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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方式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既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和前提，又对生态环境

产生重要影响。工业文明时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占据主流，它主张通过无限

度消费物质产品来追求高人一等的精神感受和社会评价，这实质上是一种异化

消费的生话方式。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大众传媒和跨国

公司，分别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经济基础、思想根源和重要条件。消费

主义生活方式是造成今日地球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

及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是绿色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工

业文明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决裂，构建简约适度、绿色低碳、健康文明的绿色生

活方式，是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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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生活方式

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消费主义生活方

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建设生态文明

必须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指出，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推动全民

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俭节约、绿

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坚决抵制和反对

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１］。

目前，学术界关于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生活

方式、绿色生活方式都有一定研究，但综合探讨

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基

于生态文明视角，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消

费批判的相关理论，分析和探讨生活方式与生

态环境的内在关系、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质

与表现、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与深化等问题，尤

其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态影响进行深刻反

思，以期为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向、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一、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生

活方式是人类存在和生活的方式，二者紧密相

关、相互影响。生活方式的形成既依赖于生态

环境，又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１．生态环境是生活方式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曾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

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

人［２］。恩格斯也强调：“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

物，是在自己和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

一起发展起来的。”［３］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

有机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生活之源，人靠自然界

来生活，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密切的生存依赖关

系。人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消费物质资料的方

式，而人的生活则包括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精

神生活［４］。这些论述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生活方

式的内在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

是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源泉，人的肉体生活和

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人的生活方式是建

立在物质资料基础之上的，也必然以生态环境

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环境构成了人

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自然界的优先性和

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决定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离

不开生态环境。

２．生活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生活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所形成

的稳定的生活模式和态度。“环境的改变和人

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

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５］人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但并非消极被动地接

受自然的塑造和影响，而是对生态环境具有能

动的反作用，具体表现在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中。

（１）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生活方式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时

代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生活方式总

是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呈

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迄今为止，人类先后经

历了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时代，

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不同时代形成了不

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不同。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

是奴隶社会落后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经济相联

系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创造了

巨大的生产力，使人们的生活由温饱型进入到

富足型［６］。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敬畏自然、依

赖自然、保护自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微乎其

微；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对土地充分利

用和拓荒垦种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造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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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破坏；工业文明时期，高消耗、高污染、高

浪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占据了主流，给生态环

境带来巨大灾难，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２）不同性质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存在物。

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７］。生活方式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内

容。由于经济水平、文化层次、生活观念、人生

追求、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千差万别，不仅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样态，而且

会产生不同的生态效应。从东西方的对比来

看，普遍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生活

方式，对生态环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种生

活方式虽然已渗透到我国，但尚未占据主流，我

国崇尚简约消费的生活方式，其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相对较少。从城乡对比来看，高消耗、高浪

费的生活方式在城市较为普遍，农村相对保持

着节俭、节约的风格，形成简约适度的生活方

式。这正是城乡生态环境差距较大的一个原因

所在。从贫富对比来看，富人阶层的奢侈浪费

的生活方式，加大了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

的污染；穷人阶层的勤俭惜物的生活方式，易于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此外，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和高碳污染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也不同。

　　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与

实质

　　消费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一

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物质主义

和经济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西方学

者让·鲍德里亚将消费主义定义为一种生活方

式，即其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

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欲望；人们所消

费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

“符号象征意义”［８］。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

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福特主义的生产模

式、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

分别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经济基础、思

想根源和重要条件，其实质是在异化消费基础

上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

１．经济基础：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并非凭空产生，福特主

义、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所造就的大众消费，

是消费主义形成的经济基础［９］。消费主义生活

方式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矛盾

不断加深的结果。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最大限

度的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

的，而剩余价值的最终实现依靠市场。从消费

的角度来看，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被人购买、消

费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工人薪资微薄、购买力不足、消费水平低

下，这种状况的消费影响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

平衡，进而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鉴

于此，费雷德罗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科学管

理理论，强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把“蛋糕”做

大的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工人的购买

力。随后，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吸取了泰勒科学

管理理论的精髓，以技术革新为手段，创造了福

特主义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工人工资，而且使工人有更

多闲暇时间进行消费，且消费呈现不断增长的

趋势。只要工人能够在生产中经受住福特主义

流水线的苛刻、呆板和快节奏，就有机会购买私

房、汽车，就有能力去旅游、度假等［９］。福特主

义生产模式直接导致并造就了大众消费时代，

催生了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的盛行，又逐渐演

变为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生活方式。

２．思想基础：消费主义价值观念

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欧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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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在西方发达国

