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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全亮 李肖强：河流空前危机与河流伦理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上，奔腾不息的河流是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链条，也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伟大摇

篮。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过度开发利用，致使当今全球范围内的河流几乎都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一严峻的

现实，引起了人们对工业文明以来治水方针的深刻反思。最近，我们在“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总体框架下，对构建

河流伦理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旨在通过这一研究，唤起人们深刻认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意义，自觉投入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伟大实践。 

一、河流生命及其二元结构 

（一）关于生命的定义 

生命是宇宙间最普遍的存在形式。但是关于生命的定义，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生理学界认为，只要能够

完成消化、呼吸、发育、生长、新陈代谢的系统都可视为生命系统；生物化学家往往把传递遗传信息的系统看作是生

命有机体；进化论者又把能够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系统看作是生命。生态伦理学家则指出：生命不仅是指人类和其他

有机体，也包括河流、大地景观和生态系统等。 

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生命最普遍的含义是存在和消亡，一种自然本体只要具有存在和消亡的过程，都应是具有生命

的。所不同的，只是生命的层次与存在方式互有差异。而河流完全符合这种自然本体性，因此我们认为，它们也是有

生命的。 

（二）河流的自然生命 

一条河流的形成，大都经历过板块构造运动、沟谷侵蚀、水系发育、河床调整等历史时期。尽管每条河流的地质条件

和外在形态各不相同，但都拥有以下共同的生命特征。 

1、河流是由源头、干支流、湿地、连通湖泊、河口尾闾组成的庞大水系。它们一路接溪纳流，奔腾跌宕，最终或融

身海洋，或潜入内陆，具有完整的生命形态。 

2、河流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系统，其流域水系之间，以流动为主要运动特征，进行着大量而丰富的物质生产和能量交

换。 

3、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河流与生物多样性共存共生，构成了一种互相耦合的生态环境与生命系统。 

4、在构成河流生命的基本要素中，流量与流速代表了河流生命的规模和强度，洪水与洪峰是河流生命的高潮与能量

顶峰，水质标志着河流生命的内在品质，湿地则体现了河流生命的多样性。 

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无数的河川溪流才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活力。它们昼夜不停地腾挪搬运，以巨大的力量维持了生

态环境和能量交换的总体平衡。河流所经之处，生灵跳跃，万物丰茂，一片生机。 

（三）河流的文化生命 

千万年来，河流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文明类型。河流与人类文明的相互作用，造就了



河流的文化生命。 

1、河流是河流文化生命的本源。人类童年的第一行脚印，即印迹于河流岸边。先人通过对河流特征的感知，引水灌

溉，形成了最早的农业，并诞生了相应的科学技术、政治文化和社会分工，人类由此进入文明之门。世界上四大古代

文明，分别产生于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2、河流文化生命是一种催生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倾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受河流百折不挠、交融汇流等

自然形态的精神塑造，使得纷争不已、相互隔膜的部落族群，获得标志性的文化认同，最终演化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

本土文化品格和深层意识形态。 

3、河流文化生命具有很强的传承功能。世界上所有的大河在孕育人类文明的同时，都书写了一部生动的河流文化生

命史。它们或是记录治国安邦方策，演绎哲学思想，或是标量科技发展水平，鉴戒历史演进规律，浩若烟海，博大精

深，成为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精神宝库。 

4、河流文化蕴含着深邃的美学价值。河流景观奔腾不息，声色鲜明，极具运动性和个性化的特质，激发了人类丰富

的想象力和自然情怀，从而产生了河流美学。 

河流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属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后者伴随前者兴衰而兴衰。一度辉煌的巴比伦文明后来成为

“陨落的空中花园”，美洲玛雅文化给后人留下一堆难以破解的神秘废墟，中国古老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国悄然消亡在

滚滚大漠……这一幕幕文明没落的悲剧，无不是由于河流断绝、水源枯竭、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它们像沉

重的历史警钟声在悠悠时空中回荡。 

二、人类与河流关系的历史发展演变 

综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每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人们对河流的认识观念与关系处理也各不相同。 

（一）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依附并崇拜河流 

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古人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他们“逐水草而居”，以渔猎为生，被动地依附于自

