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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的绿色诉求，不只是对工业社会的灰色、黑色的纠偏，更是对工

业社会内在价值的颠覆和否定，从而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类追求的生存方式。绿

色已成为现代社会人性内涵与本质规定。绿色的本质在于以尊重自然规律为

前提而实现人的生存价值。人类生存观念与生存方式这一理性转向，必定是长

期的、艰巨的，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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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绿色生存理念的提出

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是通过不断化解生存

困境而逐步呈现的，并由此推动着人类文明的

演进。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黑烟滚滚中夹杂着机

器轰鸣的黑色、灰色文明使人类陷入了生存危

机。自此以后，关于环境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实

践就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生物学家蕾

切尔·卡森在１９６２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

书中，对由化工性农药ＤＤＴ等的使用而引发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进行的思考，被认为是

绿色思想的萌芽。１９７２年随着罗马俱乐部的

《增长的极限》等有关人类与地球关系紧张的

研究报告的发表，以及随后一系列国际环境保

护会议的召开，绿色思想、绿色思维、绿色生存

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熟悉和接受。总之，就本质

而言，绿色生存是人类对基于工业社会所引发

的环境问题的自我纠偏和救赎。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文明是基于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前者表现在科技

方面，后者则体现于人文方面。工业文明意义

上的科技，其根本宗旨是驾驭自然。工业本质

上是制造，是用依据人的需要所建构的人的秩

序代替自然界原有的秩序，人由此成为自然界

主宰，即人取代上帝成为自然界万物的主宰者。

制造彰显了人操控自然的主体地位，然而人为

的制造必然会打破人与自然界长期建立起来的

自然生态秩序。而被重建的自然秩序即一种人

化了的自然所显现的自然性，却会反过来对人

的生存进行报复和惩罚，并由此唤醒人的绿色

生存意识。于是，绿色生存理念作为人类自觉

行为的总纲，即对人改造自然界行为的规范、约

束、节制，就应运而生了。显然，绿色生存的深

层次内涵是人类对自身及其生存本质的重新

认识。

工业化本质上不是绿色的。作为工业存在

的合理性根据，造物总是满足人生存物质需要

的方式和手段。造物的本质是根据人的需要把

分散的物质因素从其存在系统中剥离出来并组

装起来，如把铁从岩石、土壤和其他金属组成的

铁矿系统中剥离出来。这种做法其实是按照人

的需要来安排自然界秩序，即如康德所说的人

给自然立法。于是，为实现这一造物目的的科

学技术、知识、信息等自然受到整个社会褒奖，

并由此成为社会的根本法则。只要能制造出更

多的物以满足被不断刺激出来的人的欲求，就

意味着有价值。而绿色这一人类生存的本质要

求，由于天然对制造构成了障碍就被有意忽视

甚至无视。就此而言，绿色不是工业文明或者

说工业社会应有的内涵。然而无限的物欲必然

会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失衡、环境污染等问

题的出现，直接威胁人的生存与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人类之所以需要绿色生存理念，其

原因在于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价值主张已无法给

人以人的方式生存提供意义和根据，无法给人

的生存提供体现着人应有的境界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工业社会所秉持的征服、改造理

念，确实使人类获得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便捷的

交通工具，使人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人

的征服欲、占有欲得到了极大张扬，人的存在与

生存所应有的主体性获得了充分的体现。然

而，人们在这种为所欲为中却有着更多的恐惧，

这就像是面对没有边界（科技主义）的生存空

间所产生的无所依的迷茫和未来不可预知的恐

惧，就如早期航海家奔赴茫茫海洋的不安和无

助。更为严重的是，人的主体性展示却带来了

一种反主体性，人对人自身产生了怀疑，即“我

是谁”“我还是人的存在吗”等诸如此类的诘

问，使人对自己的未来生存充满着苦闷、悲观、

失望。

这种质疑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被

人所征服、控制或驾驭的自然界成了人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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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威胁，甚至可能将人类推向毁灭的境地。

