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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哲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之思 

王正平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环境哲学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之思。它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基础上，以全新的眼光来解释世界，把“自然一人一社会”看作是一个辨证发展的整体，提出了 

关于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新认知，“自然权利”本质上是人的环境权利，人具有积极 

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责任。环境哲学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它要求人们从机械 

世界观转变为生态世界观，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变为生态整体主义，从片面发展走向人一 自然一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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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 

的生态基础和目标，而当代环境哲学(又称环境 

伦理学)正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之 

思，值得我们在确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认真研 

究和汲取。环境哲学是2O世纪7O年代以来，由 

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 

的境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环境哲 

学在以往人类经验与知识的基础上，全面重新认 

识人与自然的位置与价值，探讨人、社会、经济、技 

术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的内在关系，力图构建 
一 种全新的、更为科学的、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 

然环境攸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促进人一自 

然一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啪’ 

一

、环境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反思 

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哲学的“环境转 

向”，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环境哲学 

以全新的眼光来解释世界，把自然、人和社会所构 

成的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从而在 

整体主义的理论框架中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使 

自然获得应有的“权利”和道德关怀。 

1．“自然一人一社会”是一个辩证发展 的整 

体 

环境哲学扬弃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范式，把人、 

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针对人与自然分离、对 

立，人高于自然的传统观念，环境哲学首先强调人 

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前提， 

人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 

说，就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来说，他们是属于自 

然界的，是自然物的一个特殊形态，是自然的多样 

性、丰富性的一个例证。马克思在谈到人与自然 

的关系时，首先肯定的就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 

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o[2](424~．P95)正因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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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必然在自然界中展开自己 

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的另一部分即外部 

自然界进行交换，因而自然界也构成了人类社会 

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因此，历史地看，“自然一 

人一社会”构成了自然整体内部演化发展的一个 

完整序列，割裂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就 

只是人类沙文主义者在妄想中虚构的空中楼阁。 

人是通过将自然环境和自然物作为实践对象或客 

体而形成自我意识，并确立其主体资格的，因而， 

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存在于 

整体内部的一种基本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不可 

分割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人类社会以及人与 

人的社会关系——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基本要 

素——也都不是独立于自然的。“在整个生态系 

统的背景中，人的完整是源自人与自然的交流，并 

由自然支撑的，因而这种完整要求自然相应地也 

保持一种完整。” J(啪’ 

环境哲学不仅把自然、人、社会视为一个整 

体。而且把它们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把同 

等的关注给予自然。一方面，人类的生命活动与 

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自然界的持 

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影 

响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条件中，不论是对 

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发生永久作用的自然因素(如 

宇宙现象、地理、气候和生态平衡等)，还是在人 

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效能发生作用的自然 

因素(如矿产、燃料、水资源等)，都对人类的生产 

劳动和日常生活起重要作用。同时，人类的生产 

劳动和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资源也离不开自然界。 

没有自然的长期演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必要 

条件，人类社会便无法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 

类的活动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地球的生 

态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整个自然进化的 
一 个组成部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 

须能够生活，而为了生活，必须进行利用和改造自 

然的活动以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正是在利用和 

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在地球生态系统的进化和发 

展中才形成了人类社会。因而，人类的历史是自 

然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类参与自然的进化过 

程。布克钦指出：“以一种发展的、系统的、辩证 

的方式统观，我们不难确定和解释社会脱胎于生 

物世界，第二自然脱胎于第一自然。”他强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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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远非人类潜能实现的标志，它为矛盾、对抗 

以及扭曲人类独特发展能力的利益冲突所累。它 

既包含着损毁生物圈的危险，也包含着一种全新 

的生态分配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进一步向生态 

社会迈进所必需的。”~4](P359~361)环境哲学的任务 

就是揭示“自然一人—社会”辩证发展的规律，促 

进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2．自然价值的新认知 

正如戴斯 ·贾丁斯所指出的，“全面的环境 

哲学的中心任务在于对自然和价值范畴的思 

考”E5]fP~49)。关于自然价值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全新反思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环境哲学的 
一 个中心问题。“自然价值”作为环境哲学的范 

