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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价值"与 21世纪 

余谋 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 “人类中心主义”是 20世纪的关键词，“自然价值”是 2l世纪的关键词。在实 

践转变方面，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在理论转变方 

面，科学转变、经济学转变、伦理学转变和哲学转变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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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 20世纪 ，“自然”和“价值 ”这两个词 
一 直是分开使用的，教科书和辞典分别有这两个 

词，但没有“自然价值”这个词 ，人们否认 自然价 

值 ，发展 了一种 自然界没有价值 的哲学和科学。 

现在 ，自然价值的问题 ，虽然在公众的心 目中，在 

学术研究领域 ，在一些重要领导部门的议事 日程 

上 ，仍然是无足轻重的问题 ；但是 ，这也许是需要 

我们关切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它的普遍关注 

也许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以至它会成为2l世纪 

的关键词。对此，我们拟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作论证。 

一

、“人类中心主义”是 20世纪的关键词 

提出“自然价值是 2l世纪的关键词”这一命 

题，如果这个命题成立，那么必然会问“20世纪的 

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认为，20世纪的关键词是 

“人类 中心主义”，只是我们没有从这个视角思考 

问题 ，因而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 

回顾 20世纪，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 

重大成就，世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它并 

没有带来世界和平与安宁 ，没有带来人 民的安康 

和幸福 ，没有带来 良好健全 的生态环境。它创造 

了十分巨大的财富，但是主要财 富只为极少数人 

所拥有 ，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实惠 ；它推动 

经济迅速发展 ，但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 20 

世纪大多数成就 ，是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 

以损害自然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取得的。它不仅导 

致贫富差距扩大和矛盾尖锐化，而且导致全球性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出现人类生存的重重危 

机。 

为什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人类却陷人 

生存的重重困境之 中?我们认为，实行人类 中心 

主义价值观，这既是人类取得巨大成就 的思想根 

源，又是人类面临各种困难的思想根源，用它可以 

解释人类当今所面临的形势。 

人类中心主义 ，是一种以人为宇宙 中心，或一 

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为人的利益服务 ，一切从人的 

利益出发的思想。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它作为 
一 种价值观确立和实践 ，是人类认识的伟大成就。 

因为它表示人类对 自己利益的 自觉认识和关心 ， 

对人类价值、信仰和能力的理解 ，并且正是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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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指导下，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开发人 

的伟大智慧，运用人的巨大的创造力 ，不断地战天 

斗地 ，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问题在于，在整个 20世纪，人类 中心主义作 

为一种价值观指导人们的行动时，从来都没有，因 

而也不是 以“全人类”为尺度 ，或从“全人类的整 

体利益”出发 ；更没有考虑 自己的活动对 自然环 

境的影响；而实际上是以“个人(或少数人)”为尺 

度 ，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的。也就 

是说 ，个人和家庭的活动从个人和家庭 的利益出 

发 ；企业的活动从企业的利益出发；阶级的活动从 

阶级的利益出发；民族和国家的活动从民族和国 

家的利益出发，而没有顾及其他，不顾及他人，更 

不顾及生命和自然界。它的实质不是“人类 中心 

主义”，而是“个人中心主义”。在这里，人类中心 

主义是虚的，个人中心主义是实的。 

个人主义是整个现代主义 的世界观 ，是全部 

人类行为的哲学基础。 

什么是个人主义?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 

解说，它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 

人 自由，广泛强调 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事 

约束的个人和自我。”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哲学 ，它包含一种价值 

体系 ，一种人性理论 ，一种对于某些政治、经济、社 

会和宗教行为的总的态度、倾向和信念。”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如 

下三个主要命题 ： 

(1)一切价值均以个人为中心，即一切价值 

都是 由人体验的。 

(2)个人本身就是 目的，是具有最高价值的， 

社会(和其他事物)只是达到个人 目的的手段。 

(3)一切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道义上是 

平等的，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被作为他人谋利益的 

手段。 

“个人主义人性理论认 为，对于任何成年人 

来说 ，最符合他的利益的，就是让他有最大限度的 

自由和责任 ，去选择他的 目标 和达到这个 目标的 

手段，并付诸行动。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机 

会去取得财产。” 