家逐渐唱主角。消费主义价值观念是指人们把

消费主义作为价值取向，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地

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人生幸福与生

活消费直接挂钩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

念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形成的思想基础。一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消费主义价值

观念的基本特点是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动置于

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

得的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１０］。也就

是说，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是消费至

上，现实中生产体系的扩张、商品种类的丰富、

商品数量的增长，都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产生

的消费欲望。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诱导下，人

们为消费而消费，完全扭曲了消费的本质和意

义，将“消费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消费”等信条

视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和终极目的，由此陷入疯

狂的物质追求中。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不仅严

重误导人的价值取向，导致人生观、价值观上

的享乐主义，而且逐渐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

进而演化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３．重要条件：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通过思想文化途径和经济途径业已向发展中国

家扩散，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

大众传播和跨国公司是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扩散

的重要渠道。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

出，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从而导致人们消费伦理的转换和消费主

义价值观的盛行［１１］。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为了维持

其绝对优势，他们借助电影、报纸、广告等传播媒

介恣意张扬、推波助澜，由此加速了消费主义生

活方式向其他国家的传播；另一方面，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以跨

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推行消费拉动生产的策

略，利用多种渠道极力宣扬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赋予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以普世性，将其嫁接、融

合进其他国家的文化之中。文化是影响生活方

式的重要因素，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的扩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也在国际化。

４．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实质

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来看，消

费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

进行批判，明确提出“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

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和观点，指出

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

费，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

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

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１２］。换句话说，消费主义不

是为了满足“够了就行”的真实需要，而是为了

满足“越多越好，多多益善”的虚假需要。这

样，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就会完全扭曲消费的本

质，就会把幸福和人生追求等同于对物质商品

的占有和消费，并以此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

一途径。这样一来，人的消费活动就成了与人

的需要目标本身无内在联系的一种程式化活

动。因此，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异

化的、具有破坏性且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生态危机

的主要根源

　　综上可见，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一种以购

物和消费为主要内容，以过度消费、奢侈消费、

炫耀消费为具体表现，具有占有性、破坏性的生

活方式。科布认为，社会的整个推动力是经济

进步，但这种单一唯度的进步意味着生态灾

难［１３］。加里·加德纳也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

大多数环境问题都能跟消费扯上关系［１４］。这

些论断表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既是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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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现，也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

的罪魁祸首。

１．奢侈消费及其生态影响

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变革生活

方式的同时，也在促使奢侈消费不断滋长。随

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产品知识的不断丰

富，人们越来越不再只满足于消费普通商品，而

是开始逐渐将消费目标转向奢侈品［１５］。奢侈

消费是将奢侈品视为高端生活的标志、衡量成

功的标准、彰显地位的尺度，通过消费奢侈品、

享受高档服务等，来满足自身需求和欲望的消

费行为。大量购买名牌产品、出入各种高档场

所、享受各种高消费服务等，都是奢侈消费的表

现形式。如今，奢侈消费在我国已出现大众化

的趋势。麦肯锡２０１７年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

２０１６年中国有７６０万户家庭购买了奢侈品，超

过马来西亚或荷兰的家庭总数，是法国或意大

利家庭总数的２倍，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年支

出超过５０００亿元人民币。麦肯锡２０１８年中国

奢侈品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依旧是全球奢侈

品行业的最大客户来源之一，２０１７年贡献了全

球市场近３２％的销售额［１６］。这些数据表明，中

国人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贡献卓著，奢侈消费

在我国已日渐成风。然而，当人们执着于奢侈

消费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一行为将会产生的生

态影响。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

要范围的非生活必需品，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

和过度消费，会造成自然资源的额外浪费；奢侈

品的生产材料、精美包装、运输运送，将消耗大

量资源、能源和材料，会导致自然资源、能源的

巨大消耗；奢侈品使用会产生大量废弃物，最终

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可以说，奢侈消

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过度消费及其生态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的丰富使消费

