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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态观对当代青少年生态观培育的启示

王世明

摘 要:作为 “美丽中国”未来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当代青少年,应该积极培养生态观

念,为将来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刻的生态智

慧,儒家生态思想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探索和发掘儒家生态思想,能为中国当代

青少年生态观培育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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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的长远大计。党的十八大提出要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社会掀起生态文明建设高潮。

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作为未

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当代青少年应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培养良好的

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探索和发掘儒家生态思

想,有益于当代青少年良好生态观的培育。

一、儒家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思想 “不仅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也包含着人际社会关系、物我

关系、人己关系的合理态度”[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的 “天人合一”思想,不

仅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生态观,是儒家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儒家的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

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一)天人同源,天人是有机整体

《周易·序卦传》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2]397可见,《周易》认为天和

人都是内源于宇宙的。此后,儒家经典和儒家代表人物都继承和发扬了天人同源的思想。例如,荀

子在 《荀子·礼论篇》说:“天地者,生之本也。”[3]307荀子认为天 (万物、自然)和人都同源于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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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汉代董仲舒则认为: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

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互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91南宋时期,朱熹提出

“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思想,同样表达了天人同源,天人是有机整体的思想。

(二)天行有常,顺天不逆天

孔子在 《阳货》中言:“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353在孔子看来,天不

用言语,四季、百物能够领会它的意思,四季照常交替,百物依季节和谐生长。这里,孔子认为

“天”是具有自然法则和规律性的宇宙。因而,孔子认为天人之间相通,人应该效法于天。在

《论语·泰伯》中孔子同样表达了天人相通,顺应天意的思想,孔子指出:“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5]160孟子同样主张人应该遵循 “天道”。 《孟子·万章上》说: “莫之为而为者,天

也。”[6]186孟子认为,天是具有客观规律的存在物,人应先 “尽其心”,然后 “知其性”,最终达到

“以事天也”的目的。董仲舒则认为:“事各顺其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4]152因

此,董仲舒效仿 “圣人法天而立道”。宋代张载不仅继承前人的思想,而且还明确使用了 “天人

合一”这一概念。他说:“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7]此后,天人合一,顺天

不逆天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例如, 《河南程氏遗书》有载,程氏两兄弟提出了 “万物一体”

的思想。朱熹则把 “万物一体”思想继承下来,《朱子全书》有言:“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

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8]

(三)天人和谐,与天地合其德

《周易》提出了 “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2]15可见,《易传》不仅强调人在行为上

应遵循自然规律,而且还把遵循自然规律上升至人的道德层面,要求人与天地合德,达到人与天

地、内在与外在 “合一”的目的。《中庸》则强调人通过 “诚”的途径达到天地人的和合。《中庸·

天道至诚》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

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9]至明清时期,

《周易外传·无妄》中王夫之提出 “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

动以顺生之几”[10],继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顺应 “天德”是圣人尽王道的道德要求。

儒家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为其具体的生态主张提供了哲学

支撑。“天人同源”要求天地万物在地位上应该平等,这使得儒家主张人类不应主宰万物,而是

“仁爱万物”;“天人统一”“天行有常”“天人和谐”等则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要

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可掠夺自然,这使得儒家主张 “取用有节”和 “以时禁发”。更可贵的是,

儒家通过对 “天人合一”哲学问题的探讨,“从人道契入天人关系,以人道体天道,将天道人伦

化,以仁义思想为核心,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属性赋予自然界,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积极利

用自然万物、人与天地参的进取观点和 ‘仁民爱物’的环境道德观,希望积极发挥人的主体能动

性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1]。

二、儒家生态观的本质内涵

儒家的生态思想,是对于动植物原始的、怜悯的和朴素的情感,经由古代儒家对天人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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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逐渐发展成为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儒家生态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经历先

秦到宋明时期漫长的历史积淀,也经过了古代儒家大量而深邃的哲学思考,形成一个庞大而又深

奥的系统。其主要内容大致包含三个方面。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仁民爱物”

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提出了 “仁民爱物”的思想。孔子主张把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仁”和 “爱人”的原则运用到处理人与万物关系问题上来,提出了 “仁爱万

物”的思想。孔子认为自然界中万物与人一样有其生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而,作为同在自然

