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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是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

王 桂 兰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当今时代，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意识日益成为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时代

对生态意识的强烈呼唤，既催生了人文精神关于生命时空认识的新理念，也拓展了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

的新境界，并成为其关于社会责任担当的新追求，不断彰显着当今中国人文精神的生态文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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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

探讨生态意识的范畴及内涵。作为当代生态文明体系

的重要内容，生态意识是对现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环

境污染的忧患思想，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类在认识人与

自然的关系过程中产生的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反思理念。它既是人

们对生存环境的观点和看法，也是人类在处理自身活

动与相关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协调人们之间有

关环境权益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内容主要包

括生态忧患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生态

道德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等方面［1］。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如

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法则、秩序以及体认客观规律和约束自身行为的道

德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人文精神

的本质体现。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倡

导低碳生活，建设生态文明等命题正日益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战略主题。尽管在中西方文化

中关于人文精神的渊源、沿革和内涵有所区别，但其所

主张的“以人为本”“人类关怀”“完善精神”“感召良

知”等基本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却是共同的。在后工

业文明时代，生态意识赋予人文精神一系列新的时代

内涵，促使人类文明进入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成

为当今社会不得不日益强化的时代主题。

一、生态意识是人文精神关于生命时空认识的新

理念

作为一种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

生态的视域关注整体与全局，强调人与自然、社会之间

的相互联系和支撑作用，主张不同价值主体之间互相

尊重、相互包容、持续发展、赢在未来，凸显了现代人文

精神关于生命时空认识的新理念。
首先，生态理念是整体联系的理念。按照唯物辩

证法的基本原理，生态意识是一种关于生态存在的能

动反映。所有生态现象，不是一堆互不相干事物的简

单组合，而是由人类、自然、社会等多个子系统组成的

复合生态系统，具有相互联结的整体结构和内在运行

规律。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尽管属于高级动物，具有

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但仍然属于并永远属于

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更不能对立。从这个意

义上说，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命个体与群体，在一定

区域或时段发生的较为集中的社会行为，都会对相关

范围的其他因素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同人类社会城市

化所产生的公共性一样，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

断增强和信息交通的不断发达，生态系统的公共性也

越来越强。生态存在的整体性要求人类在面对现实的

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时，必须摒弃将人与自然对立起

来的传统观念，代之以“宇宙岛”“地球村”“共同体”等

体现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性思维，这既是“生态意识的

核心所在”［2］，也是现代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正如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所言:“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背景中，

人的完整是源自人与自然的交流，并由自然支撑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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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完整要求自然相应地也保持一种完整。”［3］
(P32)

其次，生态理念是多样互补的理念。多样性、互补

性是人类世界作为一个复杂整体存在的基本特征。从

生态的角度来看，多样性、互补性主要是指生物存在的

多样化和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不仅是整个

地球生物圈稳定有序的基本保证，而且对推进人类文

明的继续发展也具有广泛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运用多

样互补的价值尺度正确看待和解决当代的生态环境困

境，才能不断走出工业文明时代将人与自然截然对立、
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去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的

“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理念，建立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

的同时积极保护自然生态、不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

关系的生态文明新理念，敬畏和确保地球这一共同家

园所有生命拥有的存在权，尊重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

性以及与人类的互补共存。人类已经深刻认识到人对

于自然的“这种主宰是当代生态系统恶化的主要根源

之一”［2］。诚如李约瑟博士所说，人主宰自然的狂热

是欧洲科学思维中最有破坏性的一种。
再次，生态理念是和谐共生的理念。马克思主义

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先后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即初期人是自然的奴仆、中期人与自然对抗并成为自

然的主人，再到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显然，“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是当代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命题，其依

据就在于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同等重要。人类在发

展过程中要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界，注重以人为本和以

生态为本的有机统一，树立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

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这既是从一般意义上的

“生物共生论”学说向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共生论”思

想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时代人文精神的基本价

值取向。它倡导不同价值主体之间要互相尊重，相互

包容，和谐共处。无论人类如何发展，都必须弘扬共容

精神，守护共生理念，坚持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和谐共容、共存和共生，尊重与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多

样性统一。
最后，生态理念也是一种良性持续的理念。作为

当代生态文明体系的重要理念，良性持续不仅是人类

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也是对工业文明时代生态

理念的一种超越和升华。它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人类和

地球的未来，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绿色的家园，保

证他们具有与我们平等的享受自然资源的权利。抑制

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不惜破坏生态的短视行为，

以良好的生态道德，倡导生态文化，强化生态意识，主

张生态正义，规范社会行为，实现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良性生态。这种良性生态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生态，

也包括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等。这种理念是站在全人

类的高度对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阐释，也是一种

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坚持持续发展、赢在

未来的文化思维，是对现代人文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二、生态意识是人文精神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

境界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阶段的新思维，生态意

识从哲学高度对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
倡导绿色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深化了关

于社会发展的认识，升华了人文精神关于科学文明发

展的新理念。
第一，超越“人定胜天”观念，主张充分尊重自然

规律。该论域的“人定胜天”与传统文化中“大禹治

水”因势利导应对灾害的含义不同，是特指在近代以来

人类在两次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的一种思想观念，认为自然不过是人类征服和改造的

对象，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人类在征服和改造自

然方面有无限的能力。伟人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

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豪迈情怀，虽然在特定背景下曾经

发挥过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

用，但在人类长期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过分夸大了人的

作用，忽视了对自然规律的充分尊重。面对现实的生

态困境，人类深刻意识到了如何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充

分尊重自然，更好地保护自然。正如著名儒学大师杜

维明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儒学生态

论坛主旨发言中所指出的，当今时代生态问题之所以

难以处理，是因为人的心灵及其内部关于生态智慧的

资源不够。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要重新反思“人定胜

天”的斗争观，不然会造成新的破坏［4］。
第二，超越资源的无度开发理念，坚持可持续发

展。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是靠对自

然资源的大量掠夺和无度开发，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

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恶化，使人类

文明发展陷入了新的困境。为了避免人类社会遭受自

然界的强烈报复，1987 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

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 世纪议

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开始被全球

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

设生态文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资

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能源的浪费

和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也由此强化了维护

生态环境的认识，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战略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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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