的多样性由可能变为现实，当人们去追逐无限

扩张的更多消费时，就形成了过度消费。过度

消费是指将大规模的消费和高水平的生活视作

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和个人生活的本质追求的

消费行为［１７］。毫无节制的购物、肆无忌惮的消

费、毫不吝舍的浪费等，都是过度消费的具体表

现。当前，我国过度消费现象较为严重。以网

购为例，随着淘宝、天猫、京东等网络购物平台

日渐崛起，“双十一”“双十二”迎来盛大的“消

费盛宴”，人们陷入疯狂购物的浪潮中。国家

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双十一”期间

（１１～１６日），全国邮政处理的邮件、快件达１５

亿件，比去年同比增长３５％。［１８］然而在人们沉

浸于购物的狂欢之时，却没有意识到一场生态

灾难正在降临。正如巴巴拉·沃德所指出的，

对消费品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的使用能量，

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１９］。因为

疯狂的网络购物，也在疯狂地制造着垃圾。据

统计，我国每年因快递包装过度浪费的瓦楞纸

板约１８．２万吨，相当于年均砍掉１５４７公顷的

森林；每年约有２６０多万吨塑料倾倒海洋；我国

垃圾堆存侵占土地累计８０万亩。［１８］这些数据

既反映出人们过度消费的疯狂之态，也揭示了

过度消费的生态影响。过度消费消耗的主要是

自然资源，并通过物质循环过程以废物的形式

返回自然界和我们生存的环境之中。这势必导

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恶性

循环，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严重浪费，而

大量废弃物所造成的垃圾过剩，将远远超出地

球生态圈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超过生态系统

的自修复能力，导致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破坏。

这种生活方式一旦延续下去，势必会加剧生态

危机，甚至会毁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

基础，最终必将导致人类走向毁灭。

３．炫耀消费及其生态影响

工业文明时期，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琳琅满

目的消费品，促使炫耀性消费呈现出不断增长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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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蔓延的趋势。炫耀消费是指个体通过公开地

消费财富，向他人传递地位信息、强化自身形象

的特定消费行为［２０］。过分喜爱奢侈品，过度追

求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服务，举办豪华生日

宴、婚礼，以及为了摆阔一掷千金、大肆挥霍等，

都是炫耀消费的具体表现。这种消费行为不仅

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会

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污染和破坏。由于炫耀消

费中消费者追求的是产生或服务能提供的一种

象征性感受价值，包括身份或阶层的象征、时尚

与先锋、好玩与趣味性等，并非真正占有商品的

使用价值，所以，炫耀消费是一种基于面子心

理、攀比心理、虚荣心理的额外消费和非理性消

费，它消耗了原本可以节省的资源、能源和财

物，以至于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炫耀消费不

断蔓延，必将加重资源、能源的巨大消耗，造成

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迅速枯竭，加剧人类物

质消费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引发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

永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四、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

既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

主要根源，那么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势必成为解

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之一。而绿色生活方式应该

是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１．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

简约即节俭、节约、简省之意；适度即适合

要求的程度，适当之意；简约适度的绿色生活方

式，即指以勤俭节约为原则，追求简约生活、适

度消费的生活方式。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主要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简约生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追求简

