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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环境保护

唐　竹
(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系统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 本文从普遍联系、本质联系是规律、实践是人特有的活动、矛盾的对立统一四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恩

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从人受自然规律的盲目支配和受外部社会关系的盲目支配两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环境破坏根源的思想和当代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根源。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论证了

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促进作用。通过经典作家的论述得出 :解决环境破坏的最根本方法是消灭

资本主义私有制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进入自由王国 ,使人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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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点问题 ,各种观

点的论争很激烈。仅对马克思主义而言 ,国外有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 ,国内很多研究者也在发掘马克思主义中的环保思

想。但也有些海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

如“现代新儒家”杜维明认为 :“马克思所谓的‘自然的人化’,

就是说按照人的意愿塑造自然 , ⋯⋯这种观念也为人类带来

了灾害 ,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 1 ]著名环境伦理

学家罗尔斯顿将马克思视为与达尔文、弗洛伊德一样将自身

作为与自然作斗争的对立物 ,并认为 :“但马克思反对社会不

公的激情 ,其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 ,人类必须通过辛勤的劳

作取得对自然的胜利。”[ 2 ]本人认为 ,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 ,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很多环境问题的论述 ,这些论述是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

体现。而且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才能正确认清当

今世界环境危机的根源 ,认清各种环保思想的得失 ,认清环

境保护运动的趋势。同时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

马克思主义与环境保护外在结合 ,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

主义作了“修正”。而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环保

观的文章也很少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环保思想

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角度探讨 ,本文侧重从这个角度研究。

一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联系是普遍的、无所不包的。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

神活动的时候 ,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幅由种种联系

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 ⋯⋯”[ 3 ]这个原理

也表现于人与自然 ,马克思在分析了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

活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后说 :“自然界 ,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

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

体。”[ 4 ]损害了看似与人无联系的自然 ,就等于损害了人的生

存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 :“因为在自然界中任

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 ,并

且反过来后者也作用于前者 ⋯⋯”[ 5 ]他接着既以动物对环境

的影响为例又以人滥砍滥伐引来洪水的事例进一步指出 ,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

然之中的。”[ 6 ]以此证明上面的观点。

(二)事物的本质联系是规律 ,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

恩格斯强调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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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事实上 ,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

解自然规律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

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

步前进以来 ,我们就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

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

果。”[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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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践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因素。人在实践中

改变自然和社会 ,同时也促进自身的进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人化的自然”一词 ,但未作明确解

释。有研究者称为人能观察、感受的自然 ,有研究者称为人

改造过的自然。马克思在同书中还提到 :“在人类历史中即

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

界 ;因此 ,通过工业 ———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 ,是

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9 ]那么 ,正常情况下人对自然的

实践关系应是怎样的呢 ? 他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

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

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

象上去 ;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10 ]结合马克思其

它论述可以认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就是

在生产中不违背其它物种自身和在生态系中的生存规律。

以此为人的利益服务 ,这种生产才不是异化的。同时 ,在这

种理想状态中 (也就是该书所说的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 ,

既然消除了异化劳动 ,就使“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

部丰富性相适应”,[ 11 ]能够按照人的本质的丰富性认识自

然 ,认识其多重价值 ,既保护又改造它。这其中就包括使自

然“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 12 ]这才是“美的规律”。在这

种实践过程中“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

变自然时 ,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

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 ,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

制。”[ 13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 ,人的智力就在

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 14 ]

(四)矛盾是无所不在的 ,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 ,矛

盾有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恩格斯或许早就预料到

有人会把他的学说误解为斗争哲学。他在《自然辩证法》一

书中反对“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只重斗争不重和谐。

认为 ,“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

突 ;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

作 ,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 ,在自然界中决不

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更反对把斗争学说

“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 15 ]这里他

没有讲到人与自然 ,但结合他的其它论述可以得出 :人作为

自然界的一部分 ,既从大自然取得生存发展所需的资料 ,按

自己的目的改造自然 ,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维持生态系统

的平衡 ,这是一对非对抗性的矛盾。

上述观点与现代生物圈理论、生态系统论、自组织理论

并不矛盾。在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的一些论述中虽然有

一些类似于当时机械论自然观的说法 ,如“做自然界的主

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这样的话 ,但显然与机械论世界观那

种将人与自然截然对立 ,将自然当作无条件使用的工具和不

会反抗的奴隶 ,认为人的理性和科学万能的观点不同。

二 　必然王国与环境破坏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必然王国的观点 ,所谓必然王国就是

