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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新的文明形态!科学技术造就的工业文明在创造辉煌物质财

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如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继续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中发展"还是另寻他路"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

题!生态文明是在对自身发展和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生态文明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与人类发展历史新阶段

!一" 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

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世界伦理社会化

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新阶段!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包括人们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关系"建设人类社会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人民群众新期盼所作出的战略部署!一方面"我国经济

发展面临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已经到了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行的阶段$另一

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良好生态环境有了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生态文明秉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批判地吸收了农业

文明#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倡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通过资源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生

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人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修复自然的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二" 生态文明与人类发展阶段

人类至今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在对自身发展和反



思的基础上"人类即将迈入生态文明新阶段!

!"

原始文明!敬畏自然"依附自然

在原始社会"人类和自然是直接统一的"人类融合#附属于自然!人类依靠自然提

供的稀缺物质"通过人类劳动以获得生存!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然"进入人类文明发

展的早期原始猎采文明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处于较

低的水平"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都处在自然界容量

能够承受的范围!人随着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改进"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变化!火的发

明与使用"强化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尽管人类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学会制造

简单工具逐步强化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人类活动的本质还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劳动"自

然状态没有因为人类劳动而过多地改变"人造资本的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人类把自然

视为一种神秘的#威力无穷的力量"视为某种不可侵犯的超自然的东西"因而通过各种原

始宗教仪式对自然表示顺从#敬畏"祈求自然的庇佑和恩赐"如很多原始部落用动物名称

命名"用图腾作为部落的保护神% %人类创造各种神话传说"抒发了对自然的崇敬"同时

也反映了人类依附自然#对自然的恐惧的精神状态!

#"

农业文明!改造自然"利用自然

伴随着生产工具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人类文明也经历了从狩猎#采

集#捕鱼的原始经济向种植和畜牧为主的农业经济转变!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传

统依赖自然恩赐的经济方式已经逐渐难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被迫扩大生产!新的生

产工具的出现"使这种需求转变为现实!人类先后发明了青铜器#铁器"制作了各种简易

劳动工具!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支持'"土地#劳动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关键要

素"特别是土地要素"被誉为&封建农业经济的第一要素'!在威廉(配第的价值理论中

就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在农业文明中"人类大规模地聚

居生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种植#饲养和手工业生产活动!在世

界文明史上"繁荣富强的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马雅文明"正

是这一时期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运动的写照!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

求"人类大规模地开垦土地#砍伐森林#围湖造田"特别是传统的耕种方式"造成了生态失

衡!正如美国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

&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和毁坏了帮助人类

发展文明的环境!'在农业文明历史中"人类都很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东方语境中的&天

人合一'和西方语境中的&自然法则'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农业文明中"人类开始对

自然的支配#利用和改造"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表

现为一定程度上的对立"自然环境面临一定程度的污染与破坏!

!

低碳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



$"

工业文明!控制自然"征服自然

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是资

本主义的真正开端"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人类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

工业文明的转向!如果说土地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无疑"科学技术是工业文明的

动力机!机器制造代替了简单的工具耕作"新的大工业生产代替了传统的工场手工

业"资本主义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式的转变 % % 科学技术

裂变式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将人类带入了难以想象的&工业文明'之中!科学技术

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另一个方面倍

增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工业革命奉行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生

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了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严重破坏!同样依靠的科学技术"在

对自然缺乏深刻认识的人类手里"成了肆意掠夺#巧取豪夺的&凶器'!人类不仅将自然

当做取之不尽#肆意挥霍的能源库"而且把自然看做容量无限#硕大无比的垃圾桶!工业

革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开始能够轻易地解开自然&神秘的面

纱'!人类因此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自然的客观能动

性!将自然仅仅看成人类掠夺#征服的对象"自然与人类发展处于敌对的状态"征服自然

是人类显示其力量的主要途径"人类发展走向了一条高消费#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道

路!人类大规模的攫取行为"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终于导致了自

然界的报复!

从
#%

世纪
$%

年代到
&%

年代"世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大污染事件"以及
#%

世纪七

八十年代大量的公害事件"给人类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疾病和灾难"使人们第

一次认识到环境污染原来可以在短期内造成大群人员伤亡和大量财富损失!到
#%

世纪

'%

年代"世界环境进一步恶化!

