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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篇一

〔摘要〕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处理好人与自然
关系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严峻现
实，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人类自
身。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与自然矛盾根源的重要向度。
启蒙开启了近代理性文明的进程，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确立。
然而，主客二元对立架构下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滋生，工具
理性单向度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文明观
念、***上帝决定论、中国哲学的“道法自然”生态理念、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和
深入。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恰切和深邃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
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为我们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关键词〕启蒙批判，人与自然，生态智慧，历史唯物主义，
感性活动，存在论

古往今来，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经久不息，这是人类
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使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乎人类的
前途命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肆虐，这表明
自然界正在以它的方式警告和惩戒人类，向人类的不当行为
进行报复。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反
省人类自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给予我们探究人
与自然矛盾根源的一个重要向度，而生态文明观念、***上帝



决定论、中国哲学中“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提供给我们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多个面向，将
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省察引向全面而深入。最终，在马克
思那里，我们发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深邃
和丰富的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感性活动”原则之上
来诠释和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重要路径。

为什么在人类自诩无所不能的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却
愈演愈烈？为什么被启蒙之后觉醒的人类却走向了自然的对
立面？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我们首先要回到開启近代理性文
明的启蒙自身，反观这一问题的缘起。在这一方面，法兰克
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批判代表了其
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向度，他们在对启蒙的反思中追根溯源
地探寻了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根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提
供了一种积极的应答。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是一切使人类得到自由发展、
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其本意是祛魅。启蒙意图通过知
识的力量来反对和**神话，使人们获得洞察力，能够意识到
自身是可以不受自然摆布的独特个体，亦毋须匍匐于上帝的
脚下，在这种不断地自我觉醒当中可以打破无知和迷信的束
缚，从而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理性至上、信仰知
识、祛除神话、唤醒世界，成为启蒙的纲领和信条。

启蒙始终贯穿着祛魅化的努力，然而，走出无知和迷信的被
启蒙的人类，为什么最终又重新坠入到一种野蛮状态之中呢？
面对这一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关
系进行了彻底的省察。

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
性，人类无法与自然相抗衡，就将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投影
到神话当中去，神话的世界复制了人类的现实世界的等级、
权力关系，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外在力量。启蒙信奉知识就是



力量，知识足以**人类对神话的恐惧和崇拜，将原本属于人
类自身的世界交还给人类，因而试图借助于知识将人类从神
话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类获得自由发展的积极力量，
这本是一件幸事。然而，启蒙的发展却逐渐背离了它的初衷，
走向了其反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理性
的被滥用。在人类拿起理性的武器认识和对待自然的过程中，
并没有恰当地运用理性，而是以世界主人的傲慢、一切为我
所用的姿态去对待自然。因为启蒙在发展过程中，启蒙理性
发生了扭曲，单向度为工具理性而丧失了其中所包括的价值
理性的丰富意义。启蒙要求以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的形式表现
出来，科学技术便是基于工具理性的重要知识形式，体现着
知识的本质力量。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
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自然被视作是纯粹的被征服
和宰制的客体，它理应为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服务，
自然的价值只是在于它可以为人类提供资源、谋取利益。

人类由于过度地迷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信奉它可以使自身利
益最大化，就进一步运用技术的方式对待自然，贪婪地无限
制地使用自然资源，由此，知识最终演变成剥削自然的工具
性存在，人类也沦为工具理性的附属品。所以，启蒙洗礼之
后，人类在面对自然时，“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
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目的”〔1〕
2。

启蒙之后，在工具理性几乎驱除了全部传统的神话和外在权
威时，人类却没有真正实现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人类支配和
统治自然的同时，自身更深深地陷入到自然的束缚当中。因
而，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对自然的工具主义的态
度，即全部症结要归因于启蒙理性单向度为工具理性。霍克
海默和阿多诺这样说道：“造成社会理性化过程之吊诡的理
性，或者说造成启蒙辩证法的理性，不是价值理性，而是工
具理性。”〔3〕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霍克海默和
阿多诺启蒙批判的一条主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与自然关
系矛盾的根源在其中得到了积极的应答。那么，究竟应当如



