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482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古代通论 / 思想、文化、人物 / 道教生態倫理觀述要 

道教生態倫理觀述要
20050301    李刚    中华文史网    点击: 758

道教生態倫理觀述要 

道教生態倫理觀述要 
 
 
 
李  剛 
 
 中华文史网 
 
 
-------------------------------------------------------------------------------- 
 
 
 
  當代人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如何防止人類的各項活動對地球生態系統的破
壞？這是當今全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有人在追求太空中是否存在其他的生命形
態，一旦地球這個家園不能居住了，可不可以搬遷到另外的星球上找到新的生存空
間。然而不幸的是，迄今為止人類的努力還毫無結果，人類脫離了地球能否生存也
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因此，用更現實的眼光看，與其逃離地球不如重整舊河山，
多考慮如何美化我們現有的家園。這種考慮應該是在祖先留給我們的生態智慧的基
礎上進行，亦即所謂溫故而知新。所以作者認為：面對這有可能給人類帶來毀滅性
災難的危機，重溫古老的道教生態倫理觀不無裨益，這種重溫顯然將啟示我們怎樣
更好地生存，可持續地發展。這也就是本文的旨趣之所在。 
 
 
 
一 
 
 
 
  所謂生態倫理是人與自然環境發生關係時的倫理。人與自然有沒有一種倫理關
係？人對自然是否像處理人際之間的關係一樣必須有某種道德規範的約定？回答當
然是肯定的。人類對於自然不僅應該有一種科學的態度，也應該有一種道德的態
度，如果僅僅只有前者，那就會失之偏頗，甚至走向危險的深淵，所以對自然保持
虔敬的倫理態度是非常必要的。人類只有按照自然的本性去規範和調整人對自然的
活動，才能與自然打交道時獲得自由。道教生態倫理觀所要處理的就是人與自然打
交道時必須恪守的倫常，不得隨意收拾自然，對大自然既要有利用，也要有協調。
或以為生態倫理學是當代一種全新的倫理學，其實在中國古代，在道教中早已存在
生態倫理觀，只不過沒有形成“學”，有實無名罷了。道教生態倫理觀的目的是試
圖獲得某種拯救自然環境使其免遭人為破壞的依據，為人們營造一種良好的生存空
間，讓大自然的美妙景色、悅耳音調、清新氣息與我們人的視覺、聽覺、味覺產生
一種完美無缺的、令人感到神秘而又可愛的協調。道教並不反對人化的自然，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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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人改造自然應有規則可依，應受道德規範的約束，應該把自然改變成一個令人
賞心悅目的巨大花園，就如道教所想像的天上的神仙世界那般奇妙。道教更賦予自
然以充滿生命活力的美的意象，從而激發人們自覺地熱愛自然、尊崇自然的美感和
倫理感情，可以說許多在深山修道的道士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 
 
  為什麼人與自然環境具有道德關係？因為二者是一個整體，相互發生影響和作
用。道教生態倫理觀就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協調互補，共生共在，因為在道教
眼裏人與自然是同一個生態整體，相互作用，感應相生，即所謂“天人一體”。天
人合一成為道教哲學的一個基本命題和特徵，它要求人與天相合，即人需要天來將
其合理化，肯定其存在；天也被人格化，具有了情感意志，與人相同一。天人相通
相符，相感相應，道教是在人與自然的相互影響和作用中來理解二者間關係的。早
期道教經典《太平經》認為：天在各方面都為人“垂象作法”，它的形象是絕對公
正無私的，所謂“天道無私，但當獨為誰生乎？”“天道無私，乃有自然，故不失
法也，其事若神。”?天道無私，天道自然無為，並非獨為人類所佔有；天道執法公
正，在人和自然界之間不會偏袒任何一方，故而處理事情十分神妙。《太平經》還
認為：天人互相取象，“人取象於天，天取象於人”；天人互相感應，感應的原因
就在於“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比如：“甲者，陽也，與木同類，故相應也。乙
者，陰也，與草同類，故與乙相應也。”又如：“天道乃轉而相因，更相使也。故
兌為天地之口，人亦然。故以類相求，故人為天地談也。”?原來，人類與自然互感
的原因就在於“同類”，因此可以“以類相從”、“以類相呼”，這便是《太平
經》也是道教天人合一說的立論基石。?由此出發，道教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
便像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一樣，建立了一整套倫理準則。 
 