约生活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

来，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的同时，世界范围

内也掀起了简约生活的浪潮。面对环境污染、

资源匮乏等生态问题的共同威胁，如何实现从

自然的征服者向生命共同体的平等公民的转

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２１］。目前，已有数

百万的美国人在抵抗消费主义的喧嚣，持续了

近２０年的“国际罢买日”运动已在全世界多个

国家得到积极响应；各式各样的环保运动和绿

色运动包括素食主义、慢食运动、放慢生活节奏

运动如雨后春笋；英国大学的物物交换商店、创

造性节约等运动都是对消费主义的宣战。此

外，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科布身体力

行践行素食主义；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廖

晓义倡导“乐活生活”。这些都为我们构建简

约生活提供了借鉴。我们应以节约资源为目

标，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厉行节约，通过节

水、节能、节电、节物等行动，促进自然资源节

约，追求简约生活。

（２）适度消费

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曾警示人们：地球可以

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联

合国提出的《２１世纪议程》也指出，地球所面临

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

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发展失

衡。若想达到适当的发展，需要改变消费方式，

以最高限度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产生废弃

物［２２］。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适度消费，要根

据经济能力和合理需要理性购物、理性消费、适

当消费。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加强旧衣利用；适

量选购食物，杜绝餐桌浪费；理性选购住房，避

免严重的资源浪费。总之，从抑止过度消费入

手来减轻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

２．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之“绿色”为环保、健康、

纯天然之意，“低碳”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是指通过减少碳的排放量，减

轻大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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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绿色出行

人的生活离不开出行，如果为了减少碳的

排放量而停止借机动设备或工具出行活动显然

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方

式。绿色出行方式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出行方

式，它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又益于健康、保护

环境。在这方面，欧美一些国家可谓采用绿色

出行方式的典范。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７７％

的民众在繁忙时间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丹麦

５００多万人口拥有４００多万辆自行车，几乎人

手一辆；在以“自行车城”著称的哥本哈根市，

超过１／３的市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或上学。［２３］

在德国、芬兰、法国、荷兰、瑞士等国，浪漫的自

行车旅行和悠闲的徒步旅行成为两种极受欢迎

的旅游方式。我们应借鉴国外的这些做法，在

出行时尽可能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多选用公

共汽车、地铁或共享性的交通工具。这样既能

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也可以实现零排放、零污

染，或少排放、少污染，从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

（２）绿色居住

绿色居住不是以大、奢华、高碳为美，而是

以绿色、简约、环保为美。首先，应合理购买住

房，要根据经济收入、购买能力、人口数量，选择

面积适宜的住房，避免资源过度浪费和产生环

境污染，增强二氧化碳减排和节能降耗效果。

其次，应简约简单装修。生态文明时代家庭装

修的主导风格理应是简约装修。简约是家装节

能中最为合理的装修风格，通透的设计有利于

通风和空气流通，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资源、能

源、建材的浪费，应该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再

次，我们应注重节能减排降耗，要选择节能砖建

造住宅，以自然原色为住房主色，减少装修木

材、铝材使用量，采用节能的家庭照明方式，选

择节能冰箱，适时将电视机、微波炉、空调、电脑

等电器断电，以此减少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

的排放，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健康不仅指生理健康、身体没有病，还指有

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即心理健康、

行为健康。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既有益于人的

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绿色饮食

民以食为天。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人们的

饮食应当是绿色饮食。绿色饮食主张在消费食

品的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达到保护

生态环境的目的。我们应尽可能选择购买本地

生产的食品，少购买从国外进口或跨地区空运

的食品，以减少食品运输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应选择当季水果和蔬菜，少购买反季节水

果和蔬菜，因为反季节水果和蔬菜一般是在温

室中种植的，温室种植往往需要消耗更多能源；

应选择简单包装的食物，因为包装材料大多由

纸、塑料、铝制品等制成，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大

量的二氧化碳，选择简单包装的食物，拒绝使用

复杂包装的食物，可以直接降低碳排放量。

（２）全面生活

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具有多种需要。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

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

面的要求日益增长。”［２４］这就是说，新时代人的

生活需要变得越来越丰富、全面。然而，消费主

义生活方式、过度的物质追求，却把人们带入一

个无意义、无方向感的空无世界。马克思曾指

出，“一个人，他的生活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

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过着一

个多方面的生活”［２５］。换句话说，人过着一种

全面的生活。只有追求全面生活，人们的消费

才会由单一的物质消费转向丰富的多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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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物质追求转向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样既能

