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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由上述问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东西方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现代生

态伦理学的价值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现代生态伦理学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的否定态度。西方现代生态伦

理学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正确地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科技理性是现代生态危机产生的

重要根源，但从方法论上看，这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的批判否定及其向“东方文化”的复归取向，是

一种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的否定和肯定，在本质上还是局限于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即还是用西方传统的非此即彼

的二分法和线性思维方式来作为突破“西方传统模式”的工具，而这显然有违根据生态学上的多样性原则而得出的文

化多样性的要求。因为正象生态的多样性是保持生态平衡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一样，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

前提，肯定东方文化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生态智慧的价值，批判否定西方文化中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的局限

固然是有意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包含了对东方传统的误读和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的简单否定。因为就后者

来说，其价值评价必须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在早期历史中，由于人口不多科技落后，大自然的力量

经常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类中心的观点和科技理性的进步曾有助于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随

着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科技理性的张扬，现代人类与自然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自然观来抑制科技理性的过度扩张，校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帮助自然在人类的力量

下得以幸存。显然，已有的经验表明，要达成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地，仍然需要科技手段的适当应用和人类理

性的合理发展。所以，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理性也不能简单化一概否定。况且，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也有有利

于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资源，如西方基督教的“敬畏上帝”的传统可以改造转换为一般的对超越于人类之上的力量和

秩序的敬畏，可以由“敬畏上帝”转换为“敬畏自然。”甚至当代基督教也出现了向“生态神学”的转向趋势，强调

上帝、人类和自然的同在同一，讲述人的灵性就植根于自然界之中。[18]此外，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其实

也存在着一种自然人文主义传统，因此，象现代生态伦理学在西方的出现就不能说完全是偶然的、异质性的文化现

象，而是也有来自其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血脉贯注其中。 

  同样，就东方生态智慧来说，“天人合一”、对自然的敬畏等生态伦理思想固然十分深刻、富有睿智，的确是一

种可贵的思想资源，但它们也确实更象是埋藏已久的珍宝，往往停留在少数思想家的观念层面，甚至审美层面，它并

没有更好地外化于实际的生活层面以真正保护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系统免遭类似西方近代

工业文明以来的破坏。因此，这种在思想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的阻隔和落差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一个事实。从这

里也就不难看出，对于当代西方乃至中国的自身生态伦理建设来说，任何传统思想都只能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思想资

源，要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性的转换无疑尚须面临一系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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