关于人 ，个人主义哲学 ，强调单独 的个体 ，独 

立的个人，他的能力，他的责任，他的自由和幸福； 

强调个人的尊严 ，个人的地位，个人的自主性，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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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作用，个人的成就 ，个人的稳私权 ；强调个人 

的自我发展 ，个人利益 和个人权利。当说 “人是 

万物的尺度”时，是指“个人是价值 的基础 和评价 
一 切的唯一标准。” 

它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 ，强调个人 

具有最高的价值。所有人都追求 自己的个人利 

益 ，所有个人按照 自己的意愿，为追求 自己的利益 

去生活和创造 。个人利益是全部活动的唯一的标 

准。这是人类 的主要行动，即使是在一个完整的 

流水线上工作 ，或者为一个整体的事业服务 ，仍然 

是突出个人 ，不需要了解整个过程 ，不需要了解一 

起工作的其他人的意义和作用。这里只注重个人 

自己。 

应当说，它对于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发 

挥人的智慧潜力和创造性等方面具有重大积极意 

义；但是它也包含严重 的局限性。在人与人 的社 

会关系方面，依据人类 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个人 

主义)的价值观，人类主要活动 ，为了个人利益 ， 

实际上是以多数人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 ，实现少 

数人的持续发展 ，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不 

公正。它造成社会不稳定 ，并损害后代发展 的可 

能性。 

在人与 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依据人类 中心 

主义的价值观 ，认为只是人有价值 ，自然界没有价 

值 ，人是 自然的主宰者 ，自然界只是人利用的对象 

和工具 ，发展 了人统治 自然 的文化。人对 自然资 

源的大肆掠夺、浪费和滥用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 ，损害生命和 自然的多样性 ，导致人类 

社会以及整个“人—— 自然”系统的生存危机 ，使 

“人——社会—— 自然”系统陷入困境之中。 

也就是说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 20世纪占主导 

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作为人类行为的哲学基 

础 ，用它可以说明 20世纪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也 

可以说明人类面临困境的思想根源 ，因而可以说 

它是 20世纪的关键词。 

二、“自然价值”是 21世纪人类实践的关键词 

21世纪是世界历史 的一 次大变革 的时代。 

为了适应这样 的时代，人类实践需要一次重大的 

转变。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第一次成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它需要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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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关于 自然价值的观念。 

1．环境保 护需要确 立 自然价值 观 

当我们把环境问题表述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时 ，这只是指出环境问题的现象 ，而没有揭示它 

的实质。它的实质是人的问题 ，是人与环境关系 

的问题 ，首先是人的价值观问题。 

长期 以来 ，人类对 自然界主要采取 了两个行 

动 ：一是把大自然作为索取资源的仓库，向自然界 

索取越来越大量的自然资源。二是把大自然作为 

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向自然界倾倒数量越来越 

多 、性质越来越复杂的废弃物 。 

问题在于 ，人类上述行动，虽然把 自然事物看 

作是资源 ，但是否认它有价值。依据 自然资源没 

有价值的观点 ，人类行为只考虑 自己的利益 ，不考 

虑向 自然索取 资源和 向环境排放废物的 自然后 

果 ，完全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 

例如 ，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特点是大量生产 、大量消 

费、大量废 弃，滥用和毁坏 自然资源从来在所不 

惜，并成为一种习惯。这是一种掠夺和浪费型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具有资源高消耗 、产品低产 