然。每逢水旱灾害，不得不乞灵上天恩典，把河流尊奉为神灵顶礼膜拜。这一时期，人与河流处于一种原始的不自觉

的和谐状态。 

（二）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初步开发利用河流，但仍主张敬畏河流 

进入农耕文明时期，随着青铜器、铁器的相继使用，人类开始有条件兴建一些水利工程，对河流洪水有了一定的控制

能力。但由于此时人类改变河流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仍然认为河流对人具有主宰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河流的

生态平衡。 

（三）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开始控制河流，对河流实行掠夺式开发  

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类基本上摆脱了对自然力的依赖，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改造和驾驭自然

过程，在意识形态上，“人定胜天”思想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生产规模、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极大地刺激了

人们从河流中获取财富谋求社会进步的欲望。用水需求急剧增加，众多水利工程的兴起，大量工业和生活废水排入河

流，对河流形态、资源能力、运动规律以及河水品质产生了巨大影响。河道断流，河床萎缩，湖泊干枯，尾闾消失，

水质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直接导致了河流生态的空前危机。 

（四）生态文明时期：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将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直接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延续，迫使人们寻求新的更合理的发展道路，也引发了国际社会

“重新定位人与河流关系”的反思。一些生态学家提出“还河流以生存空间，重建河流生命网络”的政策建议，有的

国家开展了“生命之河”运动。在中国，把生态环境之水还给生态得到了高度重视，先后实施了黄河、黑河、塔里木

河调水，白洋淀生态应急补水等工程。河流生态的重建与初步恢复，促进了一个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人类与河流关系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展望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充分发挥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追求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将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三、河流伦理的哲学基础 

（一）河流伦理：一种新的道德伦理观 

按照传统伦理学的定义，伦理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行为规范。在这一视野里，“天赋人权”，道德主体只限于人

类，而其他生物族群和自然存在，都不过是任人享用的资源，也不拥有道德关怀的资格。 

然而，当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传统伦理学的上述观点遇

到了重大挑战。人们逐步把道德规范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之外的客体存在，并兴起了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新的伦

理流派。尽管这些新的伦理派别，迄今争论未绝。但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人类中心主义”和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上。 

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自然本身并不拥有权利和自身价值，而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狭隘化。所以，

主张对人类的利益做出某种限制。 

而非人类中心则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都具有其内在价值，相应地也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主张把道德关

怀对象推广到所有生命，而人的角色应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改变成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前者毕竟承认了人类追逐自身利益的狭隘化。而后者则从根本上突破了

传统伦理学限于人际伦理的樊篱，要求人在意识深处反思以往对自然的行为，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和价值观。这无疑

对于河流伦理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河流伦理研究的意义，在于强调河流的开发利用必须以保证当代人生活安全健康，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为前

提。其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反对唯发展主义。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唯发展主义主张“征服河流、开发河流、改变河流、

重组河流”，其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河流的健康生命，也给人类的基本生存带了新的危机。因此，如何恢复和重建河

流生态系统，实现人类与河流和谐相处，将是保证人类永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2、不赞成所谓“荒野论”。这种纯粹自然论者，主张荒野保护，倡导极端生态，其实质也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

意识形态。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如果一概禁止河流的开发利用，势必进一步加剧发展的不平衡。这不

仅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3、主张给河流以道德关怀主体地位。作为一种自然存在，河流对于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文明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关爱

河流，归根结底就是关爱人类自己。因此认为，重新整合历史、科学、文化和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合理要素，将河流生

命纳入道德关怀的范畴中来，建立起一种人与河流的新型伦理关系，已经势在必然。 

（二）关于河流的自身价值 

传统哲学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主体与客体两个对立的部分，认为只有人才是主体，才拥有内在价值和权利，而一切非人

类的存在均无主体性，也谈不上内在价值和权利。 

事实上，这一理论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主体、客体的划分是相对的，主体的本质特征是具

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类在自然界的主动地位虽然高于其它物种，但其他物种在一定条件下，也同样具有主

