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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典 生 态 智 慧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之 道 

冯天瑜 

摘 要：现代工业文明取得 巨大进展，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诸如环境污染、入的意义危机等。针对 “现 

代病”，谋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的 “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趋势，而中国先哲的 “和 

谐”“中道”观、“绿色意识”、共济式人伦观，可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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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和谐”与 “中道” 

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略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 

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前两个阶段，都走过了 “创生一繁荣一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 2O世纪 70年 

代达到极盛，其弊端在此先后愈益显现。这三个阶段文明盛极而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共通的 

一 条原因便是，该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又伴之以社会问题的积淀，人们只得寻求新的生 

存方式 ，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工业化时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更成倍张大，而环境问题则 日益全球化，现在任何国度、任 

何 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的威胁 。如果臭氧层继续变薄 ，大气空洞扩大 ，那么全人类 

便会普遍遭受紫外线的杀伤性照射 ，任何人都难以逃遁 。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 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 

无节制性 ，也 即中国先哲所指出的—— “过犹不及”。 

20世纪 8o年代中后期以降，人类的发展理论出现革命性转折——从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对环境 

的掠夺性开采以求得发展，转变为不仅谋求经济增长，而且注重环境、人口、文化的综合发展；不仅造福 

当代，而且惠及后代的长远发展，也即顾及到 “世代间平等”问题。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 “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有待从哲理层面加深，从实践 

层面落实。总之，“可持续发展”在知行两方面都处于初始阶段，尚需要朝深度与广度进军。 

就 “知”的层面而言，先秦哲人的 “和谐”观与 “中道”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而深邃的哲理之 

源 。 

“和”是中国哲 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指两种或两种 以上事物 间的和谐 关系 ，指事物 多样性的统一 ， 

“和”是形成事物的法则。老子说： 

万物 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 

意谓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周太史史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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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 同，尽乃弃矣①。 

认为两种以上不同事物形成多样性统一的和谐关系，确实能产生出新事物来，而相同事物加在一起并不 

能产生新事物。因而史伯反对 “去和而取同”②。孔子发挥这一思想，提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③ 

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苟子则进而把 “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 

万物各得其和 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④。 

与 “和谐”观念相联系的是不走极端 的 “中道”观念 ，认为 “过”和 “不及”两种偏颇皆不可取，提 

倡 “中行”⑤、“执和”⑥、“时中”⑦、“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⑧，将 “中和”视作根本法则 ，遵循此法则， 

天地万物便获得秩序、顺序长育 ～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⑨。 

“和谐”观念与 “中道”观念，是认定人生的最高境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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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达到天人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理念虽然不是正面论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但在借喻之间，流露出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的卓越理念。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 《国语》有 “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 

“罟”(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并对宣公说，春夏是鸟兽鱼孵卵怀孕之际，不应捕杀；是树木发芽生长之 

际，不宜砍伐 。而动植物得到繁衍 ，人类才能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孟子在论证 “仁政”、“王道”时，也有类似的 “观物比德”之喻—— 

数罟不入净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 山林 ，林木不可胜用也@。 

《逸周书》记载着封山育林的思想： 

禹之禁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⑩。 

荀子更从哲理高度论述尊重 自然规律的必要性 ：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认为人的功能是与天地配合，如果人放弃与天地配合的本分，却去与天地争职责，便是犯糊涂了! 

《管子》也有类似见解，认为人不能 “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 “天不予时，地不生财。”@ 

二、“绿色意识”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如果说，先秦 

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那么，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北魏农学家贾 

思勰指出： 

顺天时 ，量地利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 ，劳而无获⑩。 

① 《国语 ·郑语》。 

② 《国语 ·郑 语 》。 

③ 《论语 ·子 语 》。 

④ 《荀子 ·天论》。 

⑤ 《论 语 ·子 路 》。 

⑥ 《论语 ·尧 日》。 

⑦ 《中庸》。 

⑧ 《中庸》。 

⑨ 《中庸》。 

⑩ 《易 ·乾 ·文言》。 

⑩ 《国语 ·鲁语上》。 

⑩ 《孟子 ·粱 惠王上》。 

⑩ 《逸周书 ·大聚解》。 

⑩ 《荀子 ·天论》。 

⑩ 《管子 ·形势解》。 

⑩ 《齐民要 术 ·种谷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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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 (如图 1所示)： 

