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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积累了许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和准则ꎬ 是中华民族

数千年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ꎬ 其核心要义包括 “天人合一” 的整体世界观、 “道法自然” 的方法论、

“赞天地之化育” 的价值追求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聚焦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ꎬ

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进行阐释和

创造性转化ꎬ 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ꎬ 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ꎬ 努力推动人以生态公民

的新面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ꎬ 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ꎬ 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全球探索实现生态现代化作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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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ꎮ 那么ꎬ 何为中国式? 中国特色体现

在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ꎬ 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

色ꎬ 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 热爱自然ꎮ 华夏

先民在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寻觅生存发展之道ꎬ 积累了许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

和准则ꎬ 孕育形成悠久而厚重的传统农耕文明ꎬ 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 繁衍至今的重要

因素ꎮ 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起点上ꎬ 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ꎬ 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ꎬ 将那些凝聚先贤生态智慧的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

和人文精神经由 “两个结合” 打开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空间ꎬ 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全球探

索生态现代化注入强大力量ꎮ

一、 生命共同体理念: “天人合一” 世界观的创新阐释

“天人合一” 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ꎬ 代表中国古代哲学的 “主要基调”②ꎬ 在我

国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学说中影响最为深远ꎮ «周易» 点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都是自然孕

育的产物ꎬ “天地之大德曰生”③ “天地絪缊ꎬ 万物化醇”④ 等经典表述体现了中国古代整体世界观

和朴素唯物主义ꎮ 此后ꎬ 儒、 释、 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要流派ꎬ 尽管在具体观念上有差异ꎬ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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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讲求万物一体ꎬ 对天人合一多所阐扬、 屡有创获ꎬ 无不以仁爱万物、 天地人相和谐为其思想旨归ꎮ
特别是孔子、 孟子、 荀子、 董仲舒、 张载、 朱熹等儒学大家围绕天人关系作进一步申述和发挥ꎬ 提

出 “人与天地参” “德配天地” “民胞物与” “性天相通” “天人感应” 等观点ꎬ 探求在人与自然的

内在统一中完善伦理德性ꎬ 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体系历经秦汉、 隋唐、 宋明的复杂演变发展ꎬ 成为

贯穿中华文化历史叙事的重要主题主线ꎬ 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近代以来ꎬ 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逐渐被席卷全球的资本扩张和工业化浪潮打破ꎮ 自鸦

片战争中见识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ꎬ 国人以对手为师ꎬ 努力取他人之长ꎬ 掀起了学习自然科学的热

潮ꎬ “原子论” “微粒学” 等机械自然观伴随自然科学的日益细分越来越阻碍人们的整体视野ꎻ 日新月

异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发展ꎬ 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ꎬ 也强化了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

我中心意向ꎬ 主客二元论的世界观在生产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占据支配地位ꎬ 在我国处于追赶型经

济增长阶段ꎬ 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度被过分夸大ꎻ 工具化思维方式受到资本的推崇和鼓励ꎬ 包括自然在

内的世间万物都被降低为 “有用物”ꎮ 这些因自然科学和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人文关切而

引致的消极影响ꎬ 成为我们凌驾于自然之上、 分裂天人关系ꎬ 最终与自然发生冲突的社会根源ꎮ 美国

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ꎬ “在中国正在走向现代的今天ꎬ 东方和西方也许应当相互学习ꎻ
西方已认识到了伴随其发展而来的生态危机ꎬ 东方也许应当从中吸取教训”①ꎮ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载的高速增长ꎬ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ꎬ 跻身

世界前列的综合国力以及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国人自信自立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气ꎮ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自信ꎮ “求木之长者ꎬ 必

固其根本ꎻ 欲流之远者ꎬ 必浚其泉源”②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ꎬ 是民族自信的真

正源泉ꎮ 其实ꎬ 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ꎬ 西方主张以创新技术和市场机制为主推力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实

