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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以征服自然为出发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然界的欲望越来越大，对物质世界形成了一种疯

狂掠夺的竞争，从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最近一些年来，全球环境越来越恶化，天空的臭氧空洞越来越大，气

候越来越不正常，这些现象都是对大自然不尊重的结果。东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在当代中国，

只顾经济发展，而不顾生态平衡的做法司空见惯。我们还在重复着西方世界在工业化初期所犯过的错误。西方的有识

之士，比如欧文·拉兹洛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 

中国的社会与生态非可持续性，较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为危险。尽管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刚刚迈进产业时代，中国

已有长足进步，但这成就是否能维持，关键在于她必须正视的问题：社会生态根本上的非可持续性。（欧文·拉兹洛

著：《巨变》，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5l页） 

他指出的严重事实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耕地却只有美国的l／10。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和全球淡水贮存

量的7％，养活全球22％的人口。淮河的191条支流里就有4／5是河水变成墨绿色；80％的河川与45％的地下水遭污

染；76％的饮用水不符最低健康标准。而造成这种非可持续性乃是目前城乡的环境、每年流失70万公顷土地、每年增

加1400万人口等现状造成的结果。（第52—53页） 

古代中国人的生态意识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面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大自然已经给人类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不顾后果

地破坏自然，其结果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在这样严峻的形式面前，东方宏儒季羡林先生提出，人类脑筋里必

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没有这个指导思想，人类就会

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念念不忘过去的

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破坏自然的现象加以抑制。在开发大自然的时候，应该把“天

人合一”思想作为人类的紧箍咒，使人类在开发之时，不忘应该把和大自然的和谐放在首位。天人哲学是儒学综合思

维的典型表现。综合思维要照顾到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

森林。中医讲究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用东方儒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可以

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1）（1）参见蔡德贵：《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1年，第4期。 

儒家的伦理哲学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人的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三种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自身与思想的关

系。天人关系前边已经述及，此不备论。人际关系的核心，如陈寅恪先生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说：“中

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

师长、朋友，实际上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九个关系，这九个关系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国家与人民、父子、夫

妇、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和朋友。 

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国家和社会自然会安定团结。当前，我们国家的稳定，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得以建

立的前提，而纲纪学说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保证社会的稳定。儒家纲纪学说不合

理的地方，在于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强调了前者为后者的纲，这是其糟粕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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