人类处于受外部自然界、受社会关系双重必然性盲目支配的

状态。这就是环境破坏的根源。

(一)所谓受外部自然界盲目支配 ,用列宁的话说就是

“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 ,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

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 ,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

的奴隶。”[ 16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 :“美索不达米亚、

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为了得到耕地 ,毁灭了

森林 ,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

不毛之地 ,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也失去了水分

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当他们在山

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 ,

没有预料到 ,这样一来 ,他们就 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

基给毁掉了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 ,他们这样做 ,竟使山泉在一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 ,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

水倾泻到平原上。”[ 17 ]他以此证明人应尊重自然规律。

(二)所谓受社会必然性盲目支配 ,是指人们受自己创造

的社会关系的奴役 ,没有获得充分自由。经济上受剥削 ,政

治上受压迫 ,精神上空虚、苦闷。

人们的劳动发展了生产力 ,产生了工业化大生产和生产

流水线上的分工。但在这种分工和剥削下 ,工人生产的越

多 ,社会分工越细 ,所受的压迫就越重。表现为人性受压抑 ,

潜能得不到发挥 ,身体和精神都受摧残。在这种条件下 ,人

感受不到人是“类的存在物”及与自然之间的血肉联系。“人

的异化劳动 ,从人那里 (1) 把自然界异化出去 ; (2) ⋯⋯从而

也就把人从类那里异化出去。”[ 18 ] (这里的从人那里把自然

界异化出去不正是一些研究者提到的人类中心主义吗 ?) 而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使资本家因对利益的极端追

逐使人性异化。“像狼一般的贪求剩余劳动。”[ 19 ]这种社会

存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必然是拜金主义、利己主

义、享乐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自由的 ,不能按照自然

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肉体的和精

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

替。”[ 20 ]只知道物质利益 ,不能认识自然的多重价值。正是

这个原因 ,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社会的利益 ,竭泽

而鱼地开发自然资源。同时资本家在生产的同时 ,为了获取

更大的利益可以想方设法排出污染物 ,破坏自然环境 ,危害

他人健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曼彻斯

顿及附近工业城镇的污染状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还在《自

然辩证法》中说 :“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

生产和交换的地方 ,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

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 ,

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 ,他就满意了 ,而不再关心商品和买主

以后将是怎样的。人们看待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这样。

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 ,以为木灰作

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 ,至于后来

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

的岩石 ,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 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 ,

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 ,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

结果 ,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 :人们为取得上述结果

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 , 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

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 21 ]马克思在《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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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很多类似论述。今天中国的一些私营小企业仍在上

演着这幕丑剧。同时 ,资本家为了大量销售产品 ,在全社会

大力宣传享乐主义和消费至上的观念。发达国家用占全世

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能源。因此 ,人

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与人类社会中的剥削、压迫、侵略、异

化的实质是相通的。即使认识了自然规律也完全可能在一

己之私利的驱动下不去顾及。不解决好人类社会中的种种

异化 ,很难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世界历

史”的著名观点。他们指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建立的

世界市场已把世界联为一个整体 ,各个国家不再封闭孤立地

自我发展 ,而是通过普遍的相互交往 ,进入了相互依存的状

态。后来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又进一步详细论述。

这一状态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通过侵略、掠夺、商品输出把

不发达国家侵占为殖民地 ,人为造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 ,把

对国内人民群众的剥削扩大到了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 ,资本主义通过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控制第三世界国

家的经济命脉和意识形态 ,在有些国家中还扶持一个亲西方

的买办阶级 ,倾销本国剩余产品 ,掠夺这些国家的资源 ,造成

这些国家经济畸形化 ,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使这些国家的

社会两极分化。这也就是今天发达国家积极促进全球化的

真正意图。经济不平等造成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

机。为了偿还利息 ,这些国家只有大量砍伐森林、出口原料 ,

掠夺性地开发自然。以致于 2001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遭到很多具有环保观念的美国人民