畴，它的提出和发展包含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 

战和超越，提出了关于自然价值的新认知。 

纵观当代环境哲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价值 

的新认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工具价值的新认识 

自然的工具价值即它的外在价值，是指作为 

客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用性。默迪说：“按 

照自然物有益于人的特性赋予它们以价值，这就 

是在考虑它们对于人种延续和良好存在的工具属 

性。” 环境哲学相比于传统哲学，它对于自然的 

工具价值有着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 

首先，自然的工具价值体现着人对自然的依 

赖性。自然对人的工具价值，似乎表明了人的主 

导地位和支配作用，人决定着自然界的价值，但在 

环境哲学看来，这实则正显示了人对自然的依赖。 

人的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自然物自身的客观属 

性，并且人的需要是多方位的，人的需要越多，自 

然对人的外在价值越大，人对自然依赖的程度也 

就越深。因此在外在价值中，人的需要并不是价 

值形成的唯一尺度，还存在着物的尺度，即自然物 

本身的属性，工具价值在人与自然物所形成的主 

客体的内在关系中产生。离开了人或物任一尺 

度，主客体关系都无法产生，价值也无法形成。 

其二，自然的工具价值不仅是对于人的有用 

性，而且是对于所有生命的有用性。“所谓自然界 

的外在价值，是它作为他物的手段或工具的价 

值。”[’](m’在这里，相对于自然整体来说，“他物” 

不仅是指人，也应当包括其他生存于自然界的生 

命。在罗尔斯顿看来，在人类产生之前，有机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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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具利用的角度来评判其他有机体和地球资源 

了。因此，自然界不仅是作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 

资源，也是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她同时实 

现着人和其他生物的利益。 

其三，改变评判自然的工具价值的标准。扩展 

了工具价值的内涵。美国环境哲学家诺顿基于对 

传统“强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提出评判工具 

价值的标准应当从个人感性意愿的满足转变为理 

性意愿的满足。他认为，在传统“强式人类中心 

主义”的价值理论中，一切价值仅以个人感性意 

愿的满足为标准。感性意愿仅仅关注单一的、直 

线式的需要和供给关系，而不考虑伴生的后果。 

它以人的直接需要为价值导向，以感性欲求为价 

值尺度来看评判自然的价值。诺顿强调，一种全 

面的自然价值理论应当是以理性意愿的满足为标 

准来认识自然的价值，这就要求人们对自身的希 

望和需要进行谨慎的理性思考，使之与合理的观 

念相符合。以此为标准，诺顿认为自然的工具价 

值在于它的“转换价值”，即自然事物可以转换为 

人类的需要，客体自然提供人体验和改变人的感 

性愿望的价值。这样，自然的工具价值就不仅仅 

是对当代人的经济价值，而是对整个人类生存和 

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种外在价值，包括科 

学价值，娱乐价值，基因多样性价值，历史价值，医 

疗价值，哲学、道德和宗教的价值，等等。 

(2)关于内在价值的拓展 

自然的内在价值即它的非工具性价值，是指 

对于自然物自身以及生态系统的存在、发展所具 

有的意义。在传统哲学中，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 

值，内在价值反映和表述了人作为万物之灵所固 

有的最高价值。将内在价值赋予自然实体和生态 

系统，是环境哲学重新认识自然价值的一个重要 

拓展。 

1923年，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 ·施韦兹在 

《文明的哲学：文明与伦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 

了把价值领域扩大到所有生命的理念。他指出， 

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 

具有某种神圣的或内在的价值。施韦兹这一思想 

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人类关于自然价值的认识第 
一 次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从生命的固 

