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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奥康纳、福斯特、佩珀和阿格尔对历史唯物主义生
建构最具代表性，本文将在系统阐述他们是如何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基础上，分析其不同
理论特点及其理论价值。 

  
一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指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现了自然界的人化
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但是，奥康纳认为并
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之
间的辩证关系，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潜在地包含
学思想，只有把这种潜在的生态学思想挖掘出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才得以彰
    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作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
的一种方法”。奥康纳侧重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二者中介的人类
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研究。 

    首先，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奥康纳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技
的倾向而仅仅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考察在不同文化
和权力关系下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具有客观维度，
有文化等主观维度。奥康纳的结论是：“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
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的力量等因素多元决定的。”这也意味
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人们之间建立何种协作模式事实上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
权力结构会对人们之间的协作模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只有把握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
度，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克服技术决定论的偏差。 

    其次，奥康纳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维度要求人
能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仅仅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生态关
后，奥康纳论述了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二者中介的“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
调，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二三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在社会劳动中，“文化和自然是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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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融合的”。奥康纳强调，由于文化和自然维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劳动过程越来越复杂
的结果越来越难以把握，从而决定了劳动关系和协作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也为人们选择不同的理
和实践模式提供了可能。 

总的来看，奥康纳通过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传统历
物主义理论中的技术决定论偏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
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 

  
二 

  
    和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是潜在地存在着生态学思想这一观点不同，福斯特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这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对近代唯物主
和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批判反思的结果。因此，如何完整系统地阐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
和特点就成为福斯特着力解决的问题。 

    福斯特批评了那种认为马克思在本质上是一个支持技术进步的反生态论者的观点，指出
点的问题在于他们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混同于机械唯物主义，认识不到“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
的、真正系统的生态的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与那种把唯物主
生态学思维方式对立起来的观点相反。福斯特指出，唯物主义不仅和生态学不相矛盾，恰恰相反
马克思在生态学方面的深刻见解正是来源于他对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以及对近代自然科
展史研究的结果。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
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四部著作中。 

在福斯特看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的人类学和德国农业
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对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物质变换断
念不仅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集中表达，同时它也意味着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
性追求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三 

  
如果说奥康纳和福斯特是侧重于从总体上重构或阐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维

佩珀则是通过重点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方法和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来说明建立以历史唯物主
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佩珀强调马克思不是生态中心论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中心论是有益的。这种有益就在于
克思主义看到了生态中心论者在分析生态问题时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
一，马克思始终把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特定社会的具体文化与经济特征相联系，强调当代生
产生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剥削，而这恰恰是生态中心论
视的地方。第二，马克思主义为生态中心论者提供了观察生态问题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
察和解决生态问题时，一方面不能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
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因为正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导致了威胁人类持续生存的
题。基于以上认识，佩珀侧重于从如下四个方面具体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的方法的生态意蕴。佩珀认为，马克思思想所蕴涵的生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生产方式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这就意味
不能像生态中心论者那样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二，要解决生态问题．不能像生
者那样仅仅偏好价值观的变革，而必须同时变革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动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告诉我们，“直到人们在物质上提供充分保障时，人们才会创造一个
的社会”。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佩珀指出，和绿色理论把环境的破坏
仅归结为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看作是
坏的根本原因。此外，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与贫困是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通
海外扩张，向贫困地区输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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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马克思的辩证法是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方法。佩珀认为，马克思反
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
说，一方面，人和自然之问是不可分离的，他们不可能排斥另一方而得到规定：另一方面
又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社会生产过程不仅改变自然，而且影响着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基于以上看
法．佩珀驳斥了那种把马克思看作是笛卡尔主义或机械论者的观点，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一
论者和一元论者，因为马克思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强调社会和自然的不可分离及其相互作用
这种辩证法是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科学方法。 

第四，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自然的异化，而且还阐发了一种生态自然
德观。佩珀指出，马克思既反对技术中心论单纯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自然，也反对生
从内在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一个社会范畴，即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
何阐释和看待自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城乡对立以及城市对乡村的资
而且造成了自然的异化。这就决定了克服异化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异化的社会制度。 

通过以上分析，佩珀指出，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生态学的观点，突出体现在马克思
斯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换的论述，体现在他们对技术、
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与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社会自然与人类关系的
述上。佩珀所主张的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以他所论述的马
理论为基础的。 

  
四 

  
    本·阿格尔主要是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的
来，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这
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重建危机理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有效地指
实践，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阿格尔运用“理沦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指出整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来回摇摆。阿格尔强调，决定论和唯意志
马克思主义理沦的共同点是割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
和新问题来修改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阿格尔强调，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
马克思的异化观和人的解放理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是非常深刻并具有永恒价值的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则需要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完善，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
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也就是说，时代条件的变化需要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
最终呼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基于以上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马
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并分析这一内在矛盾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
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价值观的转换对于利用生态危机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
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呢?对此，阿格尔的看法是当代
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主要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生态领域，前者表现为资本主义合法性危
机，哈贝马斯和米利班德对此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分析生
机产生的根源则形成了以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阿格尔强调
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注重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使之不断走向
和“非官僚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受生
性的制约，其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形成“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使人
重新反思自身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通过对
力关系的改造和个体价值观的重塑，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
能的。 

  
五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建构有何价值与意义，他们

页码，3/5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学科前沿扫描 >>...

2009-12-1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53



构有何特点，这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着重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逻辑看，他们为什么要开启历史唯物主义
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是要把当代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
会主义社会。和西方其他生态政治思潮或者以生态中心主义，或者以无政府主义为自己的理
不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沦基础的。这就必须解决一
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否包含着生态视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解决
提性问题，才有可能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因此，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
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阈，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点。 

    其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他生态思潮相比有何理
质。环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是西方生态思潮的三种主要形式。环境主义
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为人口增长和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认为只要通过科学技
及控制人口增长并把市场原则引入到对生态资源的运用，生态危机就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其目的在于维系资本追求利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
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都从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角度找寻生态危机及其解决办法
基础是“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他们强调的是地方性行动、个人生活方式和价
的重要性，其理论带有后现代性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
历史分析方法，在他们看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一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要解
机，就不应仅仅拘泥于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应该把工人阶级纳入到生态运动
变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把制度变革和道德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建立生
主义社会。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一部分。 

    再次，我们大致比较一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不同理
特点。总的来看，奥康纳和阿格尔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生态维度，因此他们
重于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视阈。福斯特和佩珀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包含生
态思维方式，因此他们更多地侧重于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揭示生态学马克思主
之间的不同特点，是我们推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途径。 

最后，从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
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化的意义。对于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做了否定的
回答。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既没有给予自然资源任何内在的价值，也
自然资源可能被耗尽的问题，是一种追求生产力无限增长的技术决定论。从西方资产阶级
述论点可以看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的开启，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西
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而且也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任
何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挖掘、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资源，建构出马克思主义
态范式。既是我们研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理
的重要任务。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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