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

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藉此而构成

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循环发展的基

本内容，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趋势。只有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社会结构，用生态

文明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才能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因而，当前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

道路，决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

观要求。
我们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更为宽广的

哲学视阈下，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构

建真正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类全面进步

的哲学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深邃的生态智慧，中

国传统生命哲学的生态价值对当前我们建设生

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是一种

具有启发意义的宝贵思想资源。以老庄生命哲

学为重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家生态伦理，反映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和对人类深远发展

的深切关注，理所当然可以作为反思现实生态危

机的人类智慧之一，值得人们探究与深思。

一、天人合一：老庄生态伦理的基本逻辑

道家思想始于上古，悉数黄老、纵横家、修真

派，及至杨朱和庄子，均存留探讨自然、社会、人生

之间关系的轨迹。在先秦诸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道家的认识和论述是最彻底与最深刻的。在老

子的哲学中，道是超越言语表述的存在，但又不是

绝对不可知的，它无形却又真实地内生于天地万

物，作为万物的本原“周行不殆”。老子之道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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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和有的统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檄。此两者，同

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无”
作为天地之始，“有”作为万物之母，两者以道为基

础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道与天地万物的“众妙之

门”。以此推衍，道与万物就表现为“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逻辑。兼具宇宙发展

观的辩证法思想蕴含其中，遂成道家生态伦理的

内核所在。
人之为人与天地有何关联呢？由此衍生道家

文化的又一重要命题。老子认为，人同样是天地万

物的一部分。为此，他从天道出发来推衍人道，主

张人道与天道的融合，使人类社会按天道运行的

法则去发展，从而实现“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道”的本原，天地

人皆要法之。人类作为天地万物一部分，虽有着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尊宠，仍应遵从道的

自然本性，对一切事物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而不

妄加干预。同时，人类社会的秩序也在天地秩序之

中，同样要效法天地之道。老子所追求的“其政闷

闷，其民淳淳”的境界，与庄子“配神明，醇天地，育

万物，和天下”的理想，都是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将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合而为一[1]35-90。这种朴素

的自然观洋溢着万物同生共存的思想。
道家文化进而在人生观的问题域延展“天人

合一”的思想。道家强调贵生，而真正的贵生，应该

效法道的“无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

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即是说，人要回

归于道的质朴、恬淡、无欲的境界，去除对自身躯

体的主观任意养护。他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

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 故能成

其私。”“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

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认为，世人主观

地想延长寿命，反而会适得其反，加快走向死亡，

他说：“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

道，不道早己。”人们往往刻意地将外在东西强加

于自然生命，反而违背了自然，结果成了对生命的

伤害。“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虎兕，入军不被甲兵。

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刀。夫

何故？以其无死地”。“生生之厚”就是世人主观想

象的养生途径，殊不知因求生过度，奉养过厚，反

而会伤害自然的生命。而真正的贵生，应该回归于

“啬”，“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厚生之解

的深厚释义，与其说是见诸于实践论的高度，毋宁

说是基于“度”的考量，深藏生态伦理及其实践的

路径。
庄子承袭老子思想并予以发展和深化。他强

调了内在生命的修养。为此，庄子提出气化生命

观。这一观点的思想重心，在于生命问题。“彼方且

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在这一思想

中，生命的所有形样都可归于气的聚散变化，“生

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 人之生，气之聚

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生命的存在是由于“气”的“聚”，而生命的消亡则

是“气”的“散”，生与死实质上只是气在形式上的

变迁，生与死是相互转化、循环不已的，个体生命

与天地自然紧紧相融。所以养生的关键不是保养

形样，使其不亡，而是内在生命的修养。至于如何

修养，庄子提出“心斋”与“坐忘”。所谓“心斋”，是

指“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

也”。也就是说，要消解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和知

识。所谓“坐忘”，指“堕肢体，黝聪明，离形去知，同

于大通，此谓坐忘”。由于欲望和知识都会给人生

带来极大的困扰，所以坐忘意味着抛弃对形样的

欲望，同时扬弃相对、不可靠的知识。这样，就能逐

渐达到身心合一的自然状态。
综上，老庄生态伦理的基本逻辑贯穿着“天人

合一”的义理，总体因循以“道”为始端，演绎天地

万物，达成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体现人与自然本

体论相互融释的实在论。观之当下，生态伦理建设

的“原道”与“问道”，始终是难得超越和难以解开

的谜题。倘若以此循证道家“天人合一”的脉络，不

失为一种独特的致思路径。

二、道法自然：老庄生态伦理的核心命题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近四百年的时间

里，取得了巨大的科技进步，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

了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和。然而，随着现代

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展开，人类在知识爆炸的支撑下

道家文化的自然之道与存在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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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界为所欲为，以破坏环境、掠夺资源为代价

