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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这个 目标的实现过程 中，人与 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 

重要 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当今，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类奋斗 目标的必经之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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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 

话题。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们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现实中，不少人把人的全面 

发展等同于人实践能力的提高，以人的物质创造力强弱来衡 

量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而且让人深表遗憾的是，当人们面 

对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时，却难有全面发展的喜悦，反而产 

生一种精神的迷茫。尤其是当大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报复接 

踵而来时，人们才开始觉醒，才发现人类本身并没有获得真 

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带着这种疑问，本文试从人的全面发 

展的角度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自然与社会，因为人类属于 自然链 

条中的一环，其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 自然的发展保持 

和谐的状态，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如果人类只顾对 自然 

掠夺而不关心 自然，就只会给自己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因此 ，要想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就不能脱离自然环境，不能 

打断人与 自然的生物链条，而是要在社会过程中尽量保持人 

的良好的自然本性，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的自然属性 

与社会属性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不是脱离人的、把 

人排除在外的、与人无关的单一的自然，人也不是脱离 自然 

的、把自然排除在外的、与 自然无关的单一的人。人与 自然 

是相互作用、彼此包含的辩证统一体。正如马克思认为的 

“人直接就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 

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 

限制的存在物”，而且人类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类 

而自己客观的存在的，但“这些对象”是人类“需要的对象” 

同时也是“表现和确证”人类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 

要的对象 ”̈ 同样，“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 

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_2 劳动过程实现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这使自然成为了人类劳 

动过程的一个要素。一方面，劳动离不开人的肉体组织的运 

动，而人的肉体组织是受 自然制约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天 

然的劳动对象，还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劳动对象，都是 自然界 

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人类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连同我 

们的血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界是人类 

的“无机身体”，_l| 人靠 自然界才能生活。 

其次，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生存的最重要 

的前提，是人类的根。马克思认为，人在与自然(包括社会) 

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活动，把 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 

中，使客体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确证。这个过程对主体 

来说，称作“对象化”；对客体而言，称作“自然界的人化”。 

总之，一切经过人创造的对象，都渗透着人类劳动的性质，都 

体现着主体的本质。同时，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 

自然改造人的历史。人类在改造 自然过程中广泛地掌握和 

同化自然力，将 自然规律纳入 自身，将大自然无比丰富的属 

性化为人的主体能力。马克思说人通过“所处的自然环境的 

变化，促使他们 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 

多样化。” 

最后 ，自然界是人类的精神寄托和归宿。技术文明下的 

生活方式忽视了人的情感需求和情感力量，疏远了人与 自然 

的关系，把人置身于不熟悉、不可理解的生活中，从而给人们 
一 种不安全感、无家可归、陌生的情感。实际上，自然可以成 

为人类的精神寄托和归宿。正如马克思认为，因为人具有理 

性和自然具有对象性价值，因此人能够认识到：自然是人“须 

臾不可缺少”的对象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无机的身 

体”；认识到自然作为人的对象，就等于对象成了人 自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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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的现实和他的作品”，成了他本质力量的“直观”与“确 

