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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生成

王晓云

(江汉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56)

摘暋要暋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文化模式的成功转型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力是深刻而持久的。面对全球性生

态危机和社会转型的复杂态势,通过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文化批判,以及对文

化模式的历史变迁分析发现,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文化模式之后出现的新型的文化模

式。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自觉构建以“生态和谐暠“以人为本暠和“和而不同暠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

文明文化模式,真正实现对现代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型与超越,对于全面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乃

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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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文化模式是文化的外在

表现形态。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忽

视文化模式的规制作用,将会遇到强大的文化阻滞

力。为此,必须深刻反思生态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生

成,实现文化与自然、社会、人的和谐互动。

暋暋一、危机中孕育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

暋暋当代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地球

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观点》一书中明确

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

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暠[1]。要解

除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文化对自然的

影响。

1.生态和谐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批判的思想

成果

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既是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

式的两大主导性精神,也是这种文化模式所包含的

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随着工业化的普及和经济

全球化的推进,这种内在矛盾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日

渐显现。最早嗅到工业文明文化危机到来的是一批

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思想家,1918年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全面地

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2],从20世纪初至

今,这场文化批判主要围绕以下3条线索展开。

(1)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1967年,美国

历史学家Lynn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颇具影

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3]。他认为,
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

根源,它构成了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科

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

然的神圣权利。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

达到这一目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在
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

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事实上把人

类种族利益凌驾于整个自然规律之上。过度地劫掠

自然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从而

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2)工具理性的文化批判。20世纪以来,西方

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危机和社

会危机之中,以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

斯、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文化批判

的矛头指向使现代工业文明走入歧途的“工具理

性暠。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存在着2个截然相

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人凭借理性不断超越自然

的束缚,自由度不断增强,理性成为新的霸权,理性

从手段和工具变成人类盲目追求的目的;另一方面,
技术理性不仅没有成为人们所期望的将人类带入自

由王国的法宝,相反,它甚至成为以操纵人类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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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工业暠。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

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主要表现在技

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的异化,人与人关

系的异化,最终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3)生态中心论的文化批判。20世纪中后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最亮丽的风景线,是当代最有建设性的文化批判

理论之一。与以往的文化批判理论不同,他们认为

生态文明不是要人们回到原始文明状态下的生态中

心主义,探讨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不能脱离生产方

式性质和社会制度对环境的制约维度来分析,他们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明确提出

“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暠的观点,把资本

主义制度看作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断言在

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建设生态文明是不可能

的,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

度和全球权力关系,合理地分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提
出了“环境正义暠的理念,倡导“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暠
的口号,构建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暠
的政治理想。正如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潘岳所说

“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暠[4],对于我国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具有重要的启迪

意义。

2.生态革命是应对工业文明危机的自觉行动

当今生态文明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形而

上学的抽象理论,已经演变成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

广泛而持久的“生态革命暠,这场革命涉及生产方式、
消费方式和社会环境法规和制度等领域,引发了经

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深刻变革,它将使人类从工

业革命形成的工业文明社会,跨越到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文明的社会中。早在20世纪中叶开始,一些有

识之士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自发成立国际

性的组织机构,在全球设立办事机构使之常态化、制
度化,并开始发挥积极的监督、指导和促进作用。如

“大自然保护协会暠“绿色和平组织暠“国际自然资源

保护协会暠“绿党暠和“西欧保护生态青年组织暠等。
进入21世纪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

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日

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这场生态革命中孕育了

强化了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

方面。
(1)“保护环境暠成为生态革命的首要任务,引发

了世界各国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20世纪90年代

以后,各国政府开始通过立法调整发展战略。1996
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
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欧
盟各国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计划至2010年可再生能

源的比重从目前的约6%提高到12%,风力发电占

总发电量的22%;2005年法国通过了《环境宪章》,
将环境利益上升为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2007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亦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和

两型社会。
(2)“可持续发展暠在生态革命中实现了价值认

同,成为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1992年在巴西召开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有153个国家及欧洲

共同体正式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

样性公约》,确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
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

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进一步提出了

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

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
(3)“环境正义暠在生态革命中成为世界各国关

注的焦点,人们呼吁建立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秩序。

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192个国家谈判代表出席峰会,达成了不具法律

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暠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

