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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伦理学的拓展与追思
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 评价

聂文军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元伦理学的发展日益式微, 已

成强弩之末;规范伦理学冲破坚冰,复兴之势不可阻挡。在

规范伦理学的欣欣向荣之中,因应人类社会现实需要的生态

(环境)伦理学,其形成和发展别树一帜, 尤为昌盛。它不仅

在西方伦理学的发展中举足轻重, 而且在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短短十数年便发展成为一门 显学 。近读刘湘溶

教授的新著 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

反思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月第 1 版) , 深为

作者的深厚学养和理论智慧所激动。此书不仅是作者对自

己20年浸淫于生态伦理学的回顾与总结, 而且是对整个生

态伦理学的发展进程的深度反思。刘湘溶教授是我国伦理

学界在生态伦理学领域的少数拓荒者之一。早在 20世纪 90

年代初,他就初步建构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 一

个出发点,两块基石,三大规范 , 参见刘湘溶 生态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经过时间的检验, 应当说是基

本正确的。在其新著 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 环境伦理学

的进展与反思 中,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发展

和提升,其综合性和辩证性尤见突出。

二

利益论 、价值论 和 权利论 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

不同派别借用传统伦理学的理论资源论证自身合理性的工

具或根据。刘湘溶教授认为,利益、价值和权利不仅是传统

伦理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应当成为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范畴。

他消解了它们的矛盾冲突, 将其有机地融入自己所建构的

生态伦理学理论体系之中。

利益是人类道德的基础, 当然也是生态伦理学得以建

立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一门学科或理论体系的生态伦理学

的出现, 其理论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 在生

态伦理学看来, 人类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经过漫长的进化

方才产生出的一个物种, 保持与促进人类这个物种在自然

生态系统中的存在就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刘湘溶 人与自

然的道德话语 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 第 68 页)人

类的整体利益是真实的、具体的、和谐的, 是协调了国家民

族之间、代际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人类利益; 这样

的人类利益决不是以往打着全人类旗号的少数人的、少数

阶级的、少数民族的或少数国家的狭隘利益。我们所倡导

和坚持的是以真实、普遍、和谐的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属

的人类中心论,而不是狭隘的、抽象的、虚假的人类中心论。

真正的人类中心论能够正确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把自

己作为自然的一份子,既意识到自己作为生物物种的生存

和发展权利, 又能承担自己对其他生物和整个环境应尽的

义务。这样一种人类中心论实际上与非人类中心论并不矛

盾, 只是理论的出发点、着眼点和侧重点的不同而已。正如

作者在 结语 部分所总结的, 虽然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领

域, 学派和观念纷然杂陈 , 不同的理论派别按照不同的理

论支点来伸展自己的理论触角, 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

框架 , 但是他们在致思理路和实践指向上都是趋同的 :为

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为了我们所栖居的这个星球走向

安宁和谐。(刘湘溶 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 环境伦理学

的进展与反思 第 219 页)人类中心论从作为一个物种的人

类本位出发, 从人类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出发, 强调人类

的权利; 非人类中心论从人类对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的依

赖出发, 侧重人类顺应自然、服从自然的义务。人类中心论

决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摆脱对整个大自然的依赖;

非人类中心论也不是要求人类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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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以人类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属 ,只要所坚持的人类