证”；认识到人对 自然规律的服从和遵守本身恰恰是人的 

“类特征”的表现，因为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 

现 ，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自然是人类 自诞生以来无法挣 

脱的一条脐带，象一个胎记深深印在人类的生命里，时刻牵 

动着人类骚动的灵魂。人类从 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只有 

在 自然的怀抱里，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乐趣。同 

时，自然是展现生机与活力的舞台，绿色是生命和希望的象 

征；高山、戈壁、沙漠让人体会到大自然的雄浑壮阔之美；森 

林、海洋、草原让人感悟到自然的博大幽深；湖泊、湿地、河流 

让人感受到宁静致远之义；动物、花草、虫鸟激发出人们的同 

情爱慕之心。明媚的阳光，碧蓝的天空，辽阔的大地，闪烁的 

星辰，以无比仁慈的胸怀接纳着我们，赐予人类最无私的关 

怀，尤其是被工业社会挤压得无处可逃的现代人。当他们再 

也承受不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承受不了现代社会的冷漠和物 

质利益的纠缠，无法忍受生活的空虚和心灵的孤独时，他们 

就会把 目光转向清新洁净的大自然 ，在自然中寻找精神的休 

憩和慰籍 ，使疲惫的心灵焕发出新的生机。人类在 自然中体 

味着回到家乡的沉醉感觉，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原来具有如此 

亲密无间的关系 自然就是人类的精神之乡、审美之乡、心灵 

之乡，人类走向自然，就是对 自身本质的回归，是人对 自然之 

母的无私回报。 

由上可知，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真正展现都离不 

开自然 ，人的精神属性也须臾离不开 自然的怀抱。因而，人 

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会严重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 

上可以说，人与 自然的和谐本身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 

现和核心内容。 

二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保证 

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能够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 

和完善性，显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同时，人们追求人与 自 

然和谐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获得自身完善的过程。 

首先，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来看，需要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因为唤醒人类的各种潜在的本质力量(包 

括属于智力范围的各种能力，脑力和创造力以及非智力的毅 

力、无畏、体力等)，使之获得最充分的表现和全面的发展，是 

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人们为了创造出符合 自 

己目的、愿望的生存空间，就必须自觉承认和尊重自然界的 

客观独立性 ，必须尽可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掌握自然物的 

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并按照自然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要 

求去改造 自然界，去进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 

中履行“求真”的准则。人们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坚持“求 

真”的准则，才能合理而有效地改造 自然，并使自己的智慧、 

能力等本质力量得到丰富和完善，使自己的目的、愿望等本 

质力量顺利地实现，从而体现出人与 自然的全面关系，推动 

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 

其次，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需要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人在 自然成长过程中，接受社会实践的教育 ， 

培养和塑造 ，全面发挥人的内在潜能，丰富和提高人的能力。 

而这个实践过程的实现，是离不开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并 

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实际上是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 

的现实运用、发挥和展现，即实践主体以自身的本质力量为 

媒介和手段对实践客体的物质力量的利用过程，也就是人类 

的本质力量和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相互利用、相互转化的过 

程。当人类的本质力量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达到有机、协 

调统一时，就能取得积极的、肯定的实践结果。但是，人类的 

本质力量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 
一

，它受人类本质力量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一 

定条件下，二者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自然界不能直接满 

足人的需要，不具有直接的属人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 

会背离人的需要和利益，甚至加害于人。所 以，人作为实践 

主体必须以一种在本性上有别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的东 

西——人的本质力量去积极地改造自然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对抗转化为平衡与和谐。 

最后 ，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来看，需要人与 自然的和 

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使人不仅要成为 自己社会 

关系的主人，而且还要成为 自然界的自觉主人。人是社会存 

在物，人的 目的、愿望的实现和利益的满足，应该要符合社会 

的规范。社会则采用公认的“合适”、“正当”、“合理”等方 

式对整个社会或大多数人进行一定的评价。因而人类在开 

展 自己的实践活动时，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标 

准和社会规范，去开展自己的活动，这样才能保证实践活动 

及其结果具有社会的功利性，同时既能满足自身利益又能有 

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真正做 自己社会关系的负 

责主人。大 自然对人性有一种规定性——合规律性，它确定 

人的自然价值。这种规定性确立了人的地位并非凌驾 自然 

之上 ，而是与大自然平等相处，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 自然，都 

要参与 自然的进化运动，尽管自然进化对人的巨大推动作用 

已让位于社会进化。但是人类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结构 

的实际存在和潜在影响。在大的生态系统中，人应该是维护 

者和调控者，是自觉的主人。 

总的来说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作用的，良好的生 

态环境与 良好的人文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当人性中的 自 

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和谐统一，人性中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 