出、环境高污染 的性质。如果用模式表示，它是 

“原料——产 品——废料 ”。它的技术路线是线 

性的非循环的，以排放大量废料为特征。 

据有关资料 ，社会物质生产从 自然界取得的 

物质 中，被利用转化为产 品的仅 占 3％ 一4％ ，其 

余96％以有毒物质或废物的形式重新被抛回自 

然界；在社会生活中，工业发达国家每人每年消耗 

大约 3O吨物质，其中仅 1％ 一1．5％变为消费品， 

剩下 的则以对 自然环境有害的废物排放。这是环 

境问题和资源问题 的直接根源。④ 

因而 ，环境保护首先需要人的价值观的转变 ， 

在确认 自然价值的基础上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进行适度生产、适度消费、减少废 

弃物排放 ，建设物质循环利用的，从而是可持续的 

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采取环境保护的行动，仍 

然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 ，采取线性的、非循环的 

模式 ：“原料——产 品——废物——废 物净化 ”。 

也就是说 ，在原来的模式中，最后的环节上废物排 

放出了问题 ，现在是针对这个问题采取措施 ，进行 

废弃物的净化处理 ，以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 

问题在于 ，这种模式 的前提是 自然资源没有 

价值，仍然按照这种模式运行 ，这是难以达到环境 

保护的目标的。首先 ，废物净化处理设施的建设 

是非常昂贵的，需要巨大的投人 ，即自然价值和文 

化价值大量消耗；其次，净化设施的运转需要巨大 

的能量，它既是 自然价值消耗，又造成二次污染 ； 

第三 ，废弃物的排放量非常巨大，生产又不断有新 

的废弃物出现，净化设施 的建设很难适应这种需 

要 ；第四，被净化的物质从本质上说是有价值的， 

人们把它称为“垃圾”，而“垃圾”是放错 了地方的 

东西 ，放在适当的位置，它是有用的。因而 ，用 昂 

贵的设施净化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不经济的；经济 

的做法，不是“净化”，而是利用，是进行资源多层 

次分级利用或循环使用 ，实行把原料尽可能多地 

转化为产品、减少废弃物排放的生产。 

因而在这里 ，“自然价值”是环境保护的关键 

词，解决环境问题 ，需要转变我们的价值观 ，转变 

我们的思维模式。 

2．资源保护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观 

当今所谓资源问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资源全面短缺 ；二是资源过量消耗引起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但是，它的实质依然是人的问题 ， 

主要是由于人的价值观错位引起的。 

人类对待 自然 的活动主要依据如下三个观 

点 ：(1)自然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自 

然资源无价 ，对它的使用是大 自然的恩赐，无需付 

费；(3)自然资源无主 ，谁采谁有。人们 以为，这 

样的观点是天经地义的。 

依据这样的观点 ，人们对 自然资源随意开采 、 

浪费、滥用、废弃。因为它没有价值，对它 的使用 

无需付费，无需支付任何代价。社会以牺牲环境 

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 ，资源的大量开采 、大量使 

用、大量废弃 ，这是资源全面短缺 、环境严重污染 

的直接根源。 

虽然，地球资源足以支持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足以支持人类的持续发展 ；但是 ，它没有能力支持 

资源大肆挥霍、浪费和滥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我们必须改变上述不正确 的价值观 ，确认 ： 

(1)地球上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必须爱护、珍惜和 

节约地使用；(2)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 ，对它的使 

用要计算成本，需要付费；(3)自然资源属于全民 

所有，不可以谁采谁有。 

为了资源保护，要求我们确立自然价值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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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 ，科学和合理地开发 自然 

资源，节约和综合使用资源。对可更新的自然资 

源的消耗不超过它的再生能力 ；节约使用不可更 

新的自然资源，并尽可能地使用其替代品；废弃物 

的排放不能超过 自然净化能力。在每一次重大开 

发行动之后 ，要及时对资源和环境 的消耗进行补 

偿，以维护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之间的平衡，从而使 

经济发展保持在生态容许的限度 内，维护经济进 
一

步发展的生态潜力和基础 ，保护生命和 自然界 

的持续性和整体性。 

3．可持续发展需要确立自然价值观 

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人类面 

临不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一个重要原 因是否 

认 自然价值 ，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 

造成自然价值的严重透支 ，损害了自然界支持经 

济发展的潜力。 

自然资源参与社会生产过程 ，对世界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美国国立生态分析和综 

合研究中心计算，地球生态价值每年向人类提供 

物质的价值为 16万亿至54万亿美元，平均每年 

3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球经济一年的 

总产值。但是，它的使用并没有作为生产成本，它 

的消耗并没有在国民经济统计表上出现，没有作 

为价值来计算过 ．对它的消耗基本上没有进行补 

偿。这样 ，现实的世界经济，长期以自然价值严重 

透支的形式运行 ，结果造成一种长期负债的经济， 

而且这种负债又不出现在经济统计中，因而又是 
一 种扭曲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 自 

然价值长期严重透支，这是形成不可持续发展形 

势的直接原因。 

改变这种趋势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要求实 

现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持续性：一是经济可 

持续性，二是生态可持续性 ，三是社会可持续性。 

经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是变 自然价值为文 

化价值，实现人类需要的满足，保证人类生活水平 

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但是 ，没 

有健全的生态环境不可能有健全的经济。经济发 

展不能在过分损害 自然价值的情况下实现 ，而需 

要以自然价值的保护为前提。 

生态可持续性。任何经济发展都依赖于一定 

的生态潜力 ，依赖于健全的生态 ，它是经济发展的 

自然基础 。可持续的经济必须有可持续的生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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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在 自然价值过分透支的情况下，不会有生态 

