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不只是一个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两年来出

台的法规、举措虽然数量不少，但力度明显不够，且未能像反腐败那样成为中央高层和社

会各界的政治共识——总理在2014年“两会”上发出的“向大气污染宣战”的誓言，与环保

部官员今春的雾霾状况与去年相比已有所改善（尽管也许是事实①）的表态，也很容易造成

一种不和谐的政治解读。

雾霾总会随着不时到访的冷空气而暂时散去，但可以想见，它不久就会卷土重来，因为它

并不会离我们太远。只有持续而强劲的“政治绿风”才会吹走我们心中和天空的“雾霾”，换句

话说，我们必须作出一种政治抉择，使国家性应对雾霾成为即将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与发展中的

“硬任务”。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2014年春河北省公民基于大气污染和雾霾治理不力起诉石

家庄市环保局，这一看似平常的行政诉讼事件，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环境政治与民主政治意蕴。

雾霾灾害是物本主义的恶果

林德宏

（南京大学哲学系）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13年）指出：“2013年初覆盖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雾霾

使空气污染从局部问题变成国家层面事件。”“ 我们认为，我国生态环境还会进一步恶化，

极有可能在未来出现更加重大的生态事件或灾难。”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14年 1月 9日

发布《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称，中国空气质量排名全球倒数第二。另据绿色和平组织统

计，我国74个城市中，92%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达不到国家标准。

面对“十面霾伏”的严重灾难，各地政府都宣布采取应对措施，但有些“狠招”其实并不

狠，如单双号车辆限行、洒水抑尘等。治理雾霾不能修修补补，就事论事，舍本求末就会收

效甚微甚至越治越重。治霾必须从源头上、根本上治理，在观念上寻找深层原因。

一、严重雾霾的直接导因是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要彻底治理好生态环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二者构

成生存方式。公众的生活方式同环境的命运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的转变。③农业社会是自然生存。农业生

产是生物型即自然型生产，生产场地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依赖土、水、地域、季节等环境

因素。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产水平低，人们生活

① 齐芳：《专家解析 2月雾霾：周边输送与机动车排放仍是主因》，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4-03/03/con⁃
tent_31647742.htm，2014-03-08。

② 倪鹏飞：《城市竞争力蓝皮书》（2013年），社会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③ 林德宏：《从自然生存到技术生存》，《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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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寡欲。食住全靠自己制作，低消费，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对环境是低污染的。

工业社会的生活用品都是机器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的形态、结构都是在自然条件下

不可能出现的技术物，与自然物迥异。工业生产的过程是反自然的过程。工业厂房是自

然环境的对立物。工业生产的特点是高产量、高速度（包括产品更新的速度），由此又引起

严重后果：由于工业生产是反自然过程，唯有消耗矿物能量才会启动，资源的高消耗带来

了环境的高污染，大量产品必须尽量消费，经济才能发展，高消费又带来了高浪费，这又加

重环境的负担。

在技术生存中对公众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三大要素：技术、市场和媒体。

技术是“造物神”，技术的价值靠物来表现。技术物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花样不断翻

新，令人炫目，又不断激活公众的消费欲望。

技术物作为商品必须占领市场，物的交易是市场的生命。市场不仅迎合公众的消费

口味，而且要求技术制造新的消费冲动。

市场靠媒体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媒体靠企业获利。各种广告，虚虚实实，真真假

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购物狂。

这“三剑客”的灵魂相通，都以物为中心运作，都是为了求利，谋取利益的最大化。谋

取的手段是刺激公众的消费物欲，对公众制造难以抵抗的诱惑。物欲横流，纵欲成为时

尚。波德里亚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

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

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①其实所有的人都被物包围，淹没在物欲洪水

中难以自拔。

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

们自己也就怎样。”③传统生产方式的局限，学界早已关注，可是不少人却对工业社会生活

方式的弊端熟视无睹。要彻底治理雾霾，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因此就要认清不合理的生

