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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alysis ecological destructive reasons which are caused by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we need to indicate the threat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rom survival crisis 
of ecology and explor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We could use the thought of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as guidance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logical theory, and promote Chinese tradition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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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生态的破坏性原因的背景下，指明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对人类生存发展的

威胁，探求传统文明对于生态文明社会的建构的积极意义，运用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建设领域的思想导

向作用，既有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对人类生态学作出理论贡献，又是对中国传统智慧的一种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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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化条件下的抉择失误 

随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化，全球化越来越呈现双刃剑的影响力。一方面带来的

技术相互支持，合作的便携力使得人类构成且依靠全球协作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既已成熟；另一方面，

如同病毒般能快速互相感染的能力，即在经济领域的全球协作已成为榨取地球和传播污染物的全球协作，

贫困、肮脏的集中化趋势便是很好的确证。在这相去甚远的两极中，人类选择了毁灭的道路而不是力挽

狂澜，正视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充分利用协作思想来处理危机，人们沉浸于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生

存危机的胜利，高度理性化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促使人们运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工业系统去征服地

球，可以说危机不是来自对自然的畏惧，不是来自宿命而是来自人类理性的狂妄和工业文明的滥觞。 
当我们沉湎于满足生存危机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解决时，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正裹挟着黑暗文明

向我们席卷而来。在黑暗文明中，我们成为大自然的报复对象，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对环境的改变使之适

应人类的欲望发展时，我们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环境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物种的生

存，这种反作用势必会如同整个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是生物自身努力的成果，招致人类灭绝的环境也是

人类自身努力的恶果。人们狂妄张扬自身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忘记了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物种的生存，

即环境的报复。 

2. 生态文明觉解的迫切性和实现生态文明的思维结构 

人类的文明之花盛开在一块块逐渐溃烂的地球上。田松教授写道“有人相信自然的调节能力，相信

在这一轮文明的灭绝之后，还会有新的文明出现。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文明之间的转换更替并不鲜见。

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雅典、玛雅、吴哥等文明的废墟之侧，总有新的文明出现。凤凰涅槃。即使伴随着

生态灾难，也限于某个地区，某个民族。从全球范围看，大地依然是稳定的，坚实的，永不塌陷的，但

是，这一轮文明的毁灭，会将整个生物圈作为陪葬[1]。”历史上农耕时代的生态破坏就如同游牧民族适

应的迁徙，被破坏区进入休耕期，有其恢复的时间。因此当时由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文明的消逝也只是局

部、短暂的。但是现代全球化的触角遍布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向自然无节制的强行掠夺表现为连

锁反应的危机，即人类文明的覆灭和物质的消失。为什么这一轮的文明如此具有转折性呢？笔者从两个

方面来进行分析： 
其一，这一轮文明对生态破坏更具毁灭性，临近生态系统毁灭的熵值。这种破坏不仅是对作为生物、

环境的迫害，而且是对人类本身这个物种的迫害。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文明中具有的去道

德性，取代、淡漠了道德价值的导向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效率优先、经济至上的殖民思想。支撑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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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价值体系是资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资本的逻辑”的操控下不具有可持续性，眼前的线性利

益是维系它扩张的条件。因此科技的非理性使用，例如带有化学毒性的假冒伪劣产品、农药的过度使用、

工业污染物的无节制排放、转基因食品在市场上的泛滥就是很好的佐证，人类的后代也受到了牵连，人

这个物种的灭绝也必然在“资本经营”的推论之中。并且发达国家对资源的集中占有和对污染的转嫁致

使一个地区的生态危机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人类的文明圈半径将日渐萎缩直至完全消逝。 
其二，这一轮的文明是高度发达的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的认知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果完

成了科技的生态学转向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这一轮文明将是具有奠基意义的。生态文明的建设以绿色革

命的形式到来，将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超越。 
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再结合当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循环经济即生态经济才是新文明发展的物质载

体，特别对于人口压力庞大，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的中国来说，对于生态危机的体认将更加具有切肤的危

机感，对于生态的改善更具迫切性。 
固然，生态文明的实现不能寄托于人性改善的乌托邦，但是心灵的革命能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

价值根据肃清。“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因此，笔者认为，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一种观念加实践的思维结构，也就是说，将生态文明思想内化为全人类的追求，将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一种确证去实践它的要求，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社会、世界，实现人

类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思想的变革总是具有先导作用，只有掌握了“批判的武器”才能为“武器的批判”即实践的批判做

好理论准备，为其必然性作出做强有力的辩护。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发端于对现实业已造成的生态危机

的关注和未来生存危机的前瞻性。一言以蔽之，实践上的变革是尾随思想上的变革的，并与之协同，正

所谓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因此，我们必须在澄明思想，进行一场“价值观的革命”，体认生态环

保的理念，从而在行动上实践生态文明的建设。正如历史上的德国，哲学作为头脑，无产阶级作为心脏，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来说，将生态思想作为头脑，将具有生态思想的民众作为实践的载体才能

真正建构一个生态文明的国家。 
三、天人合一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 
在笔者看来，从传统文明中形态中去找寻现代意义，即汲取建设生态文明的智慧，这不是一种单纯

消极的“返祖”现象，而是在新生境 P69中的再利用和升华。利用现代性思维和现当下所掌握的资源、技

术对传统理念作出具体实践，实践的效果能探索出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方案。“这种复兴不是复

古式的复兴，而是创造性的复兴，接续了传统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精神，我们的复兴事业才打上了

中华民族的烙印[2]。” 
“天人合一中的天指代的是非人的自然界，天人合一思想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共生关

系，笔者认为有这样两层含义：以天合人注重的是以人的实践去改造、利用自然，“范围天地之化而不

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和“先天而天拂违，后天而奉天时”正是说明了人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裁天”，

但又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以人去合天则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类不应对大自然盲目索取、同

时去践踏其他生命。古文明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使主体与客体在对立中达到了统一，对人与自

然间的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人类生态学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不应仅仅成为一个口号，而应内化于保护环境的个人实践和集体

协作。就好比健康是零前边的一，只有有了 1，后面的无数个 0 才有存在的意义，同理，纵然有了金山

银山，也要我们拥有可以消费的环境，否则就仅仅只是一个符号，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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