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这表明生态革命已

经不再是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人士发起的绿色和平运

动,而是世界各国政府通过合作的方式联手拯救地

球。“气候政治暠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体现了国际

社会要求以环境正义为目标,变革国际政治和经济

新秩序的良好愿望。

暋暋二、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
型文明形态

暋暋“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暞每个人都必须首先

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暠[5]如果说文

化是人的“第二本性暠,那么,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

言,就是一种给定的、自在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第二

自然暠。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文化模式是特定民

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

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传统习俗和伦理规范等构成

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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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法暠[6]文化模式对人的存在形成一种无形的、潜在

的外在于个体的强制力,具体表现为主导性文化的

群体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包容和整合及赋予个体的

行为以根据和意义,为此,有必要从文化模式的历史

变迁中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
1.从文化模式的历史变迁看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通常人们把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文明

形态,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有三大主导性的文化模

式,即原始渔猎文明、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

的文化模式,从3种文化模式的变迁中看人与自然

的关系演变经历了依存、利用、掠夺3个发展阶段。
(1)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

模式。原始人的生存方式主要以简单的采集、农耕和

狩猎等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为特征。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表现为:一方面,人类直接或通过简单的生产工

具从大自然获得所需的一切,另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

是渺小的,人们顺应自然的同时也在与自然力量抗争

中生存和发展。自然为宇宙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的

关系处于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但是,原始人怀着

“敬畏自然暠之心,凭借“万物有灵暠“天人感应暠等无意

识的直觉思维,通过创立如原始巫术、图腾崇拜、原始

神话和原始宗教等原始的文化精神,与庞大、盲目而

神秘的自然力量进行沟通与抗衡。
(2)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经验主义

的文化模式。农业文明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

经济,人们凭借经验、习惯、传统和天然情感等为生

存方式的文化模式。随着青铜器、铁器的使用以及

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人类开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改
变自然,使得人与自然关系进入了开发利用阶段。
在这一时期,由于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有限,还
没有对自然造成较大的破坏。但是,与原始社会相

比,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精神世界和社会有了巨大的

进步。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人类创立

了哲学、艺术、宗教和科学等多元的文化形态,人类

开始认识和利用自然并具有了独立的精神世界。
(3)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理性主义

的文化模式。它与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有着本质区

别,是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础,集理性和人本精神于一

身的自觉的生存方式。技术理性倡导人对自然的技

术征服,把人的生存基础从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

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展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

于自然的超越,人类开始野心勃勃地“征服自然暠。
因此,这一时期人类以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人
对自然的关系是掠夺性和破坏性的,表现为人类中

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正如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现代性所做的深

刻反思:“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

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

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

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

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

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暠[7]西

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同时并存的悲剧,需要反思

人类现有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
2.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必

由之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文化模式是一种生态理性

的文化模式。它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

型文明形态,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

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
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实现环境正义为经济社会

发展根本目标的社会文明形态。从文化模式的变迁

中看人与自然关系,人类社会经历了渔猎和农业文

明的“天人合一暠的原始和谐状态、现代工业文明中

人本主义倡导的“人定胜天暠的人类中心状态、当代

生态文明追求的“天人和谐暠的境界。当代生态文明

是人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之后的一次否定之否定。
生态危机的出现说明人类对自然掠夺式的发展模式

难以为继,时代呼唤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

取而代之,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文化

转型的必由之路。因此,生态文明文化模式必须克

服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弊病,应该着力解决以下3
个方面的矛盾。

(1)以环境正义性为核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利用工业文明的已

有成绩,使人们从盲目的占有和异化消费中摆脱出

来,恢复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实现生态和谐基础上

的人类发展。暠[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生态危

机产生的根源,不能脱离工业文明所依托的资本主

义的制度原因;提出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与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格格

不入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前提就是要

破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全球权力关系,以实现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环

境正义为核心,克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因此,中
国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时,首先要解

决的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
(2)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科学精神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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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的统一。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暠。诚然,科
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抗贫困和衰颓,造福人类并

推进社会进步。但科学技术的滥用导致“技术的胜

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

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
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暠[9]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

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暠[10]可见,科学技术

没有人性,它需要人文精神的约束、规范和引导。只

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才能真正发挥人的主体

创造性。因此,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

模式时,势必要解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

盾问题。
(3)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前提,实现生态理性

与人的利益的统一。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的弊端

是技术理性背离人的价值约束,从而造成人的异化。
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新型

的文化形态,理性依然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但问题的

关键不是要不要理性,而是要如何实现从技术理性向

生态理性的转变。人们必须转变以物质利益的满足

为标准的幸福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引导人们从创造

性的生产实践中获得幸福和快乐,生态理性的运用还

需要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观念的导向相契合。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时,
势必要解决在生态理性与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