活方式的弊端。

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什么样的观念。工业生活方式形成了

物本主义价值观，它反过来又成为公众生活的纲领。

二、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物本主义价值观
在物的时代，人们非理性地追求物：物的占有、物的消费、物的刺激、物的享受，许多人

都有一种十分执着的价值观念——物本主义。它不是系统的理论，没有专门的论著，它是

行动的指南，对生活方式的感悟。没有人听过物本主义的讲授，但人人每天都接受生活的

熏陶。对于不少人而言，它是无字的圣经。

这种价值观念在学术界尚无公认的名称，欧洲有人曾称其为唯物主义。英语中的

①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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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m既指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又指注重物质利益的实利主义。物本主义貌似唯物

主义，但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对唯物主义的曲解。①恩格斯说：“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

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

的一切龌龊行为。”②这句话倒是对物本主义的写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物本主义的基本主张。其一，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问题

上，非理性地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生活的意义；其二，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上，迷信物

的价值，贬低人的价值，热衷于物的追求，放弃自身素质的提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基本实现了从自然生存向技术生存，从农业生活方式向工业生

活方式的转变，物本主义也随之广为流传，其主要表现如下：

关于欲望。把人的欲望只理解为物欲，各种物欲天然合理，应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应

约束和节制，纵欲是人的本性，应当尊重。

关于消费。追求物质消费，热衷于超支消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攀比消费、虚荣性

消费、奢侈型消费、浪费型消费，各种消费皆天然合理，不应限制，无需考虑消费的各方面

后果。

关于利益。认为人们的利益只是物质利益。用物质利益的追求取代各种需求，追求

个人的物质利益是人的行为的唯一目标。急功近利，热衷于能直接或尽快满足自己生理

需要的物质利益，因而片面强调个人私利和眼前物利。

关于价值。片面夸张物的价值，实际上贬低人的价值。把自身的价值扭曲为物的价

值，能否使自己获得物质利益是评价各种事物和选择自己行为的唯一标准。

关于道德。道德是强加给自己的约束，只会使自己吃亏，妨碍自己享乐，主张牟取私

利可不择手段，纵情享受可不计后果。认为物质财富水平决定道德水平，用物质生产取代

道德建设。

关于经济发展。把社会全面进步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把经济发展曲解为物质产

品的丰富，主张“唯GDP论”，把经济扭曲成畸形的消费经济。

关于环境。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环境必须为生产所需供应物质资源，环境污染难免，

重资治理环境得不偿失，先污染后治理，不能用环境问题限制经济发展，千方百计把污染

后果转嫁给别人、别的单位和地区。

关于人生。幸福就是吃喝玩乐，这是人生的目的。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些俗话、口头禅，可看做是物本主义的口头表述。如“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利不起早”、“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大气粗”、“亲兄

弟明算账”、“人生在世，吃喝玩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一醉方休”、“省着省着，窟窿等

着；花着花着，菩萨送着”、“钱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有钱不用当柴烧”、“人生最痛苦的

① 林德宏：《物本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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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什么？人死了，钱没有花了”，等等。

三、物本主义是导致雾霾灾害的思想根源
物本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使人们为物所累，为物所伤，为物所役，本来是物的主

人，却沦为物的奴隶。拼命地迷恋物、占有物、消费物、反被物泯灭良知、腐蚀灵魂，从而丧

失理性。

物本主义是观念上的“雾霾”，是导致雾霾灾害的思想根源。工业污染、扬尘污染、机动

车排气污染是产生雾霾的三大成因，这都是高消费的结果。物本主义条条通向高消费，波

德里亚说：“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①物的消费是人们生活的末端行为。

物本主义的各种主张，最后都指向高消费。物欲必须用物的消费来满足，物质利益最终可

归结为物的占有和消费，人的价值被歪曲为他所占有的物的价格和消费水平，经济增长被

归结为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甚至浪费）都可计入GDP，消费不受道德约束，随心所欲地

