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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陈学明  来源:文汇报

    “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古罗马鼎盛时期为世界所瞩目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再次把目光

投向罗马。几十名专家、学者成立了专门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罗马俱乐部

自然界的开发与征服的同时，正在侵犯自己的生存基地，并且在掠夺子孙，人类借以生存的整

缩小，自然灾害将空前地增多并趋向恶性，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生存空间将被沙漠吞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联合会发起和签署了“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

有157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他们在声明书的最后告知人类：我们，声明签署人，作

在此郑重向全人类发出警告：我们正面临着巨大危险。 

  “罗马俱乐部”的告诫与呼吁已过去差不多有40年了，1575位世界顶级科学家

纵观整个世界，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在继续，并且在有的地区还变本加厉。人

态危机的威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如此举步维艰？人类是一种

实践都是在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正确的行动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人类之所以在生

步维艰，关键在于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 

  那么，人类究竟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思想武器呢？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富有

这种思想武器现成的就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

出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

明的思想武器。在当今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理论，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足以承

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 

  从马克思的3部著作看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 

  下面首先分析一下马克思的3部著作，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

论》，这3部著作是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让我们看一看马克思在这3部著作中是如何

界观的。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提出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但实际上，

动异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异化之所以与劳动异化密切不可分，是由自然的性

是强调自然通过劳动产品直接进入人类历史，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又总是把自然作

伸来看待，并称自然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强调自然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他引述托

采尔的话来抨击私有财产的罪恶：“睁开眼睛吧！什么是罪恶？是高利贷、偷窃和掠

王室把所有的财产据为己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生

面，是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与自然的对立”的普遍性，即说明这种对立不仅发生在

且也发生在大城市之中。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大城市中环境的退化已使工人的异化

那里，光、空气、清洁都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黑暗、污浊的空气和未经处

质环境。从马克思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自然的异化给工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不

性工作，而且丧失了生活基本要素。 

  《共产党宣言》常被一些人误解为是“反生态的”。这些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

指责，实际上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来反对现代主义，即“隐含着一定的反对现

  这些批评《共产党宣言》“反生态”的人，抓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大做文章。例如，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赞扬过对“自然力的征服”，对“整个整个大陆的

批评者看来，这是马克思“反生态”的“铁证”。非常清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服”、“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可是看不出他们祈求一种“普鲁米修斯主义”，即

地”以牺牲农业、牺牲生态为代价的所谓机械化与工业化。 

  任何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应当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

文明的赞美，并不是放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而是借此导入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思考。在《共

的第二部分，特别是在第二部分的“十点计划”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生态矛盾问题

刻的论述。 

  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

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

经形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

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论》公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但人们往往忽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

论。实际上，“新陈代谢”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正是借助于这一理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联结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

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也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对资

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从而展开了对“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而正是这一批判

态学思想”。 

  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首先要弄明白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这一

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指的是“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

清楚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断裂”是什么意思，即要了解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

实：“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

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 

  阅读《资本论》，特别是研究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

思的如下告诫：“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

生产的基本进程。”“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以说明资本主

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根源的分析也从比较直接、表面的城乡分离、远距离贸易，深入到

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建设

示。 

  第一，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人类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存在状态？人与自然之

理想社会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对此，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

着马克思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既然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类属于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

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了

而两者原本非但不冲突，而且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的

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

主义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把自然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

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最根本之处。 

  第二，我们正面临着生态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究竟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它

处去？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质，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

重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将使我们人类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究竟能否

人类能否跨过生态危机这个坎。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态危机将使我们人类丧失基本的生活要素，生



不消除，我们人就不成其为人，就是非人。如果我们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获取那

样的生活由于以人与自然相对立为前提，从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幸福。按照马克思的

然，自然界也会对人类做出报复，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必然毁灭。 

  第三，当今人类重要的是要知道，生态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是一些人所说

性、工业化本身造成的，还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生态危机是人类追求现代文明的一

消除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

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

生态世界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

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如果不触动资

危机就只能是梦想。 

  第四，当今人类究竟如何着手去消除生态危机呢？消除生态危机固然是一项综

综合地进行，但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什么呢？由于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把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