的发展道路已使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大受

创伤。现代社会又是一个消费主义社会，“生产—消

费—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以不断的消费刺激

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

生态问题，加剧了自然与人的对立，人成了物品的

奴仆。同时，随着现代科技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

展，人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被颠覆和异化着，如

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道家或者基督教，很多轴

心文明甚至是前现代的思潮，基本上都认可大自

然和人的亲子关系。经过现代化的解构之后，异化

的观念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已经形成了”[2]6-8。
与西方哲学不同，道家研究指向那种自然而

然的宇宙整体，这在中国儒家、道家共同经典《周

易》中有所描述。在《乾卦》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者都表

现了人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人可以从自然中汲

取道德之养料，形成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行。只有这

样生命才能得以延续，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发展。同

时，西方哲学与中国二元论强调天人观念不同，讲

究设定事实和价值，把神、自然和人这三者关系作

为事实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基础范畴。因此，西方哲

学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不同于道家由自然

规律引申出伦理道德的认识，他们所谈的道德关

系仅是不包含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经过在征服自然思想

指导下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伟大胜利和严重危

机，再回头重新认识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否定之否

定的发展过程。在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的

新背景下，我们在不断汲取人类共同优秀文化的

同时，也要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批判

继承、推陈出新的原则，尤其是在建设生态文明的

进程中，要不断挖掘道家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那么，道家哲学是否能够成为解决当代生态

危机的一剂良药呢？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从道家

哲学的发展演化中加以把握。阴阳五行学说作为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粹，主张仰观天象、俯察地势，借

助阴阳转化原则，揭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及其变

化。《尚书·洪范》明确五行之本，《易经》则强调“一

阴一阳之谓道”。从道的高度阐释阴阳法则，则贯

穿于《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高下相倾”等范畴之

中，由此展现出道家体察世界变化及其对立统一关

系的哲学视界。故清代魏源称《老子》为“救世之书

也”。辩证法与方法论的同一性见诸其中。当然现代

哲学的变革依然闪耀着这样的智慧光点。正如美

国学者 F·卡普拉所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

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

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

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3]27-33 我们应该抛弃简单

的方法论概念，将其放入人类应该多方汲取的不同

伦理体系中，从中寻求合理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教育

的实现方法，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有效

思路，从而推动世界从超越高度工业化的文明而开

始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并朝着生态文明时代积极

迈进。姑且不论文明时代的多样化发展样式，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人和自然关系的调适与和解，不应

该在既有生态问题面前止步，也不可以在人类中心

论的框架去解答。显然，坚持并运用道家文化及其

生态文明理念于今尤为可贵。
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俭啬知足”等思

想资源，是从长远的角度为人类发展提供一种终

极关怀，在实际应用中，其心理价值重于工具价

值。它更多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认识，

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要生存发

展就一定会从自然中索取生存发展资料，因此有

学者指出：“生态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的心态

问题，人类的主流哲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仅依

靠一些环保行为是拯救不了人类的。”[4]21 面对当

前因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浪费和环境漫无休止的

污染破坏带来的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生态危机，

我们应弘扬道家生命哲学思想，使大家从心理上

深度认同、行为上积极践行这种价值追求，树立生

态文明理念，自觉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到取

之有度，用之有节。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道家哲学中有许多思想

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借鉴价值。[5]1-7 一是强

调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认为，生命与自然

是息息相关的，生命的起源、存在和归宿与自然有

着天然的本然的联系。人类必须尊重我们赖以生

存的大自然，遵守自然规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

环，否则人类社会将失去发展的根基。二是强调俭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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啬知足、反对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的消费观。人只