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呢？我们进一步借助更多视域的
分析，试图发掘出可供借鉴的有效资源。

除了启蒙批判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古今中外众多的思想
家都曾对这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过
深刻的探究和阐发，汲取他们的宝贵生态智慧，为我们继续
去深入反思这一问题，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路径提供了
重要的启迪。

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是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
大突破性进步。“生态文明”一词，据相关研究表明，在西
方可以从伊林·费切尔那里找到源头，1978年他在英文期刊
《宇宙》中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
证法》的文章，其间他提出了“生态文明”观念，基本观点
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因其生物
本性和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环境两个方面而依附于自然，但自
然并不是人类可以肆意利用的存在物，人也不是凌驾于自然
之上的主人。人类如若获取自然资源就必须爱护自然，人有
着照料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面对自然，人类应该遵循自
然规律，顺从自然，尊重自然。其二，人类取得的进步并不
必然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借助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攫取、
控制所取得的进步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或许会为此
付出更多的代价。真正的进步乃是以创造和保护人类生活条
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的质量进步。其三，要想解决
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本路径就是人类应摒弃历史线性进步论，
树立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把文明看成一个地球
上的子系统，以此纠正人与自然二分的错误观念，将文明与
自然融为一体〔4〕。其四，任由人类征服支配自然的时代终
将结束，人类必将开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承
袭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主义，利用科学技术征服、剥
削、破坏自然，而科学技术的真正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自然律令，而不是去加强对自然的征服。生态文明或将
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的***有其独特的阐释。
究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上帝决定论，其主要的观点有：其
一，在***的教义中，上帝是理解上帝—人—自然三维关系的
核心角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上帝定义的一种统治与被统
治的关系。上帝指示人类可以统治自然，因为人与自然都可
以通过物质交换延续生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人
的“统治”角色却不是任意的，统治是“有限的”统治，更
恰当地说，是一种“管理”。人首先应当履行维护、看管自
然的责任，方才享有对一切动植物利用与控制的权利。换言
之，人类相对于自然的权利和地位，是由于对自然的责任或
义务而确立的。其二，人类是地球上的独特存在，地球上的
所有物种，只有人类是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破坏性的矛盾统
一体。恰恰是人类的这种独特性，使得人类更应该担负起保
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在上帝面前，人类是一种有缺陷
的有限性存在，正是由于人类有时无法认清这一点，无知或
狂妄地把上帝赋予的守护自然的职责理解为可以肆意妄为地
支配和主宰自然的权利。事实上，人类之外的一切不仅不是
可以为人类支配的，而且还具有不依赖于人的独立性。人类
世代都在掠夺破坏自然、与自然对抗中来获取自身的价值，
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其三，人类对自然应有的态度是，
在上帝面前保持谦卑。只有在上帝的恩宠和启示中，人类才
能拥有智慧。只有在谦卑中，人类才能领会到上帝赋予自身
的权利与义务究竟是什么，用谦卑去弥补自身的缺陷，才能
最终获得与自然正确相处的智慧〔5〕。

中国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上，老子提出的“道”最接
近于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自然”，道并不是指社会历史意义
上的人伦、常理之道，而是自然之道。他倡导对待人与自然
关系上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道法自然”，其中包含着“物
无贵贱”“知足知止”“效天法地”三个向度的内容。具体
而言：其一，关于明确人在世间地位的“物无贵贱”。老子
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平等共生于天地间，无高低贵贱
之差别，不仅如此，人与自然万物彼此之间有着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其二，关于人类利