界成员的人应该既爱人又兼爱万物。随后,孟子提出了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

“强调敬爱亲友而泛爱他人,由泛爱他人而仁爱万物,从 ‘仁民’而 ‘爱物’”[12]。在 《孟子·

梁惠王上》中,孟子还告诫人类在实践中应使用 “数罟不入洿池”[6]137 “斧斤以时入山林”[6]137的

方式去关爱和保护万物,以限制人类向自然过度索取。荀子也主张把 “爱人”推及 “爱物”,从

而做到 “以类度类”。他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3]54

先秦之后,历代儒家代表人物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上也进行探索。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万

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4]91北宋时期,张载提出 “民胞物与”的理念。在 《正

蒙·西铭》中,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

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3]张载把 “民”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把世间万

物视作自己的同类。张载的 “民胞物与”理念同孟子 “仁民而爱物”的情怀一脉相通。后人朱熹

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己,亘古至今,生生不息,人物

则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14]

不难看出,儒家深知这一道理:人与自然是同根同源,是统一的有机体。因而,儒家把人与

自然摆在同等地位上,而不是强调人对自然的主宰。进而,儒家把人性关怀中的 “仁” “爱人”

“仁民”等推演至自然界中的万物,形成 “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儒家的生态利用思想:“取用有节”

在利用自然问题上,儒家提出了 “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孔子在 《论语·述而》提

倡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5]136。这是在告诉人们,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管是对使用的工具

还是对利用的对象都要适可而止,不能毫无节制。为了在利用自然过程中 “取用有节”,孔子甚

至提倡在生活方面和礼仪方面也要节俭。在生活方面,他认为 “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

也,宁固”[5]143;在礼仪方面,孔子重视礼的本身,而不是其外在形式, 《论语·八佾》有言: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5]33除孔子外,荀子和朱熹也崇尚节俭。在利用自

然过程中,荀子强调人不可过度利用自然,以避免给自然带来灾害。荀子 《天论》有言:“强本

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

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

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3]266而朱熹在强调节俭利用自然时则引用 《孟子集注》

卷十三中语句:“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15]

可见,儒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很注重节俭与节制。这不仅体现在取用量上要适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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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浪费,而且还体现在取用规范上要节制,做到 “不纲”“不射宿”,反对没有节制、不加区别

地索取。儒家希望对自然资源 “取用有节,物尽其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古代儒家还把这一原

则上升至 “节用而爱人”的高度,保护有限的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三)儒家的生态管理思想:“以时禁发”

在管理自然的问题上,儒家提出了 “以时禁发”的思想。在 《礼记·祭义》中,孔子曰: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16]孔子用人道中最重要的原则之孝道来劝诫人类重视利

用自然的时节性及遵从自然时节的良好成效。 《孟子·梁惠王上》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6]137孟子主张对自然

资源按时节进行保护和休养,资源才能丰富。反之,必然枯竭。战国末年,荀子强调说:“修火

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3]122。在这里,荀子不仅强

调要对 “山林”等自然之物进行育养,而且还强调在对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以时而 “禁”,以时

而 “发”。汉代董仲舒同样主张对自然的保护和休养: “无伐名木,无斩山林”[4]253。唐代柳宗元

在其 《天说》一文记载,韩愈反对人类日常破坏自然环境的活动,期望通过 “日薄岁削”[17]的方

式,使那些破坏自然的人一天天一年年地地减少,自然环境才不会过度破坏。

中国古代儒家用 “以时禁发”对自然进行保护和休养,说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界不仅有

四季更替的自然现象,而且还认识到万事万物自身生长的规律。

三、儒家生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引起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吹起了 “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号角。当代青少年是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者,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因此,其科学文明生态观的培育非常重要。结合中国古代儒家生态观,当代青少年应

从以下四个方面培养生态观。

(一)塑造青少年生态价值观

古代儒家 “天人合一”和 “天地者,生之本也”等思想启示当代青少年:人类是自然界

的产物,如同人类是自然界父母的婴孩,人类脱离自然界父母就无法生存。当然,儒家的

“天人合一”等生态思想并不像现代西方环境主义者那样主张 “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主张