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

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5］这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彰显了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对于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超越单纯追求 GDP 的模式，倡导绿色发展。

长期以来，在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片面

地追求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率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唯

一尺度，把 GDP 作为指挥经济发展的指挥棒。尽管

GDP 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但其把物质文明发展作为唯一的价值目标，忽视

了人的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性，而且过于看重眼前

利益，而不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 GDP 的考核之中，导

致了经济活动的短期性，忽视了人、自然、社会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基于此，一

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一种与“绿色的”生态文明相协

调的新型发展模式，即绿色发展，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

素;二是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

色发展的目标;三是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

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显

然，绿色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

约束条件下，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

要目标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承载了我们对

地球家园的爱护，对人类未来的责任，是对现代人文精

神的理念升华。
第四，汲取先污染后治理教训，致力于建设环境友

好型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一路高歌

猛进、取得世界瞩目巨大成就背后，高投资水平、高资

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增长的代

价相对较高，且这一发展模式还可能维持一段时间。
据了解，目前我国消耗着全球 21% 的能源，11% 的石

油，49% 的煤炭，排放了占世界 26% 的二氧化硫，28%
的氮氧化物，21% 的二氧化碳。作为 PM2． 5 主要成分

之一，酸雨污染、臭氧污染的“罪魁祸首”二氧化硫含

量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其现状令人担忧，目前中国空

气中二氧化硫含量是 2218 万吨，美国含量是 1036 万

吨，欧盟是 598 万吨［6］。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

发展来说，生态意识除了上述有关对现代人文精神的

丰富和发展外，还有更加深刻的一层内涵，这就是从应

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逐步上升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理念，并将其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

划的一项战略任务。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

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根本目的

在于提倡经济和环境双赢，实现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

的负荷最小化，将这种负荷和影响控制在资源供给能

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良性循环。
三、生态意识是人文精神关于社会责任担当的新

追求

人类终极关怀和履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责任，

是当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要求。作为当代人文精神

时代主题的生态意识，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而且其终极指向是要以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指导

和推动当代人类的生态环境实践，促进人类经济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意识不仅

是一种理念，更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必

须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正如有学者所言:“人

与自然是一种连续的存在，而且人在自然中的这种独

特地位所赋予人的不是统治的权力，而 是 关 怀 的 责

任。”［7］

其一，关注人类命运。20 世纪中叶以来生态意识

的觉醒，要求人类站在宏观的角度关注自身所生活的

这个地球以及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的命运。中国

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丰富的

生态智慧资源，其本质是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和天

地万物存在的内在价值，强调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

高准则，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在当今时代，倡导和建设生态

文明不仅是一场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涉及人们对世

界的认知、价值的取向、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的标准，以

及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命运的重新认识。我们必须承

认，当今世界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主要责任在人，人

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以及生态恢复的受益者，必须

弘扬人文精神，主张生态正义，约束自身行为，义不容

辞地担当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其二，克制消费贪欲。从消费的视角来看，当下日

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过度膨

胀的消费贪欲导致的。无论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西部

由于滥垦滥牧、植被遭到破坏导致三次“黑色风暴”的

发生，还是当前中国由于森林或草原破坏形成严重的

沙漠化土地和水土流失，均是如此。当然，生态灾难和

环境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治疗人类过度贪欲的清醒

剂。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谈及两河流域文明不复存

在的历史教训时曾这样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

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

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P383)因此，人类唯有站

在保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无休止地征服与索

取、无节制地贪欲与追求的困惑中清醒过来，从小事做

起，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做起，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简

朴精神，逐步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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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目前财富积累与生态责任极不相称、文明进程与

生态状况严重失衡的尴尬局面。
其三，抑制环境污染。实践表明，近年来我国生态

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公民生态意识缺失，环保法制

观念淡薄。一些企业过于注重效益，急功近利，不惜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利益。说到底，环境问题是由人

的社会道德伦理责任缺失而导致的。因此，建设生态

文明，抑制环境污染，除了进一步强化制度约束和行政

监督，关停并转能源消耗大、经济效益差、环境污染重

的企业，加大对各种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之外，就是大

力增强全民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营

造浓厚的生态正义氛围，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

产、生活各个层面和千家万户，以全社会的力量共同保

护自然环境，建设绿色家园。
其四，促进良性持续。古往今来，良好的自然生态

就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历史实践证明，“因自然生

态兴而兴，也因自然生态衰而衰”，是人类历史演变的

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人居环境局部出现的暂时性水

质、大气环境的污染，通过有效措施能够在短时间内得

到控制和治理的话，那么若是整个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则在短期内很难恢复，有的甚至永远难以逆转［9］。这

既会给当代人带来生态灾难，更会为子孙后代留下还

不清的“债务”，使人类遭遇自然界惩罚的尴尬。因

此，勇于担当人文责任，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良性生态，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良性循

环，既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宗旨，也是坚持以人

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

求。正所谓“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既要为

当代发展着想，更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只有将人类的

现实需求与自然环境的承受力保持在相对均衡的状

态，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

利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方面的关系，才能有效化

解现实的生态环境难题，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绿
色发展，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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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WANG Gui － la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 Current exacerbation of environment problems have mad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our times，which has given rise to the new idea on understanding life in space and time，and has constantly demon-
strated the them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pres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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