用自然资源的“知足知止”。老子批判贪图享乐的消极生活，
告诫人们须摒弃不必要的過度消费，理应合理有度地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讲究适可而止，以知足的心态善为而不去妄
为，方可成就大为〔6〕。其三，关于人对待自然方式的“效
天法地”。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7〕63，人理应与天地万物一起遵循和守护自然而然的
法则，不可背离，不可妄加干涉，应努力将自然之法通过人
类的智慧转为生存之法，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回归人与自
然的和谐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潮之一，它是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
解决生态危机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此我们列举几位代表人
物来深入阐释这一问题。高兹将生态危机的发生归结于资本
主义对利润无限追求的经济理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
机从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不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问题，
就会危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他看来，当下的出路就
在于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用遵循生态规
则的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8〕249。奥康纳则指出资本主
义制度本身就有着反生态的本性，因而，资本主义的生态体
系不具备可持续性。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当中，就势必造成
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界的污染，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生
态危机日愈严重。福斯特强调科学技术是资本家谋取利润的
手段，如若将生态危机的解决寄托于科学技术之上定是徒劳
的。当前全球生态的破坏归根结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
诱发的，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
机。

上述古今中外思想家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诸多观点，
关于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认识和理解大致有三种角度：一
是有的将之归结为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
合理的运用;二是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或者说是资本逻
辑导致;三是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资源、破坏自然而造成
的。就解决路径与方案而言，他们相应地提出了三种观点：



一是要合理运用科学技术，遵循万物法则，担负守护自然的
职责，达到文明的发展与自然有机的融合;二是要变革资本主
义制度本身，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是要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自然的独特价值，合理有
度地使用自然资源。以上这些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给
予我们更好地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以深刻启示。另外，我们也
从中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这个主题是贯穿人类文明进程的根
本的重要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对峙、失衡，并不是
由某一种单一的原因引起的，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诸多的
因素所导致。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恰当地分析和解决这一
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理应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
论境域之中，这里蕴藏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丰富、
恰切和深邃的智慧。马克思在他的感性活动原则中提供了人
与自然达成辩证统一的重要规范和标准，为我们科学地解答
了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那么，何谓“感性活
动”呢？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它指的是
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关系中建构出人类社会关系的劳动，对
象性、社会性、历史性是它的主要特点。正是感性活动的这
些特点规约着人与自然关系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
然”，二是“人与人”和“人与自然”。马克思认为，正是
基于感性活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类史与自
然史的相统一。

首先，我们来分析“感性活动”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联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
纽带不是思辨的理性意识的活动，而是感性意识的活动。在
马克思这里，感性、感性意识、感性活动是同义词。论及感
性意识，它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不一致，“不再从人的先验
的认识能力或者感官功能以及意识主观活动的意义上来理解，
它不再是个体的属性”〔9〕125。换言之，它虽然表现为人
们的欲望、激情和需要，但这并不属于个体独特的情感范围，
而是一种类的属性，它应被理解为“领悟并造就人类社会性
的交往意识，同时也是建构着人类社会的感性活动”〔10〕。
这种感性活动即是发生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对象性活动，这



种关系呈现的是“对象性”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互为
对象的一种平等关系。

其一，这一“对象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
互制约。自然于人类而言，它是人类劳动和生活的前提，为
人类提供了劳动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同时也是人类为了表
现和确证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力量所需要的世界，人类必须依
赖自然而生存;而人对于自然来说，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有机
组成部分，马克思这样说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
活与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与自身相联系，因为人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56-57另一方面，自然是“在人
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
现实的自然界”〔11〕89。脱离人的感性活动的自然，在马
克思看来，毋宁说是一种“无”。所以，人与自然是一个密
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亦即“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
然的本质”〔11〕89。这种自然界的属人的性质和人的自然
界的属性，指明了人与自然应然的和谐关系，突破和超越了
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