#%

世纪
(%

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

的过程中"爆发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

)"

生态文明!保护自然"尊重自然

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要素和

产业结构的变化"显然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理论"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如

表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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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人类文明发展史

文明类型 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生态文明

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

时
!

期
公元前

+%%%

年

公元前

&

世纪
!

'

世纪

!'(%

!

#%#%

年
!+'%

年
!

!++%

年
!

产业类型

渔猎与采

摘末期开

始蓄养

种植业手

工区

传统工业#现代农业

服务业

传统工业改造

生态农业高技术产业

新型工业#现代农业

高科技产业

生产目的 生存 温饱 创造物质财富
创造物质财富和修复

生态系统

生产要素

劳动

劳动是第

一要素

土地#劳动

土地是第

一要素

土地#劳动#资本

资本是第一要素

资源#劳动#资本#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要素#良好的生态系统维系是第

一要素

与自然生

态 系 统

关系

依附自然
基本与自

然和谐

随着技术的发展"掠

夺自然资源#破坏生

态系统日益加剧

修复生态系统

支柱产业
狩 猎#采

摘#捕鱼

耕 作#畜

牧#饲 养#

手工

钢铁#建筑#石油#汽

车#电信#农业#林

业#渔业#化工#采

矿#电力

由钢铁#建材#采矿#电力#化工和建筑构成的循

环产业"信息电信息产业$由农业#林业和渔业构

成的循环产业"旅游业

!!

资源来源+吴季松+)新循环经济
!

中国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农业文明顺应于自然"自然资源开发能力较低"自然良性循环和过度垦殖现象并存$

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由此产生&生态危机'问题"在高增长#高消耗"最大限度创造社会财

富的思想指导下"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生态文明的现实意义在

于"人类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面临着资源#能源供需的矛盾突出"环境压力过大#生态系

统失衡的挑战!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

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

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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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演变

!一" 国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

!"

工业文明与#人是自然的主宰$的误识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
!'&,

年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开始"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

革"因为机器的使用"人类得以广泛地开发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物质的存在形态为人类所

用"这时期纺织#煤炭#冶金以及机器制造等行业快速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许

多技术发明还大都来源于工匠的实践经验"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还取决于经验性的观察

与尝试"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科学研究的新发现为先导的"纳维,

-./012

-提出的控

制论理论更使自动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特征!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这样一种信念得以坚持"即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助于人类了解自

然"每一次对自然的否定都能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对自然的征

服!在这一信念的支配下"人类开始习惯于接受&人是自然的主宰'的观念"开始习惯

于在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物质财富形式的名义下以自

然规律的主人自居'!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文明高速发展"

特别是&二战'之后到
#%

世纪
'%

年代这段时间"高新技术不断涌现"科学技术转化为

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资本主义步入&黄金时期'"现代工业文明达到鼎盛"&这

时"人类在传统生存方式上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点$资源开发利用的数

量和人口增长率达到最高点$发达国家进入所谓高消费社会"过度消费达到空前高水

平的鼎盛时期!'

生态问题成为危机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具有极高的同步性!从
#%

世纪
$%

年代

到
&%

年代"世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大污染事件+

!+$%

年比利时有毒烟雾事件在一周内

致死
&%

余人+

!+)$

年美国洛杉矶爆发了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
)%%

多人死亡$

!+)(

年美

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造成
,+!!

人暴病"

!'

人死亡$

!+,#

年英国伦敦毒雾事件造成

!#%%%

多人死亡$

!+,&

年日本工业废水污染造成死亡人数达
#%%%

多人$

!+,,

年日本富山

县重金属铬污染导致
#%'

人死亡$

!+,,

年日本四日市石化企业的废气污染导致近万人深

受哮喘病的折磨$

!+&(

年日本九州市爱知县因工厂生产的米糠油混入多氯联苯导致酿成

!

万多人中毒的严重污染事件!

