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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谢  磊, 刘  奇 ¹

(南华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是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价值

取向和价值标准。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对于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生

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包括:人与生态环境同生共荣的价值理念; 为全人类长远发展谋福祉的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友

好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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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所谓生态伦理

学是关于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伦理信念、价值观念、道

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理论体系, 是一门尊重生物价值和生物

权利的伦理学。它以道德手段从整体上协调人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在生态伦理问题上, 虽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

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和谐共存的伦理关系却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正如 E. 温克勒所指出: /哲学家们对生态学

研究的对象 (即人类和非人类个体、物种、生态系统及整个自

然界 )各自所有和所处的道德地位问题各持己见。不过他们

对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即生态学是一种伦理学。0 [ 1]早在一

百多年前, 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指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学科,

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

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的。0 [ 2] 66恩格斯进一步明

确指出: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 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能像征

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

相反的, 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

界。0 [3] 518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 但其中却包含着科学的生态价值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生

态价值观, 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树立生态文明观

念, 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价值是

指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生态环境满足人类主体

需要的关系就叫 /生态价值0。所谓生态价值观是指人们关

于生态价值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

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价值观, 它反映了无产

阶级和广大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价值取向和价值

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包括: 人与生态

环境同生共荣的价值理念、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谋福祉的价

值取向、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友好的价值标准。

一  人与生态环境同生共荣的价值理念

价值理念是确立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思想基础。所

谓价值理念,就是建立在一定世界观基础上的价值理想和信

念。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价值理念就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同

生共荣。人与生态环境的同生共荣, 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首

先,人与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在生态世界中,人是主体,

自然界是客体,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

自然客体,人类主体就不能生存;离开了人类主体, 自然界就

不能成为价值客体,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和意义。正如马克思

所指出: /被确定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 对人来说是

无。0 [ 4]可见, 脱离人类主体或脱离自然客体就无生态价值

可言。在生态价值关系中, 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是相互依

存、不可分割的。生态价值是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 割

裂人与自然的关系, 就没有生态价值。诚然, 自然界和人都

是构成生态价值关系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界

和人都有生态价值性;但是自然界和人只是构成生态价值关

系的要素,而不是生态价值关系本身, 必须把人与自然界联

系起来,才能形成生态价值关系。在生态价值关系中, 人作



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 自然界作为客体居于被支配地位。但

支配与被支配是辩证统一的 ,没有支配者就没有被支配者,

没有被支配者就没有支配者。因此,作为支配者的人类主体

与作为被支配者的自然客体是相互依存的。现代生态科学

证明, 人类与其他生物是一种共生互济的关系, 如果破坏生

态平衡, 人类必将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 甚至遭受灭顶之灾。

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 /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 ,我们统治自

然界, 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 决不能像站在自然

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的,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

起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

部统治力量, 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0 [ 3] 551其次, 人与其他自然物都具有天然

的生存权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

大自然的产物, 因而都具有生存的天然权利。正如在人类社

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有生存的社会权利一样, 在生态世

界, 人类主体与其他生物客体都具有生存的天然权利。人与

其他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利是天然的,是不可剥夺的。在人类

社会, 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的生存权利, 就必然遭到被统治

者的反抗或报复; 同样,在生态世界,人类主体侵犯或剥夺其

他自然物的生存权利, 也必然遭受大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在

5自然辩证法6中使用了大自然的 /报复0一词, 从一个侧面

隐喻着自然物为了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必然对征服者和掠

夺者进行报复。恩格斯明确指出: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

天才征服自然力, 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按他利用自

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 而不管社会组织怎

样。0 [3] 552恩格斯还告诫我们: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

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

们。0 [3] 517最后,人的利益和其他生物利益具有一致性。我

们通常所讲的利益是指人的利益。生态伦理学扩展了利益

的概念, 认为一切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所谓

生物利益是指地球生物圈社会中一切生物, 包括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的利益, 即生物生存和繁衍必须满足的物质需要和