践中愈显局限ꎬ 一些学者开始将视野投向东方文化ꎬ 他们指出ꎬ “从古代开始ꎬ 儒家就关注与自然

保持和谐ꎬ 接受自然的适当限度和范围ꎮ 这种关注表现在他们用大量的方式培养自己的美德”ꎬ “这
是一个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观念ꎬ 对救治当前的生态危机有实际价值”③ꎮ 道家中涉及自然叙事、 中

心主义与统治、 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思想ꎬ “对生态学是有帮助的ꎬ 它促使我们去分析从中发展

出当代生态认同有哪些困难”④ꎮ 当西方人都在努力从中国古代伟大圣贤的学说中寻找解决全球问题

的钥匙时ꎬ 我们更应该深入挖掘和充分运用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ꎬ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

和制度创新ꎬ 并深化文明交流互鉴ꎬ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名句ꎬ 多次

高度评价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ꎬ 如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

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６０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

族ꎬ 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⑤ꎻ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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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①ꎮ 但建立在经验直觉基础上的 “天人合一” 论带有显著的混

沌性特征ꎬ 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支柱ꎬ 显然今天不可能直接推广ꎬ 需要创造新的

话语生发传统价值ꎮ 生命共同体理念就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阐释性转化ꎬ 其包含了三重含义ꎮ
首先是自然系统内部山水林田湖草沙各要素的生命共同体ꎬ “人的命脉在田ꎬ 田的命脉在水ꎬ

水的命脉在山ꎬ 山的命脉在土ꎬ 土的命脉在树”②ꎬ 这是对老祖宗 “天地交而万物通” “山泽通气ꎬ
雷风相薄” 等普遍联系观点的直接迁移ꎮ 在一段时期内ꎬ 我国环境治理是 “种树的只管种树、 治水

的只管治水、 护田的单纯护田”③ 的条块分割格局ꎮ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整合分散的环境管理机

构ꎬ 分别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ꎬ 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各类污染排放监管职责ꎬ 实

现了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由碎片化向综合性转变ꎬ 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对现代社会的实际指导

意义ꎮ 在新征程上ꎬ 要进一步加强全局性谋划ꎬ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ꎬ 坚持把系

统观念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ꎬ 维系自然万物有机关系网的完整性和协调性ꎮ
其次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ꎮ 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本原之义ꎬ 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 “自然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和自然界一体性” 等自然哲学观的中国化发展ꎬ 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是一致的ꎬ 亦是 “两个结合” 何以可能

的世界观基础ꎮ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ꎬ 各得其养以成”④ 告诉人们ꎬ 人因自然而

生ꎬ 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ꎬ 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ꎮ 当前ꎬ 大量自然物种濒临灭绝ꎬ
对人类的危害日益明显且广泛ꎬ 断裂的生态链使那些原本寄生于野生动植物的病毒跨物种扩散到人

类身上ꎬ 埃博拉、 疯牛病等疫情正在成为挑战人类健康生存的 “灰犀牛”ꎮ 方今看来ꎬ 我国古人认

为违背天人合一的 “天道” 就是 “非孝也” 和 “罪斯大矣” 的观点并非夸大之词ꎮ 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理念揭示了 “生态兴则文明兴ꎬ 生态衰则文明衰”⑤ 的社会规律ꎬ 为天人合一思想作出了有力

的历史注脚ꎬ 将天人合一的价值意蕴上升到人类文明新高度ꎮ
最后是整个地球的生命共同体ꎮ 古代社会尚处于前世界历史时期ꎬ 这决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不

可能具有国际视野ꎮ 如今ꎬ 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同行ꎬ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ꎮ 我国主动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ꎬ 同时敦促发达国家按照历史排放、 各自能力等公平原则承担相应责任ꎮ 这些主张和方案赋

予了天人合一思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内涵ꎬ 将古人 “天地一体” “天下一家” 的理想境界变成

了现实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ꎬ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崇高情怀以及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

