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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明应看作文明的一种新形态，而不是既有文明的一个新增部

分。生态文明是理性重建的共生文明，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个层面的设计，它

们分别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

【关键词】文化，文化异化，生态革命，生态文明，群体智慧，共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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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思考!

生态文明建设旨在调节人类的生存方

式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人类学把人类

的生存方式概括为“文化”，即人类的一切活

动及其创造物，包括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和

思想观念。自然演化出人类，人类又创造了

文化。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

的生存方式。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是

演化的。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5678679:;61<67=$&"#—$+#%）在其著作《社

会静力学》（$&4$）中，最早明确地阐述了文

化进化的思想，即社会进化是一个类似于生

物进化的统一的、渐进的和不断进步的过

程。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6?/05617@AB7CD1，$&$&—$&&$），在其著

作《古代社会》（$&EE）中，把文化的进化区分

为蒙昧的（0DFDC6）、野蛮的（8D78D7BG0）和文

明的（</F/H/I6J）%大阶段K$L。文明也经历了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和几百年的工业文明两

大阶段，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

纳（M71609N6HH167=$+"4—$++4）在其著作《民

族和民主主义》（$+&%）中对两者做了严格的

区分。

伴随着文明进展而来的日益严重的自

然生态的破坏，导致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

性的生态危机。美国社会科学家丹尼斯"米

都斯（'611/0>．A6DJB?0，$+3"—）的《增长

的极限》（$+E"）揭示了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

性K"L。为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方式而有了

生态文明的呼吁，美国作家罗伊"莫里森

（OB@AB77/0B1）在其著作《生态民主》（$++4）

中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

明形式K%L。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亨利

希"海 克 尔（M710956/17/<P5D6<Q6H，

$&%3—$+$+）在其著作《生物形态学大纲》

（$&,,）中提出生态学（RQBHBC/6），经英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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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

丁'()**)+,-./0+123456*7，#8#"—#88$9在其著作

《组织革命》（#8:$9中提出“生态革命”，到莫里森

的生态文明经历了#$"年的历史。生态学研究生

物与环境以及生物物种之间的稳定平衡关系，将

生态思想引入文明建设旨在创造一个共生的世

界，以维持人类与环境以及人类社会内部人们之

间关系的稳定平衡，并从而消解人类所面临的全

球性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文化异化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的所谓“文化异化”指文化对人的异化，即人

类本为图生存而创造的文化反而危及其生存。法

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3)?@23?<

?)/3A#B#!—#BB&）在其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和基础》（#B::）中揭示了人性异化的具体历程，德

国思想家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04C)6*06=,

D/0EA#&#&—#&&$）在其著作《#&FF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8!B年出版）论述了异化的劳动。文化的

本质是反自然的，即人类以反抗自然求生存。正

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G0*245

;2?)H,I2J*K))，#&&8—#8B:）在其多卷本的著作

《历史研究》（#8$F—#8L#）中所阐明的，文明产生

于人类以其潜在的创造力应对来自于自然的挑

战。人既不能完全顺应自然也不能屈从于异化的

文化，消解异化的正确途径只能是文化重建。文

化异化和文化重建是文化进化中的一种普遍现

象，当代文化重建选择了生态文明这一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爱的智慧整合全人类的创