图 1 传统 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 

这种 “人事”不违天地规律的 “因势利导”思想，顺应自然发挥人力的思想，耕作、养殖、消费三者 

有机循环、生生不已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关于 “天一人”关系、“人一地”关系的卓识远见。因当时的生 

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十分深长，与当下正在觉醒的 “绿色意 

识”、正在兴起的 “绿色营销”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指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 

然 ，有利于大 自然的生态平衡 ，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 ；“绿色营销”指生产 

者及企业在满足顾客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利润。 

从 “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 “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 

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达国家高消费的情景通过现代信息手段，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导致发展中国 

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东 

方固有的 “节俭”意识，“量人为出”．的治家治国理念，具有修复性疗效，其精义也正与绿色植物生产 

(光合作用)与消耗统一，生产量大于消耗量 (方有有机物积累)的示范相合。这种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 

及其表现——绿色营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指示着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高效、低耗、少污染以至无 

污染的生物方法、绿色技术取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主体 

与客体的协调互济 。 

人类对 自身和外在 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 ，经历了 “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 

客体辩证统一阶段”。如果说，西方文化较典型地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这便是工业革命和 

科学革命所完成的任务，现在已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正处在由第二阶段 (主客体两分对立)向第三阶段 

(主客体辩证统一)转化的过程之中。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 (或日人与天)的分离，以 

中国为例，虽然有春秋时期子产倡言 “天道远，人道迩”，战国苟况、唐代刘禹锡论证 “天人相分”，但就总 

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 

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 “主客体辩证统 

一 ”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 

理之光的某些启示。由于东亚智慧没有完成 “主客体浑然一体”向 “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本是东 

亚智慧的一种时代性缺陷，但东亚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一 从自然规律经过人的自觉而发展出伦 

理观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如孟子所说 “仁民爱物”，主张施仁政于民众，更把爱推 

及到万物；又如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名论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①，视万民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 

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绿色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 

神疗治作用。 

东方智慧的另一渊源——印度思想也有此类资源，诗人泰戈尔说： 

印度人⋯⋯把世界和人一起包括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里。印度人强调在人和宇宙之间的和谐， 
⋯ ⋯ ② 

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的 “赞天地之化育”、“人与天调”一类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 

① 张栽：《正蒙 ·乾称篇》 

② 泰戈尔：《没有墙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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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客体截然两分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 “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新回复 

古代的 “主客不分”、“主客混沌”，而是充分肯认工业化的成就，利用现代科技的巨大威力，将现代生产 

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美国新环境 

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 ·利奥波德所著 《沙乡的沉思》一书，描述作者在一个废弃的沙乡农场 ，运用现代科 

技恢复生态完整性的探索过程及其思索。该书的一节，名为 《土地道德》，首次从道德角度提出人与自然 

关系标准，把土地看成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共同体，而人只是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该 

节论述维持生物链完整性的重要性，指出人如果过分垦殖、开采，强行打破这种生物链，是不道德的，而 

且，“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 自身”。利奥波德还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 

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 ，才是正确的 ，否则 ，它就是错误的。”这种认识与 中国一千年前 的哲学 

家张载提出的 “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 ，不过这是在新的科技、新 的生产力水平上的哲学及伦理学概 

括，生动展现了人类理智的古今贯穿性和中西相应性。 

三、协和共济的人伦观 

近 2O年来，“可持续发展”已逐渐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但其认识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上。然而，人类要真正实现 “可持续发展”，除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外，还必须追寻人与自 

