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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哲学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的“扬弃”，生态文明建设要走出中国特色需要“向内求”。儒家生态思想

内涵丰富，从三重维度看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生态关系维度上，儒家给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

在生态伦理关系上，儒家生态思想表明人要以“仁”心对待万物；在实践关系中，儒家生态思想主张适

时节用，不可“偃苗助长”。儒家生态思想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中国共产党“以

人为本”的理念有相似之处，研究儒家生态思想，能够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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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the “sublation” of the era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eds to “seek inward” to go ou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cologi-
cal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is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contains ecological wisdom from three di-
mensions.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Confucianism gives the view of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In relation to ecological ethics,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indicates that 
people should treat all things with benevolence. In the practical relationship, the Confucian eco-
logical thought advocates timely saving, and cannot “thin the seedling to promote”. Confucian eco-
logical thought takes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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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people-oriente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ud-
ying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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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文明，其关注指向的是人类与其他生物间，生物与

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存在与发展是否和谐的状态，这就体现了生态文明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

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之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

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生

态思想在今天仍焕发光彩。当今世界生态危机频发，各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

蕴含的生态智慧，内涵丰富，是古代儒学大家们通过顿悟和长期劳动实践积累而成，与当下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内核有共通性，同时也为当今解决生态难题提供了不同视角和启发。研究儒家生态思想，可以

从三重维度进行，即生态关系维度，生态伦理维度和生态实践维度。儒家生态思想的三个维度分别从思

维角度，社会角度和实践角度出发，旨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质，讲求泛爱精神，仁德精神，最

终实现社会的欣欣向荣。儒家从生态视角关心调适人的道德修养和整个社会的幸福和谐永续发展。这种

带有大局观的生态价值追求，正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情怀，最清晰的发展传承脉络[2]。 
封建社会里曾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看作儒家开山鼻祖的孔子更是被评为最有影响力人物

之一，儒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农耕时代背景下的儒学并无明确提出要建

设生态文明，但在其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情怀以及现实实践原则中都表明了儒家的生态智慧。儒家生态

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家生态思想，佛教生态思想相异又互补，深究其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

关系，可以概括为“引马入中，引儒入马”，它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新

时代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是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2. 生态关系维度：“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点 

“天人合一”观点指明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即人与自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和其

他万物同属大自然这一“母体”，人对自然万物应有泛爱情绪。这说明，儒家生态思想核心不同于传统

文化中道家或佛教，它以人为出发点，相比道释的生态思想，这一思想内核与当下人们三观融合更加容

易，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可以称之为“仁爱型人类中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与

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划等号，这是表明儒家生态思想的侧重点在人，并非忽视自然生态。 
儒学大家们大多重视生态关系，看得到自然价值，从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观点可以窥见一斑。

儒家崇尚道德，归根结底更加关注人，强调“以人为本”，但同时通过关注人与生态的关系从而更好治

理社会，因此儒家生态思想为我们当代生态治理提供了独特的思想。学者钱穆曾言：“天人合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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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3]。“天人合一”思想初现于《周易》，后经由儒道发扬传承，流传

至今。儒家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等同于“自然界”，“人”相当于“人生”、“社会”，

折射出来的生态思想整体来讲就是人与自然一体化，自然生态好人类生活就美满，保护自然是为了人们

更好的生活。 
儒家内部对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凸显了儒家学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的哲学思索。

《孟子》有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说的“存心”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不同，生

态层面可以解释为保持对自然万物的善意，存的是对万物的善心，其有仁心保护生命乃至无机物的至高

觉悟，方能“事天”，达到“天人合一”。孟子认为圣人就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圣人作为儒家学者

最推崇人物，代表他们自身对人生的追求，对“大人”的追求，这种“大人”就是将万物视作一体，善

待自然，以期人在自然中和谐生活，自然被人爱护得以生生不息的场景；“天地者，生之本也。”这种

生态理想状态同样遵循儒家生态主流思想，用以保证人的美满生活。荀子认为在“天人合一”的结构中，

人与天地自然协同演化，相互持养，如果不能做到爱护自然，生之本就会遭到破坏。从根本上告诫人们

要敬重自然，对待自然树立“仁”爱之心，这是从反面举证保护自然对人生存的重要意义。董仲舒“天

人感应论”观点讲人作为天的“副本”出现，与天是同类，因此可以有相互感知的功能。如此一来，如

若生态环境以百姓受灾的情形出现，就是天对人的警告，需要人改变做法，保护环境。人类生活与“天”，

自然息息相关，关注点依旧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后期新儒家代表人物张载，二程，王阳明等人在前

