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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世界观则没有将世界万物的价值与现象世界分离开来，而是肯定
世界本身是一个生生不息创生万物的过程，目的、价值本身就内在于这一创生过程
中，其目的论是建立在对活生生的自然运化过程的生命感受和体悟基础上的。在人
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方面，更注重自然整体的价值，而将人的价值纳入到统一的自
然大化过程中。儒家虽然肯定人的价值、自主性，但它并没有将人与自然对立起
来，而是将人与自然（天地）看作各有其价值、作用的统一整体，人的作用和价值
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的掠夺和征服，而是“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
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即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文化
很少将人的自主性与自然、社会的整体性价值取向对立起来，而是将人与自然、社
会的价值统一起来理解。 
        我们说古代世界观是有机论的世界观，主要有三个方面表现：一是它肯定世界
万物的生命特征，肯定世界整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将世界看作一个生化万物的有机
运化整体，世界的本原是具有生命、灵魂特征的水、气、火或理念、形式等。古代
文化一般从宇宙生成论来看世界，将事物看作宇宙整体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有
机组成部分。二是它强调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强调整体的和
谐、秩序。三是将事物之间的联系看作有机的联系。我们说古代文化是“神圣文
化”，其中的“神”主要是指古代哲学揭示的自然万物的生命特征，“神”既涵盖
“万物有灵论”的“神灵”色彩，又包含对生命之奇妙的肯认。 
        从文化价值取向来说，古代文化具有两方面主要特征，一是肯定自然的目的
性。无论是道家关于自然运化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还是古希腊哲学关于自然万物
朝向完美、至善的运动，均肯定自然运化本身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对自然
的目的性的肯定，实质上包含对自然价值的肯定；对自然目的性的肯定包含的另一
个意义是肯定自然存在状态的和谐、秩序。二是注重自然、社会的整体价值。这主
要是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而言，古代文化将人看作自然、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将自然、社会看作人的生命、精神的归宿。对自然、社会整体价值的强调表现在伦
理原则上就是要求约束人的欲求，维护整体的和谐有序。古代文化对整体价值的维
护以及由此对主体人格修养的规范，体现了“神圣文化”伦理的一面，或者说
“圣”的一面。 
        古代有机论的世界观是与其文化价值取向相互关联的。古代世界观中的本体从
根本上说不是一种认知本体，而是伦理本体，或者说是人对伦理的体悟，是存在于
人心目中的伦理原型。比如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本质上说并不是认知意义上的
事物的本质或世界的本体，而是一种伦理理想、原型在自然、社会领域中的延伸。
不同事物的理念是该事物的圆满形式，是该事物的“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柏
拉图否定头发、污泥、秽物有自己的理念；肯定体现人的灵魂状况的诸种美德如勇
敢、虔敬、节制等有其理念；而柏拉图所描摹的“理想国”模型其实就是柏拉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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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国家理念，因此，柏拉图的理念论从根本上说体现了其文化价值追求；同
样，儒家哲学中的“天理”范畴具有同样的伦理本质。余正荣先生在《中国生态伦
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中揭示伦理原则是建立在人伦天道化，天道人伦化思维方式
基础上的。一方面，儒家对天道的理解主要不是从认知意义上理解，而是为建立社
会礼法规范寻找伦理依据，比如宋明理学中的“理”是伦理意义上的“理”，而不
是认知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儒家将伦理道德观念建立在对天道之德性的
体悟上，如儒家的“仁”即是建立在对天道“生生之德”的体认基础上。甚至道家
的“道”也不单纯是认知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同样包含着人的价值、道德祈向。
“道”本身肯定了自然的目的性，肯定了自然存在状态、人与万物自然本性的价
值，也就是说，对人而言，自然存在状态、自然本性是对人的“好”，是人应该追
求的。 
        古代有机论的世界观及文化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自身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古代文化肯定自然的价值，强调人依附于自然，因而要
求人遵从自然，如赫拉克利特说：人要“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道家甚至
在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社会秩序从属于自然过程，要求依照“自然无
为”的原则治理社会；儒家、古希腊哲学虽然肯定人的社会伦理属性，肯定人的主
体性，但它仍然肯定人道与天道的统一，要求从天道推出人道，从人道推及天道，
将天道与人道贯穿起来。如董仲舒认为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是完全对应与类同的。
“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五行之义》）“天有四时，
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类同也。”（《四时之副》）“王道之三纲，可求于
天。”（《基义》）强调对自然过程、秩序的顺应和辅助。古代文化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理解对的生产活动具有明显的规范作用。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地球母亲形象，
对矿物开采活动有直接约束作用；而中国古代农业生产观念中更是强调依循四季交
替和动植物生长发育规律进行生产活动。古代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规范，
一方面当然受古代社会人自身本质力量发挥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与当时人们的生命
体验方式相关。古代社会，由于智性思维尚不发达，人刚从与自然本源一体状态中
脱胎出来，人对环境的认识主要是一种生命感受以及建基于直接感受基础上的体
悟。同时，这种对人与自然一体关系的体认，及人对自然的归属性理解，本身也是
人的生命、精神的本能需求。 
 
    （本文在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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