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这个概念是由我国学者创造的，它的

出现要晚于“城市化”一词。笔者将引用具有代表

性并且符合中国发展现实的一种解释，“城镇化”是

指：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

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

衡量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标志。从长远角度来看，城

镇化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地区差异，实现公平发

展。然而由于一些人对“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在城

镇化的进程中一味的求快求大，甚至以牺牲生态环

境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利益。城镇化过程中生态

环境的破坏，不得不引起重视。在重新审视城镇化

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哲学早已提出了富

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老子的《道德经》蕴含着丰

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老子的生态哲学是建立在天人

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上的，并且通过“道”体

现出来。希望人们遵循“自然无为”的原则来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老子思想中宝贵的“四知”箴言
（一）“知常曰明”的顺应原则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由“道”而生，又遵循于

“道”，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生而平等的，人类应

当顺应自然规律行事。老子提出，天之道是“自然”

的、“无为”的，聪明的人凡事都会依据事物本性由

其自由发展，这也就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

第48章）而“道法自然”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正是

“知常”，只有“知常”才可以做到“无为”。《道德经》

中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

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

德经》第16章）也就是说，万物生长得纷繁茂盛，最

后还是要各自回归根本。而返回根本，叫做虚静，

虚静中又孕育着新的生命。这一过程中是有规律

的，认识了规律就是“明”，反之，盲目乱干就会产生

大乱。所谓的“常”是指世间万物在运动变化的过

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变的自然规律，而“知常”就是

指了解和把握了这一规律，做到这一点，就是“明”，

即具有了智慧，才可以做到“无为”。因此，人类只

有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自然过程的变化规律，才能既

不随意妄为又不陷入“不为”，“知常”是“无为”的前

提[1]47。

（二）“知和曰常”的和谐思想

老子认为人们不仅仅要知道“知常”，还要懂得

“知和”，老子将“知常”和“知和”有机统一在一起，

提出了“知和曰常”。（《道德经》第55章）“和”是指和

谐，和谐是自然之本。“知和曰常”是说和谐是事物

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老子认为，“道”作为万事

万物发展的规律就是阴阳和谐，也可以认为这就是

“天之道，和为本”。世间万物都具有阴阳两种自然

能力，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拥有这种状态，万物可以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一

旦状态被打破，万物的生长发展也就终止了。

由阴阳而生的万物除具有平衡和谐的规律外，

还有着循环往复的法则[2]33。就如前面所说的“万物

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

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道德经》第16章）所以

说“道”和由“道”产生的万事万物都遵循着循环往

复的规律，在这种周期性的动态平衡中不断的生

长、发展。要维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人类就应

该顺其自然，充分认识到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它们具有着相互联系、依存的统一性，而人与自

然的关系是平等的，只有这样，人类也才能做到“无

为而无不为”。

（三）“知止不殆”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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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提出“知和”，那么“知和”的必然结论是

