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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自然观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少能够尊重自

然，不能从长远和全局考虑如何更好地与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协调发展。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

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

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

对这一警示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

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资源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

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以上数据来自世界观察研究报告）。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

想地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依靠高科技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要开发新的

非耗竭型的资源，才能维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孔子一生都以

实现“仁”为己任，以实现“仁”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儒家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若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会损害人类自身。孔子说：“仁者爱人。” ⒁他认为，人与自然

应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必须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的朋友，像爱护朋友那样爱护自然。孔

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⒂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

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高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也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不爱，悉足以谓仁？”进一步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引申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爱护。 

  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说过：“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 ⒃显然，孔子把对待生物的态度提

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由家庭、社会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

然，把对待生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理论向生态理论的拓展。虽然受时代和经验主

义思维方式所限，儒家理论思想还仅限于朴素的理论范畴，缺乏系统和科学的论证，但它给后人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上提供了诸多启示，那就是要提倡生态道德，按自然规律办事，节约自然资源。 

  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类对物质和精神的不懈追求。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极力追求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满

足了人类的物质利益。但人的精神、伦理、道义、美德等崇高的价值却被忽略或异化了。人与自然失去了亲密的交

往，自然只被视为人类的工具和手段。人与自然处于分离与对立的状态，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与

失衡，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人只有与宇宙共生，与宇宙同行，与生命沟通，才能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平

衡，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进化的崇高目标和理想境界。儒家生态理论思想表达了人类对价值，对精神归宿的

探求与追寻。生态道德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和要

求。有道德才能高尚，有修养才能文明，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自觉遵循保护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履行对

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在“人类利益是终极而唯一的价值”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人类在发展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

生态问题加重了人们对生态伦理道德意义的关注。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从超越天、地、人的立

场，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思路看，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关系，从最终意义讲，保护环

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天人合一”论具有强烈的泛道德色彩，它将人的仁爱的本心、本性推及宇宙万

物，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胞物与”，程颐、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均是这种推及的具体说

明。儒家生态思想能够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

远利益的关系，使全社会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得到加强。 



  未来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世纪之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人类文明与大自然永恒的话题——和谐，从儒家

的生态伦理思想中悟出“生态和谐”的真谛，与全人类一道，凭借自己的理性思维和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所居住的这

个星球，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绿色文明的21世纪。 

注释： 

⑴《论语·泰伯》。 

⑵《孟子·尽心上》。 

⑶《论语·阳货》。 

⑷《荀子·天论》。 

⑸⑻《中庸》。 

⑹《逸周书·大聚解》。 

⑺《逸周书·文解传》。 

⑼《论语·学而》。 

⑽《礼记·祭仪》。 

⑾《孟子·梁慧王上》。 

⑿⒀《荀子·天论》。 

⒁《论语·颜渊》。 

⒂《后汉书·章帝纪》注引《礼记》。 

⒃《孔子家语·弟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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