２０１０年２月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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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

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这对于保护和建设人

类生态环境，全面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均具有重大意义和

作用。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人们对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民

族化问题还缺少研究，对我们来说，如果不研究马克思生态环

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那么将无法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鉴于此，本书将选定新的

研究视角，对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

题展开研究。

一、研究视角

理论研究经验已经证明，问题研究的视角不同，研究的框

架、意义和结果将有所不同。由此可见，确定研究视角对于问

题研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一提起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研究这个话题，我们自然会看

到既往研究采取了这样两个视角：（一）生态伦理学视角。从

这一视角出发，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生态中心主义者，他

批判了近代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张人与自然的和

谐一致。人不是自然的主人，它只不过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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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它应与其他物种共存共处于生态系统之中。（二）发展理

论视角。国内许多学者归纳梳理了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认为这

一理论是对西方近现代发展理论的超越。人类要获得发展，需

要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这些视角出

发，一些学者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环境思想，然而讨论

不够全面系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考察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与

西方生态环境思想的区别问题，也没有讨论马克思生态环境在

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必须寻求新的研究视角来探讨马

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及其中国化问题。

既往研究在一定范围内研究了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也启

发我们去注意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环境思想，但我们必须看到，

无论是生态伦理学，还是发展理论，如果离开人的生存和发展

过程都将是空洞的、抽象的，因而是不可能根本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的。要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搞清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我

们必须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社会实践方式入手，因为马克思

研究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视角入

手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

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应取的视角。

采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在

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

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而且将为我们思考和解决中国乃至

人类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理论关照。

二、研究框架

本书将分上下两篇展开研究。上篇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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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其主要内容是：运用马克思劳动理论提示人类生活环境的

来源和属人性特征；根据中介论阐述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以

及人对人的关系对人对环境关系的中介关系，借以揭示环境危

机的实质和根源；运用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讨论克服人类生

态环境危机的条件、障碍和现实对策，以便展示马克思生态环

境思想的当代性。

下篇拟用五章内容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

继承和发展问题，其思想脉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去

归纳梳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的生态环境思

想；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探讨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

继承和发展问题。

三、研究意义

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受历史的局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是注重对马克思

社会革命思想的研究。但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是前进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必将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生态

危机的出现，西方学术界涌动着生态思潮。在这股十分强劲的

生态思潮中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学派触及到

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但是只在生态伦理学层面上去讨论问

题，至多有益于人们树立生态伦理观念，而人们解决环境问题

不仅仅要依靠观念变革，还必须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另一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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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

求，但是他们并不承认现实社会主义，也没有找到变革资本主

义的力量，因而他们所提出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也

未必是现实的。看来，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就

要进一步发掘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这就是说，如果再囿于既

往生态伦理学视角来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一方面会将马

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同西方生态伦理学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会模

糊人们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方式。看来，要全面系统地把

握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我们必须转变研究视角。本书将从马

克思主义人学视角去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全面系统地发

掘出马克思的环境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因的分

析和马克思所提出的解决环境危机的对策等思想。从这里可以

看出，从新视角去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

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而且有利于我们将马克

思生态环境思想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这是有重要理

论意义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内外

学者开始研究发展问题，各种发展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近年来，人们纷纷研究发展问题，其中也强调了生态环境问

题。既使人们研究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阐释过马克思的

社会发展观，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

论，阐发过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在其中也涉及马克思生态环

境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将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在当代中

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因而人们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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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直接和更高层次上把握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可见，从

发展理论高度去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

继承和发展问题，关系不是很直接，研究层次不是很高。为了

克服这一研究困境，我们需要转换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人

学视角去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

题，这样一来，不仅话题会直接集中，而且有助于我们揭示马

克思生态环境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思想之间的继承发展

关系，借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生态环境思想不是来自于西方的

生态思潮，而是源自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它同马克思的生

态环境思想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倶进的关系。这就是说，从马

克思主义人学视角去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

继承和发展问题，可以使我们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思想

的来源问题，这本身就是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的。

按照生态伦理学的观点，要解决环境问题，人们需要放弃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树立生态中心主义观点。当然，生态中心

主义比起人类中心主义来是进步的，但人有人的生活，人是主

体，自然是客体，人与其他生态体不是完全齐一的，而是相互

中介的，不仅如此，人对人的关系也中介着人对自然环境的关

系，人们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去看问题，才不会仅仅认为环境问

题是由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造成的，而是由特定生产方式造成的

（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目前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本

原因）。由此可见，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马克思

生态环境思想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进

而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观念变革。这

５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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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现实价值之所在。

从发展理论出发，许多学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

需要人们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

科学发展。这无疑是有益于我们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但我们

必须指出的是，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对策不止这些，这就需要

我们运用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去系统分析中国的生态环境状

况及其成因，找出解决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一揽子对策。这样

一来，我们就不能不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

承和发展问题，进而彰显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创新之处

由于转换了研究视角，又加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

展开问题研究，我们的研究将获得如下创新。

（一）理论创新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由此

决定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也必然拥有这些特征。但问题是，

怎样揭示或展现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科学性和革命特征呢？

笔者认为这里有个研究视角的问题。若从生态伦理学或发展理

论角度去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中国化问题，是能得

到一些研究成果，但不可能全面，并且很难使马克思生态环境思

想与生态中心主义和发展理论相区别，这样一来就模糊了马克

思生态环境思想的理论特质。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

去研究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中国化问题，情况就大不相

同了。从这一新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介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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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只有用它才能科学把握环境问题的成因，从而提出解决

环境问题的对策，这是既往研究不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因而我

们完全有理由说，它是一种理论创新。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生态

环境思想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又不是生态中心主义，而

是主张在和谐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实现人与环境的共生共存共

处。既往的环境问题形成有观念的作用，但根本的是生产方式

使然。人们要解决环境问题，不仅要变革环境观念，而且要根本

地变革生产方式。这一理论是生态伦理学不可企及的，也是发

展理论不曾拥有的，它只是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理论贡献。

这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去研究马克思生态环境

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在理论上超越了既往的研

究，展示了马克思生态环境思想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这是本书

研究的理论创新。

（二）环境问题解决对策创新

按照生态伦理学的说法，人们要克服环境问题，需要放弃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树立生态环境观念。西方发展理论认为，

人们要克服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转变发展观念，更新

发展模式。但在我们看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马克

思生态环境思想认为，一个国家乃至人类要解决环境问题，需

要变革环境观念，但根本的问题是要变革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问题的解决离开人们对人与人关系的

调整将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在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方面，

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揭

示出这一点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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