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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究天人之际" 
读王正平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 

在我国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应用伦 

理学是势头最猛、取得成就最为显著的领域。 

在作为一个学科群的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就笔者了解的我国情况而言，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研 

究可以说是一门起步最早、队伍最为齐整、成果最为 

突出的学科。从取得的成果来看，不仅确定了环境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定义，阐发了中西思想史中的相 

关资料，而且结合各门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成果 ，提出了在实际生活中坚持环境(生态)伦理原则 

的建议。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当代环境 

(生态)伦理学的这种发展，对于这一学科的研究者既 

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已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更是一种 

挑战，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如何更进一步 甚 

至在某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从这个角度来读王正平教授的新著《环境哲 

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笔者认为，可以说在近年来的大量相关论 

著中，这是一部在体现了我国环境(生态)伦理学已有 

成就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积极探索的著作。 

第一，《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在 

概括当代环境哲学兴起的物质与思想动因的基础上， 

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环境哲学定义的独特见 

解 ：环境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哲学应用学科，是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全新反思，基于对“自然一人一社会”的 

整体主义解释，从更全面更深远的意义上深化了人们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 

论基础。可以说，这一定义比较明确地突出了“环境 

哲学”的哲学性质。 

第二，《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的 

主要成果为在概括西方环境哲学的思想渊源和历史 

演进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概括和分析了当代 

西方环境哲学的主要思潮，并论证了可持续发展的哲 

学基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笔者 

认为，作为著者长期研究环境哲学的成果 ，此书从现 

代人类中心论开始，直至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九种当 

代西方环境哲学的基本思潮做出了精要的概括和深 

入的分析，体现出著者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 

功力。而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对于促进我国学术界 

系统地了解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积极成果 ，并由此展 

开自己的思考和论证，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第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的 
一 个亮点是对中国传统环境哲学“天人合一”的智慧 

概括：“天”与“人”合一：宇宙生命统一论；“天道”与 

“人道”合一：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仁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尊重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 

“相辅天地之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虽然，用现代 

哲学范畴来概括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有一定的生硬 

感，但这毕竟反映了我国伦理学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 

慧的深入理解，符合当代世界走向生态时代的趋势和 

潮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当然也包括此书对西方环 

境思潮的研究，体现出此书“穷究天人之际”的特点。 

这就涉及到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生态哲学和伦理学 

在当代哲学和伦理学中的特殊地位问题。笔者认为，环 

境哲学是当代哲学一伦理学中一门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 

学科，因为它最直接、最深刻地涉及了最根本的哲学问 

题，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 

人之际”的问题。从而，环境哲学基础问题的解决，不仅 

是其自身学科建设的基本需要，而且将对整个伦理学，以 

至于整个哲学都有基础性的意义。《环境哲学——环境 

伦理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以“天人之际”为纲阐发著者的 

相应观点，就使此书具有较强的伦理学基础理论以至于 

哲学理论的意义。 

进一步说，从我国当代环境(生态 )哲学 (伦理 

学)的范式来看，应该说它主要是以当代西方环境哲 

学的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思维方式不是 

纯哲学的，而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实证科学背景。这种 

思维方式具有两重性：它摆脱了传统哲学思维的空疏 

性，或者农业哲学思维的局限性，纳入了实证科学的 

成就；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有待于上升为哲学的思维方 

式，否则就会使环境哲学的科学意味太强 ，哲学意味 

太弱，从而限制了其本身蕴涵着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的意义，不可能从根本上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选择。不过，《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 

学科研究》在这方而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其向前推进 

的空间仍然是极大的，实在难能可贵。笔者期待着著 

者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贡献。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陈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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