水乳交融 ，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到 自然和社会，并和自然、社会 

融为一体时，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境 

界，从而大大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工业文明剪断了人与自然血肉相连的生命脐带。因此，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面临着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为 

解决这个矛盾，人类应该选择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就是指科学上的生态发展意识，健康有序的生态运 

行机制，和谐的生态发展环境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态 

势，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以及 由此保障的人 

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反映的是人类处理 自身活动 

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可 

以说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 

必然选择。而为了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在 自然观、科学 

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等方面实现根本观念变革 ；其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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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问题，如控制人 口、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等合理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再次，要在全社会树立和 

普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制观念和伦理规范。在对待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持正确态度，既反对盲 目乐观又反 

对消极悲观。总的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这三个方向进 

行。 

(一)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近代以来，由于受主客二元论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 

式的影响，只注意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忽视甚至 

蔑视自然 自身的价值及其规律对人的作用 ，把人看作是 自然 

的主人，自然就成为人任意宰割的对象。由于受这种 自然观 

的影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推动了自 

然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 

把 自然看作是人的统治、征服、控制、支配等欲望的对象 ，把 

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推得越来越远，形成了所渭“人类中心 

主义”认知模式。也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引下，人类对自然进 

行疯狂的掠夺，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 

口爆炸、生态失衡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方东美在其《生命 

理想与文化类型》中说得好 ：“西方人常以其征服 自然的思 

想自傲，好像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在那里，我 

们必须向外掠夺所需，才能生存。”而实际上，“西方人所经 

历到的是一连串的怨恨和挫折”。他们“虽然已能操纵和利 

用 自然的资源，”但由于“把生命支解成许多分离的部分，每 
一 部分都是冠冕堂皇的科学所主管，其结果把生命的整体弄 

的模模糊糊 ，”人们似乎“失去了生活的艺术。”|6 在狭隘的 

物质利益的支配下，使得“自然与人生，彼此是隔膜的，自然 

是外在的，而人生是内在的，自然是冥顽的、物质的，人生是 

灵明的、精神的，人生不需要 自然，不能从 自然中求得教训， 

自然也无补于人生”，并且由“不相干的局面渐渐发展成敌 

对的局面。自然与人生，互争主奴，自然是人生的敌对，不是 

人生征服自然，就是 自然征服人生。” 。j 

面对遍体鳞伤的 自然，面对 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作为 

自然之子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 自然的关系，并试图寻 

求一条能真正走出困境的现实道路，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正确 

的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最关键的观点， 

人与自然不应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第 
一

，人是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 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人依靠自然界才能生活和生存。人对 自然的依赖性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食粮；另一方 

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第二，自然界的存在和发 

展依赖于人。自然界对人的依赖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从现实的意义上讲，自然界存在的确有赖于人；另一方 

面，自然界的发展有赖于人。第三，人类需要重新审视 自己， 

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 、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 自然， 

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其他物种生存、发 

展的需要。第四，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不仅科学家要高 

腹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爱高度重视 ，站在 

自然之r的位置，关注自然的 在价值，把 自身的活动限制 

在保 f]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瞍之内，实现人与 自然 

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二)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 

“现代性危机”从主体来说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危 

机，人在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中丧失了自由自觉活动的本真的存在，异化为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商品、金钱的工具，甚至异化为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抽象 