减少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

效应，又能丰富人的生活，使人们获得更多幸

福感。

　　五、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与生态文明目标相一

致的生活方式，它既不会自发形成，也不能一蹴

而就，需要人们运用生活理性对生活方式进行

自觉选择，通过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构建。

１．树立简约消费观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持有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和生活观，往往会对人们生活方式的

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很大

程度上受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诱导，并通过消费

购物、物质享乐表现出来。然而，如果物质财富

成为人类崇拜的上帝，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的禁

锢，科学技术成为束缚自身的枷锁［２６］，那么人

类不可避免地将在对象化活动中陷入被异化、

物化的悲惨命运。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不仅不会

给人们带来幸福和自由，相反，它必然会进一步

强化过度生产和异化消费，从而造成对自然资

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并加深业已存在的生态

危机。因此，在消费观上，我们应实现由“以物

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树立简约消费观。

简约消费观是指：通过消耗尽可能少的自然资

源来满足人们合理的生活需要，优化生活质量，

同时防止生活废弃物导入自然系统［２７］；崇尚低

碳绿色，以自然为友，简约适度是其核心理念。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应自觉摒弃消费主义价值

观念，以简约消费观、科学的生活理念引导人们

积极追求简约生活、绿色生活；应使人们意识到

物质消费并不是幸福本身，它只是人的幸福体

验的一个重要载体，真正的幸福应该是以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合理、健康、绿色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指数

提升为落脚点。唯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才能

实现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２．培育绿色生活风尚

滴水难成海，独木不成林。构建绿色生活

方式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全人类共

同的愿景和行动。美国的马克·佩恩和扎莱纳

所著的《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

量》一书中有一句经典之语令人深思：“在今天

的大众社会，只要让百分之一的人真心作出与

主流人群相反的选择，就足以形成一次能改变

世界的运动。”［２８］同样，绿色生活方式能否成为

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导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

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选择与当今占主流的消费主

义生活方式相反的绿色生活方式。因此，应号

召公众选择绿色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凝聚起构

建绿色生活方式的磅礴之力，共同为构建绿色

生活方式而努力。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建立健

全社会化参与机制，鼓励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积

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绿色活动，如开展植树节、爱

鸟日、保护母亲河等活动，以植树节、国际湿地

日等重要生态纪念日为契机，深入开展环境教

育；创办各类绿色文化节和绿色产业发展论坛

等活动；同时启动“绿化庭院、美化家园、绿色

生活”等绿色行动，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绿

色生活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推进绿

色生活的合力，唤起人们的绿色生活意识，培养

和提升人们的绿色生活能力，使绿色生活成为

社会良好风尚。

３．加强绿色生活教育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应最大限度地消除消

费主义生活方式对人们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

深入开展绿色生活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绿色

生活意识。绿色生活教育，可以通过家庭、学

校、社会和每个人的自我教育等来进行。家庭

是绿色文化教育的启蒙之地，是培育绿色生活

意识的出发点。父母应加强对子女绿色生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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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龙燕，等：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生态批判

念的培育，使子女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

护自然的心理态度，自觉养成良好的绿色生活

习惯。学校是绿色生活教育的主阵地，应将绿

色生活理念、绿色生活方式等内容融入日常学

习课程，“以文化人”，为使学生养成绿色生活

与消费习惯打下良好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社会

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空间，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构

建至关重要。应加强社区的绿色生活理念的培

育功能，加强社会组织的绿色生活的传播功能，

加强社会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促进国民

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

说，应自觉修炼生态智慧，做到以自然为友、绿

色化生活、生态化生存，将绿色生活方式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推进绿色生活方式的自我养成。

　　六、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

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一

种异化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造成人类生

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今天这个生态文明新时

代，为应对生态危机，必须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彻底决裂，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