命ꎮ 在新征程上ꎬ 我们将通过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复兴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

力”⑥ 的不变梦想与追求ꎮ

二、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道法自然” 方法论的现代运用

既然天人合一强调人是 “天” 的产物ꎬ 人的生命活动必须与天地的运行变化协调一致ꎬ 那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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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当顺应宇宙万物本身 “独立不改ꎬ 周行而不殆” 的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ꎬ 而不要强行按照人的

主观意愿行事ꎬ 这就是统摄于天人合一世界观之下的 “道法自然” 的实践准则ꎬ 今天我们引申为尊

重和遵从事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ꎮ 当然ꎬ 古人囿于生产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ꎬ 其 “道法自然”
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低水平和谐共存ꎬ 今天我们要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在把握 “生态

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① 的底层逻辑基础上ꎬ 聚焦新形势下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问题ꎬ 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ꎮ
１. “因天材就地利” 与国土空间规划 “重新自然化”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一个战略性、 基础性、 制度性的治理工具ꎬ 决定着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 “底盘” 重塑ꎮ 空间规划是物质实体排列的外显形态ꎬ 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的价值理

念与思维技术ꎮ 在先秦文献中ꎬ «管子» 一书全面精辟地讲述了古代有关城市选址、 规模、 用地功

能划分、 道路网布局、 排水以及地形勘察等城邑规划的所有重要领域ꎮ 管子认为: “圣人之处国者ꎬ
必于不倾之地ꎬ 而择地形之肥饶者ꎮ 乡山ꎬ 左右经水若泽ꎮ”② “因天材ꎬ 就地利ꎬ 故城郭不必中规

矩ꎬ 道路不必中准绳ꎮ”③ 为何如此? 北魏的贾思勰在 «齐民要术» 中道出ꎬ “顺天时ꎬ 量地利ꎬ 则

用力少而成功多”ꎮ 考虑自然的本性ꎬ 适应自然内在的 “道”ꎬ 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比如ꎬ 四

川的都江堰、 广西的灵渠、 故宫的排水设计等ꎬ 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势而为进行规划建设ꎬ 把自然纳

入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中ꎬ 既省工省力ꎬ 还使人化的自然和原生态的自然相得益彰、 同形同构ꎬ 具

有极高的审美价值ꎮ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ꎬ 引用

“禹之决渎也ꎬ 因水以为师” 的典故④ꎬ 解释大禹能成功治理水患的原因在于尊重水流的规律、 因势

利导ꎮ 反之ꎬ 凡是人为强制、 超越自然禀赋推动社会进程ꎬ 最终会招致自然无情的 “报复”ꎬ 大禹

的父亲鲧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治水ꎬ 历时九年以失败告终ꎬ 就是对比鲜明的历史教训ꎮ
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城乡关系从最初的浑然一体逐渐走向城乡分离、 城

乡对立ꎬ 城市空间生产既造就了经济财富和文化繁荣ꎬ 也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⑤ꎬ 造

成社会与自然 “新陈代谢断裂”ꎬ 现代性风险由此相伴随行、 日趋突显ꎮ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ꎬ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缺水? 一个重要原因是水泥地太多ꎬ 把能够

涵养水源的林地、 草地、 湖泊、 湿地给占用了ꎬ 切断了自然的水循环ꎬ 雨水来了ꎬ 只能当作污水排

走ꎬ 地下水越抽越少”ꎮ “建设空间大了ꎬ 绿色空间就少了ꎬ 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

降ꎬ 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⑥ꎮ 近年来ꎬ 一些城市也提出生态城市口号ꎬ 但思路却

是大树进城、 开山造地、 人造景观、 填湖填海等ꎬ 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ꎬ 而是破坏自然生态ꎮ
将水光山色的自然情趣和人工匠艺融为一体ꎬ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直观的外在表现ꎮ 我们应

汲取传统文化 “和实生物”⑦ 的观点ꎬ 破除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高楼大厦的错误认识ꎬ 以 “重新自