的类象、符号。在这种主体零碎化、破碎化的生存方式中，人 

处于虚无化“耗尽”的状态，丧失了生存真实感，从而使得 

“人性分裂”，具体表现为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分离、人的身心 

的分裂。而且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工业文明里， 

各种物质革命不断助长 日益恶化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 

的关系。人们在利益诱惑的驱使下，把 自己的本质力量用于 

追求物质的福利，抛弃了精神的、伦理的灵感，忽视了自己所 

应有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和审美感。这样以来 ，一方面，虽 

然物质的丰富和追求给人们带来了享乐，但自己的内在世界 

却逐渐恶化 ，人的真正需要被彻底的压抑了，人成了忘却追 

求自由和解放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虽然随着工业的发 

展，人类的理性得到开启和发展，主体性得以彰显，但科技 日 

益成为人们挥霍无度的主体性的砝码 ，人们借助科技的力量 

竭泽而渔，大量透支自己的生存资源，贪欲不断扩大，连自身 

都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人的价值、尊严荡然无存了，人 

自身被异化了。 

所以，真正有效地解决生态困境，还必须从人类 自身寻 

找原因，尤其是从人类的精神深处找原因。对此，汤因比一 

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 

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社会的弊病不是靠组织机构 

的变革就能治愈的。这种尝试都是浮皮搔痒的——唯一有 

效的治愈方法还是精神上的。” 拉兹洛对于如何走出生态 

困境也提出了自己的见地：“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 

广泛的认识的问题 ，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 

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 

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 

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世界上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人而起，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 

通过改善人的行为得到解决。就连物质和生态问题，其最根 

本的原因也是人的眼光和价值的内部限制。” 要很好的解 

决生态问题 ，有必要发起一场回归 自然的精神革命。摆脱庄 

子所说的“人为物役”，重新体悟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逍遥于道”的内在生命自由、 t7灵 自由的文化理念，重视内 

在的思想自由，使其与存在融为一体。为此，我们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对不健康、不环保的生活方式进行改革： 

第一，大力加强环境意识、生态意识的宣传和教育，不断提高 

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 ，为变革不良生活 

方式打造精神文化基础。第二，加快节约型社会建设，培养 

良好生活风尚。第三，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 

法律和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为生活方式的变革 

提供体制和法制保障 第四，抵制生活陋习，培养良好习惯。 

第五，追求高尚的生活情操，提高生命价值。 

(三)树立文明、科学的发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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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下，人征服自然的野心已经让全球都陷入了生 

态危机中。为拯救人类和全球，我们就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 

中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 

消费之路；必须在全社会培养环境伦理和道德，建立和完善 

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 

尚。只有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相反，则 

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贫穷。因此，我们要把生态文明观贯 

穿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推进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工业道路。而要树立这种文 

明的发展观，第一，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高国家 

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找环境保护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规 

划；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生态系统中合理的生态关系，促使重 

点地区、重点流域的产业布局、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承载力、 

资源供负荷力相适应；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发展，有效控制发展带来的环境代价，促进区域口(社 

会)一资源(经济)一环境(生态)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二 ，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培育和发展生态工业。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现生态文 

明的重要途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以有利于减轻生态环 

境负荷、资源负荷的要求。特别在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的过程中要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 

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 

和无害化，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模式 ，逐步建立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生态系统。同时，用知识化和生态化改造 

并提升传统工业，大力发展以生态工程和信息工程为代表的 

低物耗、低污染、高增值、高知识密集度的高新技术产业，实 

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新型工业化。第三，建立开放型生态农 

业体系，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前 

提，加大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建设“以生态为基础、以科 

技为主导”的新型持续发展农业模式，建立多种类、多结构 、 

多层次的生态农业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生态农业。 

总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 

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工作 

这就需要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从主客分化、对立转化为整体思 

维，和谐思维，从而改变人类的发展观，即发展不能仅仅限于 

人类的经济发展，还必须与自然界的发展同步繁荣，使得社 

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改 

变只看到经济问题，只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传 

统，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经济系统和 自然生态系统和谐 

作为发展的内容，实现双赢，追求“共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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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armony of Hunan and Nature from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HUANG Xin——yan 

(Hu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CPC，Changsha 410006，China) 

Abstract： Hnman~all—round development is the goal human pursues diligently．In this goal realization process，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ntents，but also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and guarantee for human all—round develop- 

mont．Now，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ecology civilization for human an d nature is the necessary road for realifing human~go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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