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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探究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即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和人与自

然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只有正确认识自然界的联系与发展，把握好人与自然相处的界限，才能做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其双刃剑效应愈发明显，只有梳理正确的科学技术使用观，

才能发挥它对人和自然的积极作用，反之则会受到自然的惩戒。鉴于此，我们应当对《自然辩证法》中

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恩格斯对科学技术的论述给与正确的认识，为当下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

具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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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rich in connotation. By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though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name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only by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e and grasp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 can achieve har-
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correct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8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80
https://www.hanspub.org/


张永合 
 

 

DOI: 10.12677/acpp.2023.126180 1057 哲学进展 
 

wil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human and nature, and otherwise will be punished by nature, it shows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At la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ci-
vilization though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gnition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in the first part, 
and gives some concrete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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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探索了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规律并在自然界里加以阐发，它是恩格斯

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的精华。此外，恩格斯还探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用对

立统一的观点举例论证科学技术的利与弊，告诫人们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2. 生态文明思想探析 

恩格斯所生活的时期正是科学技术与大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阶段，环境污染问题凸显，鉴于此情形，

恩格斯一直密切关注人与自然相处问题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

阶级现状》等早期著作中就做出强烈的批判，到了写作《自然辩证法》这部集中论述自然界辩证关系的

著作时，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已经趋于成熟。他深入探索自然界、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使《自然辩

证法》充满了生态意蕴。 

2.1. 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用孤立静止的观点分析整个世界是错误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只有在普遍联系的前提下才能有规律的运行，自然界并不是各种事物的加减组合，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

整体。同时，人与自然之间也是辩证发展的，只有把握好与自然相处的关系，才能做到和谐相处。 

2.1.1. 自然界的辩证关系 
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自然界是不断生成与变化的。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

步，以及康德所著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打破僵化的自然观，都为恩格斯提出一种辩证的自然观打

下基础。恩格斯先是对机械自然观将事物进行孤立分析的思路进行批判，提出整个自然界的规律都是在

普遍联系下才得以体现的。恩格斯认为自然并不是各种不同物体的简单组合，而是包含了所有事物之间

联系的统一整体。同时，恩格斯指出自然中的运动和变化表明着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恰

恰印证了事物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类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所接

触到的完整的自然界，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 [1]，它们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自然

界的各个部分也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恩格斯通过对各个自然学科，如札记和片断

中的力学和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之后，提出了“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

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2]这一重要观点。在恩格斯看来，在自然界中，小到沙粒，大到太阳，从简

单的原生生物到复杂的人，都无法避免不断的产生和消逝。因为运动是具有绝对性的，所以没有能够保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618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永合 
 

 

DOI: 10.12677/acpp.2023.126180 1058 哲学进展 
 

持绝对固定的东西，也没有能够永恒存在的事物，所有看似的静止都是相对的。 

2.1.2.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着重研究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并剖析劳动这一

重要概念，分析劳动在人类发展进化过中的作用。“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 [3]人类对自然的探索过程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畏惧自然、认识自然、征服和改造自然以及保

护自然。在第一阶段，由于人类脑部发育不成熟，缺乏对世界基本的认知，对诸多自然现象都很畏惧。

例如：将打雷视为上天的惩罚、将降雨视为上天的馈赠等等现象。在考察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后，恩格

斯充分吸收、借鉴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精华，指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这一演化过程中体现出的重要作用。

恩格斯认为，正是在劳动的影响下，才实现了猿脑到人脑的过渡，因此可以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首要条

件，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自此，人类也从畏惧自然阶段上升到了认识自然阶段。在恩格斯看来，处于

自然界中的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与自然界进行频繁的物质交换，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是作为主体的

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物质之间的中介。因此，可以说劳动如同桥梁一样，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结在了一起，使

得人可以通过劳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乃至与自然提供的材料进行结合，以此来创造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 

2.2. 科学技术与人和自然 

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产生于人对自然开发和利用的需要，发展于人对自然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化。科

学技术在方便了人对自然改造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生态问题。 

2.2.1. 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推动 
恩格斯肯定了科学技术对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作用。首先，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源于人的实践活

动。当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处于初级阶段时，对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存在畏惧，对它们的认知也存在片面

性。遇到风雨雷电，人们将其视为自然的破坏作用。科学发展使人对自然现象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也

使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进化和演变过程有了细致的认识。其次，恩格斯指出，科学技术充当着人与自然

中介，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就得改革生产方式，建立一个健康的生产关系。在

人类早期时代，由于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人类的生产工具只有自己的双手与双脚，因此人对自然的

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和谐稳定的状态。但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认识世界的

范围不断扩大，人改造世界的程度不断加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呈现起伏和波动，这时就需要科学技

术的介入。利用科学技术探寻人类活动的边界，在边界内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2.2. 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破坏 
恩格斯也批判了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破坏。首先，恩格斯批判在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过度使用导致人

类无节制的开采资源。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开始进行。伴随着工业化产业大量涌现，工业化产

品规模化生产的同时，对自然资源如煤炭，铁矿的开发进入到一个几近疯狂的状态。蒸汽机一响，产出

的不仅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还有源源不断的废水、煤渣、未充分燃烧的矿石。空气中充斥着烟尘，河流

