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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环境法理论起 源于西方 ，然而我们在 引入西方环境 法理念 的同时 ，却 忽视 了东方环境观 对 当代环境 法 

理论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在对待 自然界的态度上，东方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比较东西方环境观差异的基础上，提 

出从 东方的视 角构连符合我国国情 的环境法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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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环境法 的根本 目的和宗 旨、是 保护人 

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 、协调人 与环境的关 

系 如果环境法不能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那 

么环境法孰没有存在和发展 的必要 ，就 丧失 

了它的基本功能和意义、就永远达不到它的 

月的 ”⋯由于文化的差异 ．东西方有着不同的 

思想 发展轨迹 近代以来．源 自西疗的法治精 

冲倍受准崇．相反，东方传统的诸子百家思想 

则被认 乃是阻碍东方社会迈 人现代文明的绊 

脚 石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 ，当人们认 真考察 

东方传统文化之精髓后，却能从中找出许多 

对于 今环境危机的解决之道 其实 ，如果起 

}刀就从东方视 角应对环境 问题 ．就 不会有现 

在这样的刚扰 因此 ．以东方文化的观角构建 

适应我国环境问题的环境法体系．就必须从 

多个方面分析东方文化传统下的人与自然关 

系和东方背 景中的环境 观 ，进 而建立充满 东 

厅文化精 神的现代环境法 一 

l 东西方环境理念的差异及其根源 

从 自然观 E看 ，东 方的无为 n然观 产生 

了 自然与人类共生的 物心一元论 ”思想 ；而 

西方的数理 自然观 产生的是 自然与人类对抗 

的“物心二元论”思想：两种不 同的 自然观，必 

然会影响到东西方各 自对待环境 的态度。所 

以，在政造世界的问题上 ，西方人的思想底蕴 

决定了他们主张人类要通过支配 自然以达到 

改造 世界的 目的 ，将 自然 视为 与之抗争 的对 

象 ．产生 了，西方特有 的自然支配型思想 。但在 

东方人观念 中，人类应 当顺从 自然，求救 于 自 

然，以自然为师，从而产生 了自然共生型思想。 

从 伦理观上 看 ，中 国占代 天 人相 应”、 

天人 合一·”等儒家 和道 家思想蕴 涵着浓厚 

的生态伦理 观 例如，“天行有常 ，不为尧 存 ， 

不为桀亡”12[：儒家思想认为，万物相育而不 

相害 ；道家思 想认 为 ，道生一 、一生 二 、二生 

二 、三生 万物 相反 ，在西方的 伦理 学中 ，却 

没有像中国古代那样的环境思想。从柏拉图 

开 始 ，就强调 人是万 物的 中心 ．一切其 他生 

物都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忽视入以外 

的客观生存环境一近现代两次工业革命的迅 

猛发展，更使西方世界增添 厂征服万物和自 

然的雄心 ，以至于环境 问题接踵 而来 。 

从宗 教角度 七看 ，发 源于东方 的佛 教与 

道教，均强调“天人合一” 在佛教经义中，宣 

扬“山川草木悉皆佛”，认为万物之间都是平 

等的 ；而在佛 教观念中 ，人与 自然之 间相互轮 

回转世的思想同样深植人心 。在西方 的宗教 

思想中，天地万物诸体却是次序分明的。依基 

督教敦义 ，上帝是万物之造世主 ，而上帝首先 

创造了“人类”，然后为使人类能生存下去，又 

创造 了 自然 ，即 三者的关 系表现 为“神一 人 

类一 自然”。在这一体系中，上帝统领万物万 

灵 ，人类居 中，自然垫底。可见 ，在西方人的观 

念中，人类是可随意支配并利用自然的。 

在上 述方 面东西 方存 在的 差异在 某种 

意义上取 决于东西方 人种大脑 的差异 。人的 

大脑在生理学 上分 为左脑 和右脑 。左脑适于 

计算或语言，分担着计算 分析、理论构成等 

理性的机能，是为“科学脑”；右脑则不适于 

前述诸项 ，它分担的是情感 、直观 、伦理观、 

触觉等感性的机能，是为“感觉脑”。在思维 

结构上，西方人往往属于左脑型 ，表现为偏 

重逻辑化 与理性化 ；而东方 人往往属于右脑 

型，较之西方人显得更加情绪化与感性化。 

人脑的差异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差异。可 

以说，东西方不同的环境差异造就了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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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的人种 ．进 而产生 了发展方向不 同的东 

