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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生态文明


张学书

（重庆工商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生态文明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生
态文明全面而自由地实现着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片面对抗，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显示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另

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完善，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离开了人的

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完善，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建设高度发展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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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内
容，它从“现实的人”出发，直接关注当代人的生

存和发展状态，关注人的现实需要及其实现途径，

最终从根本上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

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生态文

明建设是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因

此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关注生态文明与人的全

面发展的关系，可以深化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的认识，更好地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

一、生态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指人

最根本的东西的发展，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

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

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１］。作为类的

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最集中地

表现为人改造自然的社会劳动；作为社会存在物，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作为完整的个体，人的本质表现为人的个性，他是

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与人的

本质相联系，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人从自然、

社会和自己的关系中获得解放而对自己本质的全

面占有，即通过社会实践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和人与自己的全面关系来全面创造自己的本质，

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个性。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不

仅体现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中，而且还体现在高度发展的生态文明中。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物质成果，表

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形成的良好生态环

境；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精神成果，表现为尊重自

然、善待自然的科学生态意识。它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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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的社会实践、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人的

本质力量的完善和发展相联系。

农业社会是人类文明时代的开始，从人与自

然的关系上看，它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模仿和引导，

强调人对自然的顺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

一”的思想，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一

种生态观，“天人合一”虽然并不否认人对自然要

加以调节、引导和改造的必要，但它更强调人是自

然的一部分，人应该顺从自然。这表明，一方面人

还不能把自己与自然区别开来，看不到人对自然

的能动性，因而没有形成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人

还不能依靠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获得对自然的控

制，以消极、顺从的方式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片面关

系，由此反映出人的本质力量的片面性，人的发展

的片面性。

工业社会创造了农业社会不可比拟的生产

力，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天地。从人与自然

的关系上看，它从主客二分的认知图式来把握自

然和认识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由此片面强

调人对自然的作用，忽视甚至蔑视自然自身的价

值及其对人的作用，把人看作自然的主人，自然就

成为人任意宰割的对象。它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

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把自然看

作人的统治、征服、控制、支配等欲望的对象，因而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所

谓“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面对自然，人

的欲望及其满足就是人唯一的行为准则，不顾自

然的生命和内在价值对自然进行掠夺就是人们普

遍的行为方式，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污染、资

源枯竭、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等全球性的生态危

机。可见，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

立与失衡，是人类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

责任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缺乏正确的、

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而导致的，其实质是人自身的

一种危机和困境，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

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表明，一方面人还不能

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来建构人与自然的全面

关系，忽视人类的受动性；另一方面人还不能依靠

自己的本质力量去消除自己的活动给自然带来的

伤害，给自己生存发展带来的困境，由此反映出人

的本质力量的异态化，人的发展的片面性。

生态危机的日趋严重，呼唤着人类向生态文

明社会迈进。在生态文明社会中，从人与自然的

关系看，人们普遍遵循真、善、美相统一的实践准

则，自觉地把主体的内在尺度与客体的外在尺度

有机结合起来，既能按照人自身的理想、需要、目

的、意志、知识、能力和才干来改造自然，又能根据

自然的内在本性、发展规律、现实条件来塑造自

身，全面而自由地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

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片面对抗，“第一次成

为自然界的自觉的真正的主人”［２］，在此基础上

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双向的、平等互利的、新型的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之间全面而合理

的双向对象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人的

实践活动本身内在应有的职责、目标和使命，由此

从根本上避免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表

明，人不仅能够在观念中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对

立统一关系，而且还能够在实践中全面实现人与

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

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的本质力量，显示出人的发展

的全面性。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

重要条件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真、善、美相统一的准则

从事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凝聚和

体现。人们在追求和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又

使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从而有效

地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是

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们要想创造良好的

生态环境，由此创造出符合自己目的、愿望的生存

空间，就必须自觉而现实地承认和尊重自然界的

客观独立性，必须尽可能正确认识、理解和掌握自

然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并按照它们的要

求去改造自然界，去进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这就

是实践活动“求真”的准则。人们把握了“求真”

的准则，就能正确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的内在本

质和规律，并在实践中自觉地加以利用，能够按照

“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求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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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对被改造的客体及其相关的环境、属性、结

构、功能、形态、条件等本质、规律有目的、有计划

的一种自觉而自由、能动而现实地利用。人们只

有在实践活动中坚持“求真”的准则，就能合理而

有效地改造自然，并使自己的智慧、能力等本质力

量得到丰富和完善，使自己的目的、愿望等本质力

量顺利地实现，从而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推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