其二，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互为对象”关系中的主体
性。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感性意识，这当然彰显了人与自然
关系中的人的主体性。但是，它只能是一种独特的“主体
性”，他这样说道：“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
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
的现实、对象性的本质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
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
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1〕105这段论述中的“设
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是至关重要
的内容，这里的“主体性”指的即是感性，正是由于人具
有“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11〕105，这种主体性才
会成立。“一方面，展现这种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活动证明了
自然对人的先在制约性;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对象是表征着人
的这一本质力量的存在，这两方面共同印证了人与自然界之
间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9〕121-122因此，马克思认为，



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的感性意识是一种主体性，然而它绝不
是在近代形而上学框架下的主客二元對立的主体意识。这是
马克思在告诫人们，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去谈论
人的主体性，换言之，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决不能凌驾
在自然遭受控制、掠夺和破坏的痛苦之上，这就有力地回击
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工具理性的态
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文提及的工具理性的扩张，科
学技术的进步及其不合理的运用，人类过度掠夺和消费自然
资源、破坏自然等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原因以及对应
的解决办法在马克思这里也已经全部涉及到了。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感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社会性。他认为，人的感
性活动的产物不只是作为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呈现出来的生
产力的提高，同时还有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因为，感性意识本身就是一种与他人、他物相联结的交往意
识，感性活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这种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这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中的生产关系。
他是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表达生产关系的涵义，当生
产关系被理性所确认和固定下来就是社会制度。这样，“人
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前者决定了后者，
而后者对前者亦有所影响。因此，倘若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必须要考量“人与人”对“人与自然”的影响。我
们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
的方案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这里亦有所呈现。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感性活动中提供了对待人与自然
关系应遵循的所有应然准则。至于实然状况中，例如：人类
中心主义观念的形成、工具理性的扩张、科学技术的被滥用
等问题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当然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
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感性活动的异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人与自然是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
历史的统一，人类史与自然史是同一部历史。在这其中，还



蕴含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终极路径〔12〕。马克
思将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落脚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
之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
决，以达到和谐共生的一种新局面，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新
的关系的产生，而对这种新关系的需要，是在生产力的变革
中产生的。那么，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境域里，生
产力的变革又到底意味着什么？生产力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
力量，因而，生产力的变革并不是从工具理性角度理解的工
艺学意义上的突破，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条件的发展，
还包含了人与人对社会关系需要的感性的交往意识的变革。
因此，其真正的变革意义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人的
感性存在的生产，由此引发了人的感性需要的增长和感性意
识的变革。感性需要的增长不能等同于物质欲求的增长，这
种需要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需要，它的不断增长是感性意识
变革的原因，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中对新的社会性的
发现以及实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自然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
的变革，意味着新的社会属性的降临〔9〕126-127。换言之，
当生产力的变革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新关系的需求和渴望时，
新的社会关系变革的发生也就来临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感
性活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中，实现了共产主义这个新的
社会关系的诞生，就迎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谐共生。
马克思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
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81在未
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当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结束了
人类史前史的阶段，感性活动的异化得到扬弃，人不再被异
己的规律所支配，能够运用自然生存法则进行合乎规律的自
由活动，开始了自由人的创造而进入到真正的人类史，人与
自然才真正达成和解，实现和谐共生。

总之，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原则诠释和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应然
关系，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根本重要的理论
支撑，也为我们努力达成这一新局面指明了方向。这就是，



我们首先应对联接人与自然的感性活动的“对象性”有充分
的体认。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的平等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
响与制约。人类是有限性的存在，自然亦有其独特价值。人
的主体性是在互为对象的关系中的主体性，因而，绝不能继
续抱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工具理性进一步蔓延扩张、
科学技术被不当地运用。当然，解决问题的根本，不能只是
认识态度上的转变，在这种意识的背后是作为根据和基础的
社会存在，它就是近代理性文明以来的异化了的感性活动的
存在。我们认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好“人与
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坚持马克思的人类史与自然史
相统一的理念，落实在个体的实实在在的感性活动上。我们
在感性活动中应遵循万物生存法则，担负起守护自然的职责，
在逐步带来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产力进步中，增进个体的对
象性本质力量，从而逐步朝向自由人的创造的理想境界，推
进共产主义这个“人与人”之间崭新社会关系的诞生，最终
彻底扬弃感性活动的异化，从而真正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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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篇二