“知止”，正因为自然万物要保持一种和谐平衡的状

态，所以，人类的行为必须是有限度的。《道德经》有

云“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

殆。”（《道德经》第32章）意思是告诉人们，做任何事

情都要懂得适可而止，这样就可以避免危险。这里

的“止”是指要知道满足，“知止”也就是要认识和把

握事物自身都具有固定的限度。“知止”在行为上就

表现为“不妄为”，在心理上是一种“知足”的状态。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正因为

这样，人们的行为应该有一定的“禁止”，从欲望上

来克制自己，有所节制。这就要求人类克服贪婪的

欲望，抛弃奢侈的爱好，做到“少私寡欲”回归到朴

实、纯真的状态。

（四）“知足不辱”的适度开发观念

老子认为，人们不仅仅要“知止”，还要“知足”，

即克制自己的欲望。“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

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

44章）过于贪求名利，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于

敛积财富，必定会遭致更为惨重的损失。所以说，

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到屈辱；能做到适可而止就不会

遭遇祸患，这样才可以长久。只要满足了人类健康

生存的基本需要，就不应该过多的去追求其他的东

西。当然，老子所谓的“知足”，并不是说消极保守、

不思进取，而是说在发展、进取中不能脱离实际，要

把握限度，不追求虚荣，不过分索取，否则会带来很

大的祸患。凡事不可超越限度，不然欲速则不达，

走向事物的反面[3]31。“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46章）这就

是说，不知满足其实是最大的危险，贪得无厌是最

大的灾祸。

“知足”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凡事不要过分

追求完满，要学会适度。“少则得，多则惑。”（《道德

经》第22章）少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所以

说：“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第46章）知道

满足的人，才会得到永远的满足。现实中，很多人

“甚爱”、“多藏”，其实是主观上的一种不满足、不知

足。在知足的心态下，人类会明白人与自然是没有

孰贵孰贱的，人类应该同等地对待自然，不能强制

的征服自然，而应该科学合理的将开发自然和保护

自然结合。

二、以老子“四知”思想观照城镇化中的生态
环境问题
（一）工业的发展，给农村环境带来污染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加速阶段，高速的城

镇化使得城镇的土地日益减少，为了维持发展，多

数地区选择将企业工厂迁移到农村。由于布局的

原因，大部分乡镇企业与农田、农村居民点交织在

一起，更容易造成直接污染[4]78。然而，治污设施的

建设却无法与工厂的落成同步，一些地方政府只注

重经济发展，追求短期的效益，又由于保护生态环

境的意识薄弱等原因，忽视了对工厂废弃物的治

理。由工业带来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大量的

排放到农村，输入到土壤中，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

到了很大的破坏。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自然系统自

身拥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可以通过物理、化学、

生物反应自我消解人为带来的污染，但是一旦污染

物的排放量超过了自然系统的自身净化能力，将会

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工业发展给农村环境带来的破坏，很明显是

“不知常”、“不知和”所造成的。粗放型的经营模式

缺乏科学性，一味地贪图发展速度。如果再依照这

种发展模式不知改变，当农村的自然环境被污染殆

尽，还有什么是可以利用的呢？老子告诉人们知

常、知和，就是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维护有机体

的平衡，而不是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盲目的发展、任

意的改造。

（二）片面的追求速度，使农村的土地资源大量浪费

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甚至

有一些土地遭到了毁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良影

响。城镇规模扩大或城镇建设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占用大片土地或零星侵占耕地，直接对土壤环境进

行改造，使土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状发生变

化实现的[5]4。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大量建设开发

区、盲目修建马路，滥砍滥伐树木，由此产生的土地

用于城镇化建设。在这种一味追求速度和数量的

片面式发展中，一些地方超规划征地或者预征土

地，大量的耕地、湿地甚至是自然景观消失，给农村

自然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

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破坏，除了缺乏合理规划，

对城镇化的认识不科学，违背了老子所阐述的“知

常”、“知和”思想，不得不说，这是由于人们“不知

足”、“不知止”所带来的后果。大量的征用土地，不

懂得循序渐进的规律，只知道求快求多，这种流于

表面的发展，也从一定的角度反映出人们不知道满

足、不懂得限度，在已经足够的发展范围内，还要追

求更多的不切实际的建设。

（三）人口的密集化，使农村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城镇化是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

程，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减轻了农村的人口负担，

汪 媛，王星明：从“四知”思想探析城镇化中生态环境的保护 ·· 7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对城镇环境产生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人类向自

