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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学的思想源流和基本概念 

作者：张正春  评论(1) 打印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天，没有地，没有万物，也没有人类，渺渺茫茫之中，唯有

盘古。不知过了多久，盘古醒了，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满目混沌，不辨东西，此时南北未分，上下一体，盘古

感到非常困惑和压抑。他舒展四肢、伸张躯体，站立起来！当盘古站起：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这就形成了

“天地”！然而“天”和“地”之间强大的引力牢牢地互相吸引，眼看天地又要重合，盘古用力支撑，脚踩大

地，手举苍天，使劲把天地分开！如此反复，不知坚持了多久，天地终于分开了，盘古却因劳累而死了。盘古死

后，眼睛变化成日（左）月（右），其息为风，其声为雷，须发为星辰，骨骼牙齿为金银铜铁玉石宝藏，手脚四

肢变成山脉，血液化为江河，汗水化为雨露，皮肉为土壤，筋脉为道路，其毫毛变为草木等植物，其精灵化为鱼

虫鸟兽等动物，于是万物始生。这一神话传说反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宇宙万物的统一起源

以及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盘古神话形象而又生动地揭示了中国生态学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  

  又不知过了多久，伏羲、女娲应运而生，见天地之间举目无亲，倍感寂寞，于是，女娲“抟土造人”，才有

了人类。为了帮助人们改善生活，提高认识世界和分辨事物的能力，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研究草木、鸟

兽的生活习性，根据宇宙万物的自身性质和变化规律，“一画开天”，分阴分阳，创立了“八卦”，教导人们识

别天、地、水、火、山、泽、风、雷这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创立了集中反映动物生态习性的“龙”、“凤”模

型，帮助人们驯化“六畜”：牛、马、猪、羊、鸡、狗。阴阳八卦，模型简明，万物之理，一目了然。辨别是

非，趋吉避凶，顺利创造，预防灾害。女娲以“水土”造人，伏羲以八卦说理，创立了中国生态学的基本模型：

阴阳八卦模型。由于伏羲、女娲是“人首龙身”，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从盘古到伏羲、女娲，这一古老

的传说，是“三皇”文化传说的基本原型。“三皇”的传说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传说，也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传说系

统。这个传说很有道理，告诉了我们许多信息：宇宙和生命的起源，万物起源，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后

来，共工氏不听约束，与“天帝”抗争，“怒触不周山”，破坏了生态平衡，结果，天灾爆发，人类遇到了特大

“洪水”。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人类生活才有了保障。“女娲补天”消除了“洪灾”，这是人类关于生

态治理和环境保护工程方面最伟大的壮举！由于“五色石”与“ 五行”理论的必然联系，在伏羲、女娲的神话传

说中就包含了“阴阳五行理论”和“阴阳八卦理论” 

。由此可见，“三皇”的历史传说已经奠定了中国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的思想基础。  

  继“三皇”之后，就是伟大的“五帝”传说：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和崇尚自然的“尧舜”以及治理山川

的“禹”，是为“五帝”。神农氏发现医药、种植五谷、发扬人道，轩辕氏发明舟车、衣裳制度、阐明天道，唐

尧虞舜无为而治、天下和平，诸帝功昭日月、德配天地，中华自此而盛，号称炎黄子孙。在《尚书》中记载了三

皇五帝的最后一个传说：“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舜帝时期，中国又遇到了一次大洪水，鲧治水失败而被杀，他

的儿子“禹”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治水成功而享誉九州，创造了生态治理工程的又一个伟大的奇迹。传说大

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洪范九畴”的理论。洪者，大也。“洪范九畴”就是治理天下的“九纲大法”，其中

有关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理论”和体现生态学原理的“八政”体系。三皇五帝，盛德大业，中华民

族，永世不竭。认真分析关于“三皇五帝”的史前传说，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生态学思想的渊薮。在中华民族伟大

的创业史上，自始至终都反映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思想。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是中国生态学的起源!  