利益是真正的人类利益, 就能够彻底消解抽象的人类中心

论和非人类中心论之争, 把它们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正

如作者所指出的,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 我们就 应当尊

重自然的完整与稳定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这一道德要

求又分解为两个道德规范:其一, 应当不破坏自然的完整

与稳定 ,我们要依从自然、敬畏自然, 这是底线的伦理规

范。这不正是非人类中心论所提出的要求、所希望导出的

结论吗? 其二, 应当保护与促进自然的完整与稳定 , 人类

应弘扬德性, 以其理性能力和实践能力服务于自然。这不

就是人类中心论所倡导的人类主体性、能动性的题中之义

吗? 可见, 利益论 不仅能融合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

论,而且内在地蕴涵了 价值论 。

作者对 价值论 的阐述, 首先打破了传统价值观把价

值主体局限于人类的做法。认为在价值关系中, 价值主体

与价值客体的划分是相对的。人类固然既能作为价值主体

又能成为价值客体;但在特定的关系之下, 人类可能既非价

值主体又非价值客体。这不仅在现代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已

经是铁定的事实, 而且我们也能够在理论上予以接受。例

如,当我们谈论 空气对于生命或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的价

值 时, 在这一价值关系中, 生命或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就

是价值主体,空气是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所不可缺少的, 能够

满足生命的需要,从而就是价值客体; 当我们谈论 植物或

某一种植物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 时,整个自然生态

系统就是价值主体,植物或某一种植物是价值客体; 如此等

等,所在皆是。作者除了把人类作为价值主体,探讨作为价

值客体的各种自然物或整个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

义外。突出地把作为整体的自然界看作价值主体, 探讨作

为价值客体的各种自然物,特别是生物, 尤其是人类对于自

然界保持稳定、有序和进化的意义。通过这一价值上的主

客体关系的转换和换位思考,作者得出了非常辩证的结论:

地球作为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它不是完全外在于生命

的和既定不变的, 地球是生命的产物 。这一结论也得到

了自然科学越来越多地认同:地球大气层的形成与保持、地

球岩石的板块运动以及地球上的物质循环等等, 都离不开

生命或生物的活动。地球是生命的摇篮, 我们应对之抱有

感恩之心、感激之心, 善待地球, 爱惜地球。地球是生命的

产物,地球环境的形成离不开生物的活动, 生命已经直接或

间接地参与了地质历史过程,各种生物自然的、正常的活动

都不同程度地有益于它,对地球环境具有价值,所以我们要

善待生命,爱护或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特别是要积极主动地

发挥人类对生态系统稳定、有序与和谐的作用。

权利从哪里来? 从哲学层面说, 权利从价值来。凡具

有价值的事物,就具有存在的权利。自然生物具有价值,因

而就具有权利。生物的存在权利也就是生物对维持其存在

的条件的占有权利;破坏了其生存条件, 就是剥夺了其存在

权利。作者细致地辨析了权利与权利意识的关系, 生物权

利的主体、客体与道德的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能

以权利意识的有无去裁判权利的有无;权利是先在的、不以

权利意识为转移的。权利意识是对权利的认识和反映。正

如不能因为人类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权利而否定其权利

一样(人类对自己的权利意识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

过程) ,我们也不能因为其他生物不能形成其权利意识而否

定它们的存在权利。生物权利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自然界中

的一切生物都能够成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仅仅指人(人的

个体、群体和类)。因为只有人才具有自我意识, 才有选择

的自主和自由, 才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道德责任。作为道

德主体的人, 不仅要面对来自社会的他人的权利要求, 而且

要面对来自自然的其他生物的权利要求; 不仅对社会秩序

负有道德责任, 而且对自然秩序负有道德责任。正是因为

人所独有的意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再加上人在生态系统中

的特殊地位, 人类正确、谨慎地行使自己的生活权利和尊重

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才显得特别重要。

作者既从 利益论 、价值论 、权利论 这三个不同的

角度和立场阐述了它们对生态伦理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又把它们作为生态伦理学最重要的范畴有机地统一在一

起。既为读者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事实材料, 又有辩证的、概

括的理论提升。

三

生态伦理学是面向现实、回应现实的。它除了学科体

系建设所必需的理论建构外, 更多地是对人类现实行为的

范导。作者不仅在理论阐发上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辩证

眼光, 而且也在本书中提出了诸多具体的、也切实可行的生

态伦理规范: 生产必须是且应当是合理的、清洁的; 消费必

须是且应当是适度的、绿色的 ; 人口的生育必须是且应当

是节制的、优化的

本书对中西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叙述是白描式

的、粗线条的,而且对西方生态伦理学中的众多派别和观点

的叙述评析散见、杂陈于各章之中,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表

现出的伦理智慧缺乏应有的参照。当然, 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著述的篇幅限制所致。可喜的是, 这一不足由本丛书

的其他两部著作得到了弥补,这就是李培超博士的 伦理拓

展主义的颠覆 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 和任俊华博士、

刘晓华博士的 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代生态智

慧探考 。这套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丛书,就象一座群

山一样, 刘湘溶同志的 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 环境伦理

学的进展与反思 构成山之主脉或 主体 , 李培超同志的

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 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 和任俊

华、刘晓华两同志的 环境伦理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代生

态智慧探考 则是山之支脉或 两翼 。三者各有侧重, 又形

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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