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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范围内生态恶化的现实催生了环境 伦 理 学 这 一 新 兴 学 科。环 境 伦 理 学 介 于 伦 理 学 和 环 境 生 态 科 学 之

间，不但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实 践 性。它 的 产 生，是 协 调 人 和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之 间 的 关 系，求 得 二 者 和 谐 发 展 的 结

果。开展中西环境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求同存 异，取 长 补 短，要 提 高 到 人 类 环 境 伦 理 道 德 的 高 度 去 感 悟 和 对 待 这

个问题，对社会的全面进步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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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 国 的 发 展 模 式 和 历 史 进 程 等 条 件 的 不

同，环境伦理也存在着诸多的异同点。我们现在要

想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发展和环境理论思想的不断完

善做出巨大的贡献，就要积极主动地学习我国古代

有关环境伦理思想，并发扬光大，同时要对西方环境

伦理中有益的东西进行有选择地、合理地应用，要走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１　中西环境伦理思想的相似之处

中西方学术界对世界整体观的认识是一致的。

关于对自然界的总体看法是环境伦理的基础内容之

一。“宇宙有机体”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哲学

家曾 提 及 过。把 天、地、人 联 系 起 来 讨 论 宇 宙 的 形

成，这一思想在《周易大传》中就有很好的表达，在当

时的文化背景下能提出世界万物都有产生、发展和

灭亡的过程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思想了。董仲舒认为

天、地、人“三 者 相 为 手 足，合 以 成 体，不 可 一 无 一

也”［１］，可以看出他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

的、有机结合的统一物质世界的观点。虽然他由于

受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并

没有突破空间上的界限，但是他的思想中所体现的

宇宙整体性、普遍联系性，以及宇宙各部分即天、地、

人的相互依赖性、相互制约性具有深远影响。在佛

教中，他们 的 生 态 观 主 要 表 现 在“整 体 论”与“无 我

论”，这里也体现出了世界的整体性的特征，它们处

于相互关联的关系之中，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环境伦理的思想同样也体现

出了宇宙整体性的思想。生态中心主义强调的是生

态世界观，他们作为现代环境伦理主要流派之一，把

地球看作是是一个流动的生态系统，它能够进行自

我组织、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并且能沿着价值进化

的方向不断地发展。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学者专家看

来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这种普遍联系、发展、整体

等观点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有契合之处。

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我

国古代思想界一些思想家认为，人虽然是自然界的

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人是极其特殊的，和一般的世

界存在物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母、万

物之灵，如荀子的“人贵论”［２］就明确的表明了这种

观点。可见，人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有关环境伦理的思想中对于人在宇宙中



特殊地位的认识，与中国古代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

处。他们突出强调由于生存和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

的平衡系统，人能主动地适应、支配和改造自然界；

人类的生物本性决定了人类既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普

通成员，但是人类的文化发展又决定了人是地球生

态系统的信息提供者和生态平衡的保护者，对人类

未来的生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无比光荣的历史

使命。

合理地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我国 早 就 在

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伦理观点上达成了

共识。孟子说过“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

物不消”，［３］提倡要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荀子在

孟子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并加以发扬，强调要保护自

然资源，不能无限开采。在中国的周朝及其以后历

代都发扬了这种优良的传统，采取多种方法保护自

然资源，出发点是想通过对开发进行限制，把人的需

要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最好是

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千秋万代都能持续地

使用，使人类与自然和谐。西方环境伦理学中也是

普遍认同这个观点的。他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和共同发展的观念与国际现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是一致的。生态中心论者关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工

具性价值并极力强调要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指出

人类应当把道德的重心放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

体结构之中；“应把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加以扩展，

对野生动物也要有人性，以更好地维护自然界的生

态平衡。”［４］

２　中西环境伦理思想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政治的不同，在环境伦

理思想方面中国与西方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较

大差异。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思

想丰富，以足够多的养分孕育了中国古代的环境伦

理思想，使得其在中国能够自由发展。中国最有影

响力的是儒家和道家，对中国的主流文化影响最为

深远，它们认为所有的生物在整个自然界结构中都

有各自的生存方式，但是都会相应地按自然界所赋

予的状态存在，不是杂乱无章的。这种思想就致使

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都倡导要尊重、顺应自然，按自

然界自身的规律存在，“积极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人类才能摆脱动物那种消极的状态。”［５］同时他们主

张要保障万物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合理地应用世界

上的万物。它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更不是当

今所谓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动物解放论、生物

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等也都不尽相同。中国古

代环境伦理思想与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主要流派的最

大差别也就在于此。

对环境伦理的研究主要是起源于英语国家，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当代西方

的基本主题深深地影响着这种思想，尤其是风景绘

画、景观园林、自然诗歌、散文等。“自然美是西方环

境伦理的基础。”［６］基础的、殖民化的和彻底 的 等 是

西方环境伦理的主要特征，东方对这种哲学是不能

接受的。西方环境主义国家公园的理念令亚非极为

不满，他们时常抱怨。因为自然公园不准为人所用

的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对非西方国家

居民的重新安置和挑战传统土地利用方式。这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滑坡的问题乃至社会不稳定的

深层问题。

其次，流传方式不同。中国古代环境伦 理 思 想

的流传方式主要有两种：家训环境伦理与教育哲学

思想发展。道家、儒家文化及各大家的思想，为中国

古代环境伦理思想在中国民间的流传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同时家训环境伦理教育是在环境伦理的基石

之上发展的。重要的是家训中关于环境伦理教育的

内容非常多，它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爱护

万物生灵、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家训

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诸如因果报应论

之类的观点，但是它在社会公共教育不够发达的传

统社会积极地推动了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

展。“在作用方式上，主要是通过训诫、以身作则、立

法规等来规范行为。”［７］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流传是在跟随先进的科学

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进行的，因此，在它发展

的数十年间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中已经被广泛

应用。可是环境主义者们并不了解几个世纪以来思

想史中支持他们观点的许多环境伦理思想。“对于

非西方文化，西方环境伦理只是具有相对价值。”［８］

最后，对我 国 现 代 环 境 伦 理 思 想 的 影 响 不 同。

我国的环境伦理研究经过３０年的发展，由于借鉴了

西方环境理论的理念，吸取了古代环境伦理的理论，

在应用伦理学领域、环境理论思想等方面发展最快、

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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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尽管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资源发展较快，内容

非常丰富，但是由于近代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国当代

环境伦理学要比西方环境伦理的影响相对大一些。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决不能不结合文化背景的

差异、本国的实际情况，照搬西方的成功经验，而应

与我国的实际生活充分结合，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

发展之路。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形成了在同时期世

界范围内较为发达的农业文明，这样就促使我国古

人很早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刻的思考。虽然

他们有时代的局限性，思想带有强烈的直观性，也少

不了存在一些缺陷，但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某些环

境伦理思想观点对于现当代的环境伦理观念极具有

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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