动性。特别是大自然的主动力量更是人类不可抗拒。一场海啸、飓风、地震或大洪水，每每使人们束手无策，在这种

情势下，大自然就成为了主体。大自然的主体性，还表现在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等巨大的创造力。正是

由于自然与自然、自然与人类的这种相互作用，自然系统的内在规律才维持着和谐平衡，才使得整个自然界纷繁复

杂，绚丽多彩，精巧而富有生机。 

作为大自然的一个子系统，河流的主体性地位也不言而喻。河流的产生是自然界自我造化的结果，是河流按照自身规



律进行自我组织、维持和表达的系统。通过这些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演化。因

此，河流同人类一样，也拥有主体性地位和自身的内在价值。 

（三）河流的权利 

在伦理学的领域，任何道德主体的义务与权利都是对称的。既然河流作为生命的存在承载着对人类的义务，也应拥有

自身的权利。研究认为，河流的权利主要包括： 

1、河流的完整性权利。作为大气和地球水文循环不可或缺的链条，河流的水资源体系支撑着人类一代又一代维持生

存，但这些水资源又是有限的。现实中，河流的完整性权利屡屡被侵犯，其后果直接导致了流域生态系统的巨大断裂

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缺失。 

2、河流的连续性权利。流域是一个连续的有机耦合的流域生态系统。其中，河流的完整形态无疑是生态系统融汇贯

通的最重要的保证。如果人为切割河流的生命链条，把连续的生态系统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区域，那么，河流必然走

向枯萎和衰亡。 

3、河流的清洁性权利。在化学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高分子化合物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成为物质循环的严重障碍，

这种有害物质大量排入河道，导致各种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流域环境不断趋于恶化。面对河流污染对人类的巨大反作

用，如今是到了还河流清洁性权利的时候了。 

4、河流的用水权利。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把河水吃光喝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河

流作为流域的躯干，应当拥有从自身获得保证生存水量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在资源性缺水流域的规划中，应给予河流

本身初始水权的分配，保证至少有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基本流量。 

5、河流的造物权利。河流作为流域生命的共同保障，哺育了所有物种的生长和繁衍。河流奔流不息的过程，也是一

个生态造物的过程。当河流被改变或者终结时，流域生态系统被破坏，也就终结了这一丰富多彩的造物过程。因此，

保护河流也是保证所有存在物自我实现的共同的权利。 

（四）河流伦理的基本原则 

河流的权利一旦成为伦理要求，人们对河流就有了必然的道德义务。这些道德义务，应通过原则性的规定来实现。 

1、尊重性原则：人类对河流的尊重态度取决于如何理解河流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关系。尊重性原则体现了人们对河流

的终极关怀态度，因而成为行动的第一原则。 

2、整体性原则：人与河流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人类在河流开发利用过程中，任何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河流整

体状况的行为都是错误的。 

3、不损害原则：关爱生命是伦理道德的基本义务与准则。它要求包括拦河筑坝等河流开发利用活动都不应对河流生

态造成不可逆转或不可修复的损害。 

4、评价性原则：河流伦理把促进河流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与和谐视为最高意义的善举。它要求对人们的行为从良

好动机、行动程序到后果后效作出全面评价，以检验其合理性。 

5、补偿性原则：当河流生态健康受到损害时，责任人打破了自己和河流道德主体之间公正的平衡，因此必须履行由

自己错误行为而引发的这种特殊义务，重新恢复河流生态平衡。 

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河流伦理，为合理规范人与河流的关系，有效调整开发利用河流中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应该遵循

的基本原则和思想范式。可以说，这是人与河流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四、河流伦理与河流立法 

（一）现代社会立法价值取向的延伸 



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力，道德规范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

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之中。法律积极维护伦理道德，伦理通过道德规范推动守法和执法。二者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的立法价值取向仅仅限于张扬人性。法律关系主要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基本不去关心

人类以外的其他自然生命。全球环境生态持续恶化的严峻现实，迫使现代法律体系必须作出重大延伸，将张扬自然的

本体性，保障自然的内在权利，纳入立法价值取向的范畴。 

近年来，为了规范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些国家进行了有益的立法实践。如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田纳

