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希的价值追求与美丽中国梦①

曹顺仙，魏振华

摘 要：梁希一生矢志富民强国，始终把“为国家消灭天灾，为人民增加财富”作为自己的价值目

标。其价值追求具有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关爱国计民生、主义信仰坚定等特点。梁希先生的价值

追求与美丽“中国梦”高度契合的价值基础是对民富国强、民主、科学、法治的信仰和追求，并且两者

追求的都不只是器物层面的繁荣富强，更是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文明昌盛，是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的富民强国梦，是生态文明和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民族复兴和永续发展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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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诞生于 130 年前的杰出林学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梁希先生（1883-
1958），这不仅是基于他因爱国爱民而为森林科学及其人才培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更在

于他在经历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中，始终能怀揣民生，坚持对民主、科学和法治的价值追求，

独树一帜地描绘出了几千年来中国造林人的光荣与梦想——“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

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②，也在于梁希先生的梦与追求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梦高度契合，成为我们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动力。这正是我们把梁希的价值追求与美丽中国梦融会贯通的

时代依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纪念梁希先生，弘扬梁希精神，尤其要注重对价值理性和时代

精神的深入学习与把握，注重在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努力践行。为此，本文主要探讨两方面

内容：一是梁希的价值追求，二是梁希价值追求与美丽中国梦的内在关系。

一、梁希的价值追求
一般来说，价值追求是对一定价值目标的执着向往并力图达到此目标的强烈驱动倾

向，是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价值追求因价值目标和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价值追求按其主体可分为个体价值追求和社会价值追求。个体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

① 收稿日期：2013-12-2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ZXA00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

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国家林业局科技司林业软科学研究项目；

2013年南京林业大学思政专项课题

② 梁希：《新中国的林业》，《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270页。

—— 49



追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与社会的发展。价值追求与价值准则、价值目

标共同构成了价值观，它对个体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起着指导和引领的作用：既是主导个

体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人文之魂，也是引领社会改革开放、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文

明之魂。当然，无论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还是社会的价值追求，都随着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

系统的动态演进而与时俱变，梁希先生的价值追求也不例外。

梁希先生主要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他经历了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救亡、

民主共和的历史巨变；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文化层面的社会革命。他的价值追

求和价值目标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思想文化的革新而发生过阶段性的质变，具体而言

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国时期，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奉者，关心民生，以孙中山的教诲

指导自己的工作，把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在研究“民生问题

与森林”的关系中，他提出并论证了“国无森林，民不聊生”的卓越见解。①为解决民生，他

把造林作为一生的价值追求。与此同时，他追随新文化运动所高扬的两面旗帜——“德先

生”、“赛先生”，倡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主张，在西学东渐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交锋、交

融中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思想文化和价值追求的林业工作者。

第二阶段是共和国阶段，虽然在组织上他是一个民主党派，但他在思想上却从一个民

主主义者日益转向社会主义者，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也从“德先生”、“赛先生”转向了“人

民民主”和科学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转向了脑袋里不再是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赛先

生”、而是与先进、实际的科学相结合。②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所争取到的民

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德先生’”③。“今天由人民

革命争取到而由宪法固定下来的民主，比当年（他指“五四”时期）所想象的‘德先生’要高

明，而这里头的科学，也比当年所希望的‘德先生’要高明。”④正是在社会主义信仰的引领

下，民主、科学、法治、民富国强、“人寿年丰”、“山清水秀”、把全国变成“花园”和“公园”成

为他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奉人民民主。他认为科学离不开政治，民主是科学的土壤⑤，主张“人民的祖国

要人民来治，人民的江山要人民来管”，“人民的森林要人民来保护，人民的树种要人民来

栽培”⑥。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长期把群众路线作为做好各项林业工作的一条根本

途径。例如，他认为搞好水土保持关键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山上开荒，水下遭殃”

的局面就不可根治。全国山山水水的治理要推广由群众中来的“点带点，点连点，点扩面”

① 梁希：《新中国的林业》，《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270页。

② 梁希：《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331页。

③ 梁希：《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330页。

④ 梁希：《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331页。

⑤ 梁希：《科学和政治》，《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⑥ 梁希：《新中国的林业》，《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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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开创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良好局面。

（2）信奉科学，求真务实。在林业规划、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坚持科学精神与

人文情怀的统一。不搞“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假把式，跋山涉水，深入调研，

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统筹兼顾林业与农业、工业，造林与民生，林业与国家

社会发展的多角关系。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荒山多、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危害面广

等几大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要将封山育林与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山区生产规划相结合，国家

造林与群众造林相结合，建立营林机构与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相结合等“三项原则”，建议并

采取了在森林区建立专业机构，停止一切破坏水土保持的活动，在经营管理的方式上采取

国家造林，建立专职的营林机构，组建“水土保持勘查队”等策略措施。①

在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治理中，他主张森林更新，即“将采伐过或破坏了的林地，用天