摘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
一直在探究的话题。近年来，生态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从
生态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研究传统自然观念和现代生
态美学观念的差异，最终得出只有在生态美学视域下人与自
然的关系才能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结论，明确指出在人与自
然关系的发展中生态美学指导性的意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
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

关键词：生态美学;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全球变暖、水土流失、稀有动物濒临灭绝等一系列
的环境的出现，使人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
们该如何与自然相处成了人类生存问题的重中之重。在人类
生存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一直在不断的
变化，因此，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要回归历史，分析不
同时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不同思维方式，再以生态
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从而发现人与自然是能够和
谐、可持续的相处的。

1.敬畏观

原始社會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人们只能依靠自然界
中原有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勉强维持生。在对自然认知
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应对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种生活必然
受到自然的支配和摆布。在强大而异己的自然力面前，人类



只能借助于想象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将种种自然力、
自然现象和自然物赋予了某种神奇的力量，并在恐惧、敬畏
的心理作用下，对这些神奇的自然力、自然现象、自然物顶
礼膜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人类敬畏自然，并且受
自然的制约。

2.顺应观

随着人类支配自然力的能力的增强，神话也就消失了。农业
文明时期，人们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对自然规律有了一定的
了解，在思想文化上，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有生命
的机体，从中生长出了世界万物，被认为是“本源”性的存
在。在中国古代道家和儒家的传统哲学中提倡“天人合一”
的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顺应，强调二者的和谐共生。这种
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思想与当下的生态学理论有相同之处。

3.征服观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能力逐渐增强使得人类社会也出现
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工业革命的产生使人类逐步进入工业文
明时代，这时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的人
们不再是大自然的“奴隶”，受大自然支配，反而成了自然
的主人，这种观念必然会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不
再是一个和谐统一体，自然被当作可以征服和改造的异己对
象，人们只重视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
体性。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自然观念下人类不是敬畏
自然就是想要战胜自然，将人与自然分割为了两个独立的个
体，即使有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是“顺
从自然，凡事随缘”的心态。因此，在传统观念下的人与自
然的关系并不平等，均不是理想的发展状态。

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1972年在《加拿大小说杂志》发表



的论文《走向生态美学》是较早以“生态美学”作为标题的
论著。1米克认为生态美学应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注
重人类的生物性，根据当代生物学知识、生态学知识来反思
并重构审美理论。因此生态美学也可以称为“生态审美学”。
在生态美学的视域下，笔者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总结出以下
几点。

1.反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自然中心主义顾名思义就是重点强调自然，人依托于自然而
存在，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于自然而言，人并没有改造它的
权利，更不能因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去破坏其它生物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自然。人类中心基于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思想的
发展，将人看作是世界一切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衡量一切实践活动的尺度变成了人的利益。米克从环境的长
期稳性的角度批判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传统与善恶标准，提
醒人类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他认为，对于生态系统最大
限度的耐久性而言，最大限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最重要的，
也即是说是否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该
成为人类的价值准则。

笔者认为无论是自然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二者对于
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都具有时代局限性，不符合新时期的生
态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观。生态美学的整体性原理促使我
们将化境理解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人与自然并不是互
不相干相互分离的实体，其内在是具有联系性的整体。

2.在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欣赏自然

中国学者程相占曾提出了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其中一条是：
生态审美必须借助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态学知识来引起
好奇心和联想，进而激发想象和情感，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
就无法进行生态审美。2审美欣赏必须借助知识而展开。在艺
术欣赏中，艺术题材的背景知识、艺术史知识为艺术欣赏提