有本性上来认识生物存在着内在价值。在这种生 

物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看来， 

所有生物都把“自己的种类看成是好的”，因而主 

动捍卫自身的生命。尽力传播自己的物种。用泰 

勒的话来说就是：一切生物，包括植物、动物、人 

类，都有内在目的，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 

环境哲学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知从生物中心 

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进一步提出了非生命的 

物质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问题。罗尔斯顿 

指出，“生态系统是一个网状组织，在其中，内在 

价值之结与工具价值之网是相互交织在一起 

的。”【。]( 在他看来，内在价值是整体价值的一 

部分，它通过系统资源与工具价值联结一起。我 

们不仅应当承认 自然实体的内在价值，更应当认 

识生态系统整体及其过程的内在价值。深生态学 

从整体论的立场出发，强调每一物种在维护整个 

生态系统健康存在中所起的作用，超越了人们以 

往仅仅把自然物、非人类的生命体仅仅看作是人 

类的“工具”或“资源”的狭隘认识，肯定所有自然 

物、生物物种具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1985年， 

纳斯发表《生态智慧：深层和浅层生态学》指出， 

浅生态学的信条是：“自然界的多样性作为一种 

资源是有价值的”，“除了作为对人类有价值以 

外，谈论 自然界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与之相 

反，深生态学的信条是：“自然界的多样性具有自 

身的内在价值”，“把价值等同于人类的价值表现 

了一种物种的偏见”。深生态学的最高准则和基 

本原则也都体现了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识。“自 

我实现”原则指出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 

人类的真正自我是“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 

这种“生态的自我”或“大我”是在人与生态环境 

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因而，如果小我具有内在 

价值，那么大我也具有内在价值。在纳斯和塞逊 

斯共同起草的八项生态学基本原则中，第一项就 

开宗明义地表达了深生态学关于自然具有内在价 

值的主张：“人类与非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繁 

荣具有自身内在的、固有的价值。非人类的价值 

并不取决于他们对于满足人类期望 的有用 

性。” J(n 尽管在自然价值的问题上人们的观点 

不尽一致，但环境哲学对自然内在价值的提出，从 

更全面、更深远的意义上深化了我们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性价值关系只 

是价值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形式，人的 

尺度不再是价值评价的唯一依据。这一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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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体现了人类认识水平的进步，也为环境保护 

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L1o] 

3．“自然权利”与人的环境权利 

“自然权利”作为环境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是为寻求保护环境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 

点。“自然权利”的提出与自然价值的新认知，特 

别是内在价值的拓展有着一定的关联，是深刻反 

思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结果，它试图将非人类实 

体纳入到人们的权利话语中，赋予它们以道德的 

资格，从而使人类自身的行为受到约束。 
一 直以来，“权利”是西方社会中人们特别是 

自由主义者们表达正义要求的一个强有力的工 

具。“权利是最强硬的道德货币。”̈ 认̈可某事物 

具有权利就意味着它具有道德身份，应当受到道 

德的关怀。但在传统意义上，权利观念完全植根 

于人的本性，指每个人仅仅由于其存在的缘故而 

享有一定利益或待遇的资格。因而，它的运用范 

围仅限于人，尽管“人”所指称的范围也是逐步拓 

展的。“自然权利”这一术语尽管也存在，但主要 

是指人具有的自然的权利，即天赋权利，例如自 

由、健康、财富和私有财产等权利。在人与自然关 

系的反思中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众多环境哲学 

家向这一传统的权利观念提出了挑战，力图将权 

利扩展到动物界、植物界，乃至所有非人类的实 

体。在这里，所谓的“自然权利”，是传统权利观 

念的拓展，也被称为自然生物的权利或生物的自 

然权利，指生物固有的、按生态学规律存在并受人 

类尊重的资格。用戴维 ·埃伦费尔德的话来说， 

就是“自然物在大自然中长期存在，本身就包含 

着不可怀疑的继续存在的权利”E12](~v6)。 

在环境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自 

然权利理论。 

动物权利论主张要把权利扩展到人之外的其 

他动物，其代表人物是辛格和雷根。辛格从功利 

主义出发，主张应当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 

的利益”这一原则扩展到动物身上。他认为感受 

痛苦和享受愉快的能力是拥有利益的充分条件， 

也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充分条件，而动物是能够感 

受苦乐的，因此动物和人一样也拥有权利。雷根 

则明确指出：“动物权利运动是人权运动的一部 

分”，“理性——不是情感就迫使我们承认，这些 

动物也有平等的天赋价值，而且由于这一点，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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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获得尊重的平等权利。”Ll 

生物权利论认为，不仅人和动物拥有天赋权 

利，而且一切生物都拥有天赋权利。阿尔伯特 · 

施韦兹指出，生命没有等级之分，一切生命，包括 

动物、植物和那些在人看来显得低微的生命都是 

神圣的。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毫无价值的或仅仅 

是另一个生命的工具，每一个存在物在生态系统 

中都有其位置，而哲学家和科学家应当考虑它们 

与这种位置相应的权利问题。生物权利论的另一 

代表人物泰勒指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生命的目 

的中心，人类不过是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人的 

生命并不比其他生命优越，人类所拥有的价值和 

权利，它们也拥有，它们有权利得到人类的平等关 

心和尊重。 

生态权利论则认为，不仅人、动物和一切生物 

拥有天赋权利，而且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都拥有 

权利。大地伦理学的创始人莱昂波德要求把权利 

的范围扩大到“大地共同体”。罗尔斯顿提出大 

自然的权利高于作为其构成者的生物的权利，他 

强调：“生存权，从生物学上讲，是指为了生存适 

应性配合的权利。适应性配合需要经过上千年的 

维持生存过程。这种思想至少使人们想到，某一 

生态位的物种，他们有完善的权利。因此，人类允 

许物种的存在和进化，才是公正的。”[】 】(嘲B) 