然更新或人工更新的办法，使它恢复成林，以保持森林延续不绝，源源利用”，并“逐渐把

大量的旧采伐迹地和火烧迹地以及解放后新采伐迹地，统统迅速地恢复起来，以保证国

家用材的永续供应，发挥森林的保护作用”②。在环境治理方面，强调科学治理、系统治

理，提出“治河必先治山，保土必先保水”。虽然保水、治山的方法众多，但他认为“最根

本的办法就是造林”，因为森林既能保持水土，又能涵养水源，是“造价最廉的水库”。③遗

憾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们学习前苏联，用钢筋水泥筑库修坝，虽消除了黄河水

患，但也动摇了中华大河文明的生态根基，黄河不再咆哮、黄河断流了。然而没有人质疑

“西湖可无森林乎”。④

（3）追求依法治林。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公布称作“中国人民的一件

大喜事”，并撰文称颂，盛赞宪法的“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突出的“民主性”，拥护

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消灭剥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认为有了宪法，科学也有了保

证。他把林政、护林、造林、营林作为新中国林业建设的四大任务，主张把制定各级林业管

理和护林法规条例作为完成林业工作的重要保障。

梁希一生矢志富民强国，始终把“为国家消灭天灾，为人民增加财富”作为自己的价值

目标。⑤其价值追求具有与时俱进、志存高远、关爱国计民生、主义信仰坚定等特点。这为

他的“林业梦”注入了深厚的价值底蕴。

二、梁希的价值追求与美丽中国梦的契合
首先，在理念层面，“中国梦”的内核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美丽“中国梦”

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梦。

① 梁希：《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425页。

② 梁希:《林业工作者的重大任务》，《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481页。

③ 梁希：《有关水土保持的营林工作》，《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403-412页。

④ 梁希：《民生问题与森林》，《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⑤ 梁希：《森林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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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梦因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而孕育，因价值理念的转变而诞生。

从图 1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支撑社会发展的产业日趋多样，满足人类消

费的产业链也不断延长，社会系统和自然（森林）系统、人与自然（森林）系统因索取与弃置

加剧而产生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与此相伴，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变化，由原始文明时代

敬畏天地、祖先、鬼神，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体力、体能在自然界中求生存和温

饱，转向农业文明时代依托群体的分工合作、发明和使用工具，从土地（水体、草场等）中求

温饱与富裕，进而转变为工业文明时代对物质和经济的顶礼膜拜。人们借助技术、资本和

社会精英，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积聚的能量来“征服和主宰”自然，通过加速贫富分化来追

求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似乎忘记了人自身不仅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

走向了极端。因此，正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运动和人类价值理念的转变，人们

呼唤新的文明，期盼明天更好、更美、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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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运动

社会在变，时代在变，梁希先生的价值追求、目标、愿景与美丽中国梦的价值追求和

愿景为何能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主要基于两个方面：（1）指导思想、主义、信仰、路线的内

在一致使两者具备了高度契合思想基础。习近平书记强调，美丽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持

一种主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凝聚一

种力量即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坚持一条路线即群众路线。梁希的价值追求在本质上最终

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始终以群众路线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2）两者追求的都不只是器

物层面的繁荣富强，更是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文明昌盛，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和谐的富民强国梦，是生态文明和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民族复兴和永续发展梦。

在价值追求方面，梁希先生一生追求民富国强、民主、科学、平等、法治、爱国、敬业

等。美丽“中国梦”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内含三个层次的“三个倡导”，即国家

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倡导爱

—— 52



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虽然后者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是包含了前者的超越，

是续承性超越而非断裂性重构。

在未来愿景（或说梦）方面，梁希先生的人生追求和事业愿景可以归纳为家、国、天下

三个层次五大愿景：一是美好家园梦。其愿景“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平川

修成米粮川⋯⋯”都能成为事实。①二是国家公园梦。其愿景一方面是要通过绿化，做到

“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即“绿化，要做到栽培农艺化，抚育园艺化；绿化，要做到木材用不

完，果实吃不尽，桑茶采不了；绿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绿化，要

做到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另一方面是要“把我国变为一个有着繁茂的森林和象一个花

园一样的国家”②，希望“各地区都按照自己最爱好的名胜来改造自然”，把960万平方公里

国土变为一大公园，大家都能在各自建造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

活。③三是天下太平梦。其愿景之一是要让“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愿景之二是使“全

中国山清水秀，风调雨顺，人寿年丰”④。

美丽“中国梦”是以实现民族复兴和永续发展为核心，追求山清水秀，希望给自然留下

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希望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

出贡献。因此，相比较而言，虽然两者在价值目标、价值准则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是社

