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9期)2010(5)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09-12-15
作者简介:焦淑军(1971-),男,讲师;研究方向:哲学与宗教学。E-mail:jsjsptsd@sina.com

从马克思生态需要思想看当下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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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委党校,浙江 温州325000)

摘 要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需要思想。当下的生态危机问题严重破坏

了人们生态需要满足的根基。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近代不正确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存在;资本主义环境

利己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的存在;现代需要、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对立化的作用。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之路是:

确立正确的全球生态伦理思想;彻底消除环境利己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危机问

题;尊重自然规律,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培养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引导、激励全人类为共产主义

的实现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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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生态危机、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国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正如胡锦涛所

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然而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一些国外学者,甚至一些“生态社会主

义者”认为:马克思具有“生态原罪”。其主要观点是

马克思把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作为实现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忽视了自然对人类

发展的限制,所以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反生态思想

家。笔者以为,马克思不但不是反生态主义者,而且

是一位伟大的具有生态需要思想的理论家。本文试

图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出发,论析马克思的生态需

要思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当今生态危

机的解决途径。

  一、马克思关于需要与生态需要的
思想

  黑格尔说:“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

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需要、热情和兴趣,便
是一切行动的源泉。”[2]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

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

来。”[3]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需要在人存在

中的重要作用。

1.需要———人类的本性及求得满足的方式

什么是需要? 尼科洛夫[4]认为:“需要本身作为

主体活动的内在条件,只是一种否定的,即贫困和匮

乏的状态;只有与客体会合……并使自身‘对象化’,
它才能获得自己肯定的特征。”直白的表述是,需要

是生物体自我保存和自我更新而同其周围世界的物

质要素、能量要素和信息要素发生联系的必要性并

对非我对象做出选择的倾向。需要表达的是主体的

一种匮乏和等待状态,它实现于主体和客体的联系

中,实现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人的需要在人和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占有一个因发性的作用。没有

人的需要,就没有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也就不会有人

与社会的存在。正是人的需要使得社会存在与人的

存在统一起来,“社会———不关其形式如何———是什

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因为人的本质是

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

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56

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本性不断生成、丰富和发展

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和人的本性联

系在一起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他们

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
他们联系起来。”人的需要的再生性和发展性正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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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的因源。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就是人所处关系

的丰富性在人之中的折射。需要的丰富性是丰富人

性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需要层次从不同的角度

作了不同的划分。从需要在人存在中的作用角度,
主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这种划

分的主要根据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人的需

要的对象物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
“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

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

行”[6]251。1891年,在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又一次把人的需要的

资料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

和智力所需的资料。从人生存的多重环境、所处的

多重关系的角度,人的需要主要分为自然需要、社会

需要、精神需要。自然需要的思想恰恰是马克思生

态需要思想的源泉。马克思(包括恩格斯)虽没有明

确提出“生态需要”这个范畴,但生态需要思想却蕴

涵在他们关于人类自然需要的有关理论阐述之中。

2.生态需要———适合本性的生存环境需求

马克思关于自然需要的论述具有两方面的涵

义。一方面指人的动物本能性的需要,即饮食男女

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指人的生态环境需要,即
生态需要。首先,从第一个方面看,动物本能性需要

蕴涵了对生存环境的需要。动物的生命存在和生存

环境的存在是同一的,它们的本能性需要的实现完

全依赖于其生命群体与生存环境的相对平衡。现代

自然界中每年都有大批的生物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还有许多物种正以特殊的方式在改组它们的基因

库,这都是由于人类活动破坏了它们所赖以生存的

生态环境,使其本能性需要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

“非鲸鱼”的例子就表明了人对生存环境的需要。他

说,一条被从水里移到它所不能适应的环境中的鲸

鱼,就处于一种“非鲸鱼”环境中,这种环境是和它的

鲸鱼“本性”相矛盾的环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中,马克思又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

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

范围越广阔。”“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

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

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

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

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7]56恩

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也曾经说过“我们,连同我们

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

的 [8]159,“……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

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沉

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

界都报复了我们。”[8]158所有这些论述,无不表达出

人对自然界的依赖,反映出人所具有的生态需要。
“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7]105“自然界就其本

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

的这些论断指出了人和自然界本应和谐相处的统一

关系。现代全球性问题,既有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和

冲突问题,也有南北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问题,但是人

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问题,即生态危机问题(生存

环境的毁灭性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温室效应、土
地沙化等等)从根本上瓦解着人类生态需要的满足,
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探究其产生原因与