自然条件。人作为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员,同其他生物有着共

同的利益, 地球生态系统破坏了, 不仅违反了人类的根本利

益, 而且违反了一切生物的根本利益, 无论对哪一种生物都

是不利的。人类同植物存在着共生共荣的关系,人类的繁荣

与植物的茂盛是一致的。植树造林, 扩大植物覆盖面,不仅

符合人类的利益, 而且符合一切生物的利益。倡导绿色生态

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人是由动物进化而

成的, 人是一种有意识的高级动物,人同动物之间也有着共

同的利益。人与一切生物的利益关系受生态平衡规律的调

节和制约。因此, 人类作为生态世界的主体, 必须自觉地尊

重自然规律, 绝对不能违反自然规律, 否则,就会遭受自然规

律的惩罚。

二  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谋福祉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价值主体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生

态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生态价值观,它以全人类

为价值主体, 以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谋福祉为价值目标。无

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 她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

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

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立足点是全人类, 它坚持以全人类作

为生态价值的主体,而不是仅仅以某一人、某一阶级、某一民

族作为生态价值的主体。以全人类作为价值主体, 必然以实

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价值目标。这就决定

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价值取向是为全人类的长远发

展谋福祉。资产阶级的生态价值观不是以全人类作为生态

价值的主体,而是以剥削者个人、剥削阶级或由剥削阶级控

制的某一民族国家作为生态价值的主体,因此, 其生态价值

目标是谋求他们的眼前私利。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狭

隘的、近视的生态价值取向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并深刻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明确指

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 另一

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

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 从而破坏了土

地的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0 [ 2] 61因此, 必须推翻资本

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落后的生产

方式,才能消除生态危机,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全人类的根本

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虽

然已经消失了,但是仍然存在阶级差别、个人利益与集体利

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当代人的利益与后

代人利益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利益

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发达国家利

益的矛盾。因此,必须倡导马克思主义关于为全人类长远发

展谋福祉的生态价值取向,批判只顾眼前私利而破坏生态环

境的愚昧行为,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

三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友好的价值标准

在生态价值标准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尺度:一是人

类利益尺度,二是自然利益尺度。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利益

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而自然中心主义则把自然利益作为唯

一的价值尺度。马克思恩格斯既不赞成把人类利益作为唯

一的价值尺度,也不赞成把自然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

而是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友好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或

价值标准。

/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友好0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 首

先,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物质变换的协调性、合理性。在生态

世界中,人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 以满足双方的利

益需要。比如,人与植物之间进行气体交换, 人吸入氧气,排

出二氧化碳;而植物吸收二氧化碳, 排出氧气。这种物质交

换,同时满足了双方的生存需要。这种物质交换必须具有协

调性、合理性; 否则,不仅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利

于植物的生存和发展。因此, 马克思强调指出: 人在与自然

界交往过程中,应当 /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0 [ 5]其次,人类按照 /人的完美形象0来调节人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所谓 /人的完美形象0是指人的理想状

况,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况。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不仅要调节好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要调节好人与自然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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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能设想, 在一个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环境里,人可以

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包容性很强

的概念, 它完全可以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或 /人对自然的

尊重态度纳入其中。0 [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人与人的和

谐友好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是一致的。没有人与人的和

谐友好, 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 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友好, 也没有人与人的和谐友好。必须构建这两种和谐友好

的关系, 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剥削制度下,人与

人之间是一种狭隘的不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也是一种狭

隘的不和谐关系, 表现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制约着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 /人们

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

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0 [ 3] 35

因此, 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才能促进社会和

谐与生态和谐,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最

后,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和谐友好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 自然界是人的本源。因此, 人类对待自

然界应当像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 怀有感恩之情。试

想, 如果没有大自然的恩惠,人类哪来物质资源。因此, 我们

必须尊重自然界, 遵守自然法则。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 都

是大自然的产物, 人与其他动植物并不是敌对关系, 而是兄

弟朋友关系。因此, 人类应当像对待自己的兄弟朋友一样对

待其他生物, 爱护动植物特别是濒临灭亡的珍稀动植物是人

类应有的伦理态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是由生态价值理念、

生态价值取向、生态价值标准三个层面构成的有机整体, 其

中,人与生态环境同生共荣的价值理念是其基础, 为全人类

的长远发展谋福祉的价值取向是其目标,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

友好的价值标准是其核心。必须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

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才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

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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