然化” 的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ꎮ 第一ꎬ 在城市建设方面ꎬ 不要花大气力去劈山填海ꎬ 要依托

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ꎬ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ꎬ 让居民在生活空间里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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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乡愁”①ꎮ 基础设施要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ꎬ 建设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

“海绵城市”ꎮ 第二ꎬ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ꎬ “要慎砍树、 禁挖山、 不填湖、 少拆房”②ꎬ 保留乡村

风貌ꎬ 决不能把乡情美景都弄没了ꎮ 第三ꎬ 在推进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方面ꎬ 坚持自然修复为主ꎬ 减

少人为扰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国在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基础上ꎬ 增加了自然恢复

的方针ꎬ 一些典型的生态脆弱区通过 “野蛮生长”ꎬ 已经逐步达到完整或接近完整的生物链ꎬ 使我们从

古人 “道法自然” 的生态智慧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 “甜头”ꎮ 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ꎬ 我们还可

以在古人生态样本的启发下打开更广阔的视野ꎬ 投射到更多元的领域ꎬ 如建设国家公园、 山坡补植复

绿、 整治空气污染、 推促节能减排等ꎬ 在统筹融合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中绘好现代化底图ꎮ
２. “取之以时” 与保持 “两山” 转化的历史耐心

我国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ꎬ 通过对自然气候和万物生长关系的生动感受ꎬ 总结出二十四节

气的规律性认识ꎬ 据此提出 “时” 的观点ꎬ 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生长的顺序和节点ꎬ “树木以时伐焉ꎬ
禽兽以时杀焉”③ꎬ 反对剖腹取胎、 覆巢毁卵这种伤害整个物种的 “不义” 之举ꎬ 给予其休养生息的

空间ꎬ 人们才能在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ꎬ 林木不可胜用”④ 中安居乐业、 国泰民安ꎮ 这些思想展现

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宝贵的可持续发展意识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引用荀子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ꎬ 不夭

其生ꎬ 不绝其长也” 等典故告诉大家ꎬ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ꎬ 用之不觉ꎬ 失之难存”⑤ꎬ 要树立大

局观、 长远观ꎬ 不能因小失大、 顾此失彼、 寅吃卯粮、 急功近利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指导下ꎬ 各地积极探索 “两山” 转化的机

制和路径ꎬ 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ꎬ 以直接滥伐滥采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倾向和做法大幅减少ꎬ
但我们也看到ꎬ “两山” 转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ꎬ 不是所有的绿水青山都能在当下立刻转化为金

山银山ꎬ 有些地方急于将自然资源 “变现”ꎬ 追求短平快的 “显绩”ꎬ 对相关配套、 后期管护机制等

问题考虑不到位ꎬ 且不说简单 “拷贝先进” 的同质化发展问题ꎬ 还存在资源被过度无序消费和先发

展后治理的风险隐患ꎬ 比如给山体喷绿漆等制造 “假风景”ꎬ 造成土壤永久性的伤害ꎮ 还有一些地

方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ꎬ 也不适宜在短期内上马联结 “两山” 转化的产业要素ꎮ 在新征程上ꎬ 古人

“取之以时” 的生态智慧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许是要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ꎬ 保持 “两山”
转化的历史耐心ꎮ 一方面ꎬ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ꎬ 在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的区域ꎬ 尽可能降低人类活

动强度ꎬ 涵养自然潜力和后劲ꎮ 如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全面启动长江 “十年禁渔” 就是传承古人 “取之以

时” “不绝其长” 优良传统的伟大创举ꎮ 未来ꎬ 要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推行草原森

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ꎬ 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ꎬ 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⑥ 要求ꎬ 多做打基础、
利长远的实事ꎬ 人不负青山ꎬ 青山终将以 “草木植成ꎬ 国之富也”⑦ “山林川谷丘陵ꎬ 民所取财用