可持续性 ，因而必须对资源损耗及时进行补偿 ，维 

护生物圈的整体性。 

社会可持续性。虽然它以经济和生态可持续 

性为前提，但是必须 以实施公正的原则来实现。 

现在 ，主要由于文化价值 和 自然价值分配的不平 

等不公正 ，不仅导致当代人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矛 

盾尖锐化 ，而且损害后代发展的可能性 ，造成社会 

不稳定 ，损害社会可持续性。 

总之 ，21世纪人类新的实践活动 ，无论是环 

境保护和资源保护 ，或者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都 

要求确立关于 自然价值的观念。 

4．世界和平与发展需要公平分配 自然价值 

就更大的范围来说 ，世界没有过和平与安宁， 

种种纷争、战乱连年不断，难道不是由于争夺资源 

而引起的吗?或者难道不是 由于 自然价值的分配 

和使用不公平而引起的吗?在人类史上 ，直至今 

天，在不 同的时间和空 间，在不 同的水平 和规模 

上，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纷争和战乱 ，或者为了争 

夺奴隶 ，或者为了争夺土地，为了争夺石油 ，为了 

争夺水和其他 自然资源，如此等等，都是为了对自 

然价值的争夺，只是战争发动者不言明，而换之一 

些冠冕堂皇的词句罢了。 

我们不要纷争 ，不要战乱，需要爱 和感激 ，需 

要世界和平与发展 ，安宁与幸福。这是全球绝大 

多数人民的祈求和实践。为此 ，需要确立 自然价 

值概念，建立公平分配、开发、使用和保护自然价 

值的机制与实践，实现“为万世开太平”! 

三、“自然价值”在理论上是实现 

科学转变的关键词 

面对 21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变革，要求一系列 

转变以予理论支持，包括科学转变 、经济学转变、 

伦理学转变和哲学转变。这些转变需要 自然价值 

论作为其理论基础。 

1．科学转变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 

在近代科学观念中，科学与道德 、事实与价值 

是完全 分 离 的。人 们 认 为，科 学 探 索 世 界 的 

“真”，这是 自然科 学 的领域 ；道 德追 求世 界 的 

“善”，这是人文科学的领域。科学 、价值 ，两者之 

问也没有任何连词。它们似乎是没有关系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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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可以脱离价值概念独立发展。 

这是英国思想家休谟的看法。他把知识分为 

两种：“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前者是科 

学，后者是道德。他在《人性论》一书中说：“德和 

恶既不是关系，也不是事实，它们是感情的对象， 

不是理性 的对象 ”。科学是事实 的知识，是理性 

的，它是与感情无关的。科学没有善恶之分，它是 

与道德无关的。近代社会，占主导的思潮是科学 

与道德分离的思潮。 

现代科学哲学 ，从科学与道德分离发 展出 

“科学价值 中立”的理论 。它认 为，科 学涉及 事 

实，道德涉及价值 ，科学与道德是无涉的。这就是 

从“是”(科学真理)推不 出“应 当”(价值的善)的 

原则。这一原则从休谟到康德，一直为科学界所 

遵从。这一界限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 

但是 ，现实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果离开正 

确的价值观的指导，它的成果及其应用 ，可能成为 

极少数人的工具 ，只对少数人有利，而损害大多数 

人的利益，损害地球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圈的整体 

性 。例如，它用于制造和生产高科技 的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 ；它用于制造和生产高科技 的破坏生态 

