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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态学》前言  
张正春 安黎哲 王勋陵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早在我们酝酿提出“中国生态学”的时候，曾对于“中国生态学”概念能否成立，犹豫良
久，因为这是一个敏感、尖锐的重大问题。几度春秋，随着查阅大量文献，反复论证的进
程，我们对于创立“中国生态学”的信心才与日俱增；仔细推敲，认真研究，历经无数次
自我审问和辩论，“中国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几经不断修正而逐渐成形。经多方鼓励和再
三斟酌，终于冒昧出版了《中国生态学》，她是我们试创立“中国生态学”的里程碑，是
我们几十年来对于“中国古代生态学思想”思考、研究和再认识的结晶。 

“中国生态学”是利用现代生态学的概念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生态学的整理和发展，是
在继承中国古代生态学思想成就的基础上再创立的生态科学体系。“中国生态学”与“生
态学”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是新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生态学”是中国特色的生态
学理论，是对我国古代生态学的理论提升、应用与拓展。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其独
特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赋予“中国生态学”以新的理论形态，她具有一些不同于当今
“生态学”的新思想观念和新的科学概念，拥有独特的科学理论和模型方法，有望为“生
态学”开创新的应用领域和应用价值，推动生态学理论的发展，扩大生态学的研究范围，
进一步提高生态学的科学地位。 

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理论思维差异主要体现在“元气论”和“原子论”上，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科学的最大优势是“整体论”思想。中国文化特有的思想优势以
及中国古代科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创立“中国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道”和“气”的概念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然而其科学
意义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说明。“一阴一阳之谓道”、“气者，道也”，这是古人的定
义。我们在古人的基础上指出了“道”、“气”概念不仅仅是哲学范畴的问题，它也是生
态学原理，揭示其科学基础，赋予其科学定义，显示其科学意义（见第四章），这是《中
国生态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论上的一大突破。我们认为，“道”就是“整体性”，
所谓“道理”就是“整体性原理”，是整体把握宇宙、自然、生命、生态、社会和人生的
一种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气”就是能量和信息，在“气”的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元气
论”与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子论”一样，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科学意义。“原子论”是
机械论思想，“元气论”是整体论，“原子论”反映了静态的分析思想，“元气论”反映
了动态的综合思想。“元气论”是生态观（过去说是“有机整体观”），“原子论”是一
种非生态的物理观。我们把“元气论”、“整体论”和“道统论”作为《中国生态学》的
基本理论（第五章），这是对于“道”和“气”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生态学的初步研究。根
据中国生态学的理论特点，中国生态学的概念体系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在第四章中，通
过五行概念和八卦概念的分析，讨论了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些重要特点，重点探
讨了“金木”、“山水”、“乾坤”等基本概念的模型特征和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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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生命科学中，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代表了两大方向。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是当前分
子生物学革命的核心，系统生态学则是生态学革命的核心。中国古代提倡的整体性原理正
是现代生态学的核心思想，现代生态学的“颠覆性”特征意味着她对人类的深刻影响，从
生命的整体性特征来看，只有从生态学角度才能够真正了解生命的本质。（第二章）。然
而，现代生态学和生命科学都陷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困境，“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
的深刻矛盾，“机械论”在科学方法论中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使得认识生命本质问题举
步维艰，为此，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科学理论方法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章）。众所周知“中医”就是整体论的典型，这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优势。本
书广泛应用了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整体论，它特殊的科学方法和模型方法是 “中国生态学”
剖析问题的利器。 

中国人的生态学观察和生态学思想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多方面渗透着生态学的思
想，影响中国古典诗词和绘画中的生态学问题就很突出，例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有较多有关
诗词的论述，它说明古代生态学思想对于中国文学的特殊影响并赋予它所特有的科学内涵
与科学价值。中国古代生态学是中国文化中不朽的灵魂，中国文化的生态学性质增添中国
人无限的想象力和永恒的思想活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勃勃生机是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根
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万古长青的内在动力。 

中华大地具有特殊的地理气候特征，背靠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面向全球最大的海洋，有广
阔的大草原，有适宜农耕的江河平原，有养育珍禽异兽的热带、亚热带、温带森林，典型
而又强大的稳定季风，把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密切联系起来，寒来暑往，风雨随时，日月
相推、四季交替，山川纵横、丘陵起伏，日月“西行”、江河东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多样性和有序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阴阳理论和五行学说、八卦理论和《周易》的产
生环境背景；四面八方，五行九州，具有极其明显的生态学区分，这就为阴阳五行模型和
阴阳八卦模型的创立提供了观察对象和思维基础。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生态学的创立背景和思想体系。第二章专门讨论
了中国生态学与中国古代生态学的关系和中国生态学与现代生态学的关系。第四章对中国
生态学的一系列特殊概念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第五章提出了中国生态学的基本理论，
提出了生态学的五大定律和十大原理。第六章是中国生态学的基本模型，对于中国生态学
的理论应用和实践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第七章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生态学思想，这是
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生态学课题，由于篇幅所限，大量的问题未
能展开讨论。相信感兴趣的读者会通过原著和历史文献发现更有价值的、更加丰富的资
料。在第十一、十二、十三章中提出了我们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新观点和新的理论，“洞穴
理论”和“生命理想常数”的生态学意义，“宇宙模型”的科学价值，“大统一理论”在
全球一体化社会的科学意义，对于人类生态学的有关问题，都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初步探
讨。 

本书第三篇第十六章至第二十一章讨论了中国古代生态学的实践问题。由于中国古代的文
明发达程度高、经济发展速度快，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也非常严重，有许多重要的历
史教训。中国西北地区，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和古代国际交往的中心地带，其环境变迁有
深远的影响，也是非常典型的生态学问题。“再造秀美山川”就是古人所谓“再造乾
坤”，是中国生态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有关研究关系到国家发展大计，希望今
人能从古人获得的经验、教训中受益。 

在本书最后，可能出于我们情有独钟，精选了八十余幅精美的古典绘画作品，并对每一幅
作品都用中国生态学的概念进行了评品。这些“国画”分为“山水”、“人物”、“花
鸟”、“园林”四个大类。在“山水”系列，我们可以对古典绘画的“生态系统”整体观
和结构分析方法有一个形象地认识；在“人物”画中，对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有非
常美妙的描写，反映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观点；在“花鸟”类绘画中，反映了动、植物的
生态景观和古代中国的生命意识和生态意识；在“园林”系列绘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
常美丽壮观的“四季园林”景观，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及其科学内涵，对于我
们分析古典园林中的生态学原理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于直观了解古代中国的生活方
式、感受“天人关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篇幅上过大，显得不够
协调，权当严肃正本中的轻松插曲。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许多问题未能深入讨论，留有余地，以待将来。由于
我们的专业局限，学业不精，许多看法未必恰当、准确，尚需进一步的学术检验；甚至有
些观点、论述可能是谬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本书出版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和中华秦皇汉武酒业有限公司及中华秦汉酒
业集团的赞助；在收集文献、资料，整理、校对文稿方面得到诸多教师、研究生的帮助，
在此不一一提名，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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