#%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的公害事件又在世界各地发

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与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

漏事件为代表的世界环境污染的&十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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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事件带来的严重后果"公众开始意识到"原来在富足#丰裕的生活之下掩藏

着一种新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会带来财富的损失"更会造成生命消亡的代价!但伴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而迈向顶峰的现代工业文明把追求无限扩张#追求利润增长和

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最高目标"这推动了工业生产#资源开发#过度消费不断达到

更高的水平!因此"要想突破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制约"必须深入工业文明本身"特别要对

其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以探寻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

%寂静的春天&!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

#%

世纪
&%

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正是这本

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关于

生态危机与人类续存的反思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共同话题!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

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卡逊以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

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带来不堪重负的灾难!书中重点阐述了

334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

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

该走&另外的路'!

334

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

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

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
334

消灭

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

334

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

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
!+)(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
334

这类杀虫剂"

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

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
334

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
334

的

种群$还有"由于
334

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

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
334

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

牲了长远的利益!

卡逊在书中首次揭露了美国农业#商业界为追逐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对美国不

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了抨击"使人们认识到农药

污染的严重性!那些靠牺牲环境发财的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是&煽情'"是&危言耸

听'!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由于它的广泛影响"美国政府开始对书中提出的警告做调

查"最终改变了对农药政策的取向"并于
!+'%

年成立了环境保护局!美国各州也相继通

过立法来限制杀虫剂的使用"最终使剧毒杀虫剂停止了生产和使用!鉴于在美国历史上

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该书被列为&改变美国的书'之一"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

被公认是
#%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寂静的春天*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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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端!

围绕)寂静的春天*引起的广泛争论为民间环保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世纪
&%

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反对环境污染的&生态保护运动'"引发了一系列

观念上的变革"首先环保运动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意识到环

境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仅把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看做是幸福健康

的必要条件"更是看做通向自由和机遇的一种权利'!

$"

%增长的极限&!任何增长必须在环境容量承受范围内

罗马俱乐部成员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等四位年轻科学家撰写了)增长的极

限*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

)增长的极限*从
!+'#

年公开发表以来"早已誉满全球!这本书震惊了世界并畅销全球!

本书所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

问题-等"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们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早

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罗马俱乐部是于
!+&%

年

在西方成立的非官方的国际性学术研究团体"首创了对威胁当代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

的研究!从第一份令世界警醒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开始"罗马俱乐部围绕着全球问题展

开了系列研究$其视角也从对&物理极限'的聚集性研究逐步扩大到对&社会极限'的非聚

集性研究"并将经济#生态#社会#政治#文化#人等多方面要素全面考虑"它所提出的众多

理论和思想"成为人类&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奠基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环境保护运动也影响着传统的发展观"但是观念上的改变却并没能导致现实问题的

解决")增长的极限*中的观念和论点"现在听来不过是平凡的真理"但在当时"西方发达

国家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对这种惊世骇俗的警告并不以为然"甚至根

本听不进去!与如火如荼地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格格不入的是
#%

世纪七#八十年代大

量的公害事件又在世界各地发生"而且"环境污染事件不论从污染的范围与严重性#民众

受伤害的程度还是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与早期的&八大公害'事件比都远远超出!

丹尼斯(米都斯等人直言不讳地警告道+已有的工业社会的增长趋势若不改变"地

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
!%%

年中发生"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将因不堪重负而濒

于崩溃!这一类似于末日预言的警告一经发布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一些主流

经济学家对增长极限的观点表示质怒"批判作者及罗马俱乐部为&悲观主义者'$另一方

面"一些学者把该书看做&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待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在这种赞誉

与批判各半的评价中"罗马俱乐部继续关注着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对早期

研究的承续"他们在
!++#

年发表了)超越极限*一书"在书中他们坚持了自己最初的观

点"表明+尽管环境保护已受到各界的重视"工业技术手段也不断得到改进"&可仍然有很

多的资源和污染超过了它们可持续的极限'!而导致极限被超越的原因仍然是增长!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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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将是
#!

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大的敌人'!

)"

%我们共同的未来&!实现国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

年"在绿色运动席卷全球的历史背景下"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为主题的大会"即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提出并

使用了&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情况下的发展'#&生态的发展'#&连续的或持续

的发展'等概念"并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人

类必须利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

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

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这表明人类已经开

始意识到"必须明确做些什么"才能保证地球不仅适合现代人类的生活"而且能够适合子

孙后代的居住!