解决之途径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生态
危机根源分析

  纵观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的历史,我们发

现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1.近代不正确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生态危机的思

想源头

近代简单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恪守的是价值

与事实分离,在生态伦理思想方面只强调人作为实

践主体对客体———自然的能动的改造作用,而看不

到人们所属的自然系统,看不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

赖性,忽视人类的目的性活动一定要合乎规律,对人

的主体性片面地张扬,误导人类对人与自然惯性认

识的片面性,客观上助长了人类按照自己的尺度对

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进行唯意志论的强权统治和随

意宰割。首先,西方古代的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

万物的尺度”,以之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一

个好兆头。近代康德提出的“自然界的最高立法必

须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为处理任何人

与自然的关系的指导带来了歧义,并有可能导致向

两极化发展;而笛卡儿在强调人的理性时,在人和

神,人和神话了的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处于支配地

位———“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

的主人和统治者。”[9]实践并不是人的目的,实践的

目的是人的需要的满足。不管笛卡儿当时的真正用

意是什么,他这句话却将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并

011



第5期 焦淑军:从马克思生态需要思想看当下生态危机  

暗示着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为了自身需要的满足

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进行控制与掠夺。随

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在这种生态伦理思想

的指导之下,人类便开始了对自然界进行疯狂的破

坏性掠夺。

2.环境利己主义、生态利己主义的存在

最先意识到生态危机问题的是西方国家。这些

国家也在自己的国家内部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防治

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但是资本主义利己的本

性,使它们仅仅站在本民族、本国家的立场上,以自

身的利益要求代替整个人类的要求,它们并没有从

根本上对全球生态危机树立起足够的责任感、承担

起相应的责任,甚而卑鄙地进行生态危机转嫁。西

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观

点,那就是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

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转移性表现,但生态危机带来的危害比经济危机更

加严重,它直接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资本家左右了人们的消费,使人

们产生一种被强加的需要,这种“被强加的需要”一
方面刺激了异化的生产,另一方面消磨了人们对异

化劳动的不满。归根到底,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

是造成经济危机转化为生态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进行生态危机转嫁的根源。

3.现实世界中需要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所导致

的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多元化立场和态度

不同需要和利益的主体,小至个人大至民族、国
家均因其对自然的不当态度和失范行为,造成了全

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的人类生态困境已不仅

仅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困境,从其内在原因看,这是

人类内部贫富差距巨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目

标和挥霍式的消费需要所导致的,并且这一切都与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短期行为和生活方式

分不开。由于发达国家长期奉行自我中心主义,构
筑贸易壁垒,实行不平等交往,根本不考虑甚至破坏

别人、别国、别民族的基本需要和利益来满足其一时

一地的私欲,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

裂和对立,导致了集团和集团、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

益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又必然导致社会竞争的无

政府状态,造成与此相匹配的人对自然索取和占有

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源浪费、环
境污染等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危机。

  三、解决当下生态危机的途径分析

生态危机带来的人的生态需要满足根基的破坏

及其难以满足性,对人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造成了

严重的不良后果。
首先,生态系统的破坏造成人类生存环境中,对

象性存在物和对象性关系的日趋减少和片面化,导
致人的需要的日趋单一化和异化,人性的丰富性以

及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确证和新的充实也将变得日

趋困难和不可能,从而也就很难说有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生产的发展为直

接动力的,人们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是以自然界为

根基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

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

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

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

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105

人的对象性存在物与对象性关系的日趋减少和异

化,使劳动的对象、劳动关系也变得日趋减少和异

化,社会的正常存在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了。
对于如何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扼制生态危机

的进一步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笔者以为应

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确立正确的全球生态伦理思想,彻底消除环

境利己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

生态伦理,西方称之为“环境伦理”,是关于人与

自然的道德问题。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生态

伦理是一种新的伦理学说,它以生态科学的环境整

体主义为基点,依据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要
求人类的行为既要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又要有益于

生态平衡。“环境伦理学出现以来,不论有多少种观

点、理论和切入的视角,也不论意见有多么相左,它
们都始终围绕着环境的地位这一核心问题。”[10]在
环境的地位方面,马克思虽然也曾有过人对“自然的

支配”的论说,但诚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格仑德

曼分析指出的,马克思的对“自然的支配”说不应对

生态难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难题的出现证

明了这种支配的缺乏。这里,“支配”意味着“人类对

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这其中隐含

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11],我们到底应

该确立什么样的全球生态伦理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

义理论,我们认为,正确的全球伦理思想应该是:打
破“人类中心论”的传统伦理思想,人不再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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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中心,自然系统是一个有机体,人不过是这一