暋暋三、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重要表征

暋暋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

件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含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实

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因而与生

态文明的时代精神是高度契合的。由于科学发展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所阐发

的“生态和谐暠的生存方式、“以人为本暠的价值观念

以及“和而不同暠的行为方式,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重要表征。

1.“生态和谐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

化模式中全新的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第一次对发展

的内涵和标准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吸

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暠和生态革命中的思

想资源,提出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

协调的发展暠注重了效率和质量统一的内在标准,注
重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注重效率与公正之间

的和谐,注重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之间的和谐,注重

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问题。可见,
全面协调的发展深刻地诠释了“生态和谐暠和“环境

正义暠的要求。同时,生态危机的出现提醒人们在发

展中注意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要求

人们实现从由物欲(工具理性)支配的盲目发展到由

生态理性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暠的观念转变。因

此,“生态和谐暠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生存)方式是

生态文明首要的特征。
2.“以人为本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

化模式中的核心价值观念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

本暠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本,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含
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文化模式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暠,就
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

的。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建
设生态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坚持尊重自然社会发

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故而,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暠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西

方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同。其一,以
人为本不是把人类的利益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而
是在尊重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把人类的眼

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的局部利益与根本利益结

合起来。其二,以人为本不是以满足资本追逐利润

的个人利益需求为目标的发展,而是为了满足每个

人的基本需要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前提。因

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理性的运用过程中,需
要社会制度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观念的导向相配

合,才能有效抑制技术理性的异化和资本的无限扩

张,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理智地选择适

合人类的生活方式。
3.“和而不同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

化模式中的行为方式

“统筹兼顾暠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蕴含了

浓厚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暠等辩证思维的文化模式

特征,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和行为方式的现代体现。
所谓“统筹暠其实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暠[11]朴素

辩证法思想的现代体现。后来孔子将其发展为“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暠[12]的伦理思想,他强调

“和暠与“同暠的区别,“和暠是包含了差别和对立的同

一,即强调整体统一性的同时又尊重个体多样性和

差异性的存在,既强调事物之间和谐共生的整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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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要求人们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重点,这
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建立动物多样性

伦理暠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同时,“和而不同暠辩证

思维的文化模式也与西方工具理性主义的“二元对

立暠的文化模式截然不同。所谓“兼顾暠是“执两用

中暠的中庸之道的体现,要求人们要妥善把握个人利

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

远利益等矛盾关系的平衡点,才能有利于化解矛盾,
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因素的积极性。为此,在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文化模式过程中,必须注重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科学发展观既

是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的重

要法宝,也是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驱动

力,可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是中华

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从历时态文化模式的视角看,生态文

明是一种超越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的文明形

态;从共时态文化模式的视角看,当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具有中华民族心理特征的文

化模式上的文化转型。生态文明文化模式的构建,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两型社会为载体,
吸收中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从而顺利实现中国传

统文化模式的现代转型和对现代工业文明文化模式

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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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ofCulturalPatternofSocialisticEcological
Civiliz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WANGXiao灢yun
(Colleg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Jiang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56)

Abstract暋Fromviewofculturalphilosophy,successfultransformationofculturalpatternhaslast灢
inganddeepinfluenceontheprogressofthesociety.Basedonthecomplicatedsituationofworldwide
ecologicalcrisisandsocialtransformation,critismonculturalpatternofmodernindustrialcivilizationin
thewestandtraditionalculturalpatterninChinaandanalysisonhistorictransformationthroughcultural
pattern,thispaperfindsthatculturalpatter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isanewculturalpatternaftercul灢
turalpatternofbothagriculturalcivilizationandindustrialcivilization.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
prompttheconstructionoftwo灢orientedsocietyoreventogreatlyrejuvenateChinesenationthrough
building.culturalpatter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charaterizedwithecologicalharmony,people———orien灢
tationandharmonybutnotsamenes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underthedirectionofscientificdevel灢
opmentconceptandrealizingtransformationandovertakingofmodernindustrialcivilizationandtradi灢
tionalChineseculturalpattern.

Keywords暋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ecologicalcivilization;culturalpattern;environ灢
mentalcrisis;ecologicaljustice;conceptofscientificdevelopment;eco灢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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