“大自然拥有权利”是环境哲学提出的一个 

崭新思想，它提出了当代社会中的一个最具争议 

性的哲学问题。由于权利是“社会的产物，是社 

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个人的产物”[ 】‘ 卷 "。它 

“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 

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1( 卷 ，“自然权 

利”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刻开始就受到了各种激烈 

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不仅有来自传统哲学的 

诘难，也有来自环境哲学内部的不同意见。人类 

中心主义者坚持的权利主体只能是人，因而断定 

权利思想不适用于非人类的存在物。而一些环境 

哲学家则基于“权利”概念的复杂性，认为谈论自 

然的权利不仅不必要，而且还造成了混乱。罗尔 

斯顿说：“生态伦理学家最好停止使用作为名词 

的‘ri曲t’⋯⋯对权利这一概念的适用在修辞上有 

时是方便的，但在原则上是不必要的。”[8】(哪 纳 

什也客观地指出，在自然物身上使用“权利”一词 

造成了大量的混乱。-】5J 因此，进一步廓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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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权利”的内涵，以便在一种恰当意义上使用这 
一 术语，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自然权利论者提出自然具有“权利”的目的 

无非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的权利话语体 

系中，促使人们尊重自然，推动环境保护的实践。 

但是，即便我们承认“自然权利”的存在，自然也 

不能申辩，人类尊重自然和保护环境的义务还是 

依赖于人自身的自觉性。1974年，美国学者w． 

T．布莱克斯通在《哲学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提 

出：所谓自然的权利，可以理解为拥有“一个可生 

存的环境”的人权问题。在他看来，拥有一个健 

康环境的权利，应当是一种“从这样一种不可剥 

夺的基本权利——即追求我们的政治传统所承认 

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中推导出来的权利”。 

实际上，从“自然一人一社会是一个辩证发展的 

整体”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的存 

在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的健康发展，因而强调自然 

的“生存权”，其实就是强调人的生存权；提出“自 

然权利”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人的环境权利。 

环境权利是公民有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生 

活的权利。1992年，地球首脑会议发表的《关于 

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在第一原则中以 

“人类拥有与自然协调的、健康的生产和活动的 

权利”的形式阐明了“环境权利”。从“自然一 

人一社会”作为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的角度来理 

解，而不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的 

立场上，“自然权利”与人的环境权利是一致的。 

承认自然界的“权利”并不否定人类的权利，保护 

“自然权利”也并不牺牲人的权利，恰恰相反，从 

长远来看它表明了环境哲学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最 

深切的关怀。“自然权利”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唤 

醒了人们的环境权利意识，对“自然权利”的承认 

促使人们自觉承担起约束自身行为、维护自身生 

存环境的责任。 

4．人在自然界的道德责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积极的、占主导地 

位的永远是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的是 

人，扭转这一紧张化趋势的也只能是人。道德活 

动的主体是人，人具有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 

全部责任和义务otl6 J罗尔斯顿曾由衷地写道：“根 

本的哲学任务，不就是发现一个完整的伟大的伦 

理，认识人在阳光下的位置吗?”[̈】‘聊’确实，环 

境哲学对人与自然统一性的重新认识、对自然价 

值的新认知、对“自然权利”的提出，都可以归结 

为一点：对人在自然界中的重新定位，确立人在自 

然界中的道德责任。 

道德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它应当随着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 

步和完善。传统哲学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 

外在的主客体关系，发展了一种把道德关怀仅限 

于社会的伦理学。在这种传统的人际伦理学中， 

人们把道德认识与调节的范围局限在人与人或人 

与社会的关系上，人只有对他人和社会才具有道 

德责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奥德赛对待他 

的女仆一样，人不是以道德主体，而是以征服者或 

主人的面目而出现的。自然不具有道德地位，它 

被排斥在道德关怀之外。正如施韦兹所说：“过 

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只涉及人对人的 

关系。” 】 ’如果坚守这种不完整的伦理学，而 

不发展出一种能适宜于自然和生命共同体的道 

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趋势就无法得到遏制。 
一 旦自然的完整被破坏，人类就将失去他赖以生 

存的自然环境。 

人不仅生活于社会，与他人相互依赖，而且生 

存于自然，人的生活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的 

持续发展与自然的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人类栖 

身于文化共同体中，也栖身于自然共同体中，因 

此，伦理学的一个未完成的主要议题，就是我们对 

大自然的责任。” 】( 人作为自然中的人，作为自 

然史中的人，不仅应当承担他在社会中的道德责 

任，更应当承担他在自然界中的道德责任。将人 

置身于自然中，把自己视为“自然一人一社会”整 

体的一部分时，这就意味着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征 

服者转变为生态共同体的平等“公民”。因而，他 

的道德责任不仅是公正、仁慈地对待他人，尽力增 

进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且要尊重生态共同体中的 

每一个成员，把是否有助于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 

定和美丽作为评判自身行为的善恶准则。 

环境哲学关于“自然一人一社会是一个辩证 

发展的整体”的思想要求把伦理学应用于环境， 

扩展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它对自然价值的新 

认知，则从保护和增进价值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在 

自然界的道德责任。罗尔斯顿说：“人们应当保 

护价值——生命、创造性、生物共同体——不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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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出现在什么地方。”[s](e313)一方面，环境哲学深 