中满是污水，科学技术在工业中过度使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其次，和工业革命的爆发类

似，科学技术的使用体现在农业方面也是不良且激烈的。恩格斯认为，土地自然力随着农业机械，农业

化肥的使用被严重破坏，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认识能力有限，导致人们对自身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问题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认知。 

3. 当代启示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初步探索阶段，发展到现如今取得伟大的成就，离不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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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且需要群策群力、协同进行的工程，

要坚持多方位，立体化的建设原则，不断完善，持续推进。《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

观、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科学技术双刃剑功能的见解，在当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对解决

我国现存的生态问题以及在未来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3.1. 加强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认识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

但如果人的过度贪婪不加节制，就会使得“自然报复论”成为事实。为规避“自然报复论”，就需要让

人们树立绿色发展的意识，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 

3.1.1. 宣传生态文明知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环保意识。” [4]在课堂中教育，在生活

中宣传，是普及全体公民生态文明知识的有效途径。我国不仅人口众多，人口数量分布不均衡，还存在

着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显著、经济发展失衡，导致区域环境和区域发展各不相同等等问题。且由

于人的年龄差距，对生态文明知识的认知和吸收能力各有差异。鉴于以上特殊性，要想整体提高公民的

生态环保意识，就必须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在基层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发挥社区网格的辐照发散

作用。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图片、短片等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

响。还可以设立社区宣传专栏，定期更新报纸和图书等资料，让基层群众充分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实现

有效化宣传。此外。针对偏远地区和信息技术较为不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应发挥其职能，邀请外地专

家和技术人员进行“点对点”帮扶，缓解困难局面。最后，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地区要做到群策群力，

政府和企业加强监测的同时，也要利用短信息，短视频软件网络自媒体等新兴工具大众进行宣传。 

3.1.2. 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对自然的过分夺取导致了自然危机。当前，由于人类在发展历

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大气污染、水污染、全球气候恶化等问题频发，我国也未能幸

免。要想解决这一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就得在思想上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价值观。首先，要

加强人民的生态意识，只有让公民了解到自己的行为习惯，哪怕是生活中不经意的小事，也会由量变引

起质变，影响自然。当人民了解到自己的生产生活与自然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便会自发自觉地从生活中

的点滴行动做起，进而从生活根源上减少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其次，还要加强人民的节能减排理念，在

日常生活中做到绿色环保，实现个人生活的生态化。最后，制度规范、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也是必不可

少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5]颁布一系列法规以便构建良

好的生态保护环境，对破坏自然环境的现象严格防范严肃依法依规处理做好生态保护。只有把握好生态

保护这一关键环节，才可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3.2. 辩证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科学技术对人和自然起何种作用取决于人的主观选择，如果人可以正确利用科学技术，使它的积极

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反之则会使社会发展退步。 

3.2.1. 正确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大机器时代形成的生产方式，使社会生产

力呈现快速提高状态、社会财富的积累也越来越多。恩格斯认为，人类已经降服了生产力，迫使它为人

们服务，也正是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使得社会财富的积攒速度飞升。除了《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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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的经典案例，回顾以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满是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例证。在十九世纪，以发电

机、电动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以 1875 年世界上第一座直流

发电厂在法国建成为标志，电能从此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恩格斯谈到发电机和电动机时，

他认为机械工具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生产力因此得到极大的

发展。”在刚刚渡过的 2022 年，由于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很大一部分学生受其影响被迫居家学习，正是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让学生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在“钉钉”、“腾讯会议”、“雨课堂”等形式在线

听课，完成学习任务。这正是正确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造福人类的现实表现。 

3.2.2. 理性认识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 
恩格斯认为科技的发展也存在其消极的一面，在其运用过程中也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

境起到反作用。恩格斯清晰地看到了由于科技发展导致的恶果，并对此做出了描述，即由于过度劳动逐

渐增加，群众日益贫困，平均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也就是说，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确实可

以将自然科学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导致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经济

危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若不把这把剑的另一侧刀刃管控好，则

会如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所说的负面作用的最高程度——毁灭人类。我国学者林德宏在他的著作

《科技哲学十五讲》中列举了技术应用负面效应的诸多表现。“例如，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工厂林立，

煤的燃烧越来越多。一烧煤，就要产生二氧化碳。煤中含硫，还会产生二氧化硫。这就不断改变地球的

大气成分，造成温室效应和酸雨两大公害。” [6]对此，恩格斯早有预见，他担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会

持续加剧生态危机，因此倡导人们要科学、理性地对待科技力量，使科学技术更好地被人们所利用。 

4. 结语 

《自然辩证法》中论述的哲学原理、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今依然闪耀着光芒。首先，《自然辩证法》

揭示了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详细分析，警示人们不要对大自然无

节制掠夺。其次，《自然辩证法》中所列举的案例与后果教训为当下我国生态发展具有启示作用，最后，

《自然辩证法》中全面具体分析了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为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指明底线。在当下，自

然环境灾难频发、科学技术异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因此，认真研读《自然辩证法》，体悟恩格斯深邃的

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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