二是体现人的主体性的科学技术，愈加挣脱人

的控制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异己力量，使人类社

会陷入了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大到国家乃

至整个人类社会，小到家庭和个人，无不受到科

技法则的控制和操控，人的渺小、无力感、畏惧

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常态。三是丰富的

物质产品在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正在使

人蜕变为物的奴隶，市场经济、工业社会、资本

法则等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最终形成了

一种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消费社会和物的占

有社会。

于是，把人的生存及其本质归结于拥有更

多物质就成为必然，从而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

成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唯一尺度，成为人生

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全部内容。不同主体对物质

资源的掠夺使生态遭到破坏，而过度性的物质

消费又导致人地关系、种际关系陷入紧张状态。

资源掠夺、浪费所引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

际关系、国际关系紧张，即当代人与后代人、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当人类生存的人文

法则蜕变为生态法则或丛林法则时，人作为人

的尊严、自尊、友善都将失去，以致人丧失了做

人的资格。这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接受和容忍

的，它正在推动人们对工业社会所追求的制造

和征服理念进行深刻反思。

总之，工业社会在逐渐地使人成为片面发

展的人或畸形发展的人。工业社会的这一反绿

色特质无法给人生存所遭遇的困境指明出路，

无法给陷入物质主义的人的生存提供净化、宁

静，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和生存样式。

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确立起的绿色生存理念和生

存方式，就是人类自救的方向。绿色作为自然

界的本色，寓意着自然规则、自然秩序，崇尚并

践行绿色，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

和谐。因此，倡导绿色、保护自然，事实上就是

保护人类自己。

　　二、绿色生存的实质

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绿色生存从根本上影

响并塑造着人及其存在，规定并规范着人的存

在方式。绿色生存方式意味着，绿色如人的血

脉一样，熔铸于人生存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人的

生存实践活动。绿色生存，是发自人的内在需

求而成为人的内在自觉的东西，表现为自然界

对于人的意义从工具到目的、人类维护生态环

境的行为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绿色自在是指以绿色传统、绿色经验、绿色

习俗和绿色情感等为取向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图

景，是人基于感性获得的生存体会和生存体验。

由于有着情感的作用，它在现实中表现得更为

强烈和直接，但同时也是不稳定的、不系统的、

工具性的。我们今天受工业污染促逼而提出绿

色发展的诉求，就是这一表现。绿色是自然本

色、自然界的主色调，并由此延展为人与自然界

的和谐，即不违背自然法则，不与自然界对立、

对抗等。绿色自觉是以人对绿色发展的充分认

知为基础的实践，是将绿色即生态自然理念熔

铸到人性及其实践中的自觉自愿，而以哲学、科

学、艺术等方式揭示绿色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

关系，就是绿色自觉的理性体现。因此，绿色自

觉是以理性方式，即以概念、判断等抽象化方式

客观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的生存必

须依赖于绿色发展，所以绿色与自然界生态平

衡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指的是协调、有序、共生

互惠、可持续状态及其所体现的自然生态法则

遵循。因此，对自然界的任何人为改造，使自然

之物变成人为之物，都必须以不破坏自然系统

的生态平衡为前提。

因此，无论绿色自在还是绿色自觉，绿色都

代表着人对自身行为的自我约束，是人与自然

关系中基于生态系统平衡而做出的自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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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克服，其宗旨就是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存