抗议 ,抗议两大组织的政策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平衡。

从上面的论述看 ,我认为 :天人合一环保观、改进了的宗

教环保观、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保观或是从道德修养上 ,

或是从精神境界上 ,或是从自然界的权利、利益和价值上寻

求环境破坏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虽有一定道理 ,但都不是最

根本的 ,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找到答案。价值观的改变

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各种环保组织、绿党的工作及各国

的环保工作和国际合作确实起到很大成效 ,各国政府和群众

的环保意识也大大增强 ,但是 ,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

义 ,由于南北问题的制约 ,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的“建立新的

全球伙伴关系”和一些学者及环保组织呼吁的“人类共同利

益”至今仍是憧憬 ,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根本

解决。一些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成功是建筑在以很少的人

口消耗大量的资源及将有毒废弃物和高污染工业转移到第

三世界国家基础之上的。这实际上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环

境伦理学中“救生艇伦理”的体现。在美国虐待动物要罚款

和坐牢 ,但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中 ,却可以滥杀平民百姓。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 3 条是维护公民的环境权 ,但他们

在南联盟故意炸炼油厂、化工厂及使用贫铀炸弹造成的环境

污染损害了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环境权。这些禽兽行径

再一次证实了环境问题的最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罪恶本

质 ,证实了发达国家环保工作的虚伪性、利己性 ,证实了他们

对环境的破坏远大于其对环境的保护和各种绿色组织的工

作。

因此 ,人们的劳动使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

义又以着前所未有的力度在破坏着环境 ,反过来又威胁着人

类的利益。

三 　环境危机与社会变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的属性和内部的种种矛

盾必然推动社会发展最终进入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由于现

代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生产力的普遍

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 22 ]这两个共产主义产生的

条件。并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又将其与

资产阶级的矛盾扩大到了全球 ,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

创造了条件。“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

属性 ,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 ,因

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把他作为尽可能

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 (因为要多方面享受 ,他

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 ,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

⋯⋯”[ 23 ]这就为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并将其推向全

球危及全人类的生存 ,一方面又极大地增进了生产力。其产

生的广泛需要就包括满足物质需要后愈益明显的精神需要。

生态危机引发了三十多年来席卷世界的生态运动和近十年

来的可持续发展运动 ,精神需要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保

护运动密切相关。这些运动对劳动人民是有利的 ,在本质上

同社会主义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目的是一致的 ,而与资产阶级

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及其依附势力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美国代表有产者利益的运动如“明智的利用”就以保护私有

财产的名义招徕支持者 ,阻挠生态保护运动。[ 24 ]再从世界范

围看 ,很多国家的绿党和环境团体积极反对霸权主义、政治

经济不平等、军备竞赛等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弊病。

德国绿党就要求发达国家支援不发达国家 ,实现“财富和资

源的公平配置”。“难怪有些著名的自由资本主义卫道士把

‘可持续发展’说成是‘纯粹社会主义的宣传’。”[ 25 ]由于资本

主义生产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生态平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因此近 20 年来 ,

一些绿党逐渐向社会主义靠近 ,形成生态社会主义浪潮。同

时 ,澳大利亚共产党在 20 世纪 80 年代首先提出绿色纲领并

主张与绿党合作。90 年代以来 ,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亦纷纷效

仿。这也就和资本主义其它矛盾一样 ,将促进资本主义向社

会主义的转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预想到的。

四 　共产主义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有着

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矛盾只有社会制度的变革才能根本解

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环境问题 ,其最终解决也要靠社

会制度的变革。

西方一些环保学派和绿色绿党也看到社会制度、生产方

式、价值观念对环境的影响。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如 :无

等级社会、分散化的小生产、生物区域自治、提倡适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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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物质至上等方法或是改良主义的 ,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或是无政府主义的 ,和空想社会主

义一样是无法实现的。恩格斯早就指出 :仅仅认识到人类活

动引起的后果还远远不够 ,“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

止的生产方式 ,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

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26 ]也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

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消灭了劳动的异化

才能消灭精神的异化 ,才能让“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

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27 ]才能使

“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 ,而自然界失去了

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 , ⋯⋯”[ 28 ]才能正确认识自然的多样性

价值 ①。使自身和人类的所做所为符合和驾驭自然规律。

“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 ,人本身对自己说来

成为社会的存在物 , ⋯⋯”[ 30 ]这才是“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

的真正解决”。[ 31 ]每个人才都有高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

才能从整个社会的立场判断行为对错。(用于人与自然关系

上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所说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这样的社

会才能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高度出发保护环境。在这种

社会中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

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

种物质变换。”[ 32 ]这时 ,“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

真正的主人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33 ] (马克

思恩格斯指的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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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第 1 章中将自然界的价值分为 :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

价值、使基因多样化的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

证的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马克思当时可能还未完全认识到自然界的这些价值。[ 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