也”⑧ 的硕果回报我们ꎮ 另一方面ꎬ 在 “两山” 转化进程中要适当 “留白”ꎬ 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形

成的地质年代和不可回避的代际公平问题ꎬ 为子孙后代存储自然资本ꎬ 以提升更长时空中的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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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ꎬ 不辜负古人谆谆告诫 “取之以时” 为了 “长虑顾后” 的良苦用心ꎮ
３. “用之以度” 与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古人曰: “地力之生物有大数”①ꎮ 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ꎬ 而人性又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向往

和无限追求ꎬ “富与贵ꎬ 是人之所欲也”②ꎬ “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ꎬ 而法制不生其间ꎬ 则必物暴殄

而财乏用矣”③ꎬ 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对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永恒性矛盾的认

识ꎬ 比西方罗马俱乐部 “增长的极限” 观点早了近 １２００ 年ꎮ 荀子更是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警示人类 “欲多

而物寡ꎬ 寡则必争”④ꎬ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资源争夺战特别是油气资源争夺战此起彼伏的现状证明了古人

并非杞人忧天ꎮ 我国众多的古典文献都有古人对 “节” 的专题论述ꎬ 一再提出勤俭可以兴邦、 奢逸足

以亡国的警言ꎬ 如孔子主张黜奢崇俭ꎬ 以礼为度ꎻ 道家提倡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⑤ꎬ 宣扬俭为宝的

思想ꎻ 墨家认为 “俭节则昌ꎬ 淫佚则亡”⑥ꎻ 释家要求人们戒 “贪、 嗔、 痴” 等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弘扬中华民族 “取之有节、 用之有度” 的传统美德ꎬ 在全社会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ꎮ
自人类进入机器生产时代以来ꎬ 节约还表现为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降到最低限度ꎬ 使

同样的劳动时间、 原材料与劳动资料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ꎮ 也就是说ꎬ 现代社会关于节约的

内涵已经从传统的单纯倡导节制个人欲望和适度生活消费ꎬ 拓展为包括生活、 生产、 管理等多个维

度ꎬ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必须实施全面节约战略ꎮ 一是在消费领域ꎬ 推动形成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ꎮ 二是在生产领域ꎬ 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ꎬ 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ꎬ 大幅降低单位产品资源消耗强度ꎬ 特别要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ꎬ 因为物品完

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ꎬ 既从末端减少废弃物排放ꎬ 又从源头减少自然资源开发规模ꎬ 充

分体现了全过程节约管理ꎮ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同样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ꎬ 也是对俭德传统的守正

创新ꎮ 三是在管理领域ꎬ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ꎬ 党政机关要精打细算ꎬ 树立 “过紧日子” 思想ꎬ 把

更多资金用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和兜住民生底线ꎬ 将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ꎮ 此外ꎬ 古人还把节俭作为

评判圣贤的标准ꎮ 中华传统文化将节约与人性以及对精神境界的追求、 对实现道德价值的需求紧密

结合ꎬ 对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涵养良好家风以及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具有深刻启示ꎮ
４. “厉禁而守” 与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ꎬ 不仅需要内在的道德教化ꎬ 还需要外在的强制约束 “相持

而长” 才能达到社会大治ꎮ 为此ꎬ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把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知止知足” 等

道德观念制度化ꎬ 设立了专门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 “虞衡”ꎬ 颁布了一系列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法

令ꎬ 通常以禁令、 诏令、 律的形式出现ꎬ 从最早的夏朝 “禹之禁” 到先秦时期的 «四时之禁»、 西

汉的 «四时月令五十条» 以及 «秦律田律» «唐律杂律» 等ꎬ 有的则是附随在综合性的规定中ꎬ
如 «成吉思汗法典» 中有关保护草原和马匹的细则等ꎮ 古代法典的具体条文在今天已不再适用ꎬ 但

正如马克思所说ꎬ 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ꎬ 而是在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