化了人们对自然工具价值的认识。自然环境对我 

们人类而言，在生物学、经济学和美学方面都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激发起人的自我利益，为保护自 

然环境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驱动力。在这里，保 

护自然是当代人对后代人、个体或群体对整个人 

类的一种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更为 

重要的是，环境哲学使内在价值走向自然，“如果 

我们对待有其自身价值的事物时只考虑它对我们 

的价值，那我们就错了。”[5】(n例自然因为本身的 

缘故而具有道德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地成 

为了一种道德关系。从生物中心主义的角度看， 

所有的生命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因 

而，“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 

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 

压制生命的发展。”[1 7] 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 

看，生态系统具有的价值，使我们既要对那些作为 

生态系统中内在价值的动物和植物负有义务，也 

要对这个保护、创造着生物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 

生态系统负有责任和义务。因而，道德不仅是维 

护个体的生命形态的生存工具，而是维护所有完 

美生命形态的至上价值理念。 

环境哲学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强调自 

然的重要价值，并不否定人的地位，“自然的丰富 

有一部分就体现为其作为人类生命之支撑的潜 

能。我们对人类的创造性、发展性、开放性与生机 

是加以肯定的。”[3】《咖 人类是自然界进化的最高 

产物，因而，当环境哲学提出“自然权利”，把权利 

赋予了自然界时，实际就意味着人类是“自然权 

利”的“代言人”。自然权利论把自然当作权利主 

体，但权利主体并不等同于道德主体，自然并不能 

为自己的“权利”申辩，也不能承担相应的义务。 

人作为地球进化的最高阶段是地球上唯一具有道 

德意识、能够辨别善恶是非、进行道德自律的生 

物。人所具有的“这种客观评价(欣赏自然中的 

客体)的主观能力(主体的能力)，是一种值得格 

外加以赞赏的高级价值”[8 J( 。人应当将这种 

更高级的价值展示出来，不是通过对自然的征服 

和自身利益的增进，而是运用他们独特的理性和 

道德，真正超越其他存在物，成为自然的完美的监 

护者。人应当培育热爱、尊重生命和自然的道德 

情感和道德良心，应当对其他生命及生命支持系 

6 

统负有道德责任，这是人类完美性的展现，是人类 

道德完善的巨大历史进步。 

二、环境哲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 

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正逐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和全球 

性的发展战略。环境哲学通过对人类传统世界 

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努力确立新 

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成为可持续发展 

的理论基础。 

1．从机械世界观转变为生态世界观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探讨世界的客观 

本性和普遍规律，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宏观性、 

总体陛把握，因而一定的世界观对人类的行动有 

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在现代社会，在传统的占主 

导地位的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的实践引发了环 

境危机，使人类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因而“解决方 

法只能是转变根本的世界观和实践。”[ “ 

现代社会的主导世界观形成于l7世纪，它以 

牛顿的物理学为科学基础，试图用力学规律解释 
一 切自然和社会现象，把各种各样不同过程和现 

象都看成是机械的，因而被称为机械世界观。在 

理论形态上，机械世界观以笛卡尔的哲学为典型 

代表，其内容主要表现为： 

(1)二元论的世界模式。罗素在《西方哲学 

史》中指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 

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 

不牵涉另一个。”Ds J(plo3)在物质和精神的二元模 

式下，人类作为唯一的精神存在，成为主体，独立 

于自然界；自然是非精神的存在，成为客体，独立 

于人类及人类的理解。 

(2)机械论的世界图式。笛卡尔在他的《哲 

学原理》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机械论的世界图 

景，他把宇宙看成一个机械装置，一切运动都是通 

过因果过程连接起来的机械运动。所以，机械世 

界观排除了某种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或内在于物 

体之中的力，整个世界呈现出一幅没有生命的、纯 

粹量化的、冷冰冰的图景。 

(3)人类中心论的主客体关系。机械世界观 

通过二元论的世界模式将人确立为独立于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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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主体，又将整个世界看作一台没有目的、没有 

生命、没有精神、没有主动性的机器，从而在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构建了人类中心论的主客体关系。 