供了基础，也为艺术批评提供了参照系。自然欣赏与之道理
相同，没有自然知识的积累，不了解自然，就无法形成正确
的参照体系去认知自然、欣赏自然，更不用说与自然和谐相
处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基本的生态知识的指引，人
类和自然之间就无法和谐、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美学强调生态知识不是关于某一物种自身的一般知
识——这是生物学知识;作为生物学的分支，生态学所关注的
主要是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所以，生态欣赏所关注的应该
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人类不正视人与自然关系
的问题，忽视生态知识的重要性，那么错误的思维必会导致
错误的行为和实践，进而影响到人自身和后代的发展，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也只能是一种空谈。

3.相互交融，和谐共生

生态美学彻底摒弃了那种基于人与世界对立、主客二分的传
统审美模式，代之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
认为在与人类需要和人类用途相关时，并没有独立存在于我
们之外、与我们分离的环境。这说明环境和我们总是密切相
关的，我们是环境的一部分。哲学家恩格斯反复强调人与自
然的不可分割性，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
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这里，恩
格斯告诫人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关系。
人无论多么高贵、能干，始终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处在自
然整体之中，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因此，人必须站
在生态美学的角度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一致，在发展生
产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运用生态美学的知识来保持生态平
衡。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生态美学在人与自然中的关系中有
着指导性的意义，它能够引导着人类树立正确的对待人与自
然关系的生态理念，从而使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的相处。与
传统的自然观念不同，生态美学提倡用生态学知识来引导人



们的生态审美，从而合理的改善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没有生
态知识引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持久的。因此，生态美学
是只有在生态美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的可持续
发展。当然，在当今科技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下，对于生态美
学的研究还在继续，在今后也定会更加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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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发展促进和谐共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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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篇三

摘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
科学技术揭示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在人类从被动的适应自然
到主动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划时代
的作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提
高人类的素质,依靠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更好地协调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人与自然;科学技术;协调发展;和谐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概括地
讲,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
了使用手工工具获取生产及生活资料和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
这样两个阶段。目前,正在向第三阶段过渡。

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阶段是使用手工工具对抗自然、获取生



产和生活资料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了从人类产生到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前的原始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漫长历史
时期。这一阶段中人类处处受自然力量的控制和支配,以调整
自己的活动适应自然为主。起先,人们为了寻找更适合于生存
的环境而迁徙,当人类的某些集团碰到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时,他们就定居下来发展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富
饶的大河流域,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的工具,无论是石器、金属工具,或是复合的手工工
具,甚至是简单的机械装置,充其量只是初步延长了人的肢体,
只能以人的体力劳动为主要动力基础去作用和改造自然。生
产的产品主要是人类衣食住行的初级必需品,人类的认识和实
践活动对自然界影响微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冲击很难超过环
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所以此时自然生态系统凭借自我调
节而保持自身原有的平衡。总之,在人与自然关系矛盾与和谐
共生的统一体中,自然居于主导地位,人类在强大的、不可战
胜的自然力面前,更多的表现了其受动的一面,处于严重的依
赖、屈从和被支配的状态中。

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阶段是使用大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时代。
这是人的主体性突现的时代,人的能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人
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革命性变化,人在自然面前的主
动支配地位空前提高。

伴随工业时代的来临,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水平大大提高,对自
然的干预逐渐增强,以至强大到成为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
力量。伴随着近代历史所发生的两次科技革命,人类对自然的
改造和控制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依靠被建立起来大机器
生产系统,人类开始突破自身自然力的限制,逐步摆脱了对自
然界的被动依赖,创造出大量人工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人
类对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更加广泛,由利用地表资源转向大规
模开发利用地下资源,使不可再生的地下资源――矿产资源纷
纷进入了生产过程,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资源。



但由于人类盲目发挥其能动性,人类自身活动对环境的作用和
影响开始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人类也不可避
免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土
地荒漠化、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臭
氧层出现空洞等,严重危害了人类的健康,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使用高新科技成果协调人
与环境的关系,在取得高度发达的物质成果的同时,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阶段。