造”⑦ꎮ 古人留下丰富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精神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着启迪ꎮ
第一ꎬ “法与世宜” 的法治理念ꎮ 我国古代环境保护制度内容全面ꎬ 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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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环境领域ꎬ 既有与传统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动植物、 山川、 土地、 水等保护法令ꎬ 又有保护矿

产资源的法令ꎬ 如周代设立 “丱 (矿) 人” 的官职ꎬ “掌金玉锡石之地”①ꎬ 还有城市绿化、 防止污

染的法令ꎬ 如 “殷之法ꎬ 刑弃灰于街者”②ꎮ 这些规定非常细致ꎬ 严格规定了打猎、 捕鸟、 捕鱼、 砍

伐树木、 烧荒等的时间、 地点和方式ꎬ 具有较强操作性ꎬ 如打猎时 “天子不合围ꎬ 诸侯不掩群”③ꎻ
针对不同性质的土地规定施肥的种类 ( “土化之法” )ꎻ 唐代时期的政府把京兆、 河南两都四郊三百

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ꎬ 实际就是自然保护区ꎮ 这些细则反映了当政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已达

到较高水平ꎬ 是中国古代对全球自然资源管理作出的制度性贡献ꎮ 未来ꎬ 要继续适应社会治理精细

化、 规范化发展的需要ꎬ 及时将实践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 转化为法律ꎬ 不断拓展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的领域、 内容和手段ꎬ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ꎮ
第二ꎬ “有犯而必施” 的法治原则ꎮ 古代对违反环保法令者ꎬ 轻则处以财产罚、 祭祀罚ꎬ 如

“凡宅不毛者ꎬ 有里布” “不树者无椁”④ꎻ 重则断其手足乃至处以死刑ꎬ 如 “有动封山者ꎬ 罪死而

不赦ꎮ 有犯令者ꎬ 左足入ꎬ 左足断ꎻ 右足入ꎬ 右足断”⑤ꎮ 当然ꎬ 我们反对为保护环境而剁断肢体的

残酷肉刑ꎬ 但由此可见古人对生态环境保护惟严奉法的坚决态度ꎮ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 “刑赏之

本ꎬ 在乎劝善而惩恶”ꎬ 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ꎬ 不能越雷池一步ꎬ 要 “真追责、 敢追责、 严

追责”⑥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国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ꎬ 实施严格的考核问责和终身追责

制度ꎬ 严肃查处秦岭违建别墅、 腾格里沙漠污染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ꎬ 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生态

环境 “老大难” 问题ꎮ 未来ꎬ 要在环境监管、 环境执法上再添一些 “硬招”ꎬ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为不能手软、 不能下不为例ꎬ 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ꎮ
第三ꎬ “人法兼资” 的法治智慧ꎮ 我国古代环境保护法令注重在 “法意” 与 “良善” 之间寻找

平衡ꎬ 如秦代 «田律» 有规定: “春二月ꎬ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唯不幸死而伐绾享者ꎬ 是

不用时”⑦ꎬ 充分照顾到人死入棺、 不受伐木时间限制的特殊例外ꎮ 这些考量世之常理、 允协情法的

环境保护法规ꎬ 在今天我们统筹协调发展经济、 保障民生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以及坚决防止生态环境

保护 “一刀切” 方面ꎬ 值得借鉴与深思ꎮ

三、 重塑生态公民: “赞天地之化育” 价值追求的时代面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归根结底指向人的和谐发展ꎬ 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ꎬ 毕竟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奋斗的永恒主题和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ꎮ 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顺应自然

是一种生存智慧ꎬ 但并非听命于自然界的摆布ꎬ 而是主张把握天地自然的本性 ( “尽物之性” )ꎬ 在

优化自然万物中发挥和完善人的天赋本性ꎬ 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即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ꎬ 则可

以与天地参矣”⑧ꎬ 此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层次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ꎬ 赓续中国传统文化 “与天地参” 至高至极人生境界的价值追求ꎬ 立足