这里的人类中心论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讲的。 

在机械世界观看来，人是主体，客观世界是客体， 

自然万物只不过是处于被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 

的地位。 

以牛顿物理学和笛卡尔哲学为基础形成的机 

械世界观主张主客二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扬 

了人的主体性，是有进步意义的。自工业革命的 

300多年以来，它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观， 

指导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从根本上 

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辉煌灿烂的现代科学、高效 

快速的工业化生产，都是机械世界观一路凯旋的 

见证。但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取得的大多 

数成就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机械世界观 

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 

中心论观念必然会形成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 

观，引导人类在控制、主宰、支配自然的实践中全 

力以赴，破坏了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 

环境危机充分证明了机械世界观的局限性和 

危害性。人类若不转变机械世界观，就将“成为 

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马克思语)。因而， 

“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需要一种新的世界 

观——一种整体论、不滥用自然资源、在生态学上 

合理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 

作的世界观。我们需要转变到一种真正全球性的 

观念上，在这种观念中，个人、社会和这颗行星都 

被给予充分的重视。换言之，我们必须从一种协 

同程度较低的世界观转变到一种协同程度较高的 

世界观。”[1 9](嘞 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 

种哲学范式的转变，摒弃了现代世界观，确立起一 

种新的世界观——生态世界观。 

生态世界观超越了机械世界，认为世界是一 

个包括人类在内的、具有内在关联的活的生态系 

统，它呈现为一个不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与 

机械世界观相对，生态世界观可具体表述如下： 

第一，世界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纳什说： 

“如果说，达尔文杀死了二元论，那么生态学家则 

为它举行了葬礼。”[15](egs)生态世界观是在现代科 

学的基础上、特别是充分吸取了生态学关于整体 

性观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科利考特也将生态世 

界观称之为“后生态学”，他说：“‘后生态学’包括 

‘统一、和谐、相互联系、创造性、生命支持、辩证 

的冲突与互补、稳定性、丰富性、共同体’，地球环 

境中的一切。”u'J( ’因此，生态世界观超越了 

机械世界观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模式，正如“无机 

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L20 J(嘲∞ 

一 样，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也缩减到了最小限度， 

人、社会和自然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 

整体。 

第二，地球是有生命的。正如“盖娅假说”以 

大地女神“盖娅”来命名地球那样，生态世界观用 

生命观和动态观代替了笛卡尔机械观。在这种世 

界观看来，世界不是本身僵死的机械装置，而是活 

的系统，是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维持、自 

我发展和进化的生命系统，它自身就是朝有序和 

价值进化的方向发展的。 

第三，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居于中心地位 

的个体。生态世界观把人一自然一社会视为一个 

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抛弃了本体论意 

义上的人类中心论。“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 

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那种认为世界 

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 

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 

都是错误的。”u2lj 在这种世界观的世界图式 

下，不仅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主体，生物个体、种群 

和群落也是生态主体，具有与人类同等主体地位。 

显然，机械世界观关于世界图式的二元论、机 

械论和人类中心论预设，使它成为人类掠夺自然、 

主宰和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而以此为行动哲学 

的工业文明最终使人类陷人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境 

地；生态世界观作为一种整体论的、有机论的和非 

人类中主义论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世界的 

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 

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 

和爱护的大花园”[ ]I附们。从机械世界观转向生 

态世界观。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人类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变为生 态整体主义 

个体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 

观念。在社会关系上，个体主义(即个人主义)以 

他人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体主义(表现为人类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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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义)以自然环境和生命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 

价来实现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环境哲学的产生 

和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持 

就是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汉斯 · 

萨克塞就此指出：“生态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人 

是整体 的一部分这个通俗 的道理告诉人 

们。’’ ∞ ‘脚 

个体主义作为思维方式是与机械世界观内在 

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牛顿一笛卡尔哲学体 

系中，世界是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构件组成的机械 

系统，所有构件又可以分割为更基本的构件。认 

识的方法，正如笛卡儿所表述的那样，“把我所考 

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 

到可以而且适于加 以圆满地解决 的程度为 

止”[2 】(嗍)，即把整个事物分解为更基本的单元 

以达到更基本的真实。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应 

用，使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科学研究 

中，易于过分注重某一具体事物的开发和改造，而 

忽视它对环境的负面效应。在环境保护问题上， 

即使有环境保护，也只限于一事一物，而忽略对整 

个生态系统的保护。 

更具危害性的是，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二 

元论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发展了极端人类中心 

主义的价值观。“二元论宣称灵魂本质上独立于 

身体，就此而言，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它是不折不 

扣的个人主义。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 

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 自然 

(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 

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政府、控制、支配自然 

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 】‘ 可 

见，尽管在社会关系中个体主义崇奉个人的自由、 

尊严、自主性，强调个人的自我发展、个人利益和 

个人的权利，从而导致社会组织的分裂和价值观 

念的多元化；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体主义与 

二元论相互结合形成的人类个体主义，主张人类 

征服、掠夺自然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和物质财 

富，崇尚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 

式，却是人类近代以来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念。在 

此意义上，人类个体主义可以等同于极端人类中 

心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个体主义将人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 

