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后，十

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一，并强调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

大计。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

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和共生

共存。这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核心

价值取向高度耦合。所以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人

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刻领悟和自觉把握，是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全面展开的深厚理论根基。为此，

要想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对其理论根

基加以深入领会。因为只有明白了思想的科学性

和深刻性，才能增强行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人与自然内在同一，必须尊重自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内在同一的。首

先，“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马克思指出，那些

“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

自然力的人”[2]，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直接地是自

然存在物”[3]，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发展的产物。“人的

第一个对象，即人，是自然界，是感性。”[4]马克思指

出：吃、喝、性行为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男女之

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劳动是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5]，是

一种力对力的活动。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血缘关

系”，人身上具有与自然相同的因素。据研究，外部

自然环境的元素，几乎都能在人体中发现，人的血

液的化学元素与海水成份就极为相似。所以，恩格

斯说：我们终有一天可以用实验方法把思维归结为

人脑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在人身上，自然的东西

和社会的东西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它只是

在改变着，并不是消失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

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6]

其次，“人靠自然界来生活”[7]，自然界是人类生

存发展的基础。自然界的存在先于人类的存在，这

已是被科学证明了的不争的铁的事实。人作为一

种有生命的存在物，其生存所必需的空气、阳光和

水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都是直接或

间接地来源于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界，人类的生存

就不可能，更谈不上发展了。马克思强调：“一个存

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

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8]他进一步

指出：“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

等等，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或者作为艺术的

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

机自然界，是人为了能够宴乐和消化而必须事先准

备好的精神食粮；同样地，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

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

上只有靠这些自然物——不管是表现为食物、燃

料、衣着还是居室——才能生活。……自然界就它

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

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

体。”[9]可见，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

础，是人类生身立命的家园，人和自然不仅在生理

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是内在同一的。

再次，现实的自然界是属人的自然界。没有人

的世界，是毫无生气的混沌世界。人的出现是物质

世界发展历史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一旦“人猿揖

别”，人就立即成为自然客观世界的主体，成为宇宙

物质世界中最有意义的生命存在，代表着宇宙物质

进化和发展的方向。在此意义上，自然界乃至整个

宇宙都理应是属于人的，是人的生活世界。同时，

在实践上，人不仅把自然界作为自己生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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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然界变成适合自己生存和

发展需要的“属人的自然”，使外部自然界愈来愈远

离其原始的面貌，真正成为属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因此，现实的自然界具有“属人的本质”，是“真正

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0]自然界也由于人的产生、

存在和发展，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表明人与自然是相互

融合、有机统一的，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就是一致的，

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必须尊重自然、

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就等于尊重人本身。尊重自

然，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具备

了正确的态度，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进而才会有

理想的结果。

二、人与自然相互建构，必须顺应自然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自然不仅是内在同一

的，而且还是相互建构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提纲》中，针对18世纪唯物主义仅仅把人看作是

环境的产物的错误，明确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

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1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强调：“人创造环境，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12]人与自然相互制约，互相创造，相

互建构，共同发展。

马克思在分析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时指出：“人

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

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这些力量是作为秉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

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

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

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3]这就是说，人既是受动的存

在物，又是积极能动的存在物，是受动与能动的统

一。

人作为受动的存在物，它受到自然的制约和限

制。“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

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

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

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14]但是，人不是一

般的自然存在物，它是积极能动的存在物。人有着

其他自然存在物所没有的思想、意识和需要，人不

会象动物那样“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改

变”，而是“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

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5]在实践活动中，自然

与人之间就是制约、限制与反制约、反限制的关系，

形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运动。

“自然的人化”，就是人对自然的创造和建构。

人和动物不同，人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

物，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在实践中，主体人按照“人

的尺度”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生命力、意志力、精神

力量等）通过工具系统作用于自然界，使之得到改

造，成为属人的自然界，以适合和满足人的生存、发

展、享乐的需要。人生存的自然界，是人世世代代

创造的人化的自然界。当人通过劳动将自己从自

然界提升出来时，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意志、能

力、选择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重塑，并在自然界烙

上人的“印记”。这是人的伟大之处，是人与动物的

根本性区别。“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

整个自然界。”[16]当代人类对自然人化的能力可以说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深度上，人的实践