５４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戍国点校: «周礼仪礼礼记»ꎬ 长沙: 岳麓书院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４６ 页ꎮ
韩国磐: «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６ 页ꎮ
陈戍国点校: «周礼仪礼礼记»ꎬ 长沙: 岳麓书院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３３１ 页ꎮ
陈戍国点校: «周礼仪礼礼记»ꎬ 长沙: 岳麓书院ꎬ １９８９ 年ꎬ 第 ３６ 页ꎮ
刘枫主编: «管子» (下)ꎬ 银川: 阳光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４３５ 页ꎮ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４６０ 页ꎮ
王如松、 周鸿: «人与生态学»ꎬ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６１ 页ꎮ
罗安宪主编: «大学 中庸»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８ 页ꎮ



马克思主义 “人与自然和解” 最终是为了 “人与人的和解” 的主体立场ꎬ 坚持生态惠民、 生态利

民、 生态为民ꎬ 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ꎬ 努力推动人以生态公民的新面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ꎮ
１. 在寄情自然山水中走向精神富有

马克思说: “一切民族ꎬ 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ꎬ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ꎬ ———以便最后

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

济形态ꎮ”① 所以ꎬ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ꎬ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ꎬ 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特征ꎮ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ꎬ “资本＋媒介” 助推越来越多的人以物质财富为追

求目标、 用物质消费这种 “痛苦中的安乐” 来消解异化劳动ꎬ 却忽略了人的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意

义ꎬ 其实与人的现代化背道而驰、 渐行渐远ꎮ 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早在 ２０００ 多年前就指

出ꎬ 过度的物质消费和感官享受使人迷失自我、 丧失人性ꎬ 终会招致祸患ꎬ “五色令人目盲ꎬ 五音

令人耳聋ꎬ 五味令人口爽ꎬ 驰骋畋猎ꎬ 令人心发狂ꎬ 难得之货ꎬ 令人行妨”②ꎮ 直到 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指出物质消费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ꎬ 反而使人忽视与自己内心的接触ꎬ
从而逐渐丧失深层的情感体验能力ꎬ 进而丧失使他成为真正的人的潜能ꎮ 相比西方面临日益逼近的

生存危机才疾呼环境保护的 “近视” 眼光ꎬ 我国古人的前瞻性思维和远见卓识可见一斑ꎮ
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 知识分子虽饱经人世沧桑、 宦海浮沉ꎬ 但不借助宗教的麻醉和外在的物

欲享受ꎬ 依然能基本保持内心的安宁与自洽ꎬ 就因为他们在自我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交流与融合中ꎬ
以超然达观的态度完善自我人格ꎮ 既然现代人的异化是因外在性、 强迫性劳动而起ꎬ 那么ꎬ 只有自

主性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使人回归其类本质ꎬ 此为克服消费主义、 促进人的自身和谐的唯一正确之

道ꎮ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作了大量批判ꎬ 也指出了 “人的满足最终在于创造性的生产

劳动” 的科学方向ꎬ 却没能提出实际可操作的具体路径ꎮ 中国传统山水田园文化恰好为现代人提供

了一种彻底摆脱消费主义、 得到自我身心安顿的生活方式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ꎬ 秉承 “环境就是民生ꎬ 青山就是美丽ꎬ 蓝天也是幸

福”③ 理念ꎬ 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ꎬ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ꎬ 提供更多的生态产

品ꎬ 满足人民群众对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 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 鸟语花香等优美环境的期待ꎮ 人