系统的分子,自然的非人类的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

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这种生态伦理思想的确立,
不仅仅是广大不发达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责任,更主

要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府和人民的责任。只有确

立了这种生态伦理思想,西方发达国家以至所有国

家才能真正认真消除环境利己主义和生态殖民主

义,才能真正地在全球范围内治理和防止人类生存

环境的恶化。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伦理思想诸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

语),“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章太炎语)等
有助于这种全球伦理思想的确立,值得其他国家学

习与借鉴。

2.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满
足人的生态需要

有的学者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造

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这是不正确的。科学技术

是中性的,问题出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上。在

当今生态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是协调

人和自然关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关系的一

种重要方式。科学技术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合理地

调整自己的行为,建立起完整的物质循环体系和废

物资源化体系。一方面,科学技术能够帮助人们不

断发现物质的多样性价值以及实现物质多样性价值

的途径,从而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科
学技术能够使废物资源化。它不仅能使废物在生产

过程中得以解决,而且能够发现废物的其它价值,使
废物的排放达到最小化。因此,在解决生态危机问

题时,必须坚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3.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

人永远也不能超越自然的限制。人类调整自己

和自然的现实关系、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活动应是在

顺应自然本性的前提下,依托自然物质条件,对自然

加以重新整理和安排,使其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

需要。“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作用,就是

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12]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是

指人的实践活动改变的是自然的状貌和具体的物质

实体结构,而不是自然的本性、本质、规律。自然本

性即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本性的创造性活动就是对

众多的自然规律加以研究、选择和组合,让它们综合

起作用,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人们的需

要。请让我们记住:“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根据的

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6]251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

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
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

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

发展。其中提出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在我

国甚至全人类受到全球性危机问题困扰下,对我国

以至人类文明发展史进行反思、对整个社会发展进

行设计的产物。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人

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

展观。其中,“以人为本”是对近代形而上学的“以人

为中心”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在这里,人指全人类,
包括当代人和后代子孙。“以人为本”就要把全人类

的发展作为根本和目的,但人不再是过去那种妄自

尊大的“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而是在尊重自然规

律基础上兼顾他者生存与发展的人。“可持续发展

观”突出强调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和环境承载

能力相协调,保持可再生性资源的永续性。可再生

性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寓于生态系统之中,必须努

力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维护地球的生命支持体

系,保持生物的多样性,防止生物资源的灭绝;可持

续发展的实质和核心还是人的发展,它把人类作为

发展主体,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理论依据;它强调既满

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要实现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

性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4.培养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引导、激励

全人类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在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
法弥补的裂缝”。这种生态循环圈的“裂缝”产生的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循环违背了“归还的规

律”,资本家不断地将剩余价值从工人那里拿走。要

解决生态危机,马克思认为,就应该从生产关系入

手,消灭产生剩余价值的根源。也就是要消灭资本

主义制度,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因为“共产

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
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

人道主义,而作为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

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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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它们

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

于 它 们 人 类 本 性 的 条 件 下 来 进 行 这 种 物 质 变

换。”[13]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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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PresentEcologicalCrisisfromthePerspective
ofMarx’sThoughtofHuman’sEcologicalNeeds

JIAOShu-jun
(PartySchooloftheCPCWenzhouMunicipalCommittee,Wenzhou,Zhejiang,325000)

Abstract Marx’streatiseon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beingsandnaturecontainshisabun-
dantideasofhumanecologicalneeds.Thepresentecologicalcrisiswhichhasdestroyedtheroottosatisfy
thehuman’secologicalneedsisresultedfromthreeaspects:thefirstistheerroneousenvironmentaleth-
icidea,thesecondistheenvironmentalegoismandecologicalcolonialismandthethirdisthediversifica-
tionandantagonismofhumanneedsandinterestgroups.Thefollowingarethebasicsolutionstotheec-
ologicalcrisis:firstly,weshouldcultivatecorrectethicideastoremovetheenvironmentalegoismandec-
ologicalcolonialism;secondly,weshoulddevelopenewandhightechnology;thirdly,weshouldrespect
andfollowthelawsofnatureandtakethescientificdevelopingrouteforthewell-beingofthewhole
mankind;fourthly,weshouldcultivatethehuman’sunalterablecommunismfaithtoinduceandencour-
agethepeopletostrivefortherealizationofcommunism.

Keywords ecologicalneeds;objectivityrelation;globalecologicalethic;scientif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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