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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有生态文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即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过渡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

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

明的率先响应者。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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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

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

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

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提出“道法

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

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

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

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

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

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

致。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  

      

    问题在于，思想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的，接受东方智慧并不难，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文明的中华文明，

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实践做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

我们的发展原则。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

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时，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它是西方哲学面对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哲学观

点，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长期以来，正是在科学理性绝对化的视角下，很多

人都将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智慧视为前现代的产物，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  

    也正是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东方智慧才得以参与到

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我们要用人文精神来校正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也要用道德原则来审

视实用主义。我们虽然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但主导我们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西方传

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所



以，用中华文明来校正我们的现代化方向，理顺我们的文化结构，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必要。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

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

本属性。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

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

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

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

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为社会主义理论的融合提供了平台。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

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

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

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

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

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他们之间的融合，必促

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促成人的

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对此，中国责无旁贷。（冯杰选辑） 

    

    

    

   来源：《大地》 网站编辑：张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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