造力。俄国<美国社会学家皮特灵!亚历山大洛维

奇!索罗金'M6+606NG4)E/*502O6=,P202Q6*A#&&8—

#8L&9在其著作《爱之道与爱之力》（#8:F）中强调，

唯爱的力量可以把人类的行为提高到更高的道

德水准RFS。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M6)00)I)64<

,/055)T,/056*，#&&#—#8::）的《智慧圈的形成》

（#8FB）到英国学者彼得!罗素（#8FL—）的《地球脑

的觉醒》（#8&$）和英国<美国统计学家诺曼!约翰

逊（U20N/*V42J5;2,*?2*，#8#B—!""F）等人的著

作《共生智慧》（#88&），发展了“群体智慧”（T244)=<

+6O)W*+)4467)*=)）R:S。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个层面

的设计，波兰<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

马林诺夫斯基（102*6?4/.(/?H)0D/46*2.?Q6，

#&&F—#8F!）的《科学的文化论》（#8FF）和美国人

类文化学家莱斯利!怀特（V)?46)G4O6*X,6+)，

#8""—#8B:）的《文化的科学》（#8F8）所阐释的文

化基本要素，即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

技术解决效率问题、制度解决公正问题，观念解决

创造问题。

技术层面的设计要遵从自然规律。作为人类

适应自然物质手段的技术，包括物质变化、能量转

换和信息控制$大类。农业文明时代的金属革命、

工业文明时代的能量革命和当代正在进行的信息

革命，粗略勾勒了技术发展的历程。从德国思想

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Y06)506=,Z2*-*7)4?A

#&!"—#&8:）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

作用》（#&BL）中敲响技术异化的警钟，到美国海洋

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4T/0?2*，#8"B—

#8LF）以其《寂静的春天》（#8L!）唤醒人们对工业

污染的警觉，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

槌田敦（つちだあつし，#8$$—）以其著作《熵和生

态学》（#8&L）阐释了技术地解决的极限RLS。人类终

于认识到了技术异化的铁律，人为的生态变化总

是以其自然规律给人类以报复。现代人类陷入了

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可以

成为文化重建的一种心理动力。法国有机化学出

身的学者乔尔!德洛斯纳（;2[45)@2?*/J，#8$B—）

两本著作《生命之路》（#8&$）和《共生人》（!"""），

论说了人类有可能通过共生发展出更高级的智

慧。

制度层面的设计要遵从社会规律。由政治、

经济和社团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制度系统演化，

经历了农业文明的政治主导、工业文明的经济主

导，正在进入社团主导的新时代。索罗金的《社会

动力学和文化的动力学》（#8$B—#8F#）给出文化

主导因素更替的理论说明，英国作家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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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乔治!韦耳斯（!"#$"#%&"'#("

)"**+，,-..—,/0.）的著作《世界史纲》

（,/,/）提出文化演化的“冲突融合”机制123。

韦尔斯详细地论述了工业文明如何在游牧

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中产生，而把未

来文明产生的问题留给我们。按照韦尔斯

的“冲突融合”理论，后工业的未来文明必然

在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融合中产

生。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尝试，似乎都没有

把农耕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之一与工商文化

并列。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浦!

亨廷顿（4567"*89:**:;+!7<%:<(%'<，,/=2—

=>>-）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预言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本质

上是工商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1-3。我们

期待这种东西方的“两极相逢”孕育出新的

文明。

观念层面的设计要遵从思维的规律。

由信仰、理性和价值?大基本要素构成的人

类观念系统，其进化经历了农业文明时代的

信仰主导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理性主导，正在

步入价值主导的新文明时代。这一过程包

括了两次观念重建。第一次观念重建发生

在公元前@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里，信仰取代

巫史主导文化系统，它就是德国哲学家卡

尔!特奥多尔!雅斯培尔斯（A5#*B9"'C'#

D5+;"#+，,--?—,/./）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

与目标》（,/0/）所阐释的“轴心时代”（EF9G

+"<H":%）1/3。第二次观念重建发生在,-世纪

法国启蒙运动（I<*:(9%"<6"<%）前后的几百

年间，理性取代信仰主导文化系统，它就是

英国女宗教历史学家卡伦!阿姆斯特朗

（A5#"<E#6+%#'<(，,/00—）在其著作《大转

变》（=>>.）所说“第二轴心时代”（%9"4"FG

'<CEJ:5*E("）。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文

化异化，价值主导的观念系统重建似乎已经

开始，一些学者在谈论新轴心时代（B9"

K"LEJ:5*E("）M如中国G美国哲学家杜维明

（,/0>—）的《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

的《论人生境界》（,/0=）把“天地境界”作为

人生最高境界，似乎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重

建指出了正确方向。英国物理学家和作家

查尔斯!珀西!斯诺（N95#*"+8"#FO4<'L，

,/>@—,/->）以其《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

（,/@/），为新轴心时代的观念重建指出一条

重要的途径——两种文化的并存和竞争1,>3。

建设生态文明既是时代的潮流，也符合

我们的主流哲学和传统价值观。从加拿

大G美国社会学家本!阿格尔（P"<E(G

("#）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2/）中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IF'*'(:G

F5*Q5#J:+6），到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贝拉

米!福斯特（D'9<P"**56OR'+%"#，,/@?—）的

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

然》（=>>>），马克思的生态观被重新发掘并

加以发展而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指导

思想1,,3。如果我们以全球视野看待中国传

统文化，它的人与自然统一的生命哲学价值

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满怀“温情和敬意”的中国

历史学家钱穆（,-/@—,//>），在其最后的一

篇口授文章《论天人合一》（,//>）中表达了

他的最终信念，“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

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

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华民族为农业文明创

造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创造工业文明

的过程中落伍了，现在切不可错过创造新文

明的机会。

最后让我们重温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

希!威廉!尼采（R#:"C#:F9):*9"*6K:%H+F9"，

,-00—,/>>）的遗训，他在其著作《权力意

志》（,/>.）中强调，既然人类是自然的偶然

的产物，又因偶然的生存条件而形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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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认识方式，那么任何认识都不具有绝对的

和终极的真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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