在。从根本上说，绿色体现着当今社会人对人

性的理解和规定，是人生存于现代社会不可或

缺的内涵。人的存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

和，人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起自身主体性存

在的。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

系是人所面对的所有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现实

生存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已经成为人必须面

对的问题，它所表现出来的环境危机、生态失衡

等已经昭示了人之生存的困境。绿色无疑是人

基于现实困境的人性约束，体现着人类对人与

自然之关系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人的生存离不开绿色，人始终与绿色发生

关系。绿色成为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实体存

在，绿色、生态、环境和自然界是同一序列的概

念。人与绿色的关系在不断地融进入的生存理

念之中，现已历史性地凝结为人类的生存方式，

熔铸在人的生存实践所形成的文明之中，左右

着生存于现实中的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生存方

式。就此而言，绿色不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社

会的。无论是人类祖先对自然物和自然界的顶

礼膜拜、农耕社会的敬畏自然，还是现代社会的

回归自然，都反映了这一点。将人事之理与天

地之理同等视之，已深烙于人的生存文化之中。

绿色已成为人存在及其意义的底色，即人生存

方式的主色调，绿色发展已然成为人类社会一

切活动的基础的基础。

现代社会对绿色的强调，以至于将绿色看

成是人性的内涵，这与人类所遭遇的反绿色的

生存危机有关。人类对绿色的无视与对自然法

则的践踏所引发的生存危机，已经关乎人这一

物种能否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存在下去。绿色已

经成为人们的最大共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内

在的、优先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也成为现代

人类社会发展与世界秩序重构、整合的主导力

量。绿色发展观已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态和内涵，并对每一个

个体存在及其行为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

成为社会和人的现代意识的组成部分。

绿色的核心是遵循自然规律。工业社会极

度张扬人的主体性，武断地以人的秩序代替物

的秩序。简言之，只要人有需要，为着满足人的

需要而对自然秩序做出任何改变都是合理的、

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任何天然的、自然的存在

物，由于它的天然、未加工性而显得粗糙、笨拙、

土气，对于人的无休止的欲望而言就显得有些

缺陷。然而正是这种未开化、未加工的状态，恰

恰体现了自然界的质朴、自然和原生态，这既是

人的机体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所适应的状态，

也是人生存自觉中对于原始的、天然的文化需

求的满足。因此，绿色理念主张“自然的才是

最好的”，“自然的才是人最需要的”。这不仅

是人在与自然界的长期交往中人的机体对自然

界的适应使然，更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延续而需

要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之必然。

人自身生存的开放性、超越性表明，人总是

不断地摆脱束缚而自我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可以否定自然或背离自然的内在规律，而是

要尊重自然和依赖自然。“人（和动物一样）依

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

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

广阔。”［１］人的万能表现在比动物更能超越作

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性和给定性即本能，从而

获得更加全面的人的主体性。动物的自在性和

给定性即本能，是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由体能的

“专门化”“特定化”而形成的种的内在属性，而

人却表现为生命和文化的延续，如民俗、习惯、

神话、宗教等。真正的人，就是基于对自在自然

内在规律的认识，采取更加人性和符合自然法

则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正是由于人能

够不断打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局限，并依据

由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所具有的先在性和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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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实现了人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由

此为人的生存提供了根基。因此，绿色本质上

是自然的，体现的是顺物之为，遵循的是自然

法则。

然而，绿色并非否定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任何以为绿色就是人对自然界的无为的看法都

