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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庄“天人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
王雷松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老庄的生态伦理思想为解决我们当前的生态( 环境) 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生态智慧。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老庄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其物我为一、知常知足知止及
贵生尊生的内涵，包含着生态整体和谐思想、维护生态平衡原则和生态关怀精神。这些思想启示
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应遵循自然规律，践行绿色消费，尊重代际公正，使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持续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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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危机与老庄的生态伦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历史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的社会采集与狩猎阶段，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万物之间和谐相处;第二个阶
段是农业社会阶段，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有
限，工具简单，还没有对自然造成较大的破坏，人与
自然仍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相互协调的状态; 第三
个阶段是工业社会阶段，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进
一步提高，生产工具得到改善，伴随着人类中心主
义的萌芽与发展，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程度已接近
地球的承载极限，招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与惩
罚。第四个阶段是后工业社会阶段，人类逐渐认识
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并开始反省自身的
行为，希望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于是，生
态伦理问题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伦理学也成
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

20 世纪后半叶，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成为人
类文明进程中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之一。人类中
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地球上其他存在形

式的目的，植物的存在是为动物的生存提供食物，
动物的存在是为人类提供食物，大自然服务的最终
对象就是具有高超智慧的人类，人是自然的主人，
其他生命形式都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从价值观和
伦理学来看，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导致环境危
机与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人类的高索取、高消
费、大破坏最终导致了资源枯竭等世纪性的环境问
题。事实上，自然不是人类的奴隶和工具，自然也
不会甘愿成为我们获取资源的仆人，人类不能作为
自然的对立物而存在，也不能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
与征服者。在整个宇宙当中，人与自然都是其中的
一员，两者应该是平等的、和谐相处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庄思想以“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为基本伦理精神，关注人类自
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圆融和谐，倡导
自然之美，人类应顺应自然，以自然而然的精神来
立身行世。老庄生态伦理思想不仅强调人与自然
的和谐，而且关怀人类生命存在的质量高低，其重
养生和善待自我的伦理智慧及尊重自然的生态智
慧在当下正切中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代美国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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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文主义物理学家 F．卡普拉对以老庄为代表的
道家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伟大的诸传统
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1］

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说:“希望现代青年，好好
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就更要懂老子的思想学
说。”［2］目前，有关老庄生态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吸
取其中的精华因子，为建立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思
想营养;有些则从美学的角度对老庄的生态思想进
行剖析。这些研究为本文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
础。本文的研究立足于老庄思想体系中丰富的生
态思想，为解决日益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寻
找出路。所以本文的研究从物我为一、知常知足知
止、贵生尊生三个不同的角度探讨老庄生态思想的
丰富内涵，从老庄崇尚节俭的消费观念引出现在广
为提倡的绿色消费理念，从老庄“贵和有度”的思想
阐释代际公正的思想内涵。

二、老庄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

老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如倡导与自然为友、道法自然、物我为一的生态整
体和谐思想，知常知足知止的维护生态平衡原则，

贵生尊生的生态关怀精神等，展现出老庄生态伦理
思想的深邃智慧。

1．物我为一———生态整体和谐思想
老子认为万物同源于道，“法自然”的道是万物

产生的母体，同时也是万物运行发展的总规则，他
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3］( P155，P148) 庄子
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与天地、万物共生共
存，故“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 P16)。

生育天地万物的道本身是圆满自足的有机和
谐体，而不是一个各个不同部分的混合体。老子
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3］( P95)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宇宙间有“四
大”，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德国著名哲
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的四重世界，他
在这里将老子之“道”置换成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
“神”，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希望达到一种天、地、

神、人相互促进、动态和谐的境界，这与老子思想有
异曲同工之妙。在老子的“四大”中，道是最大的，

其次是天，再次是地，最后是人，因此他提出了“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 P95) 的观点。作
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没有凌驾于自然、道、天、地之上
的特权，只能效天法地，遵循道，才能在这个世界寻
找到立身之根。所谓“道法自然”就是效法宇宙自
然之道。人既然来自天地，理应法天则地，遵循大
自然的规律。我们的吃、穿、住、用、行，一切日常所
需都取自自然，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是生存之需、发
展之资，而我们给予自然的是一些生活垃圾、工业
垃圾，大自然接纳了我们的自私，所以我们更应该
感激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制天命而用之”

的“人定胜天”，主张“人化自然”，认为人是自然的
主人与支配者;道家则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类
效天法地，重视自然的价值，要求人类保护自然，与
自然平等地和谐相处。儒家重人化自然，注重人对
自然的改造; 道家重人的自然化，把人当做自然的
一部分。两相比较，道家思想更能缓解人与自然的
紧张关系，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使二者
处于和谐的境界。“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不可
违”的伦理原则，同今天的生态伦理学所提倡的价
值取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2．知常知足知止———维护生态平衡原则
老子强调人的自然化，强调“无为”、“贵柔守

静”等思想，但这并不是忽视人的能动性。老子提
出了“无为”的思想，即人类的行动应遵循自然规
律，以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态平衡。

首先是知常。所谓“常”，就是永恒、不变的意
思。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知常即认识自然规律。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
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