  （附注：三皇五帝的传说是中国文明历史的滥觞。盘古、伏羲和女娲为“三皇”。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

和后来的尧、舜、禹为“五帝”。在三皇五帝之后，就是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是中华

民族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所谓盘古就是太古，是宇宙起源之前一无所有的状态。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就

是所谓盘古分天地。现代宇宙学已经证明，宇宙的起源有一个“奇点”，由前原子状态到原子、分子状态，然后

是恒星的起源、行星的起源，然后是生命的起源，最后是人类的起源。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在距今七、八千年

以前，中国开始了农业文明，出现了种植、养畜和制陶（抟土制器，创造了人类文明生活），玉琮（良渚时期的

礼器）的发现，龙虎图案（濮阳遗址）的发现，说明了在七千年以前（相当于伏羲女娲时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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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阴阳概念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财富的分配，导致了“结绳记事”等科学文化的产生，辨别是非、

分清得失，判断优劣、选择吉凶，语言文字符号和阴阳理论就应运而生了。从仰韶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

二里岗文化遗址和殷商文化遗址的发掘，到周秦、汉唐的历史发展，又证实了“五帝”以来的全部历史。现在看

来，三皇五帝的传说是一个伟大的科学传说，非常需要深入研究。）  

  来自远古的神话传说具有特殊的科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三皇五帝是主流，而在

三皇五帝之外，又有“弈射九日”、“精卫填海”、“嫦娥奔月”、“夸父逐日”以及“共工触山”等一系列丰

富的神话传说，其中不乏壮烈的失败和顽强的斗志。值得注意的是，“共工”和“刑天”都是破坏生态平衡的

“恶神”，他们肆意妄为、刚愎自用、争功好胜、逞强斗勇，缺乏造福于社会的品德，都是制造灾难的凶手，天

人共愤，自取灭亡。违背整体性原则，违犯生态学原理，逆天而行，背道而驰，搅乱秩序，为所欲为，是中国生

态学的反面典型。为什么“大山”（昆仑：青藏高原）是“神都”而“大海”是“龙宫”？为什么只有在“昆仑

山”和“月宫”中才有“长生不老药”？为什么“凶神恶煞”大多是“炎帝”后裔？其中大有奥妙，学者不可不

察。  

  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三代的“革命”洗礼，在周秦之际，诞生了两个伟大的圣人：老子和孔子。他们所创立

和开辟的“道家”老庄学说和“儒家”孔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体系。儒、道两

家继往开来，按照中国生态学的原理创建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和中国政治的理想制度。至此，中国生态学的理

论和实践集大成于一时，自秦汉以降，中华民族成为举世闻名的具有理性传统和伟大文明的民族。纵观中国文明

史，中国生态学的原理（天理）和法则（天道）是最基本的。老子的“道”和孔子的“礼”都是自然法则的理论

抽象和生态学原理的具体应用。“仁义道德”四个汉字充分体现了生态学原理和自然规律，是“天人合一”思想

的理论模型。从《易经》、《书经》到《诗经》、《礼》、《乐》，从《山海经》、《黄帝内经》到《道德

经》、《庄子》，从《管子》到《孙子》，无不贯穿着中国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中国生态学是中国文

化最根本的科学基础，是中华文明的永恒的活力所在。中华文明所以生生不息，中国文化所以传承不绝，中华民

族所以能够万古常新，实有赖于中国生态学之力也。  

  从生态学的本质含义来看，生态学起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类有了最初的自觉意识，天人之间、生死

之际，动静之状、刚柔之交，有关生态学的概念和思想就这样产生了。一切人类活动都属于生态学现象，因此，

一切人类文化知识都毫无例外地起源于生态学。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生态学观念，形

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起源于不同的生态学背景，这就出现了不同的天人关系和不同的人生态度。穷

山恶水，天人相违，难免产生“天人相分”甚至于“天人相仇”的思想，这是基督教诞生的生态背景。“亚当”

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命中注定要背叛“上帝”，在“原罪”的熬煎中与“邪恶”的人生欲望作斗争，失

误与忏悔是人生的主旋律，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最后的审判”！一旦割断人类的天然联系和自然纽带，“协约”

和“规则”就成为社会活动的“生命线”，这就是当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环境中，阴阳

平衡，水火既济，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天随人愿，人得天佑，“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在情理之中。人心得天