们把自然之大美作为个体自由精神的至善追求ꎬ 培养高雅情操ꎬ 丰富对生命意义的体验ꎬ 深化对生

存价值的认识ꎬ 从中获得物我和谐的愉悦与共鸣ꎮ 这种把闲暇时间用于精神文化而不是物质消费的

生活方式变革ꎬ 满足的是人的真实内心需要ꎬ 而不是外界灌输和操纵下的虚假需要ꎬ 因而不仅符合

自然的本性和保护生态的要求ꎬ 更符合人的本性和建构美好生活的要求ꎬ 不仅能推动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ꎬ 更能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ꎮ
２. 在 “为天地立心” 中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在我国古人看来ꎬ 人的道德、 价值观、 认知等意识形态并非人类自发产生的ꎬ 恰恰是观天地之象、
循万物之理的结果ꎬ 是天地内在美德的彰显ꎬ “礼有三本: 天地者ꎬ 生之本也ꎻ 先祖者ꎬ 类之本也ꎻ 君

师者ꎬ 治之本也”④ꎬ “道之大源出于天”⑤ꎮ 孔子著名的山水比德说 “仁者乐山ꎬ 智者乐水”⑥ “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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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 君子比德焉”① 等ꎬ 是古代圣贤从自然界中获得培养人的品格的启示ꎻ 古代文人从自然万物中引

申出审美的体验ꎬ 书写了 “乱石穿空ꎬ 惊涛拍岸ꎬ 卷起千堆雪”、 «秋郊饮马图» 等震烁千古的文学名

作和艺术画卷ꎻ 古人观天地生物气象ꎬ 领悟到自然科学的奥秘ꎬ 创造了地动仪、 相风旌等仪器ꎬ 这些

都是 “天人相参” “推天道以明人事” 的生动体现ꎮ 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界饱含伦理、 审美和认知等精

神生产的价值ꎬ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人的精神的无机界”ꎮ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指

出ꎬ 人类的生存发展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上都要依赖自然界ꎬ 不仅人类的一切生活资料

和生产资料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大自然ꎬ 人的思维感觉包括自然科学、 美感和良心等在内的精神生活

也都来源于大自然ꎮ 人通过劳动实践同周围的自然界建立起同一性联系ꎬ 把 “自己本身的类” 和 “其
他物的类” 作为意识的对象ꎬ “从理论领域来说ꎬ 植物、 动物、 石头、 空气、 光等等ꎬ 一方面作为自然

科学的对象ꎬ 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ꎬ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ꎬ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ꎬ 是人必须事先

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②ꎮ 人通过认知、 评价和审美活动所达到的那部分自然界ꎬ 是内

在于社会的自然、 人化的自然界ꎬ 就是古人所说的 “礼” “道” 的确认和展现ꎮ
既然天地是 “礼” 和 “道” 的本源ꎬ 具有 “生” 物 “养” 人的价值性功能ꎬ 那么人就应当

“有其治”ꎬ 以 “备其天养” “全其天功”ꎮ 简言之ꎬ 我们由自然的内在价值推导出人们负有维护和促

进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稳定性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ꎬ 此为北宋张载 “为天地立心” 的生态文

明意蕴ꎮ 所以ꎬ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注重提高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ꎬ 一方

面ꎬ 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决定了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业ꎬ “每
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建设者、 受益者ꎬ 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 局外人、 批评家ꎬ 谁也不能

只说不做、 置身事外”③ꎬ 这是人 “以圣道为心ꎬ 有补于天地生灵”④ 必须具有的生态道德ꎮ 另一方

面ꎬ 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化关系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通过完善包

括生态环境知识、 生态道德、 生态经济和生态法制等生态文明教育体系ꎬ 开展各类环保宣传活动、 创

办生态文化教育基地ꎬ 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披露、 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政策ꎬ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参

与环境治理的能力和层次ꎮ 人们在 “辅相天地之宜” 的实践中ꎬ 按照 “美的规律” 把主体的发展诉求

投射到外在的对象中ꎬ 通过艺术和科学的能动创造ꎬ 形成 “人的尺度” 和 “物的尺度” 的有机统一ꎬ
使自然界表现为 “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ꎬ “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⑤ꎬ 建构起生态公民的

意义世界ꎬ 获得人生价值的 “实体感”ꎬ 这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大地上的多元化绽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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