人基础上，又赋予了“天人合一”新的生态内涵，不变的是对儒家对“圣人”的追求，亦是对人的自我

更新的追求。王阳明在孟子生态哲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

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4]。
阳明先生认为天人关系在人心，重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心怀万物而后对其观照，在内心“完成”

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共生，如此，“心外无物”，即“夫圣人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表明儒家

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又深一层，同时说明儒家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到自然对人

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体现了“仁爱型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观念。 
儒家生态思想中重视天人相合亦或重视天人相分，从生态角度看，都不是将“天”与“人”完全割

裂开或是看成对立状态，而是相辅相成，统一的和谐整体。天人合一思想是以三才，即天生，地养，人

成，创造性地将三者合一，天地作为哺乳人的根源，人要用“仁”心滋养天地，折射着儒家对生态伦理

的观点。 

3. 生态伦理维度：仁的生态智慧 

仁爱为本是儒家的核心观点之一，体现着儒家在生态伦理维度上的哲学思考。儒家学派是治世哲学，

对生态的哲学思考往往始于对人的关注，从现实角度出发，主张积极入世。儒家在生态方面提倡“仁爱”，

追求天人合一，善用中庸之道，凡事成人成己。儒家在生态伦理方面由“亲亲”延伸到“爱物”，赋予

自然万物与人的“血缘”关系，把生态中的一众生命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自然要多加关照，凸显伦

理关怀情结。《礼记》云：“仁者人也”，用“仁”规定人类的本质，“仁者爱人”，意在强调从伦理

关系上把握人的社会性本质。孔子认为人与自然心有灵犀，互相融通，“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将智

者，仁者与自然山水联系。由“仁”延伸出来的“仁民爱物”思想彰显着儒家的生态思想。孟子曰：“亲

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首次出现儒家的“爱物”观点，表明儒家生态仁爱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同时也表明了孟子理想的生态社会，先爱自己的亲人，才有可能推己及人，最终指向终极的“爱物”。

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二程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和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5]等说

法将“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精神贯穿到底，他们把人与环境，与宇宙众生看作和谐的整体。对比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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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发展的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内核，儒家在生态上的“仁”心立足整个人类社会，着眼于人们是否

生活的幸福，给予人类在宇宙中以明确地位，即人是宇宙自然的组成部分，与自然万物共存，尽显中国

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关怀和对万物的道德情怀，对比“深绿”及“浅绿”思潮更加适用于愈发重视人的

发展的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儒家的“仁”从对妇孺延展到花鸟石虫，对万物有怜惜和爱护之情，这种

仁爱之心与“天人合一”思想构建起儒家的生态大厦，同时开始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建设。 
儒家对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尤为重视，这亦在践行儒家生态思想对人的关注，道德修养是人的道德。

从人的角度出发看待和解决生态问题，这是未来生态社会发展的前提，从这一层面看，儒家生态思想确

有重要借鉴价值。《论语》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用“礼”为道德规范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懂得节制

自己的欲望，培养高尚的品格，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仁”与“礼”的伦理规范也为生态发展提供价

值。人要在社会中好好生活，首先要有舒适的外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理念油然而生，克己可

以理解成向环境索取资源时的节制，对待除人以外的生命甚至无机界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与人交往表现

出的君子之“气”融于社会，整个社会和谐友爱，与自然和睦相处，仁的生态智慧得以展现。牟宗三先

生在研究儒家的生态思想时就阐明儒家相较于道家与西方的生态思想，侧重于道德培养，人的德性亦是

对生命厚度的涵养，怀揣道德考量自然界，儒家的圣人对万物能否各得其所也有忧患意识，对万物有悲

悯之心，这就是儒家讲的“仁”[6]。由此观之，“仁”人方能治世，统治阶级用“仁”心对待万物，百

姓亦会效仿，人与人之间谦逊有礼，人与自然和合共生，不破坏既得的生态环境，不肆意伤害自然界，

给予大门足够休养生息的时间，自然亦会回馈人类，如此正反馈循环，万物得其所，“得其生”。 

4. 生态实践维度：适时节用的生态方式 

儒家的生态思想不光体现在理念上，更是在实践中得以沿用，对农业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儒家生态思想侧重人的方面，在实践上体现为适时节用的生态方式，不似道家对待自然的“无为”，