意，天意在人心，天人相合、天人相得，乐天知命，顺天休命，在地球生命乐园中体会人生的意义，体验人生真

味，寻求人生真谛，这就是所谓“仁者”的思想和“真人”的境界。中国生态学的思想造就了儒家和道家，君子

之道、圣人之德，仙境之美、长生之乐，修身养性，摄生固命，人伦之至，乃得天伦之乐。花开花落，飞禽走

兽，日月之行，行云流水，风雨雪霜，其中有自然的奥妙、造化的玄机，在生命的意义中发现人生的情趣，对于

爱情惜物的君子和天下为怀的圣人，生命是神圣的，普通的生活具有无限的意义，短暂的时光具有永恒的价值。  

  中国生态学的基础概念是“道”与“气”。以“气”为体，以“道”为用。宇宙万物以“气”为本，在阴阳

二气的互相作用中形成了阴阳之道。在“道”、“气”概念的基础上，元气论、道统论、整体论、中心论，是中

国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与“旧三论”相结合，中国生态学建立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见图示）。中国生态

学是在研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结构关系和功能状态的基础上确定事物的自身性质与变化规律的科学体系。

“气数”之长短、“有道”与“无道”是把我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气数”相当于“熵”，是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有序性的定量描述，反映了生态系统的功能状态。所谓“气数已尽”就是功能衰竭、气散而亡。气聚则旺，

能量聚积，系统的功能增强，“气数”见长。所谓“有道”，是指有序性和完整性，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

所谓“无道”，就是系统崩溃，是有序性和完整性的破坏，是整体性特征的消失。如：国家在“有道明君”的领

导之下就会实现统一、强大和繁荣稳定。若遇“无道昏君”，国家就会出现分裂、衰败、混乱、战争。无论是那

个生态系统，“气数已尽”就“无力回天”了，因为“气数”就是“天数”，是生态系统所固有的“天命”，是

“人力”所无法抗拒的和不可改变的。“天命”是整体性质，“人力”是局部力量，所谓“无力回天”是生态系

统的基本特征：整体性是决定性因素，是第一位的因素。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是由“道统”决定的，“阴

阳之道”是一切生态系统维持整体的内在规律。有“整体”就有“中心”，是为“中心论”。总结中国生态学的

思想要点：元气生化、道统万物、整体中心，这就是中国生态学的三大定律：元气生化律、道统万物律和整体中



心律。由于“气化作用”无所不在的影响，生态系统的“混沌”特征始终是最重要的一种生态现象。 

  中国生态学与“三论”的关系，“中心论”与“新三论”和“旧三论”的关系： 气通有无，道贯始终，虚实

之应，动静之数，刚柔之变化，性命之根源，阴阳之大本。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道统论”，就是道统阴阳，阴阳合道。阴阳互补是整体性的基本原

理，没有阴阳，就没有整体性。阴阳、动静、刚柔、虚实……“对立统一律”是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阴阳相

生、阴阳相克，是阴阳平衡、系统稳定的“玄机”，也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天机”所在。阴阳合德则气化生育，

生生不已，完整稳定。阴阳合德谓之“有道”，阴阳分离谓之“无道”，“得道”则兴，“失道”则衰。道统万

物，道统天人，道统宇宙。“道统”为万物之机关，生态系统之要领。“道”是生态系统的“中心”灵魂，维持

生态系统的活力与生机，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万物生于“气”而统一于“道”。是中国生态学之“道气

论”。气运流行，道统三元。“三元”者，阴、阳、气之谓也。“气”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道”是系统

结构与功能的整体性。“道气论”反映了现代物理学“量子论”和“相对论”的统一性，是“混沌理论”和“自

组织理论”的统一。在“生命的起源”和“宇宙的起源”的问题上，生态学找到了最初的答案。“元气论”、

“道统论”、“中心论”和“对立统一律”，全部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气”。浑元之气是宇宙的本质，“灵气”

和“生气”是生命的本质。宇宙天地、自然万物，自始至终，离合聚散，皆在一气之中。万物生于气，归于气。

气聚则成形，气化则无形。宇宙万象，生灭在气数。气数就是天数，又叫运数，是宇宙运动和生命演化的内在规

律。万物的宿命、生物的寿命，周期之数，必有道理。君子修身养性、炼气固命，巧夺天工、再造乾坤，所谓得

道之人，道家谓之“天人”，儒家之谓“圣人”。道德之学乃是天人合一的学问，天道成就人道，人道合于天

道，天人相参，天人合德，替天行道，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先贤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得天