  對道教來說，人和自然有一個共同的源頭?道，正是“道”化生了自然萬物與
人，在道的面前人和自然無異是同胞兄弟，手足之情；人千萬不要以萬物主宰自
居，自認為無所不能，任意宰割自然，這樣就背離了道，就要受懲罰。唐代著名道
教學者成玄英闡述了“道”自然性。他認為，道是自然存在的，人與萬物都難逃自
然之道的法則。他在其《莊子·大宗師疏》?中所說的：“夫物不得豚者，自然也，
孰能逃於自然之道乎！”就是闡明這個道理。在他眼中，道的本性為自然，老子講
“道法自然”的意思就是因為“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
也”。?道的自然本性決定了人必須崇尚自然，效法自然，循此人們才有可能得道。 
 
  對道教來說，一切有形體的東西，包括畜生、木石等都有“道性”。《道教義
樞》卷八《道性義》指出：道性普遍地存在於一切事物中，不論是有識還是無識，
此即所謂“一切含識，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果木石都屬於無情無識
者，無情而有道性，正顯示了道性的普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人與自然萬物在
具有道性這一點上是生而平等的，享有同等權利，既然如此，人就沒有任何特權淩
駕在自然之上作威作福，隨心所欲。人與自然不是對立衝突、你死我活的關系，萬
物並不是為了人的掠取而存在，人不能無休止地奴役物種，蹂躪自然，人與自然應
共存共榮，融化為一個生命體。這就是道教再三強調的天人合一之道。 
 
  道教生態倫理觀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崇尚自然，即自然而然。“道”的法則就
是自然而然的，而人的活動也應按自然規律進行，即《陰符經》所謂“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與自然暗暗相合。《陰符經》說：“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
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仍謂“五賊”？?李筌的解釋是：“天
生五行，謂之五賊”，“五賊者，五行之氣也，則金木水火土焉。……所言賊者，
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氣，故雲天有五
賊。……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為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
敗，故言賊也”。?天生五行之氣稱為“五賊”。“賊”的含義包括： 
 
  1、危害。客體對主體、自然對人的危害。五行之氣逆而不順則生害於人。人的
主體性發揮不好，不善用之，也被客體所害。如五氣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
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道為五德，人
若不善利用則為其所害。 
 



  2、這種危害是暗中進行的，主體不易察覺，就像竊賊之盜人財物一樣，故叫做
“賊害”。 
 
  3、五行相生相剋。這種生克是一無限的連續不斷的過程，並“盜切”人的生死
與萬物成敗，所以稱之為“賊”。那是不是說人在自然面前束手就擒，主體對於客
體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呢？不是的，人也能主動地“盜竊”天機，即所謂“盜機”，
從而“合天機而不失”，免禍得福。所以他指出：“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
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則為福德之昌盛也。……人用心觀執五氣而行，睹逆
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
道同遊，豈不為昌乎？”?人自覺地認識到陰陽五行的運動規律，按照這些法則行
動，就能使客體掌握於主體的手中，人就在自然中獲得了自由，化害為利，與道同
遊。反之，人若不按自然規律去作為，就一定會“妄作”，其結果必定是“凶”。
在自然的面前人應當“無為”。所謂無為，不是無所作為，不是按照人的主觀意志
去亂為，而是隨順自然的本性(亦即遵循客觀規律)去作為，這樣便“無為而無不
為”，“物我兩全”。 
 
  為什麼道教強調以自然無為的態度保護生態環境？因為道教認為自然環境是人
存在的依據，為人立法。《太平經》說，人在自然面前，“順之則吉昌，逆之則危
亡”。?生態環境遭到人為破壞，不僅對現存的人有害，而且殃及後人。道教將天地
比喻為人的父母，人賊害天地自然就是子女對父母不孝。道教指出人和自然萬物有
種因果報應關係，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存在人和自然之間。自然不只是被
動的受體，不是任人打扮的百依百順的小女孩子，人征服自然，弄不好，它反過來
就要報復人。所以人不能以征服者自居，不能自以為最尊貴，尊重自然其實也就是
尊重人類自身。人的壽命也與自然相應，若想長壽就須遵行自然法則，人體生病即
是與自然不協調的結果。道教在其產生不久就已經發現，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生存
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巨大影響。《太平經》指出：“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
乃理致太平，壽為後，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駭忿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
得竟吾年。”?人的生命存在與自然環境分不開，如果生態系統失去平衡，人就不能
竟其天年，所以人必須敬畏自然，保護自然環境。 
 
  在道教看來，人類的富足和物種多寡相關。《太平經》說：“富之為言者，乃
畢備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為富足，故上皇氣出，萬二千物具生出，名為富足。中
皇物小減，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為小貧。下皇物複少於中皇，為大貧。無瑞應，
善物不生，為極下貧。……萬物不能備足為極下貧家，此天地之貧也。”?自然物種
越多，人就越富足，“萬物不能備足”，人就“極下貧”，人類的貧富與自然資源
的充足和匱乏休戚與共，所謂貧窮首先是指自然資源的貧乏。所以道教十分強調
“善養”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二 
 