而是强调可以利用自然，但需加以节制，遵循规律。这点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发现规律，顺应客观规律

观点相似，在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中也有体现，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对待自然的馈赠应当“适时节用”。 
作为封建时代多数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生态思想对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多有裨益，统治阶级中更

有一批儒家生态思想的追随者身躬力行，儒家生态思想得以更好传承。适时节用有三层含义，分别是“适

时”，“节”和“用”。孔子用“以其时”来衡量一个人的孝道，“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呼吁要

“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这样的话，生活才能五谷丰登，“材木不可胜用”，这是孟子期

待的生态王道。荀子把“时和”视为国家兴盛，经济发达的必要前提和缘由，“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

货之源也。” 
“节用”，一是“节”。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个人乃至社会的不同欲望和要求，儒家生态

实践原则便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竭泽而渔不可取，节而有续是智慧。“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

子认为在允许范围内可“钓”，不可全部捕获；可以射杀飞鸟满足口腹，但不可射杀幼鸟或是归巢母鸟。

这告诫我们不可为了自己的欲望无节制的伤害或是竭取自然之物，要给它们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这

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代谢更新。孟子提出的“不违农时”原则，同时拿“牛山之木”举例，对爱护自然生

态的道理加以说明，说明若不重视甚至轻视生态的重要作用，会对个人乃至一国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

自然对人类有价值的前提是要保证自然本身的“完整”和“活性”，不可短视，要保证子孙后代们的生

存环境不被破坏甚至更好，这是儒家向往的和谐的社会发展状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

原则之一。 
二是要“用”，这与当代西方极端环保主义者和道家完全“放任自流”的观念不同，儒家本身出发

点就是人，整个社会不只有生态环境，更需要有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善和文明的提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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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其他方面协调稳进，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顺利运行。这就是说，儒家赞成对生态进行适当开发并

加以利用的生态原则，整体而言，个人具备“仁”心，从自身和社会发展与爱护生态角度出发，审视自

身和社会需要向自然索取之物的度，在一定范围内好好利“用”自然，变通寻求周全之法，必要时要“忍

而为之”。《二程集》中讲：“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在对待小草时

激发了他的“仁”爱之心，不忍去除。阳明先生却持相反观点，认为草有碍，可除。这并不是亵渎生命

或是残忍，而是在更大格局上尊重自然界规律的做法。对于生长成熟的万物，儒家讲求尊重食物链原则，

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个人或社会，帮助社会朝着更文明方向进步，这亦是爱护自然，尊重生态的体现。

也是儒家提出的人“最为天下贵”观点在实践中的表现。 

5. 小结 

从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关系以及实践层面解读儒家生态思想是对照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层面，汲

取其中精华，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独特视角。就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看待天人关系彰显了整

体论特点，给出了“天人合一”的智慧锦囊，多从帮助人的视角下思考天人关系，认为人成是由天生，

地养，是以三才，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观点深有启发；儒家从“仁”角

度规定人类要用自身力量保护自然，回馈自然，可以有效教育人们培养仁德之心，提高生态觉悟；在实

践方面，儒家发挥了它作为主流文化思想的作用，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小到对人

们无声的教化作用，大到影响君王的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儒家生态思想仍然有

重要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学习。 
儒家的生态思想光芒闪烁，在今天的生态学发展遇阻情况下，工业文明影响下的人们对经济的重视

远超其他文明时代，亟需发生观念意识向绿色发展，以适应迎接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转变。儒家“克己

复礼”，在尊重自然，浸润自身的观念引导下努力帮助社会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我们需要借鉴

儒家以人为本，对待自然界及其万物，并非抱着“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态度，而是有原则地加以利

用以满足个人或社会需求，帮助社会朝着更文明方向进步，这亦是爱护自然，尊重生态的体现。这种生

态思想从古自今对人民都有教化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的文化作用，更是给生态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浸润，发掘儒家的生态智慧可以有效帮助整治生态问题，治标又治本，保证了人类自身和自然环境

的良性发展。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儒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视角，借鉴其中生态文化精华，探究优

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有助于发挥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在新时代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结合得更紧密，更有利于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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