机，掌天道，为人立极者也。 

  所谓“天机”，就是造化的秘密。所谓“天道”，就是宇宙自然规律，对于地球生态系统而言，“天道”就

是生态学原理，或曰“天理”。在中国生态学中，天道、天理、天心、天意、天机、天命、天数……诸多概念同

出而异名，都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原理、生态运动的活动规律，是中国生态学的基础概念。既然是天人合一、万

物一理，生理学与物理学，生态学与地理学，心理学与天文学，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中国生态学所谓“天机”

并非故弄玄虚，“天机”就是“天道”之“机关”，就是“阴阳”。把握“阴阳”就能够了解“天机”，就能够

掌握“天道”。阴阳理论是“五行”、“八卦”的根本，所谓“四象”、“五行”、“八卦”都是“阴阳”概念

的具体化，所以，在阴阳五行之中，乾坤八卦之中，包藏“天机”、昭示“天道”、说明“天理”、符合“天

意”、显示“天数”，其中道理，简明扼要，浅显易知，平凡易懂。阴阳之理，俗子凡夫皆可入其门，然而，若

深究其理，博大精深，微妙玄远，虽圣人亦不能穷其道也。  

  阴阳概念和八卦符号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型化和数字化，是对“元气论”和“道统论”的量子化和符号

化，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式和数学模型。阴阳、乾坤、五行是中国生态学的概念模型。阴阳太极图和八卦符

号体系则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数学模型。  

  图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别是乾（天）、兑（泽）、

离（火）、震（雷）、巽（风）、艮（山）、坤（地）等八卦。八卦的“卦象”是八种自然现象。“象”是《周

易》的基本概念，《易传》所谓“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象也者，像此也”。“是故《易》者，象也。象

也者，像也”。“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绩，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八卦以象

告”、“圣人立象以尽意”（自《系辞》）。《易》所谓“”。“设卦观象”是周易八卦的工作原理。所谓古汉

语中的“象”相当于英语中的“model”，具有模型价值和典型意义。实际上，八卦图（卦象）就是全球生态系统

的一个“全球模型”，既是概念模型，又是图形模型和数学模型。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八大类生态因子，典型的

八种自然现象，只用一阴、一阳两个符号，就能够把自然系统的结构关系和活动规律揭示出来，各种自然现象的

相互关系、各个生态因子的本质属性，一目了然，这一结构分析和模型概念是举世无双的。更为奇妙的是，八卦

相组合而成的六十四卦图，揭示了不同的自然现象互相之间的关系与互相作用：  

  由这一图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符号体系，它囊括了生态系统的一切典型现象。六十四卦象图可以看作

是六十四个生态模型，它们揭示了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六十四种生态现象。这一符号体系和数学模型是举世无双

的，如果我们对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进行数学分析和生态学分析，生态因子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作用机制及其

生态效应，构成了由“八卦”所组成的网络系统图。（附注：传说夏商周三代有各自的《易经》版本，夏曰《连

山》、商曰《归藏》，其生态学意义有待说明。）。参考“八卦”的形成原理，他的推理过程非常有趣：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创立八卦的逻辑推理过程，严密周全，真是精美绝伦的数学推导！对八卦模型和六十四卦



模型的深入研究一定会有更加普遍地科学意义。  

  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到伏羲画卦的神话，从大禹治水到文王演易的传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生

态学思想的发生演变过程，统一的思路，前后一贯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生态学思想起源久远，其中“阴阳”概

念的形成和阴阳理论的成熟是极其关键的。“阴阳”概念是一个贯穿古今、统驭中国古代思想理论的核心概念。

现在看来，“阴阳”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数学概念，也是一个基本的美学概念和生态学概念。“道”、

“气”、“阴阳”这三个基本概念是中国生态学最重要的基本概念。生态学最重要的整体性原理、统一性原理、

多样性远离都可以用这三个基本概念来说明。中国生态学对信息论和中心论的进一步发明也需要这三个基本概念

来说明。关于中国生态学所特有的“气象理论”、“形势理论”、“气数理论”、“形神理论”和“形象理论”

都必须用这三个基本概念才能够解释清楚。有趣的是，“道”、“气”概念的模糊性，“阴阳”概念的抽象性，

因为有了“八卦模型”和“六十四卦模型”而变得容易理解。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篇章中会详细论述。  

  我们认为，要追述中国生态学的起源和基础理论，许多中国古籍，包括《山海经》、《尚书》、《易经》等

著作，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但是其基本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生态学思想，奠定了中国生态学的基础

理论，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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