消费便是最大的幸福。

对大自然来说，工业产品是“异己”，只能是机器的制造，茫茫的大草原长不出一枚大

头针。制造必须消耗能量，消费也要消耗能量，制造和消费都是对自然的损坏。大规模的

耗能、耗油、耗水、耗物，必然导致空气的大规模污染，高消耗、高消费、高污染是一根链条

上的三个环。

我国消费状况有几个数据应当注意，房屋平均寿命不到30年，是英国的1/4。水泥产

量和消费量世界第一，约占全球60％。2012年，山东省水泥使用量突破1亿吨。目前北京

汽车保有量是 500万辆，超过 200万辆的有 8个城市，超过 100万辆的有 31个城市。全国

公车230万辆，有一辆公车一年换40个轮胎。201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总容量达到创纪录

的2 170亿美元，中国人买走了其中的47%，折合人民币6 000多亿元。在某些人看来，环

境污染会刺激一些产业的发展。自来水不能喝了，就会花更多的钱买矿泉水、纯净水。雾

霾严重，防PM2.5的口罩生意就会红火。北京街头有一对新人戴防毒面具拍婚纱照，这岂

不是新的商机？波德里亚说：“经济活动带来了对环境的破坏：噪音、空气和水污染，风景

的破坏以及新的公共设施（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建造给居民带来了莫大的困扰。汽车

拥挤的后果引起了巨大的技术上、心理上和人力上的赤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内

部结构所必需的设施过剩，额外的汽油开支和为事故受害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等，所有这

些仍可以作为消费来计算，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统计名义下竟可以作为增长和财

富的指数：GDP成了危机的遮羞布。”②

四、治理雾霾必须在观念上超越物本主义
雾霾灾害是物本主义的恶果。要彻底治理雾霾，树立正确的雾霾治理理念，需要澄清

几个认识问题，在观念上超越物本主义。

①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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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正确的，但应认识到人需要接受教育。人性有弱点，人的理性不容易克制

物欲，抵制诱惑。节欲如登，纵欲如崩，人应不断战胜自我。因此每个人都应不断提高素

质使自己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关心民生，还要关心民智。

我们要不断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物质生活水平简单地理解为物质消费水

平。市场提供的生活消费品不是越多越好，应致力于公众生活质量的提高。

我们应当为人民谋利，但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需要是更为广泛的概念，除了物质利

益以外，还包括感情、尊严、伦理、教育等方面。

市场应为公众的消费服务，但消费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应

当节俭，这是节欲的一个方面。顾客不是上帝，而是普通的消费者。商家应提倡理性消

费、文明消费，而不是千方百计地刺激顾客的消费欲望。

城镇化不等于城市的畸形膨胀。我国城市“肥胖症”愈演愈烈。上海市常住人口2012
年底已达到2 380万，大大超过2020年1 850万的预测值。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带来了消

费的大幅度攀升。城镇化也不是滥造新城、大拆大建，市区成了大工地，扬尘铺天盖地。

人是物质实体与精神主体的统一。“正因为人具有物质精神二象性，具有双重生命，所

以人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既有物质力量，也有精神力量；既从事物质生产，又从

事精神生产；既有物质生活，又有精神生活；既有物质利益，又有精神利益；既有物质追求，

又有精神追求。”①物本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曲解。雾霾灾害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在这个最

基本问题上的失误。物欲横流，精神必然缺失，环境必然遭殃。

物质享受同精神享受相比具有先行性与基础性，但精神享受具有明显优点。精神享受可

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无需消耗很多物质资源，可感染别人，同别人共享，无纵欲

之虞，有利于身心健康，所以我们追求物质享受，更应关注精神享受，自觉提高精神享受的水

平。网上盛传杨绛的《一百岁感言》：“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保持知

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练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

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②愿这段话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从发展到生存：极端环境灾害的伦理检讨

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面对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而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① 林德宏：《人：物质精神二象性》，《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9期。

② 引自李开复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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