系统 和严重污染环境 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等等。 

又如，原子核技术的伟大成就；DTI'、CFC和其他 

化学化合物的发明和应用；等等。它们曾为人类 

带来福利 ，同时也带来严重不 良的社会后果和生 

态后果。 

为了减少或避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需要 

把价值概念引入科学研究和实践，发明和制造既 

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又有利于 自然保护的科 

学技术。对科学技术成果的评价，包括大学和研 

究生毕业论文和设计的评价，既要有社会和经济 

目标 ，又要有环境和生态 目标 ，使科学技术向有利 

于“人——社会—— 自然”系统健全的方向发展 ， 

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思想和具体途径，有 

利于经济持续性 、生态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 

2．经济学转变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 

经典经济学只有经济增长一个 目标。它否认 

自然价值，以损害环境和资源代价发展经济，已经 

不适合时代的要求 ，需要新的经济学。 

“自然价值”是新 的经济学 的关键词。现在 

发表许多有关新的经济学论文和著作 ，但是，大多 

数是以经典经济学理论、概念和框架解释新 的经 

济现象 ，如揭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 

失，需要实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企业要承担污染 

罚款，以及资源保护 ，等等。但是，由于没有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它仍然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唯 
一

的创造价值的过程，劳动价值是 唯一的经济价 

值 ，否认环境质量和自然资源的价值 ，否认 自然物 

质生产过程也是创造经济价值 的过程 ，虽然使用 

了“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等概念 ，但是 ，经 

济发展消耗了多少 自然资源 ；它造成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 ；为治理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的所作的经济投入，都基本上不计入成本 ， 

不在 GNP账上出现。这样 ，经济增长所导致的 自 

然价值透支不在账上出现，对这种透支不进行补 

偿 ，这种经济增长是虚假的，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当今新的形势下，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 

念，并把它作为关键词 ，作为核心概念，重新建构 

经济学理论 、概念和框架 ，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 

的理论和实践 ，才能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3．伦理学转变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 

经典伦理学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 

研究，它不涉及人与生命和自然界的关系。因为 

生命和 自然界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人类 

利用的对象，人无需对生命 和 自然界承担责任。 

但是 ，现实世界有两种最重要的关系：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人与 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两种关 

系是密切相关 ，不可分割的。经典伦理学 只能用 

于调节前者 ，而不能调节后者。因而在 20世纪中 

叶，因人与 自然关系严重失调而暴发的、大规模的 

环境保护运动中，产生了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们对待地球上 的动物 、 

植物、微生物 、生态系统和 自然界的其他事物的行 

为的道德研究。它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 

范围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 ，扩展到人与 自然关系 

的领域 ，从而改变两个决定性的规范 ：(1)伦理学 

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 自然界本身的 

关心，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2)道德权利概念 

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确认它们在一 

种 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这不仅是道德对 

象 、从而人的道德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且是人的道 

德规范 、道德标准和道德 目标的变化。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关于 自然价值的理 

论。它认为，生命和 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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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 。外在价值是 ，在文化的层 

次，它对人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价值，即作为人 

的工具为人利用的价值 ；内在价值是 ，在生命和 自 

然界的层次，它本身在地球上的生存 ，这种生存是 

合理的有意义的。正是由于生命和 自然界是有价 

值的，因而它是有生存权利的，人类对它的生存是 

负有责任的。 

因此 ，生态伦理是一种新的责任伦理 ，它提出 

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把 

人际伦理应用到生命和 自然界 ，它不是环境保护 

伦理，也不是资源利用的伦理。虽然环境保护和 

资源利用在生态伦理 中有重要地位 ，但它仍是属 

于环境和资源从属于人的利益的方面。生态伦理 

学提出人对生命和 自然界 的恰 当尊重和责任，从 

时间——空间的角度，它从现在扩展到未来 ，顾及 

遥远的人类与世界的未来；从区域扩展到全球，顾 

及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条件；从人 际关系扩展到 

生命和 自然界。它关心未来，关心 自然，关 心后 

代，关心整个生命 和 自然界。德 国哲学家尤纳斯 

说 ：“人的行为已经涉及到整个地球 ，其后果影响 

到未来。因此 ，人类应当承担的义务亦应有 同步 

的增长。我们大家都是人类集体行为的参与者， 

都是这一集体行 为所带来 的成果 的受益者。现 

在，义务则要求我们自觉地节制自己的权力，减少 

我们的享受，为了那个未来的我们的眼睛看不到 

的人类负责。”其 目标不仅是使现在及未来的人 

类生活得好，而且是保护整个地球上人与其他生 

命生存的基础，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然界。因而， 

它是一种新的伦理学②。 

从对生命和自然界价值的确认，到人类的新 

的责任的确认 ，一种新的伦理学产生，这是人类道 

德境界的提升 ，是人类道德进步和道德成熟的表 

现。这是人类新生活的需要。 

4．哲学转变需要确立 自然价值概念 

300多年来 ，笛卡尔——牛顿哲学作为人类 

认识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 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 