不仅是表层生活的绿色化，本质上是我们生活

主体的心灵绿化，是对物欲的自我限制和高尚

生活的自觉追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只能把人

类引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唯有绿色生活方式才

能把人类社会引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生活

方式的构建与形成，必将引领人们走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推动人类的美好生活梦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５－０４－２５（０１）．

［２］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０５．

［３］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８３．

［４］　黄承梁．生态文明型生活方式才最时尚［Ｎ］．人

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３－０２－２２（０５）．

［５］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５．

［６］　方世南．生态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科学建构

［Ｊ］．学术研究，２００３（７）：５０．

［７］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６．

［８］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Ｍ］．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２７．

［９］　高文武，关胜侠．消费主义与消费生态化［Ｍ］．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１．

［１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ｔｏ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Ｍ］．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１００．

［１１］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０７．

［１２］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Ｍ］．慎之，梁树

发，黄继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４９３．

［１３］科布，杨志华，王治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

文明观———小约翰·Ｂ．科布访谈录［Ｊ］．求是

学刊，２０１６（１）：１３．

［１４］默里，谷义仁．绿色中国［Ｍ］．姜仁凤，译．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０４：８８．

［１５］王婉，王鹏宇．知识经济下的新奢侈品及新奢

侈消费：概念与内涵界定［Ｊ］．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５）：２４．

［１６］２０１７中国奢侈品报告发布：爱时尚、钟情设计

师品牌　２３－３４岁成消费主力［ＥＢ／ＯＬ］．

（２０１８－０１－１７）［２０１８－０８－１４］．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８／０１１７／２０／Ｄ８ＣＬ７ＢＧＢ０００１８７

ＶＥ．ｈｔｍｌ．

［１７］李菊霞．反思我们身边的过度消费———从国外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Ｊ］．理论视野，２０１２（１）：

３３．

（下转第３５页）

·５２·



崔玉娟：格伦德曼对“支配自然”观念的阐释及其理论价值

［２］　王正平．环境哲学［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２２０．

［３］　王雨辰．从技术政治学到审美政治学［Ｊ］．国外

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１）：１４．

［４］　莱斯．自然的控制［Ｍ］．岳长龄，李建华，译．重

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

［５］　张一兵．马克思与自然的支配［Ｊ］．求是学刊，

２００７（１）：３３．

［６］　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Ｒ．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Ｍ］．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７］　刘湘溶．生态伦理学［Ｍ］．长沙：湖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８０．

［８］　ＢＥＮＴＯＮＴ．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ｉｍｉｔｓ：ａ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Ｎｅｗ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９（１７８）：７５．

［９］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Ｍ］．欧力同，吴

仲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９７．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９２８．

［１１］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９２８－９２９．

［１２］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５０．

（上接第２５页）

［１８］３５００亿双十一疯狂过后　一个大麻烦让马云
都发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２０１８－
０８－１４］．ｈｔｔｐ：／／ｅｄｕ．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ｚ１／２０１８－
１１－１３／ｄｏｃ－ｉｈｍｕｔｕｅａ９７０３５９２．ｓｈｔｍｌ．

［１９］沃德，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Ｍ］．吕瑞兰，李
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６５．

［２０］王春晓，朱虹．地位焦虑、物质主义与炫耀性
消费———中国人物质主义倾向的现状、前因

及后果［Ｊ］．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６（５）：３１．
［２１］刘勇，何苗．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

辑［Ｊ］．理论与评论，２０１８（３）：３１．
［２２］柴素芳．大学生幸福观教育论［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７．

［２３］崔晓玲．丹麦：绿色经济风头正劲［Ｊ］．中国对
外贸易，２０１２（７）：６０．

［２４］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０１）．

［２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９６．

［２６］闵浩宇．论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化途径
［Ｊ］．新西部，２０１４（２４）：．

［２７］刘德海．绿色发展［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６：１９３．

［２８］佩恩，扎莱纳．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
潜藏力量［Ｍ］．贺和风，刘庸安，周艳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３．

·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