是错误的。人的生存始终是人的本质的对象

化，也就是说，人的生存总是会把人的需要、愿

望、情感、目的等主体性意志客体化，使客体成

为体现主体意愿的对象。这一主客体统一的

过程，恰恰是人的主体性不断确立并丰富的过

程。绿色生存方式成为人生命的内在规定，也

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凸显并被人所认识的。

因此，绿色应是人的生存实践及其主体性的需

要，本质上是要超越工业文明的片面人性、异

化人性的弊端，以更全面的人性对待自然，视

自然界为人的生存根基。总之，绿色生存方式

是一种尊重自然、善待自然、顺应自然的生产

生活方式。

　　三、绿色生存转向与实践

当绿色成为今天与未来人性内涵和人类生

存的应有方式时，绿色与绿色教育作为人生存

的理性自觉就显得尤其必要和迫切。事实上，

对于整个社会普遍地仍以工业制造为生产方式

的现实来说，绿色发展更多地只是一种现念。

而绿色实践对于刚刚摆脱物质匮乏、经济落后

的人们而言，无疑会非常痛苦和异常艰难。因

此，如何让全社会接受绿色、践行绿色，以绿色

生存方式来诠释人生价值，使全社会都把绿色

作为其内在规定和现实人生存的本质规定，成

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从文化视野而言，推动

工业文化的绿色转向并创建绿色文化，是绿色

生存的根本所在。

无论是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还是人的

其他社会活动，都有着文化的内涵，对于人的生

存而言，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塑造着社会的每

一个人，对于任何生存于这一社会的每一个个

体来说，文化总是先在性、给定性和强制性地使

人适合于这一文化样式及其内在要求。正如美

国学者Ｃ恩伯和 Ｍ恩伯所说：“文化本身是

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并

未总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通常我

们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一

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

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２］３７而这种强制

性、给定性就来源于文化的群体性、外在性。

“一个被认为是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

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２］２９正是由于文化

所具有的群体性，任何背离文化的人必然被社

会所排斥。因此，绿色作为人生存自觉的存在

方式和生存图景，作为一种文化觉醒，越来越为

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践行。这种绿色文化使人从

个体的、自私的或动物性的生活境况中摆脱出

来，关注人的类生活和类生存；从关注共有的地

球、水、土地、海洋、气候等这些所有人的生存基

础开始，从生存的现实实践入手，不随意乱扔垃

圾、爱护环境、节约用水……从而使绿色成为我

们文化的主流和文化的核心价值。

要使绿色文化成为群体共有，首先必须深

刻理解使绿色文化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绿色

发展观及其文化理念的确立，根源于我们的生

存环境困扰，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反常、

海平面上升、垃圾四溢等。然而这些问题与人

生存的关联性，尤其是这些困扰的根源性，若没

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是难以从根本上被认识的。

尤其是这些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如技术、资

本、人性的极度膨胀等，它们对生态困境的形成

更为根本和隐蔽。正是人性贪婪，正是人为着

自我欲求的满足而向自然的过度索取，最终使

得人在长期生存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生

态平衡关系被打破，导致人类滑向了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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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而对此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并使之大

众化、通俗化从而成为每一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恰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广泛开展生态困境的

科学阐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科普活动，就成为

绿色生存转向的一个重要前提。

其次，应开展绿色与传统之间的有效对话。

人的文化生存的事实，表明人总是基于生存经

验化而确立起自己的生存实践方案，其中既有

继承更有超越。无论是蒙昧时期还是农业文明

时代，人们长期与自然界的直接交往，不仅使人

类对自然界及其内在规律有了更多的认知，而

且使人对自然界万物有着生命共同体式的天然

情感并赋予物以人的情怀。惟其如此，才形成

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和谐，甚至人的生存

实践始终以自然为范，不违自然被看成是人生

存的基本法则。而这些理念、信条、信念恰是绿

色理念所包涵的。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有效对接

传统，从传统中获得绿色理念的资源。

同时，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决定了人生

存的开放性、发展性。面对自然界，人类经由从

恐惧到顶礼膜拜，从敬畏到模仿，从主客二分到

征服，人以人的方式不断累积和突破自在性文

化的限制，实现着与自然界之间的交往。但是

任何突破、超越总是基于人类生存困境的传统

再造，即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彻底否定，而是从

传统中寻找出与现实问题相关切的资源，通过

人的文化自在性，实现生存困境化解过程中阻

力的最小化。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在

１９５２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

所指出的：“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

衍生和自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

中尤其以价值观最为重要。”［３］这些观念和价

值构成了新的生存方式的自在性文化，并且往

往以显性方式持续存在于人的生活中，如生命

至上、同情弱者、民胞物与等，均蕴含着对于人

的现实生存焦虑化解的有用性，使得人的生存

困境得以新的诠释。

最后，应践行绿色发展观。绿色生存方式

本质上是对传统生存方式的变革。这一革命

性、颠覆性的观念变革，是人们基于人的类本质

生存的更全面理解，其现实表现为地球的有限

性与对人生存的基础性、前提性、不可替代性。

绿色生存对于现实世俗生活的人而言，要使其

成为一种内在自觉，就需要培育自觉文化，即要

使绿色理念、绿色价值等成为人生存的经验、常

识、习俗，从而常态化、常识化。

绿色代表着人类未来，是人类可持续存在

的基础和保证；绿色是人生存的应然和必然，是

人生命的一部分。基于由工业社会对绿色的否

定所带来的人的生存方式的物欲主义，倡导绿

色、宣传绿色、践行绿色，最终使绿色生存成为

人生存的常态，注定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作为人的本质之必然体现，绿色必将成为人类

永恒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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