西流域管理法》，日本的《自然环境保护基本方针》，西班牙的《塔霍—塞古拉河联合用水法》、新西兰的《怀卡托

流域管理局法》。在国际环境法方面，联合国制定了《世界自然宪章》。我国也先后出台了《环境保护法》、《野生

动物保护法》等法律。这些法律，教育人们对自然有更深的爱，明确规定了应该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

过程。肯定了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或生命，并对其生命和存在权利制定了予以保护的评判标准。它充分说

明，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角色正在从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向自然界生命过程的捍卫者转换。 

（二）河流立法的法理特点  

人与河流生态秩序的最高境界是共存共生、和谐相处，要保证这种境界的实现，必然要求把人与河流的关系上升为法

律关系，把人对河流的行为列入法律的调整对象，把人与河流和谐相处作为人类活动的共同价值选择。河流立法的法

理特点主要体现在： 

1、确定河流及其所有存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作为河流共同体的成员，所有自然物种都有分享河流资源的权利，相

互之间的法律关系选择是平等关系。对于人类而言，尤其应负有保护河流资源和为后代人发展繁衍留存河流资源的责

任。 

2、人与河流之间的法律秩序应充分尊重河流的自身规律。河流的生命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并非人类所能创

造和规定。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活动，应遵循发现、尊重和顺应河流自身规律的法则。 

3、河流立法、执法和守法，需要河流伦理道德的普及。河流权利的法律实现形式，是建立自然体的代理制度。在司

法实践上，是靠人类对自身活动的规范与制约。因此，以法律为权威的河流制度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最根本的战略在于匡正世风，促使人们河流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 

五、河流伦理构建与维持黄河健康生命 

（一）河流伦理的催生与反哺 

黄河是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伟大摇篮，也是一条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下游“地上

悬河”等重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黄河又爆发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由于生态用水被大量挤占，下游河

道频繁断流，主河槽萎缩严重，加之沿河废污水排放量剧增，流域生态系统呈持续恶化趋势。1999年黄河水利委员

会根据国家授权对黄河实行了水量统一调度，经过多方艰苦努力，实现了连续五年不断流。但是这种水资源管理的基

础仍很脆弱，断流危机并未消除，黄河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此，黄河水利委员会以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治水新思路为指导，从反思黄河治理开发的终极目标入手，经过深入思

考，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及其理论框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流伦理体系构建的

目的正在于，通过确立人与河流关系的伦理原则，提高人们对于河流的科学认识，培育和弘扬河流生命理念，改善和

调控治河决策管理，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人文基础。 

因此可以说，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催生了河流伦理，而河流伦理，正在反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 

（二）河流伦理构建的创新意义 

首先，河流伦理扩大了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河流个有机整体，我们称之为河流共同体，河流伦理把道德权利扩大到河

流的所有成员和共同体本身，确认它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这既是生态学的进化，也是伦理学的进化。 



其次，河流伦理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使人从河流的征服者转变成河流共同体的普通一员。这意味着，人类应尊

重包括人在内的所有河流共同体中的成员；也意味着他没有任何特权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 

第三，河流伦理要求确立新的价值尺度。河流伦理是一种新的伦理观，而现行的价值哲学总是与它发生矛盾，因此它

需要用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来重建人类伦理价值体系。传统自然保护政策总是用经济尺度来代替伦理尺度，全然不考

虑河流的内在价值，只把河流当作资源来管理。河流伦理的价值尺度是以尊重河流健康生命为前提的，既要承认它们

永续生存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符合经济、生态、伦理和审美的多价值评价

体系。 

第四，河流伦理明确了人对河流的责任和义务。河流伦理的构建，确立了关于河流内在价值及道德权利的系统，不仅

扩展了伦理学的边界，也为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实践的领域，河流伦理的提出将在观念的层面改变我们传统的治河思路，也为河流和流域的规划管理与实施提供了

崭新的理念和行动原则。  

河流伦理是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需要多学科协同攻关。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在学科的接壤处，恰恰是新学科的

生长点，因而也为理论思维之翼提供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寥廓空间。我们坚信，河流伦理的构建，必将提升全社会对人

水和谐相处重大意义的认识，从而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稿件来源： 黄河网·黄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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