现代社会,人类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与受
动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高度增强和发展的
同时,人类开始注重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面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人类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过去人
们片面地强调了自己在改造和征服自然过程中所拥有的主观
能动性,向自然界无度索取,却忽略了人也要受到自然规律的
支配,也有受制约的一面。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
人在自然界里能获得多大的自由,不单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
挥程度,还要取决于人类对自己的受动性的认识程度和控制能
力。人类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人类
逐渐认识到只有营造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与
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长远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实现人
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念已确立起来,并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民众所接受。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十分特殊
的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类是在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正是由于自然界相对于
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界有绝对的依赖性,必须适应自然



界的先定条件,否则人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正如马克
思所说:“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肉体
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
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物质基础。自然界孕育了人类,且迄今为止,地球是我们发现
的唯一适合人类这种智慧生物生存的场所。自然界不仅为人
类提供了必要的空气、水、食物、阳光、温度等条件,还为人
类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森林、平原、地下矿藏以
及风力、水力、地热、太阳能等各种资源。人类生存和发展
所需要的生产工具、生活资料,说到底都是从自然界获得的,
无论是自然界自然生产出来的,还是人类利用自然界客观存在
的物质材料加工变革而来的。人类正是依赖自然界提供的各
种自然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就无
法生存。

此外,自然界还是人类获取科学认识的基础,为人类的精神生
产提供原材料。人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源
于人类具有能动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而任何实践活动
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是在一定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人类
正确认识的获得,是无法离开自然界的,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对
物质世界的反映,人类的全部科学也都是对自然界不同方面的
相对正确的认识。一旦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认识的对象也就
谈不上认识,更谈不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把握。而且人类
只能在认识规律、驾驭规律和利用规律的基础上去改造自然
界,才能使自然界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历史已
经证明,如果人类不依照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界,不但无法取
得自己预想的效果,还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因此,人与自然
的关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系。只有处理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才谈得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保持我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也是保
证人类健康的生存环境、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

科学技术在人类从被动地适应自然到主动地认识和改造自然



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作用。现在人类要实现
与自然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仍然要依靠不断发展的科学技
术。

(一)科学技术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正确的
认识论基础。

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必须要顺应自然所固有的规定性和规律
性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因此,研究自然规律,认识自然规律,
使人类的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是使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重要前
提。而科学技术揭示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它是人类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手段。尤其是现在,高新
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使人类可以借助有力的科学技术手段,综
合利用自然资源,更加合理地组织生产活动。因此,只有依靠
科学技术提供的正确认识,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
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科学技术物化为劳动工具,帮助人类更好的改造自然。

劳动工具使人类能够更主动和更积极地作用和改变自然界,而
劳动工具的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这也正是科学技术变革自然
的功能最突出的表现。从最初使用手工工具,到使用各种机器
设备、自动化的生产线,转变为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体系,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力的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我们既要对自然越来越有效地进行改造和利用,又要尽量
将对自然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并对已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有
效治理,只有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自
然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而这一点的实现必须依靠科技发
展的力量,即其物化的手段和工具。

(三)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变其智力结构。

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人类,要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劳动能力
是体力和智力的综合体。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相比,智力更为



重要。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有更丰富知识、智慧和创造能
力的劳动者。科学技术通过“智化”在劳动者身上,能够提高
劳动者的体力、尤其是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智力水平,由此全
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只有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才
能更好地理解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并且在实践中付诸实施。高素质的劳动者对协调人与自然关
系,构建和谐社会起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四)科学技术使人类劳动对象日益丰富,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能
源不断增多。

劳动对象主要指人类能够利用的那部分自然资源,事实上在自
然界中还存在大量的人类目前还未能认识,或无法利用的资源。
一些过去作为废物不能利用的东西现在也作为新的劳动对象
进入生产过程,而且运用科学技术还可以研制、开发出越来越
多新的物质形态,如各种新型的人造材料、复合材料和合成材
料等作为劳动对象,特别是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越来越多
的绿色材料、绿色能源和清洁生产工艺等。科学技术还可以
通过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使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极大的提高。
这一切都使人类更加合理、无浪费地开发和利用自然,促进人
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五)科学技术可以提高人类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见能力。