导致人们在实践中一切以增进人的物质利益为目 

8 

标，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追求发展，是环境问题的重 

要思想根源。正如贾丁斯所说：“主流世界观过 

去将人类看作是孤立的，它已违背了现实，是危险 

而又误导性的形而上学。”[5 J( 可持续发展要求 

人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从个体主义转向整体 

主义。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顺应这一时代的要 

求，它把世界看作是“人 一社会 一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这里，个人主义向整体主义过渡，不仅是从 

个人走向社会集体主义，或人类整体主义，而且包 

括生命和自然界的“人一社会一自然”的整体主 
](P121)

。 

个体主义是机械世界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念，整体主义则是生态世界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观念。生态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十分宽广的 

生态思维。在这种世界观看来，生态系统中没有 

游离于联系之外的个体，“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 

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所有单位或个体都是由关系 

构成的。”[2 】(m 同样的，人也不例外，他不仅是 

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还是整个共同体即自然共 

同体的一部分。“没有人类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人类会从字面上成为不同种的生物(be． 

ings)。” 儿 从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来认识世 

界、思考问题，认识到从长远的角度看，自然世界 

的利益与人类自己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一致的；并 

在此基础上自觉以增进生态整体的利益和价值作 

为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以获得人类的持续发展，这 

便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3．从片面发展走向人一 自然一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环境哲学超越机械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 

代之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并深入到实 

践中促使经济至上主义向生态经济的转变，科技 

第一主义向生态科技的转变，工业文明向生态文 

明的转变，从而促进人类的发展从片面发展走向 

人一自然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从经济至上主义走向生态经济 

经济至上主义，通常也称为经济主义，是现代 

社会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它主张经济决定一切， 

把经济增长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经济 

至上主义包含三个基本的信条：第一，人的一切行 

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第二。个人幸福和社会福 

利绝对依赖于经济增长；第三，经济在科技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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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下可以无限增长。[ ](n 显然，经济至上主 

义泛化经济行为，推崇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导致 

了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分离与对立，使得人 

类长期以来不顾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无视人类社 

会的整体利益，尽一切力量扩大生产以推动经济 

增长。因此，在经济至上主义的影响下，现代社会 

盛行的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观，即把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增加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 

于社会进步。实际上，如果在 GNP的统计中把经 

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体现出来，并进一步考虑到它们对人类生活质量 

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负面的。 

从其理论渊源来看，经济至上主义是在机械 

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至 

上主义将经济从人一自然一社会统一系统中分离 

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来研究和发展，并 

无限扩大它的独立地位，这是机械主义的世界观 

的产物。同时，经济至上主义将人类个体的经济 

利益作为唯一的发展 目标，而“不考虑各系统的 

可持续产量，不考虑自然界中很容易受到破坏的 

各种平衡”-2 ](蹦)，这是人类个体主义的充分表 

现。随着生态世界观与生态整体主义对机械世界 

观和人类个体主义的代替，经济至上主义也就失 

去了理论的合理性，并为生态经济所取代。 

生态经济是一种取代传统经济模式的新的经 

济模式。在经济至上主义指导下，传统经济模式 

高投入、低产出，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的形式追 

求经济产值的增长。生态经济的模式是将“生态 

学凌驾于经济学之上”，即遵从生态经济规律，同 

时还“要求市场信号有个基本的转变，也就是要 

求它们转变成尊重可维系生态永续不衰的那些法 

则的信号”，即把自然资源的价值纳入经济学的 

成本计算中。[ ](蹦，嘲 生态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 

和循环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资源 

的节约为基础，通过开发生态技术实现农业、工业 

和生产消费品的“绿色化”，降低和防止生产过程 

和产品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 

长的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 

(2)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 

环境问题表明，现代科技在推动经济快速发 

展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旨在造 

福人类的科技最后却使人类面l临生存的危机。在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下，人类反思和改变自己对待 