西 方文 明 ：反过来 ，不 同的文 明模式 又对 本 

艾明昕 处的 自然环境予以极 大影 响一 

2 构建环境立法东方视角的必要性 

众昕周 知．环境法既调整 与环 境有关 的 

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 自然的关 系 正是 

由于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现代环境问题才得 

以引发 所以 ．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立法应 当 

着眼于东方视角，建立在东方讲求和谐的思 

想 基础之上 ．因 为惟 有与 本文明相匹配的现 

代法律制度 ．才能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 ： 

考察西 方环境法 的思 想来源不 准发现 ． 

市 民社会理论 刘意营造 的陌生人世界是一个 

过 去时 ．它会破坏社会原有的伦理结构 ．更不 

符合人类——环境系统的生态伦理结构 市 

民社会理论本身并不具有正 义性 ，至多具有 

经济上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属 于工具理性 ． 

而工具理性对于社会文化资源的积累与升华 

作用有限 ．同时却极可能摧毁 业已建屯起来 

的社会文化资源 在此基础上建立 的法学理 

论 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制度出现种种危机便不 

足为奇 ．环境 问题 的出现 以及法律存 虚对环 

境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也就在昕难 免 

传统 的东方 自然哲学 观 中存 在着 合乎 

自然发展规律的深 刻思 想理论 ，它 们对统治 

西方上 千年的传统“人本 主义”哲学观提出了 

新的挑战 ，直接撼动着传统部 门法的法理学 

基础 ，也为 人们研究环境法 的伦理 道德基础 

拓展了思路 近现代环境思想虽然诞生于西 

方 ，但那只是两疗人在严峻环境 问题下的被 

动思考．而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早在生产力不 

甚发达的蒙昧时代就已经认识到了人与自然 

应和谐共处的真谛 这一优秀的环境思想在 

近现代并未得以传承和发展 ．因而在大 觇漠 

环境 问题产生之时我们不得不转而求助 于以 

西方环境思想为指导的西方环境法 然而 ，移 

植 自西方 的环境法并未能完全在中国的环境 

法律实践中得以通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 

在于它脱离 了中国传统 的本土文化资源 。 

有鉴 于此 ．笔 者认 为，中国 的环境 立法 

应该建立在符合 中国国情 的东方视角之上 ， 

“中国的法治之路 必须注重利用 中国本土的 

资源 ，注重中 国法律文化 的传统 和实际”131， 

即应该从我国传统的 自然观 理念 、环境 观理 

念 中寻求启 发 ．进而 构建东方 视角 ，为现今 

的环 境问题找 到解决 的路径 。西方法学 史上 

著名 的罗马法 复兴运 动最先 始于 对查 士丁 

尼皇帝《国法大全》原稿 的研 究 ．而环境 立法 

东方视 角的构 建当然 首先要 从研究 中 国古 

代文化典籍(包括古律)巾蕴藏的丰富环境思 

想 人手 ，深 掘其 中蕴 含 的精髓 ，并将 其延 伸 

到中国当代环境立法之中．从而实现传统环 

境文明与现代法律制度的融合 

3 对构建环境立法东方视角的展望 

l987年．世界环境 与发展 委员会正式提 

出“可持 续发展 ”的模式 ．要“既满 足当代 人 

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展” 客观地讲，可持续发展模式 

是迄今为止相对科学 合理 的发展馍式 ，它强 

调代际公平 代内公平 然而，这个定义的 

“代际”、“代内”昕强调的价值观仍是相对于 

人类而言的，并未体现出人对自然生态环境 

的价值的重视 因此 ，“可持续 发展理论”在 

当时虽是最勾先进的理论模式 ，f}』其仍未跳 

出“人类 利益中心论 ”这一 传统伦理 道德 观 

的束缚 一今天 ．我 们在环境 立法 环境观新 

视 角的开 辟 E．理应摆 脱 陈旧观念 ．确立符 

合新世纪发展需求 的环境 观 ．主张人 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与平 等发展 

今天 ，人 与自然 的对立已经接近极 限 ， 

只有实现从对立到和谐的重大转折，才能实 

现人与自然、社会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孔 

子“克 己复礼 、天下 归仁”的思 想动诫 人们 ， 

通 过规范 自己的行为和思 想 ．就 可以实 现人 

类社会的和谐 自然本身就是和谐的典范， 

但许多人却并不懂得珍惜一叫首人类发展的 

轨 迹 ，大都是 同 自然界对立式 的破坏性 发展 

史 ，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社会也必 然是充满矛 

盾的对 立的社会 ，这 种机制就使 人类 破坏 了 

自然界原有 的和谐与协调 。过去传统 的部  ̈

法林立 、法律 之间冲突的状态就 是人类社会 

发展不和谐的表现 ，是人类单纯追求 经济效 

益 和片面地 以物质生活取代一切的结果。 

瞄准和谐发展的理想 目标 ．建立 新的环 

境 伦理 道德基础 ，自觉 建立双重 和谐 的发展 

机制，是令人类其同面临的重大仟务?环境 

立法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手段，人与 自 

然的和 谐发展也 成 为环 境法 追求 的终极 目 

标 环境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 

由于其“特殊使命”而担当重任一对我国立法 

者而言 ．在 健全和完善法律体 系的过程中 ， 

应 当重视环境立 法，凸显环境 法在其 中的重 

要地位 ．既要利用丰富 的传统 环境观或 自然 

观思想等本土资源 ，使之植根 于东方传统环 

境伦理道德观 的基础之上 ，又要兼顺环境法 

与 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协调 ，最终 构建出适 应 

21世纪发展需要的生态化 环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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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of oriental Environment Perception from the 

W est and the legislative Concep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Systel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the oriental Visual Angle 

Abstract：The modern Environment law originated on the West soil
．We totally overlooked the study of the 0ri— 

ental environment perception．The O1。iental and the W esterners had display immense differenc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physical envir()nment．The author h【Jhis that a new legal system of environn1ental prote( ti0n shoul(1 

be set up on the basis of oriental visual ang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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