活动进入地球深处，作用于自然物质的深层结构以

及生命的合成、破译密码、基因移植等。在广度上，

人类实践的影响遍及地球各个角落，而且直接影响

到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的状

况，甚至于外层空间、茫茫太空都已成为实践活动

直接的对象。

“人的自然化”，就是自然对人的创造和建构。

即客体对象世界——自然界以其物质、能量和信息

的方式反作用于主体人，转化为主体性的存在，丰

富和发展着主体人的能力，使人的素质不断得以提

升和完善。“人的自然化”过程，就是自然塑造人。

当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身外的自然并改

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7]在实践

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

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

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8]随着人

的实践活动的发展，人的视野不断扩大，对自然规

律的认识和把握愈加深刻，并懂得将“人的尺度”和

“物的尺度”相结合去改造自然。

实践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19]，是“自然的

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在这个过程

中，一方面，人创造和建构着自然，并将自己的内在

尺度应用于自然，使自然人化；另一方面，自然也创

造和建构着人，人逐渐认识并服从自然规律，使人

自然化。人正是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相互

影响和作用，达到有机整合和协调发展。正是因为

如此，所以，人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顺应自然，遵从

自然规律，这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因为，

只有顺应并遵从自然规律，并与自然规律相结合，

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否则，只会遭

到自然界的报复，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受到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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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保护自然
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和相互建构性，揭示了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是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据。

(一)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表明人与自然是相互

融合、有机统一的，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就是一致的，

是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它必然要求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内在同一性，意示着自然的利益就是

人类的利益。人虽然高于自然，但人仍然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人是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

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同源、同根的，人具有自然本

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还生活在自然界中，依靠

自然界而生存与发展。马克思说：“一个在自身之

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

物。”“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

己的生命。”[20]人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占有和消耗

外部自然，要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

交换。因此，一个稳定完善的自然系统即优美的

“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且是人类心理和智力成熟、完善的必需条件。“自

然物种的丰富完善是一个好的心理在其中进化的

环境……如果我们把地球生态环境简单化并使之

枯竭，我们将冒人类的未来在精神上退化的危险。

如果缺少一个丰富的、复杂的自然环境作为对应、

类似和刺激以支持一个丰富的复杂智能，则人类智

能就可能萎缩。”[21]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肯定地

说：“对生态的保护和对其它生命形式的尊重，是人

类生命素质和保护人类两者不可缺少的重要条

件。”[22]

自然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的一致性，要求人在

实践中必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共生

共荣的朋友关系。如果人的行为破坏了人与自然

的和谐关系，破坏了自然系统的稳定运行，自然界

就会报复人类。马克思说:“任何不以伟大的自然规

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23]恩格斯也

强调：“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

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

们。”[2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利润的最大

化，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

也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指出：“光、空气等等，甚

至动物所固有的最简单的洁癖，都不再成为人的需

要了。污秽，这人的堕落、腐化的标志，这文明的阴

沟（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成了劳动者的生活

要素。违反自然的满目疮痍，日益败坏的自然界，

成为他的生活要素。”[25]因此，妥切处理好人与自然

的关系，切实保护好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人和人类社会进

一步发展的要求和根本任务。

(二)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保

障

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

实现机制，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保障，使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就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的。

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关

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是“自然的人化”与“人

的自然化”的双向运动。一方面，“自然的人化”，协

调和解决着自然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矛盾。人与

自然的同一性，绝不意味着人与自然没有差异。当

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活动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提

升出来之后，就产生了自然界所没有也不可能自发

满足的需要，就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毕竟是外在的东西，它不能也绝

不会简单地满足人的需要，人就必然根据自己的本

性、需要和能力改造自然，实现“自然的人化”。人

正是通过“自然的人化”消除自然界的外在差异性，

使自然界适合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的自然

化”，也协调和解决着“自然的人化”造成的人与自

然之间新的矛盾。“自然的人化”，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着原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打破了人与自然既有

的平衡。当这种行为还没有突破自然界承受力的

限度，还不足以破坏整个自然秩序时，人与自然在

总体上还是处在协调与和谐的状态。但是，由于人

的欲望具有膨胀性，人并非任何时候都能理性地对

待和控制自己的欲望，往往导致行为的失控，突破

自然界承受力的限度，破坏自然系统的稳定运行，

必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对立和矛盾。这时，

“人的自然化”就成为调控和校正“自然的人化”，协

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手段。恩格斯指出：“我们

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

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6]“人的自然

化”促使人们深入探究和认识自然规律，自觉地按

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行事，从而保证“自然的人化”的

科学性、合理性，使人与自然回到协调发展的轨道

上来。和谐社会，就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

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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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

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

于和最适应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27]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内在同一性的

客观要求，而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则使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具有现实可能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形成

优美的生态环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

础。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

所改善和进步，但是，生态环境的危机并没有真正解

除。而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就可以“判断出人

的整个文明程度。”[28]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

中，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以尊重自然为

前提，以顺应自然为条件，以保护自然为内容，自觉

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构建生态文明，努力建

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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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f Marxism

SU Cheng-ying1, PAN Er-chun2

(1. The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 NSMC,Nanchong ,Sichuan 637007;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NSMC; Nanchong ,Sichuan 637007)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conscious practice to build the pres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cious practice comes from the conscious theory. I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f Marxism. In

Marxist view, man and nature are unified intrinsically, and mutually constitutive, therefore, they must develop

harmoniously. That is to say, man must respect nature, conform to nature, protect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in

order to constru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n And Nature; Unified Intrinsically; Develop Harmon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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