会主义的，都期盼民富国强、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

因此，梁希的价值追求与美丽中国梦是内在统一的，高扬梁希精神就要把梁希的价值

追求融入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全过程。

其次，就行为层面而言，我们比较中西方文明进程可以发现：从 16世纪开始，中西方

文明进程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发生了先进与落后的重大逆转。⑤从表1中可以看出，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重商主义的盛行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使西方国家冲

破了“黑暗”的中世纪，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世界市场和

殖民体系的支撑下得以完成，并在20世纪70年代步入了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生态

环保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则由农业文明的盛世转为被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对象，工业

文明的进程因战争与革命而迟滞，国家发展由先进变为落后，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革

命、信息革命、城市化以及生态现代化等多种任务叠置。

① 梁希：《绿化黄土高原，根治黄河水害》，《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421页。

② 梁希：《人民的林业——人民革命胜利后的另一个战斗任务》，《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478页。

③ 梁希：《让绿荫护夏 红叶迎秋》，《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04页。

④ 梁希：《争取做到全国山青水秀风调雨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梁希文集》，中

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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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西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区域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中国

农业时代

（公元前4000—公元1763年）

公元 1500-1763年，新航路开

辟，欧洲文明崛起

公元618-1500年，文明繁荣

工业时代

（公元1763—1970年）

两次工业革命、第三次

产业革命，进入电子时

代

1840 年 前 徘 徊 于 农 业

文 明 时 代 ，1840- 1945
年遭受西方和先发国家

侵略。工业举步维艰。

信息时代

（1971—）

完成第一次信息革命，

进入了第二次信息革命

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叠

置

生态文明时代

（2007—）

环境保护与发展矛盾

缓和，但未根本解决

工业化、信息化、城市

化、国际化、生态化叠

置

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中国赢得了第二经济大体的国际地位，但环境与发展矛盾

的凸现，意味着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必须统筹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直面全球化时

代中西方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能否把握文明转折契机，走好自己的路，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考验全体中国人的时代课题。因此，民族复兴的梦和梁希的愿景能

否实现，关键在于：一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林业发展道路，既不走全面复古的道路，也

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二要提升作为林业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着力破解林业事业、

林业教育发展难题，走好特色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梁希的价值追求启发我们：（1）观念引领在事业发展中具有灵魂地位，需要将价值追

求贯穿于组织制度创新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全过程和各方面。（2）价值追求的时代性表

明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引领，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体制机制的变革不仅会失去方向，也

会失去成功的思想基础。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就是最好的例证，是新文化运

动给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为现代林业转型指明

了方向。（3）没有利民富国的林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进化，就没有林业发展的动力；没

有林业发展，就没有林业教育发展之基；没有林业和林业教育的发展，就没有林业人才培

养的可持续之本。

美丽中国梦是全国人民的梦，也是中国造林人的梦，我们只有像梁希一样胸怀全球、

热爱祖国、关心国计民生，才能更加自觉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

立适应时代转型的生态价值和人文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现实的机遇与挑战，通过观念转

变、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抢抓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可能带来的机遇，化危机为转

机，变落后为先进，实现再创黄金发展期的光荣与梦想。

俗话说：“斧斤不尽山林劫，天地无私草木春。”让伐木者醒来，让树木树人者行动，这

是我们高扬梁希的价值理性、追求美丽中国梦的现实选择。

[作者单位：曹顺仙，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魏振华，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研究部。]
（责任编辑 张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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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统一。而梁希先生倡导的“敲林钟”精神，更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美丽中国”梦想的努

力途径。

[作者单位：王全权，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张月红）

An Exploration of Liang Xis Ecological Aesthetic Thought

Wang Quanquan

Abstract: As a famous forestry scientist, Liang Xi had rich ecological aesthetic thoughts. He held that ecological
beauty is the unity of“artisticization”,“naturalization”and“popularization”. In his opinion，we should emphasize
the homel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etic residence in ecological appreciation;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beauty, on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to keep tolling the bell for forest”. Liang Xi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
provides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or building“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Liang Xi；ecological aesthetics；thought

（上接第54页）

On Value Pursuit of Liang Xi and the Conception Beautiful“Chinese
Dream”

Cao Shunxian，Wei Zhenhua

Abstract: Liang Xi was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in the life. He had been
consistently putting“to eliminate scourge for the country and to increase wealth for the people”as his own value
goal. His value pursuit of advances with the time, stands high, aims far, cares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holds firm
believes. Mr. Liangs value pursuit closely agrees with the conception of beautiful“Chinese Dream”. The value basis
of this agreement represents the belief and pursuit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democracy,
sc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Besides, the pursuit is not only about the prosperity on the surface level, but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civilization and prosperity on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level. It is the dream of harmony among
the peopl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society,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t is also the dream of
rejuve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iang Xi；value；pursuit；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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