 
 
  怎樣才能保護生態環境呢？怎樣才能使人們的生存條件免遭日益變壞的厄運
呢？道教認為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必須把人對自然萬物的所作所為予以嚴格的道德
評判。為此道教生態倫理觀把人與自然的關係規定為一種人必須遵守的倫理關係，
人類對於大自然的各項活動，必須按照某些特定的倫理規範去處理二者之間的關
係。這些倫理規範包含在道教的各種各樣戒條中。 
 
  對於動物，《初真十戒》告誡道士：“不得殺害含生，以充滋味，當行慈惠，
以及昆蟲。?為了人們自身的口福而傷生害命，把人的快樂建立在動物痛苦的基礎
上，這是道教堅決反對的。《老君說一百八十誡》?規定：不得以足踏六畜，不得漁
獵傷煞眾生，不得冬天發掘地中蟄藏蟲物，不得妄上樹探巢破卵，不得驚鳥獸，若
人為己殺鳥獸魚等皆不得食。?這一系列規定都是為了保護動物，與當今的保護動物



者協會相比較毫不遜色。《無上秘要》卷四十四《洞真三元品戒儀》之《中元品
戒》把“屠割六畜殺生”、“射刺野獸飛鳥”、“燒山捕獵”、“捕魚張筌”等都
當作罪過。?《中極戒》規定：“不得食眾生血肉，不得鞭打六畜，不得有心踐踏蟲
蟻，不得便溺蟲蟻上，不得籠罩鳥獸”。《太上感應篇》勸止人們“射飛逐走，發
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陰騭文》告訴人們：“舉步常看蟲蟻”；“勿
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這些考慮的確太周詳了，無疑是動
物們的福音。《雲笈七籤》卷四十《說百病》甚至把“罵詈蟲畜”作為人生一病，
同卷《崇百藥》則把“不罵畜生”作為百藥之一味，?以此來醫治某些人打罵動物的
毛病，可見其對動物愛護到了什麼程度。 
 
  對於植物，《太平經》說：“慎無燒山破石，延及草木，折華傷枝，實於市
里，金刃加之，莖根俱盡。其母則怒，上白於父，不惜人年。人亦須草自給，但取
枯落不滋者，是為頓常。天地生長，如人欲活，何為自恣，延及後生。有知之人，
可無犯禁。”?人的生存有賴於草木，應對其加以謹慎的保護，儘管人需要草木作燃
料之類，但最好是“取枯落不滋者”，這才符合自然之理，否則生存環境遭到破
壞，殃及後人。《雲笈七籤》卷四十《崇百藥》把“不燒山木”當作一味良藥，?良
藥苦口而利於病。《老君說一百八十戒》規定：“不得燒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樹
木，不得妄摘草花，不得便溺生草上。?《無上秘要》卷四十五《玉清下元戒品》規
定：“不得以火燒田野山林，不得教人以火燒田野山林。不得無故摘眾草之華，不
得教人無故摘眾草之華。……不得無故伐樹木，不得教人無故伐樹木。”?《中極
戒》也反對無故採摘花草，無故砍伐樹木，火燒山林，便溺生草。《陰騭文》大聲
疾呼：“禁火莫燒山林”。?保護林木植被，這是我們在道教的戒條中處處都可以看
到的，道教早已發現森林對於人類的生存是多麼緊要。 
 
  對於人們的生存環境，道教“十善”要求：放生養物，種諸果林；道邊舍井，
種樹立橋；為人興利除害。《老君說一百八十戒》規定：不得妄鑿地毀山川，不得
竭水澤，不得妄輕入江河中浴，不得在平地燃火，不得以穢物投井中，不得塞池
井，不得無故走馬馳車，不得以毒藥投淵池江海中。?《無上秘要》卷四十五《玉清
下元戒品》也有：“道學不得以毒藥投淵池江海中，道學不得教人以毒藥投淵池江
海中”，“道學不得塞井及溝池”，“道學不得以荊刺橫人行道。”?《太上感應
篇》反對人們“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這都對人們愛護自身所居住的
環境提出了相當高的道德要求。 
 