!+(%

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

56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6-89

-和世界自然

基金会,

::;

-共同发表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首次专门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

念提出"认为其基本含义是&持久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基因多样性和维护生态系统'"

&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前任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担任主席"通过在世界各地

的广泛调查和与有关人士的磋商讨论"该委员会于
!+('

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报告"即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

<=27>??>@;=A=21

-的报告!报告以

&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作为专题概括了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严

重危机"也指明了出路所在"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个能持续人类进步的

途径"我们寻求的不仅仅是在几个地方"几年内的发展"而是在整个地球遥远将来的发

展'!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可持续发展'作为关键性概念加以使用"并被定义为+&在

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条件下"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关于可持续发展界定一直被争论"不同的学科按照自己的理解纷纷对可持续发展的

定义进行了延伸和发挥!生态学界侧重于自然属性"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保护和加强生态

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维护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间的平衡$经济学界侧重

于经济属性"认为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

坏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界侧重于社会属性"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将其理解为在生态系统承载限度内改善人类的福利和生活品质$科

技界侧重于技术属性"认为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

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可持续发展思

想的演进与理论构建面临的挑战!

直到
!++#

年
&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经过与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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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的交换观点和反复讨论"世界对于可持续发展才基本达成了共识"大会通过的)里

约宣言*和)

#!

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也赋予了可持续发展具体的思想内涵和切实的

行动计划"使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大大拓展了"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由于发

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大会所达成共识的核心是以公平的原

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整个人类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并在)里约宣言*和)

#!

世纪议程*中"明确了在处理

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进行技术转让的承诺!这就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定义提供了最好的诠释"即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在生态意义上保证未来后代

能有资源满足其基本需求"而且还要以公平的方式改变目前的消费与生产方式"使得

资源能够被集约地用于满足当代及后代的生活需求!只有本着务实的态度和实事求

是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和&满足当代和未来后代的

基本需求'才能够实现!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既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

中得出的理论和经验总结"从本质上看"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第

一"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发展!人类发展历史也已经雄辩

地证明"贫困和落后不利于环境保护"正如印度前总统尼赫鲁曾指出"贫困是最大的污染

源!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相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第二"可持续发展是考虑资源耗竭性和环境承载力的发展!人类不能再以环

境的破坏#资源的整体性衰竭为代价来实现发展"而应谋求一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

结合的崭新道路!人类发展得以持续的关键性条件之一也恰恰在于资源供给能力和环

境消污去垢能力的保持乃至提高!第三"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主张以人类社

会的不发展来换取自然的修复和维持"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应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来尊重自然#顺应和改善与自然的关系!

!二" 我国古代思想中生态文明的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调谐思想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文化渊

源!所谓天人调谐思想"即强调天人相统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

关系上"不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

然的朋友!

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

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

苏生长!什么时候砍伐呢. )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生态外"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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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

然残酷"但重视环境绝不含糊!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

内涵所决定的!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普遍确认为&天人关系'"这个与环境保

护紧密联系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多有论述"其中以儒#道#佛三家最为丰富精辟!古代

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智慧"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思想来源!

!"

儒家!#畏天命$#知天命$#制天命$

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

趣!儒家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天即自然界的功能"自然界

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本身就是生命整体!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对自

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应按这些

规律办事"如果违反这些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儒家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

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

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儒家还倡导&制天命'"就是人类可以在掌握自然的

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它为人类谋福利"使天地万物为人类发挥好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

因此人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最终目标!儒家从人

谈天"从人的角度来阐述&天人合一'"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

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肯定天与人的联系"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儒家认为"&仁者以天

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即是尊重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

命"即是爱惜自身的生命!被称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把&生生'"即尊重生长#长养生

命#维护生命作为人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

儒家哲人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去审视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

尊重!在对待山林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人与自

然和谐的措施!以对待山林资源的态度和利用为例"儒家认为"注意保护山林资源的持

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是人类保护山林资源的出发点!孟子最早意识到破坏山林资源可能

带来的不良生态后果"并概括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学法则+物养互相长消的

法则!孟子认为+&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刀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

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

消!'儒家还看到山林树木作为鸟兽栖息地的价值///&山林者"鸟兽之居也'"认为&山林

茂而禽兽归之'#&树成荫而众鸟息焉'"反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儒家对山林和鸟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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