凶。”［3］( P65)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万事万物各有其
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二是人类只有认识和把握这
一规律，顺自然而行止，才能准确把握人与自然的
关系之核心价值。这体现了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
系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大智慧，即“知常曰明”。庄子
对这一思想也有发挥:“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
矣。”［4］( P200)在自然面前，人类遵循这些规律就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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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畅达，违背这些规律则会自取灭亡。
其次是知足。世界上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贪心

不知足。老子说: “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
足。”［3］( P169)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需要理
性地、有节制地享乐。相对于当今人类为了满足自
己不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需要，不断地向自然
索取，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变得扑朔迷离，子孙后
代的生存也受到威胁，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乐其俗”［3］( P269) 的小国寡民思想蕴含着深刻
的生态环保意识。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们
的心灵也愈益无据无依的今天，老子所构筑的这一
质朴温馨、纯真自然、安闲自适的社会生活图景，正
是人们对诗意地栖居、生活的期待”［5］。

最后是知止。和谐是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一
大法则，也是人类行为应当遵循的一大准则，人类
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不仅要知常、知
足，更重要的是要知止，即适可而止。人类在向自
然索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时，

要考虑自然的承受限度。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
开发利用自然，则会使人类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但若把持住一个度则可以使人类避免祸患，诚如老
子所言，“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3］( P119)。庄
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主张顺其自然，以自
然之道来对待自然，比如他反对“以己养养鸟”，主
张“以鸟养养鸟”，“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
天”［4］( P294，P279) ，并认为“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
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
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4］( P19) ! 人
类需要增强控制自己活动的范围与深度的自觉意
识，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及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又可以促进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3．贵生尊生———生态关怀精神
老庄非常重视身心和谐，重视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之间的和谐。老子说“贵生”、“摄生”、“自
爱”、“长生久视”，庄子说“保生”、“尽年”、“全
生”、“尊生”，都提倡清静淡泊的生活方式。老庄
的养生之道是和谐之道，是身心平衡之道。老庄还
主张将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仁”推及万物，“爱人利
物之为仁”［4］( P163)。庄子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

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4］( P339) 人类要学习大自
然的博大与无私，拓展心胸，忘掉耳目感官贪婪的
享受，获得与万物一体的心灵感受与精神愉悦。

三、道家生态伦理的启示

1．遵守自然规律
老子从“道”之义提出了“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的生态伦理思想，认为和谐是“道”的本质，是
天地万物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规律，由阴阳二气相互
交合而形成的万事万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平
衡、和谐的存在。对于人类而言，认识和把握天地
万物生存发展变化的规律，并遵从之，才能体现人
类最高超的智慧，这也是人类必然而惟一的选择。

庄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
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

圣人尊之。”［4］( P519)

在处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问题上，老庄认为，
天之道是“自然”、“无为”，人类依事物的本性而
为，顺其自然而不含有人力之强加妄为，“自然而无
不敢为”［3］( P227) ，才能立于不败，这就从本质上为人
类提供了解决现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原则与方
案。老庄生态伦理思想告诉我们，人与万物应是平
等和谐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不是一种对立、紧张的
关系，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不应有凌驾于自然之
上的特权，不能随心所欲地奴役统宰万物，否则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就没有前途可言。

今天的世界，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这是人
类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人类必须对自身在整个
宇宙中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只有认识到人与自然
的平等地位，认识并遵循自然的内在规律，变人类
与自然的对抗状态为和谐状态，人类才可能拯救
自身。

2．践行绿色消费
为保障天地万物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老子提

出“去甚，去奢，去泰”［3］( P110) 的思想，反对奢侈，崇
尚节俭、抑奢少费。老子把“俭”视为人生之宝，认
为俭约可以养生，可以使人的精神情绪处于一种良
好的状态，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老子指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
骋田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
为腹不为目。”［3］( P49) 人在外在的诱惑面前最容易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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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住。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倾
向于以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来衡量其有无价
值及价值大小，而对于自然本身的利害则往往忽
略，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使人类面临生
态危机。老庄思想告诉我们:贪婪奢侈的消费方式
只会使人被物役化。人类追求幸福的消费方式应
当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绿色消费方式，以实现人与
自然、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3．尊重代际公正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内含着一种人与人的

关系，包括当代人与下代人的关系、此地区人与彼
地区人的关系等。人类以无限制地消耗有限资源
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各种
需要，在向自然界攫取资源的同时，又肆意地向大
自然排放废水、废气、废物，破坏了生态平衡，使人
类面临生态危机，这不仅不利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发
展，还危及下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
当代人与后代人在自然资源上的公正分配问题，也
就是一个代际公正问题。老子提出“贵和有度”的
思想，即是说对待事物要适度、不过分，这样才可以
达到和谐的状态，使事物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这对我们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
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兼顾后代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具
有重要启发作用。

总之，老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素朴，但其中蕴
含着立足于“天人合一”而追求人类身心、人类与社
会、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
人与社会的统一发展等深刻的道理。老庄重视人

类对自然的社会责任，“我”的存在是一种责任的存
在，“我”之存在意味着不能逃避责任。［6］“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比较清楚地看到个人与社会
的这种共生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个人对社会应
尽的责任”［7］。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制约，老庄生态
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含有不求改造环境、
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重视社会发展等消极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压抑人的创造性与进取心。但
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老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的思想中发现它所包含的生态环境伦理意识、原则
以及生态关怀精神。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并
进行去伪存真的批判性扬弃，老庄生态伦理思想的
合理因素便可以被充分挖掘出来，为我们当今的精
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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