  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是交錯在一起的，人對環境的破壞是在特定社
會關係下人的活動所引起的，不能設想脫離社會關係而單獨存在的人與自然環境的
關係。故道教戒條中這二者往往是夾雜在一起的。《太平經》把天地比喻為人的父
母，人賊害自然就像子女不孝順父母，所以說：“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今凡
共賊害其父母。四時之氣，天之按行也，而人逆之，則賊害其父；以地為母，得衣
食養育，不共愛利之，反賊害之。”?《太上十戒》要人平等一心，仁孝一切，即是
指處理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關係時都必須遵守的準則。《雲笈七籤》卷三十九《修
齋求道當奉十戒》的第二戒是：“守仁不煞，濟群生，慈愛廣救，潤及一切。”?
“仁”本為儒家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基本道德準則，道教借用過來，推及宇宙
間一切事物。《無上十戒》所謂不殺，當念眾生；一切未得，我不有望，也是如
此。《初真十戒》規定：“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當盡節君親，推誠萬物”；
“不得陰賊潛謀，害物利己，當行陰德，廣濟群生”。?由人推及物，不論對人對
物，都是一視同仁，都得遵守道德規範。可以這樣說，道教把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
的道德準則完全推而廣之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上，形成人對自然應遵守的種種禁
忌和道德條文。 
 
  由上述可見，道教戒條中制定了某些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來約束人們對自然的
活動，使其生態倫理原則具有強制性，成為信徒們必須遵守的道德律令。人們通常
心中有個疑問：僅僅依靠人的良心和道德的這樣一種道德主義能夠解決生態環境遭
到破壞的問題嗎？其實對於道教來說，其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是通過戒條以神的律
令形式發佈的，體現為神對人的制裁，信仰者對神的虔誠的服從，因此其生態倫理
於虔誠的信徒是完全可以解決問題的。?而對於非道教信徒來說，則是智慧的開啟，



給人以強烈的警醒，提醒人們關愛自然，謹防自然對人的報復。道教戒條還包含了
人應當主動承擔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的理念，認為這是人的道德生活中的一項不
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是人類主體性的一種表現。 
 
 
 
三 
 
 
 
  生命中心主義是道教生態倫理觀的一個鮮明特色，也是其核心的內容。本世紀
產生的生命中心主義環境倫理學以敬畏生命的理念為基礎，認為所有生命體都有內
在於自身的“固有價值”，應受到同等的尊重。其代表人物之一法國學者施韋茲(一
譯史懷澤)指出：善的本質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生命得到其最高的發展。惡的
本質是毀滅生命，損害生命，阻礙生命的發展。因而倫理的基本原則是敬畏生命，
只有敬畏生命的倫理才是完備的。?實際上，這樣的思想並非本世紀人的專利，追究
其知識產權，道教應當佔有其中一份。道教的倫理學本質上就是生命倫理學，它以
“勸善成仙”為主題，由生命哲學和倫理學兩大板塊構造而成，目的是要解決人類
生命永恆存在的問題。?道教所謂生命不僅指人類生命，而且包括宇宙間一切生命在
內。道教吸收了佛教“眾生平等”、不殺生的信條，將之和自己原有的敬重生命的
教義融合，形成以一切生命存在作為保護物件的倫理原則。這一原則在道教戒律中
得到充分體現。道教《五戒》的第一戒就是不得殺生；《老君五戒》強調不殺乃至
沒有殺心然後才有自我生命的完成；道教《八戒》指出不得殺生以自活。《升玄九
戒》之第四戒為手不得殺害眾生。《老君說一百八十戒》的第一百七十六戒是：
“不得絕斷眾生六畜之命。”?《雲笈七籤》卷三十八《說十戒》之第二戒為“不得
殺生屠害，割截物命”。?《雲笈七籤》卷三十八《思微定志經十戒》的第一戒就是
“不殺，當念眾生”。?《雲笈七籤》卷四十《受持八戒齋文》規定“不得殺生以自
活”。?《太上十戒》有不得殺生祠祀六天鬼神。《妙林經二十七戒》有“不得好殺
物命”，“不得殺生淫祀”。?可以說幾乎所有的道教戒條都規定了不得殺害生命，
表現出鮮明的生命中心主義的倫理特色。同樣的理念在道教經書中書宣揚的教義中
也比比皆是。《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警告殺生者將有大禍臨頭：“殺害眾
生者，見世得短命，長宿牢獄，厄身過去生六畜中”；“六畜生身者，從殺生抵債
中來”。反之，“濟死度生者，普救一切，大弘福善，利益眾生者，生天王國主
身”。?《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玄門入道求出家法身十七願念》的第一願就是
“不殺生命，斷聖種故”。?《皇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不殺章第二十》稱：“子
欲學吾道，慎勿懷殺想。一切諸眾生，貪生悉懼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輕於彼。”?
《陰騭文》主張：“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戒殺，舉步常看蟲蟻。”這些都透射出
道教對生命的高度敬畏和熱愛以及盡可能多的保存物種生命的思想。 
 