有淡化名利心，不沦为物的奴隶，才能回归生命的

应然状态。三要加强个人内在修为，不必过多纠结

于外在的形样，自我内在的修为是生命不朽的根

本。这些具有传承价值的道家思想都该在当今社

会得到弘扬。

三、和谐之道：构建生态文明的根本遵循

自然生态蕴含和谐之美，生态文明当以和谐

为基。构建生态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要

回答发展方位和路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生物物种的进化演变，“地球的含义正在发

生变化，从作为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单一参照，

正在转变成一个审美、伦理和宇宙论思维的共同

基础。而生态意识也正在将人类联为一体，去发展

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视域”[6]238。当代人类必须在

这种转变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国传统思

想的宝库。
道家哲学中关于生命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观点

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观点

高度契合。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

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7]167-168。人类改

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活动不可脱离甚至违背自然

规律，必须符合发展规律的要求，否则将会受到来

自大自然的惩罚，影响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我

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

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

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

一步和第二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

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8]519。只有我们真

正转变人与自然相互对立、战胜自然的错误观点，

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

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

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83。马克思主义在自然

观问题上，深刻地阐明生命存在与自然存在的内

在关系，更深刻地注意到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人与

自然对立加剧所产生的矛盾及后果。
显然，今天理论界所倡导的促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必须伫立于

中华文化整体交融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为中国传

统思想重要来源的儒家，与道家在生态哲学思想有

诸多相通之处。以晋代葛洪为例，他援儒入道，提

倡“维护君尊臣卑等儒家礼制，提倡用儒家道德教

育士族子弟、官僚贵族；主张德主刑辅、知止乐道

等”[10]54-61，推动了道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后来的

较多学者从较为传统的生态伦理、自然观等角度挖

掘儒学“天人合一”等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义，在解释当代我们所面对的生态危机的现实

的基础上，提出儒家“天人之学”、“天命信仰”、“天

生万物”、“天赋性命”等观点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性，指出需从情感因素上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生

态的功利性心态。我们要将人类的道德推至整个

自然界，对自然物的获取需在自然的可承受范围，

同时要取之有节，用之有度，物尽其用，合理利用

和有效保护自然资源。与儒家重视生命伦理价值，

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不同，道家更加重视生

命的本我价值，强调了个人的自我修为和个人与

自然的关系。
我国政府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和建设也是经历

了一个过程。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

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

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

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目标，体现了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高度关注。2007 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

“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的报告。2012 年，党的十八

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

中国”的目标。2017 年，党的十九大阐明“我们要建

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

文明建设经历了“点题”、“解题”、“破题”的突破性

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聚合为指导理论和实践课题。在这种情况下，

深入探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关

系，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生态价值对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的影响，选择符合当代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途径，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

体”的战略总布局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构建生态文明，在发展和借鉴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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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基础上，应从四个层面加以努力。一是转变

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
在生态文明语境下，我们要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

个有机整体，人的生存发展依赖于人类所生存的

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人类既有利用

自然的权利，也有保护地球免受人类活动威胁的

义务，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程度不能超过生态

系统的承载能力，必须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

间，给人类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清洁、干净和健康

的地球。我们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制度，加

强制度保障。从国内层面来看，它主要是指建立生

态化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及生态化的考核评价

体系。从国际层面来看，它主要是指建立应对生态

危机的全球治理机制，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

理念。当然，建设生态文明最终要落实到生态产品

的生产与消费上，生态产品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形

态和实体保障。三是要养成有利于地球生态系统

稳定的生态消费方式。这要求我们摒弃过去的“消

费理念至上”的消费主义、享受主义价值观，建立

从资源环境实际出发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等生

态消费观。四是要建成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这要求实现产业结构的

生态化，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物质的多次、循环利

用，进行生态化技术创新，为发展生态经济提供技

术支撑。
总之，挖掘出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

所提供的宝贵精神资源、文化依据和理论支持，在

生态价值的语境下对道家生态哲学进行现代的应

用，是进行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现代人类已就自

己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达成共识。人与自然

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自身利益

的最高保障。只有从大自然的采掠者变为大自然

的保护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实现价值认同和行

为实践的统一，才能真正重新架构起人类社会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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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Nature and Existence in the Culture of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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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ong-term polic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
i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ecological ethics. Taoism, represented by the ideology of Lao Zi and Zhuang Zi,
includes abundant ecological ethics and unique features lik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ollowing nature’s course,
constant contentment and purity and simplicity, which has been prevalen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provided national
spiri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eanwhi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uman beings to reflect
upon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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