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掌握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规律,进而帮助人们预测人类改造自
然活动的种种后果。人类与自然关系在某些方面的失调,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或认识不足,看不
到自己的活动将会带来的不良后果,特别是那些需要较长时间
才显露出来的不良后果。因此,科学技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
够极大地提高人类对自身行为的预见能力,从而为人类与自然
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保证。

人类所面对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虽然是人类滥用科



学技术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造成的,但归根到底,实质上是人的
问题,是人类对科学技术应用后果的两面性缺乏认识,科学技
术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的目标的强有力工具,但是这
把“双刃剑”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在很大程度上
是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因为科学技术,归根到底还是受制于人
的,是为人类的力量所掌握和控制的。因此,人类必须转变自
己的错误观念,提升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道德水准,从而全
面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类才能更好地
驾驭科学技术,发展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使用好科学技术这
把“双刃剑”,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促进作用,
使之真正成为推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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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篇四

大自然，一个多么雄伟和神奇的存在。

自然是神奇的，它是万物的家园。河流里鱼翔浅底，天空中
苍鹰搏击，大地上鲜花怒放，森林里鸟儿歌唱。阳春三月燕
子衔泥，炎夏六月荷花满塘，金秋九月蟋蟀歌唱，严冬腊月
红梅飘香，无尽的生命使地球生机勃勃，让大自然绚丽多彩。



而人类呢？是大自然最慷慨以对的伙伴，它给予我们无穷的
智慧，给予我们丰富的资源，给予我们无数神奇的朋友。但
是，人类的所做所为就如同那青春叛逆少年的不计后果的玩
乐，与其不同的是，人类犯下更多滔天大罪。人类总是直接
或间接地伤害自己的朋友，有些人却依旧乐在其中。人类总
是掠夺式地开发和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导致在我们生活
的地球上，每年每月甚至每时每刻都有某个物种在灭绝或濒
临灭绝。对于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资源，人类更是不知后果的
挥霍。世界上80％的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森林正在以每
天375平方千米的速度消失。

大自然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美，但随着当今生态环境的日
益恶化，天然之美显得越来越珍贵。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善待大自然，
大自然就会善待我们。

带着对大自然的愧疚和与大自然和平相处、善待大自然地誓
言，向大自然鞠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文篇五

自然是我们的母亲，创造了人类，养育了人类，她是人类的
母亲，关心和爱护人类，她关心爱护宇宙间的一切，她包容
人类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她希望有一天，人类会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并加已改正。春天小草破芽而出，心中会略过一丝惊
喜吧；当感受到夏风中清凉的风，心里所有的烦恼被舍去；
当树叶一片一片的落下，便可以感受到一丝凄凉；当雪覆盖
大地的时候，便可以感受到白雪皑皑的世界。世界给了我们
很多惊喜。

而我们呢，却因为乱砍树木，破坏自然，吃野生动物而引发
的荒漠化、缺水以及新冠，无一不在警示我们人类，要珍惜
自然，保护自然，保护动植物。让环境造福人类。工厂的污



水使得水源被污染，人类的生命面临着危险。各种白色污染，
小鸟的家园受到了伤害。人类啊，醒醒吧。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地球只有一个，要植树造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不想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自然，我希望有朝一日，大
家能正视自然，自然，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互利共
惠，真正将我们的家园建设的美丽。

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就是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相互关系，
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或统一性），就是
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性质
和趋势。矛盾的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互相否定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之间是相互
联结，谁都离不开谁。人和自然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需要
多种一棵树，多养一盆花，多增加一些绿色，都是我们的义
务和责任。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我们伤害自然，终有一天，我们会得
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能做的只有把这把枪用好和用少。让
我们共同努力吧，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呼吁：让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