我、人与社会协和共存境界，求得人自身心灵的健全发展。而东亚智慧提供的互动共济的人伦理念在这一 

领域尤其值得借重。 

阴阳彼此依存 、相互为用的观念 ，是中国哲学的精髓 ，表现在人与社会 、人与 自我的关系上，是发扬 

“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精神，以达成人际问的双向互助式和谐共处。 

东亚智慧关于人伦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东亚的仁爱、兼爱与西方的博爱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这里不 

作详论。东亚智慧的人伦观，尤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肯认尊卑、男女、长幼问双向互敬关系的 “五伦”思 

想 。“五伦”又称 “五常”，原指宗法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 、朋友这五组关 系，但又可放大， 

如君臣关系可泛解为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可包括同事关系。中国传统伦理对这些关系的界定，有单向独 

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前者以 “三纲”说为代表，即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认定尊者、 

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这种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 

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是现代化进程应予扬弃的东西。后者的代表性表述则是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 

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④。其 间包含着较多的人际间的温情、理解 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 

性的要求。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便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 

君之视 臣如手足 ，则 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 臣如犬马，则 臣视君如 国人 ；君之视 臣如上芥， 

则 臣视 君如 寇仇 ③。 

至于夫妇一伦 ，则 以 “义”为标准 ，“夫妇以义事 ，义绝而离之”④。“夫不义，则妇不顺矣”⑨。这里 

强调的也是一种双向性要求。此外，在父子关系上，主张 “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 “兄友弟 

恭”，也是双向要求；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 

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动关 

系，促成人际问达到和谐境界 。 

梁启超慧眼卓识地将 “五伦”的精义称之 “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 。梁启超指出： 

孔颖 达疏 引《礼纬 ·含丈嘉》。 

《孟子 ·滕文公上》。 

《孟子 ·离娄下》。 

司马光 ：《家范 ·夫妇》。 

颜之推 ：《颜 氏家训 ·治 家》。 

王肯堂：《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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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 “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 《礼运》从五之偶方之， 

亦谓之 ‘‘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 

体验起 ，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 ，是之谓伦理0[1](P75)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 

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地区 2O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 

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 

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 “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 “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 

成长久、牢固的 “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 

名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 和①。也暗合 了苟子的名论—— 

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②。 

与佛教的 “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 “各守其份，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 

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 “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 

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此皆为可久可大之道。 

四、太极 图启示 

东亚智慧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 “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容，而 “和谐”精义最简明、直观的 

体现便是太极图 (阴阳鱼及阴阳鱼与伏羲／k．~b的合图)。 

这一图式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相应而又合抱。太极图中的 S曲 

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展现。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互补共 

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合称 

“伏羲太极图”，展示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③ 图像，将易道的 “流行”与 

“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太极图形象而集中地体现了东亚智慧的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 

演化性及模糊意向性。这种特性表现于人世间，便是 “琴瑟调和”、“政通人和”、“协和万邦”；体现于天 

人之际，便是人类与 自然相亲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④，达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阴阳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弗 

里乔夫 ·卡普拉 (Fritjof Capra 1938一)对此有生动的论说。他批评笛卡儿、牛顿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机械论 

潮流，主张从中国关于 “道”的观念和阴阳互补思想吸取营养，建立有机的生态智慧。他认为，文化观念中 

包含阴、阳两种因素，女性、收缩、保守、回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 “阴”；男性、扩张、要求、进 

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 “阳”。西方智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过分强 

调了阳——理性知识、分析、扩张；忽视了阴——直觉知识、综合和生态意识”[2]( ”。西方文化是一种 “阳 

性文化”、“崇阳文化”，并已发展到 “至阳”。根据 “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的原则 ，它正面临 “阳至而阴” 

的转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东亚智慧的启迪至关紧要，因为东亚智慧包含着丰富的阴性因素，并在一定程 