发展。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互作用的，因此，良好

的生态环境与良好的人文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

由于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目的、愿望的实现、利

益的满足，就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采用社会公认

的“合适”、“合理”、“正当”等方式，对整个社会

或大多数人产生积极的功利。在实践活动中，人

们遵循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去

开展自己的活动，才能保证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具

有社会的功利性，使其不仅有利于主体自身的利

益，同时又有利于或至少不损害于他人、社会的整

体利益；不仅有利于主体自身、他人、社会的眼前

利益，同时有利于或至少不损害主体自身、他人、

社会的长远利益，这就是实践活动“求善”的准

则。遵循这一准则，就是要遵循他人、群体、社会

乃至于整个人类普遍公认的价值信念和规范准

则，按照他人、集体、社会的共同利益去进行实践

活动。当我们用这一准则来规范和约束人类的实

践活动，在创建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就会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起来，把自身经济利

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放统一起来，避免因

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给他人、给社会造

成的不良影响和伤害，从而体现出代内之间公平、

公正的道德原则，体现出对同时代人的共同关怀；

把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结合起来，把当代人的

眼前需要和后代人的长远需要结合起来，在满足

当代人利益的同时，又要给后代人创造同样的发

展机会和条件，最终把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留给

子孙后代，从而体现出代与代之间公平、公正的道

德原则，体现出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可见，生态

文明不仅提倡公平、公正的道德原则，还提倡一种

对他人、对社会要善于克制自己而乐于奉献的精

神，由此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

同时，又推动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完善，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

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本性决定了人类实践活

动要遵循“美的规律”来进行。人类在实践活动

中要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掌握了的

真与实现了的善的统一来处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

系，这就是实践活动“求美”的准则。在这一准则

的作用下，人们把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创

造性的对象世界的同时，又塑造主体自身的内化

的对象世界。爱美是人的本性，“按照美的规律

来塑造”，不仅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内在要求，同时

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样，人类实践

活动的成果在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又

成为人类自我观照的对象。正是在对象化的世界

中直观自身，我们才从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感性

形式中体验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力量的伟大，

由此获得创造的喜悦、情感的满足，从而使实践活

动具有审美的价值。生态环境作为人的对象性实

践活动的产物，不仅是人的物质生活的对象，也是

人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的对象，因而唤起了人们

的审美情趣和美感，具有强烈的审美的价值。由

于美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集中体现了人类对完善、

美好、文明生活的进步观念和崇高理想，因而作为

美的基础的真、善，就必须具有社会的属性。即这

里的真，是以社会主体对客观规律性的把握和遵

循为根本条件；这里的善，是以实践主体对社会功

利的追求为最高标准。在美的匡正下，人类的实

践活动才不会为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去损害整体

利益，为眼前利益去牺牲长远利益，为经济利益去

牺牲生态利益，由此在塑造出更加完善、美好的生

态环境的同时，又净化着人的精神世界，促进着人

的全面发展。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

重要保证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的社会

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实践活动的结果同人的

本质力量的丰富与完善是一致的。因此，人的本

质力量的丰富和完善，人的全面发展又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离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

富和完善，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建设起高度发

展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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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是作为

实践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物质、精神，生理、

心理，观念、意志等等的现实展现和外在化的客观

表现。人“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

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

自我确证”。“正是通过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

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因此，作为人类实

践活动结果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

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打开了的书本，是感

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是以现实的、

感性的、外在的、对象性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

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３］。

因此，实践活动的实质就是实践主体的本质

力量的现实运用、发挥和展现，实践活动的过程就

是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和实践客体的物质力量相

互利用、相互转化，实践活动的成果就是实践主体

本质力量的物质化。在这个过程中，当人的本质

力量相对成熟、完善、能合理发挥，就有可能同自

然客体的物质力量相互协调一致，使实践活动产

生积极、肯定的价值。但人的本质力量是处在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它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在一

定条件下又存在着不成熟、不完善、发挥不合理的

局限性，使它有可能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发生

彼此冲突。这种冲突超过一定范围，就会导致自

然系统内部失去平衡，自然界就会以各种人们意

料不到的“天灾”来惩罚人们，使实践活动产生消

极、否定的负效应。

可见，生态危机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

人的本质力量异态化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

不完善性和局限性的现实确认。因此，要消除生

态危机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由此建设高度发

展的生态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促进人本质力量

的丰富和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与人的本质相联系，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

为人的社会活动特别是人的劳动活动及其劳动能

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素

质全面提高等方面。只有在人的劳动活动及其劳

动能力的全面发展中，人们才能依靠科学技术对

自然资源的有用性进行全方位的挖掘，着力培育

自然再生能力的提高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减少

和消除生产中的废料，变废为宝，并努力开发新的

自然资源，由此消除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

失调等危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有

在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中，人们才能摆脱局部

利益、眼前利益的狭隘性，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发

展的人文环境，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高度统一。只有在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中，

人们才能建构起与良好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价值

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尊重自然、善待自

然的健康生态人格，促进生态文明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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