想，指导人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它是以 

机械论 和二元论 为特征 ，过分强调分 析方法 和 

主——客二分的哲学。它在 主——客二分 ，人与 

自然 、事实与价值 、科学与道德分离中，人成为 自 

然的主宰者 ，自然界只是人利用的对象。它在强 

调人的主宰地位 ，发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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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 )价 

值观，表现出严重的局限性。在这种价值观的指 

导下，人在向 自然进攻、改造 自然的同时，发展了 

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 ，实行一种 

实际上“反 自然”的社会——经济——消费生活； 

同时，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 ，发展了科学主义的思 

想，并从而发展 了损害 自然环境的科学技术和生 

产工艺。它以生命和自然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实 

现人的持续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损害 

生命和 自然的多样性 ；同时 ，以多数人不可持续发 

展为代价实现少数人的持续发展，导致社会两极 

分化和不公正，并损害后代发展 的可能性。这样 

导致人类社会以及整个 “人—— 自然”系统的生 

存危机，使“人——社会—— 自然”系统陷人困境 

之中。这是 由笛卡尔——牛顿哲学指导的结果 ， 

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 

现在 ，这种哲学的意义已经达到顶峰 ，开始走 

下坡路了，需要一种哲学转变。我们认为 ，以对 自 

然价值的确认为基础的生态哲学 ，可能是这种哲 

学转变的需要。它的主要特点是 ： 

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实在观。它不是 以物质 

或 自然 界 为本 体 ，也 不是 以人 为本体 ，而是 以 

“人——社会—— 自然 ”复合 生态 系统 为本体。 

这是一个有机自然整体。 

生态哲学的存在论 ，是关系实在论和过程实 

在论。它认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 的，而是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它重视研究一 

切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关系，离开对事物关系的分 

析，我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它作为过程实在论 ， 

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是运动和变化 的。在这里 ， 

结构不再是最基本的东西，结构是基本过程的一 

种表现形式，过程是更基本的。过程和结构又是 

相互联系的。 

它认为整体 比部分更重要。在笛卡尔哲学 

中，整体的动力学来 自于部分的性质，部分决定整 

体 ，部分是首要的；生态哲学认为，部分的性质 由 

整体 的动力学决定 ，整体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 

的。部分依赖于整体，它只是在整体 中才获得存 

在 ，离开整体就失去其意义。事物作为整体 ，它是 

自然创造性的综合过程，作为创造成果 的整体 ，又 

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和进化的。 

生态世界观承认分析的意义 ，但不迷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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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强调首要 、次要之分，不强调以什么为中心。 

它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 

相互 区别更重要 ，所有因素都相互关联，是互补 

的。我们要超越 “以粮 为纲”、“以钢为纲”等做 

法 。 

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具有价值，生命和 自然 

界没有价值生态哲学认为 ，生命和 自然界对人是 

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商品性价值(经济价值)和非 

商品性价值 (生态价值 ，审美 、消遣和旅游价值， 

医药和医疗价值，文化、哲学、道德和宗教价值等 

等)。这是它的外在价值。而且，创造了人和世 

界万物的 自然界 ，它本身就是“善”，它的生存本 

身就是它的价值。这是它的内在价值。自然价值 

是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 

总之，生态哲学提 出了区别于传统哲学的生 

态本体论 、生态认识论 、生态学方法论和生态价值 

论。它作 为一种新 的世界 观和价值观 ，是 一种 

“哲学转向”。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哲学铨 

释 ，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哲学 

基础。 

注释 ： 

①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丰‘l989年版，第 

149页 。 

②李文潮 ：《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论尤纳斯 的责任伦理》，中 

欧科学 、技术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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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Value’’Is the Key W ord in the 21 st Century 

YU Mouchang 

(Philosophy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ring，100732，China) 

Abstract：“Man—Centralism”is a key word of the 21st century．Nature—Value is a key word of the 21st century ．too．As far 

as practical changes oxe concerned．protection of natural surroundings an d resources as well 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as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th call for the estab 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value．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hanges
， 

such chan ges as those that occur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s，economics，ethics and philosophy all require that we establish the con— 

cept of nature—value． 

Key words：nature—value，practical changes，theoretical chan 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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