度体现着阴阳平衡。卡普拉以西医代表西方智慧，以中医代表东亚智慧，比较二者的差异： 

在西方医学中，具有最高名望的医生是对身体的某个具体部位有详细知识的专家。而中医理 

想的医生是哲人。他们懂得所有的宇宙模式是如何在一起共同运行；他们以个体为基础来治疗每 
一

个病人；他们的诊断不是把病人分类为患某种特殊的疾病而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个病人 

总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及其与 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_3Ⅲ( ∞’ 

卡普拉对于东西方智慧的这种概括，大体是确切的，与本文题旨亦有相通之处 ——疗治现代文明病， 

《孟 子 ·公 孙 丑 下 》。 

《荀子 ·王霸》。 

《易 ·系辞上》。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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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现代社会走向健全发展的道路，不能一味依靠西医式的分体疗法，而需要借鉴中医式的辨证综合施治
。 

古典生态智慧在数千年间，经历了 “下学上达”与 “上学下移”的双向发展过程，既凝聚在 《周易》
、 

《老子》等典籍文本之中，发挥于文化大师的宣讲、阐释之间，同时也活跃于百姓的日用实践里，形成诸 

如勤俭敬业、信用信实、重教尊师、注重积累等习俗、规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且在工业东亚 

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巨大的活力 。因此 ，古典生态智慧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东西方智慧的相互吸纳融 

合，而且取决于在现代生活的新高度上，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健康互动——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 

化，由大众文化滋养精英文化，这是东亚智慧获得源头活水，生生不息的机制所在；也是精英文化防止枯 

涩、顿滞，大众文化克服物欲化的沉沦倾向的希望所在。 

五、古典生态智慧的历史局限 

古典生态智慧作为原始整体思维的产物，对克服现代病颇有启示，但也存在历史局限，不可能提供 

“疗}台现代病”的现成方案和操作手段。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论，古典的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等观念，对于现代人克服人与自然的两分对立，富于启迪，然而，“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原义是讲 

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并非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 面上实现与 自然的和谐 ，故在流行此说 的古代 中 

国，未能从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 问题。实 际情况是 ，随着人 口增长、土地过度垦 

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程度渐增，加之专制帝王的穷奢 

极欲 ，唐人杜牧 《阿房宫赋》所云 “阿房出，蜀山兀”一类现象层出不穷。先秦时森林茂密 、野鹿成群的 

三晋、河洛一带，唐宋以降变得黄土秃兀、沟壑纵横；河西走廊的绿洲沃壤被漫漫黄沙所淹没；曾经古木 

森森的鄂西北山地 ，至明清因移民开垦，变成一片童山。这都提示我们 ：不能把产生 “天人合一”理念的 

农耕文明美化为 “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工具理性的滞后和认识上的短视，不可能克服 

对大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的逼迫下，生态破坏 日趋严重。故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理想， 

只有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又获得现代科技伟力的武装，方能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提供切实的借鉴。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古典生态智慧重视人伦 ，形成一种对人生 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 

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然而，东亚智慧并未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 

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是 “轻视人，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 “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 

的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被禁绝 。“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 ，“官本位”、 

“任人唯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痼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东亚智慧内部健康因素 (如 “民唯邦 

本”、“法不阿贵”等观念)的张扬 ，但尤其需要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的人文精神、自由理念、 

民主与法治相整合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就伦理而言，东方智慧主张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 

与西方智慧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 

总之 ，那种无视古典生态智慧的认识当然有害 ，而以为古典生态智慧可以提供克服现代病的现存灵丹 

妙药的看法也无益于事。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沟通 ，促成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全面发展 ，才 

有可能创建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 。中国当代哲学家张岱年 “综合 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主动吸取 

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的主张，是可取的方略。 

曾经创造过昔日辉煌的东亚智慧，将在现代文明大潮中，与西方智慧相与切磋，彼此为对方提供补强 

剂、复壮剂，达到互动共进，以创建多元一体的人类新文明。 

为了明天更加明媚的阳光和灿烂的星空，为了人与人既合理竞争又相亲相爱，为了每个人身心得到健 

全平衡发展，让我们上下一心，现在就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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