在利用自然的经济价值满足人生活和发展需要的同时,要注意尊重自然规律并保证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因而,作为当今人类社会 “天子骄子”的青少年,首先在观念上不能以自然界的 “天之骄

子”自居,更不能在实践中利用自己学习和掌握的科学知识破坏、掠夺和奴役自然。当前,当代

青少年既要自觉培养生态意识,又要扎扎实实学习科学文化,为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好地推进

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代青少年要谨记,将来在开发自然

经济价值时,应该将其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范围内,追求自然生态价值的最大化,使

“天人合一”状态在工业文明社会也能得以实现。

·01·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DZ19\D\孙桂云\常州大学学报(社科)\2017\第3期\ 8校样 排版:孙桂云 2017-06-15



(二)培养青少年生态伦理观

古代儒家主张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儒家认为人类不是大自然家庭中

的 “独生子”,自然界中有万事万物,它们是人类的同胞。在自然界大家庭中,同样要遵循伦理,

人类不仅应该关心自己,关爱他人,而且还要关爱他物。儒家的 “仁民爱物”不只是一种道德的

说教,更是生态实践中的一种处事原则。例如,在实践中,儒家倡导用 “数罟不入洿池”和 “斧

斤以时入山林”等方式去践行 “仁民爱物”思想。在践行儒家的 “仁民爱物”思想过程中,最基

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禁伐禁杀。

而在现实生活中,当代青少年中一些人的行为既不能体现出 “仁民”思想,又不能体现出

“爱物”的观念,更体现不出禁伐禁杀的原则。近年来,有关青少年杀人、投毒、虐待动物和破

坏自然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青少年破坏环境的重大案件目前尚少,但是诸如攀枝摘花、林木刻

字、践踏草地等现象却数见不鲜。当前,当代青少年应大力培养生态伦理观,在日常学习和生活

中关爱他人,兼爱万物,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对生命有珍爱之情。

(三)引导青少年生态消费观

古代儒家对自然的利用秉承 “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原则。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经消费

往往就会消失;自然生态是脆弱的,一经破坏往往无法修复。当前,中国人口数量大,自然资源

相对匮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我们更应该节约资源,高效利用资源。

无论是对资源的消费还是对环境的消费,当代青少年要养成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的观念。在日

常生活和学习过程中要做到 “5R原则”,即 “节约资源,减少污染 (Reduce);绿色生活,环保选购

(R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 (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

存 (Rescue)”[18]。要做到这些,青少年应从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小事做起。例如,不用或少用塑

料袋、一次性碗筷和一次性包装,不浪费粮食,节约用水用电,节约笔墨纸张,循环利用书本,不

随意更换电子产品等。当代青少年在倡导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的同时,更要投身于节能低碳产业和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发之中,更好地发挥 “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原则。

(四)树立青少年生态发展观

古代儒家在保养自然方面提出了 “以时禁发”“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日薄岁削”等措施。

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只对自然采取消极的保护,但其实质也蕴含着对自然积极的开发利用。如

果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我们就会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自然资源就会迅速枯竭,“可

持续发展”和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愿望就无法实现,“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就更无法做

到;如果不做到 “无伐名木,无斩山林”,就无法实现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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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美好愿望。

当代青少年不仅应该在儒家生态思想中学会如何保护和尊重自然,还要思考如何处理好经济

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思考如何处理好人类代际公平发展的问题,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发展观,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努力。

古代儒家生态观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特别是 “天人合一” “仁民爱物” “取用有节”

“以时禁发”等思想,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也对即将成为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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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者的当代青少年生态观的培育提供了宝贵借鉴。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儒家生态观有其

不足之处,当代青少年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

际,培养科学的现代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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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nlightenmentofConfucianEcologicalValuesonthe
EcologicalValuesCultivationofYoungsters

WangShiming

Abstract:Asthefuturebuildersandparticipantsof“beautifulChina”,youngstersshouldactively

cultivateecologicalconceptsandbefullypreparedforthefuturetoparticipateinthe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nstructionofChina.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hasprofoundecologicalwisdomand

Confucianecologicalvaluesaretheoutstandingrepresentatives.TheexplorationofConfucianeco-

logicalvaluesprovidesusefulreferencesfortheecologicalvaluescultivationofyoung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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