  重視生命是道教的最基本特徵，道教對“生”持一種虔敬尊重的態度，以生命
為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高度禮贊生命的神聖，以生死為人生第一要事。《太平
經》說：生是根本。又說：“天上神仙都不貪圖尊貴，但樂活命。”?只要能活著，
什麼榮華富貴都不在話下，因為“生”是第一要緊的。《老子想爾注》將“生”提
到“道”的高度來體認：“生，道之別體也”。?《養性延命錄序》稱：人所寶貴的
是生。《悟真外篇·石橋歌》唱道：“人生大事惟生死”。這些都充分展示了道教
的“重生”、“貴生”思想。這些思想其實是以中國古代社會生命崇拜的繼承，尤
其是對道家唯生重生觀的直接延續。老子主張厚生。《莊子·讓王》說：天下至
重，但不能以天下害其生。認為生命的價值比天下更為貴重。這一點在楊朱派道家
中尤為突出。《韓非子·顯學》稱楊朱為“輕物重生之士”，《淮南子·汜論訓》
稱楊朱“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道教即繼承了道家這種“輕物重生”、宇宙間
唯有生命最高的價值觀。 
 
  不僅如此，道家還發展完善了自己的一整套神仙長生的神仙學，追求永保肉體
生命或者精神生命的境界。道教神仙長生思想的核心範疇是不死之“道”，人的生
命與此種不死之道合而為一即可神仙長生，正如《雲笈七籤》卷十七引《太上老君



內觀經》說：“道不可見，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則道廢，
道廢則生亡，生道合一，則長生不死，羽化神仙。”?這樣，道教就將其生命哲學與
本體論接通，形成生命本體論型哲學。這種哲學的基礎是永恆存在的自然之道，神
仙存在的環境是最優美、最潔淨、最令人陶醉的仙境，是自然之道造化的結晶。在
道教看來，人的終極目標就是努力進入這一仙境，而人在現實世界的生存樣態也盡
可能使其仙境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必須敬畏一切生命，重視一切生命，愛護
自然，美化自然。所以對生命的珍惜和寶貴，是道教制定各類生態倫理準則的出發
點。 
 
  道教從煉內丹追求長生不老出發，還特別強調了人的生命與宇宙之間的同構互
動關係，指出人體生命節律與自然生態的共命運，同呼吸。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
通真義序》說：魏伯陽“撰《參同契》者，謂修丹與天地造化同途”。?所謂修丹指
煉內丹。所謂“天地造化”，即《莊子·大宗師》說的：“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煉內丹以人體為一小爐灶，與天地這個大爐灶
“陶鑄群物，錘鍛蒼生”?是相通的。而煉內丹是要解決人的生命永恆存在的問題，
在內煉過程中，人的生命存在於天地自然之中，與自然的運行變化歷程息息相關，
人的生命由此而與宇宙相統一。《參同契》說：“法象莫大乎天地。”俞琰發揮
說：“道之大，無可得而形容，若必欲形容此道，則惟有天地而已矣。天地者，法
象之至大者也。……修丹者誠能法天象地，反而求之吾身，則身中自有一壺天。”?
實際上，在《參同契》看來，人的生理構造同天地一樣，天地一大宇宙，人體為一
小宇宙，小宇宙法象大宇宙，修煉自會得到正果。《參同契》是把宇宙大系統和人
體小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對待，認為人是宇宙的縮影，自然的運行規律，也是
人的生命運動的規律，人是自然的有機構成部分，所以人們養生應與自然之道相對
應，人的生命脈博與自然的脈搏共振互動。道教在其生態倫理觀的基礎上，積極探
索生命的奧秘，發展了中國古代的醫藥氣功理論和養生術，為提高人類生命存在的
數量(所謂長生)和質量(所謂久視)作了不懈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在與自然和諧相處的
前提下進行的。 
 
  現代科學讓我們知道，地球生命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只有相互依賴、相互和
諧地生存於良好的狀態環境下，才能夠可持續發展下去。這樣的觀念在道教中也是
有的，只不過表述所用的語言不同罷了。總結起來，天人一體，自然無為，以“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態度關懷自然，熱愛自然，尊重自然規律，在人與
自然之間建立起倫理關係，通過敬畏一切生命從而完善人類自我生命，達到“長生
久視”的目的，這就是道教的生態倫理智慧。當代人，讓我們去吮吸這智慧，使我
們的生命存在更完善、更健康、更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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