然索取的同时会带给自然环境一些废弃物，这些废

弃物流入到大自然中，进入下一个循环。但是由于

城镇人口数量发展过快，由于人为活动所带来的废

弃物的排泄量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打破了生态

系统原有的平衡，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农村人口本

来呈现散居状态，人们从大自然获得的物质和排放

给环境的物质是一个有机循环的过程，但是高密集

的人口居住情况，使这种循环难以为继。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某些方面会带来一些

好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农村人口在城镇的集中，

则是一种无视农村人口分散规律和千百年来形成

这种分布状态深层原因的行为。在今后的城镇化

进程中，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之

间的矛盾，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市民消费水平的

不断提高，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将可能产生[6]87。所以

老子告诉人们“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当人们清

楚的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就会克

制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发展到另一个极端。

（四）观念的淡薄，使农村的生态平衡被打破

城镇化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

由于在这一过程中缺乏合理的规划，再加上人们的

环保意识淡薄，乱砍滥伐、随意占用农民耕地，恣意

改建荷塘的现象很多，使得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了威

胁。有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片面追求规模的扩

张，而往往城镇保护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无法

满足城镇发展需要，城镇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

展不协调，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千百年来的生

物进化过程，农村自然环境成为了一个有机系统，

但是由于城镇化中人类的强制性行为，使得自然环

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机制受到破坏，生态系统的

内部平衡被打破。

老子强调“知常”、“知和”、“知止”、“知足”，就

是希望人类可以尊重自然规律，按规律办事，也就

是“不妄为”。然而人类活动强有力的介入，将固有

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失和”、

“失常”，由于发展没有合理性、科学性，人们对自然

资源的物质经掠夺，生态环境破坏的背后是人们

“不知止”、“不知足”的行为的折射。

三、老子的“四知”思想对当今城镇化建设的

启示
城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可以为农民提

供广大的就业市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变农

民收入停滞的局面，拉动农民消费需求；人口的迁

移，可以缓和农村人口的压力，减缓土地的承载力；

促进经济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可以说，城镇化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决策，然而现今一些做法却与这

一主旨背道而驰，为了追求快速的发展，置城镇、农

村的生态环境不顾，这是不遵循“道”的行为，也是

不知“四知”的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生态

型的伙伴关系，所以，在城镇化的建设中，是否可以

用老子的宝贵思想作为警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忘

尊重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过度向大自然

索取，建立开发与保护同时进行的机制，让“山长

青、水常绿”，人民也才能长久的、可持续的幸福，让

城镇化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

略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与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了“五

位一体”的重大战略决策，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五位一

体”，都强调了一种和谐、长久、可持续的全方位发

展，并且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放在与

人同等的地位。这些策略与几千年前先哲们所提

出的思想不谋而合，可见，在发展中生态环境出现

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极大重视。针对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的种种问题，有关领导和专家也指出，在城镇

化过程中应该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城乡统筹、坚持

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正是有了这种对自然

环境的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才能使

城镇化建设拥有更长远的发展，在科学、合理的规

划下不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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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所带来的净化。这种审美距离要在创作者和

观众同样具有审美意识的状态下才能显现，否则

体现不出悲剧的净化作用。因为创作者是悲剧的

营造着，观众是净化作用的显现者。只有在审美

意识和移情共同作用下，才能完整的发挥悲剧的

净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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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istotle's theory has been debated for a long time. The main view is vent, mold, and aesthetic. As

works of art, tragic can arouse the audience's pleasure and pain. But there is a certain aesthetic distance not only the

screen play with reality, but also the hero with the audience. Therefore, as an aesthetic people, who has his own

experience of emotion and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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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Four Acknowledging”

WANG Yuan, WANG Xi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Abstract: Laozi was the originator of Taoism, he created numerous great thoughts, he tried to establish such a

theory that can include all the things in the universe. Laozi considered everyting abide by the Dao,from the ideology

of Dao extends many precious philosophy, for instance:“To know that unchanging rule is to be intelligent”、“To

know the harmonious is called the eternal”、“Who is content incurs no humiliation”、“Who knows when to stop risks

no vitiation”. Today’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hieve impressive progress yet caus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troubles as well. These troubles exactly go against Laozi’s opinion, analysis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Laozi’s thought can ge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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