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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实的生态伦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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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其合法性问题一定会备受关注。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不例外，

西方学界对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争论，围绕伦理学构成的要素，对人与自然之间

何以存在伦理关系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多方论证。在人类文明史上伦理一直是用来表述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范畴，而生态伦理学则试图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因此，生态伦理学要具有合法

性，就必须论证出自然物和人一样，具有伦理主体的特征，西方学界在此不惜笔墨进行辩护性论证，

形成了许多流派。由史怀泽创立的生物中心论的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基本

原则就是尊重生命，认为不存在无价值的生命。沿着史怀泽的方向，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和美国哲学

家雷根强调了人类对有感觉动物的义务问题，成立了动物解放组织，主张人与动物是平等的，认为感

受苦乐的能力是动物获得道德关怀的充分理由。可见，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论证就成为生态伦理

合法性论证的重要途径之一。  

  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看，生态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属于不同的学科范式，生态伦理学带有明显的

后现代思想倾向，用传统的伦理范式来论证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是徒劳的。先赋予自然物以独立人

格，使自然与人获得平等的主体地位，再用传统的伦理规范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独断论式的

逻辑前提，充满了自然神化的色彩。从人来自于自然，自然物与人存在共性出发，进而推论出自然物

和人一样拥有平等的伦理主体地位，再将传统的伦理规范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这一思维运作同样存

在许多破绽。人类是自然进化的最高级的生物体，来自于自然又高于自然。自然永远也不能独立主张

其自身的权利，因此，带有主观性的伦理规范最终还是由人来定夺，所有的平等也就是人所理解的平

等，自然终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与人平等的地位，自然没有能力实现任何伦理思想，生态伦理的实践

主体只能是人。可见，不管如何有效地肯定自然的价值，自然物始终难以跨越主体性这条鸿沟。  

  中国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是从引进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开始的，国内学界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生态伦理

学的著作，在学习和模仿中完成了生态伦理学学科的知识储备，但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误区，

即把关注的焦点一直停留在生态伦理的学理层面，特别是生态伦理的合法性问题上。有的学者追随西

方生态伦理学“何以可能”的研究思路，反复辩论自然生命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尊严与权利，自然物的

价值主体地位如何实现等等。效仿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争，我国学界也展开了“走

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之辩，还有一些学者自得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资源，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生态伦理的合法性依据。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它没有沿袭传统的

价值观念和理论规范，而是确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读自然。由于生态伦理学

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科的范式，在传统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内，生态伦理学必然缺乏自洽的理论本性。这

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用新的范式来解读生态伦理，那么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

决。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西方生态伦理学还是中国生态伦理学，对生态伦理合法性的论证都是不完备

的，均未能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  

  中国学界未能对西方生态伦理建设状况进行全面的把握，把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论证，当成了西

 



方生态伦理学建设的主要内容，把追求生态伦理理论的完备性当成了生态伦理建设的唯一追求,没有把

握生态伦理实践性这一根本特征。从伦理学的分类看，生态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生态伦理建设的

成效必须通过生态伦理的实践水平表现出来。国内学界忽视了西方生态伦理的实践成果，没有能够借

鉴西方生态伦理实践的成功经验，热衷于追随西方生态伦理学中合法性问题的理论论证。从一定程度

上说，西方生态伦理建设的最成功之处，并不在于生态伦理的理论，而在于生态伦理的实践。生态伦

理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培育更多的生态伦理实践的主体，从而有

效调节人类的实践活动，以促进现实中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问题虽然悬而

未决，但西方生态伦理实践却是如火如荼，各类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动物保护组织、海洋保护组织等

等应运而生，纷纷加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运动中来，形成了浓郁的生态文化氛围。不仅社会经济生活

中的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受到人们推崇，生态意识还渗透进政治领域，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上

极为活跃，形成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生态伦理实践活动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生态伦理研究应该从幻化

的合法性论证中走出来，走向生态伦理实践。  

  就目前中国的生态伦理建设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推进生态伦理实践。西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是

自下而上的运动，主体是广大的民众，民众通过生态自觉表现出来对生态自然的关爱，通过生态环境

运动促使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生态道德的力量可见一斑。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是自上而下

的推动，是由政府出台政策和法规来推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民众自觉的生态行为还没有形成气候，往

往把生态环境的保护看成是政府的事情，只要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不愿主动参与生态环境的保

护。生态伦理建设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在现实的生态实践中，生态伦理思想才能真正生根发

芽。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只依靠政府的行为，生态伦理建设也不能只依赖学者的著作，需要民众的广

泛参与。值得一提的是，2006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自中国出现民间环

保组织20多年来的首次聚会，这也充分证明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生态伦理的实践问题。像北京地球村、

自然之友等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中国的生态伦理

建设应该走出生态伦理合法性论证的误区，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生态伦理的实践上，培育更多的具有

良好生态伦理行为的道德主体，使生态道德成为广大民众的内在素养，在社会实践中体现生态伦理建

设的成效。（作者单位：江苏工业学院）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