科技的态度已经刻不容缓。科技作为人类认识和 

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工具，究竟是给人类带来福 

利还是带来灾难，关键在于人类以怎样的态度对 

待它、运用它。现代科技推动着社会进步，为人类 

带来了巨大福利，塑造了现代文明，但却使现代人 

把科学视为无上的权威，相信科技进步是绝对好 

的事业，因而对科技的开发和运用无所顾忌。这 

就是现代社会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科技第一 

主义”观点。科技第一主义造成现代科学的片面 

发展，导致科技的滥用。一方面，在机械世界观的 

指导下，现代科学分化得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 

专，背离了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 

从而使科学技术上的成功成为了生态学上的失 

败；另一方面，人类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使科技的发展以人的利益为唯一标准，科技成为 

人类掠夺、控制、主宰自然的工具。 

现代科技在科技第一主义的推动下造成了严 

重后果，促使我们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 

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和运用科技。生态科技要 

求将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科技发展的 

指导原则，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成为科技发展 

的一个目标，使科技的发展有利于人一自然一社 

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这是指 

导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世界观转变。纳什说： 

“当科学因陷入细节的海洋而丧失宏观视角时， 

哲学就重新调整科学的观察‘焦距’。”『1 5] 在 

环境哲学的指导下，生态科技将改变科学各个领 

域各自为政的倾向，摆脱分割人一自然一社会有 

机整体进行孤立研究的思维方式，以有机论和整 

体论的方法推动大科学的产生。这样，任意一项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都将关涉到与其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环境安全，从而要求人们冷静而谨慎 

地对待之。 

其次，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也是人 

类对待科技的价值观转变。在生态整体主义看 

来，科技活动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是人与自然 

的对话；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获得自身发展的工 

具，也应当是自然的朋友，为整个自然界的健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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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服务。这就是说，生态科技的发展是人一 

自然—社会系统整体发展中的一个要素，它为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途径和技术的手段， 

而不是用以征服自然为人类眼前利益服务的武 

器。 

(3)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在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人类生存环境难以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 

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在工业文明下，人类 

在不断膨胀的经济增长欲的驱动下，凭借科学技 

术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在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过 

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获得了愈来愈多 

的物质财富和消费品。然而，人类对自然掠夺性 

的开发和索取，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 

立，大自然以生态规律作用的形式对人类施行了 

严厉的报复和惩罚——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工业 

文明把人类的生产、生活从人一自然一社会有机 

系统中分离出来，只注重经济上的投入产出而不 

顾生态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片面的、畸形发展的 

人类文明。生态文明是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 

“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 

文明形态。它要建立资源节约、生态稳定、自然优 

美、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进步。它要 

求我们在文化价值理念上，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 

的价值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树立符合自然生态 

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 

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 

主导文化意识。在生产方式上，转变高生产、高消 

费、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 

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高度重 

视生态产业、生态工艺、生态产品，形成生态化的 

产业体系，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 

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维护和促进整个生态系统动 

态平衡的新机制。在社会结构上，在社会整体发 

展上，把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荣，维护生态 

平衡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和目标之一，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制定各项重大政策和规划， 

必须由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广大公众参与， 

进行不可或缺的生态效益评估，一切以促进人一 

自然一社会和谐发展为依归。 

生态文明是生活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它要 

10 

求人们生活方式生态化，在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 

领域中确立全新的道德标准，从社会崇尚以过度 

的资源消费为标志的传统生活方式，转变为在全 

社会倡导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享受健康而富有 

生产成果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一切生活、 

消费行为应以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为荣， 

以浪费自然资源、污染自然环境为耻。人们的居 

住、交通、旅游、娱乐、交际等方式的选择，应当有 

利于节约使用和再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有利于自 

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生活 

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人工物质环境的优化或 

现代化，而且取决于自然物质环境的优化和生态 

化。衡量现代生活质量的指标中，不仅应当包括 

人均国民收入，居住面积、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的 

类型、闲暇方式等，而且应当包括个人生活消费品 

的资源再利用率、人与自然的亲近度、居住社区的 

空气清洁度、水源质量、绿地面积、生物丰富性和 

空间安适度等。生态文明的理念有利于人们创造 
一 个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充满文明、富有情趣和人 

性的生活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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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hilosophy：Intelligent Meditation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ANG Zhengpi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omprises intelligent meditation intended to seek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Based on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explains or expounds 

the wodd from brand—new perspectives．Taking the nature—man—society as an integrated entity of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this philosophy maintains that nature possesses both tool value and intrinsic value，that“rights of nature’’are in essence“man’ 

s environmental rights”，and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adjust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As a theoretical basis of taking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requires that peo- 

pie make valuable chan ges from their mechanical world outlook to the ecological wodd outlook，from human individualism tO eCO- 

logical holism，and from the one—sided development to the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nature and society．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hilosophy，environmental ethics，man and nature，sustainable development，value of nature，fights 

of nature，eedogie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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