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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辩证大自然观

张家治
(山西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21 世纪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生态环境危机 ,其根本原因是人本主义。事实上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员 ,

人类在生物链的大环境中必定纳入自然规律中去。在地球范围的自然界可分为地球自然、社会自然、人工自然三

个层次 ,人类社会作为社会自然的自然性应当是主要方面。而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则是从属方面。三个层次的自然

是辩证统一的 ,建议树立统一的辩证大自然观和自然伦理观 ,才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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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态环境危机。世界只

有一个地球。现在地球村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直接关

系到人类生存前途。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除去各国制

订了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外。国际社会在召开各种国际会

议的基础上 ,确定出许多针对存在问题的“日”,以警示人们。

这些“日”是每年的 3 月 21 日世界森林日、3 月 23 日世界气

象日、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6 月 17 日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7 月 11 日世界人口日、9 月 16 日

国际保护臭氧层日、10 月 4 日世界动物日、10 月 16 日世界

粮食日、10 月 17 日世界消除贫困日、12 月 29 日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

这些有针对性的“日”所关注的问题 ,互相都有关系 ,也

从各不同的侧面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威胁 ,每一个

问题都很重要 ,急待认真地设法解决。本文不是专讲环境问

题的文章 ,对有关问题不便展开论述。为了说明问题 ,略举

一、二。就世界人口问题而言 ,1975 年 40 亿 ,1987 年 50 亿 ,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人口增长更快 ,每天出生 30 多万。据生态

学家计算 ,地球最多养活 80 亿人口 ,现在每年人口以 2 %的

速度增长 ,每 35 年人口增加 1 倍。到 3500 年 ,人体总质量

将等于地球总质量 ,地球将无力负担。人口增长过快 ,有诸

多不利 ;贫困问题不能很好解决 ;粮食供应紧张 ,甚至不足 ,

必然带来饥饿和疾病 ;人口过多对木材需求量加大 ,大量砍

伐森林以供应急需和发展经济。19 世纪末世界原始森林已

经减少了一半 ,20 世纪 ,世界森林消失得更快。由于气候干

旱造成不少地方森林起火而毁林。20 世纪 80 年代仅巴西、

扎伊尔、印度尼西亚等主要的热带雨林区每年减少 200 万公

顷 ,现在巴西热带雨林仅余 2 %。大面积森林减少 ,造成气候

干旱 ,洪涝增多 ,再加恳荒造田 ,大肆开发土地资源 ,结果水

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 ,沙尘暴增多。森林减少 ,也破坏了生物

多样性。物种大量灭绝 ,过去 1 千年才灭绝 1 个物种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每天灭绝 1 种物种 ,90 年代更快 ,每小时灭绝

1 种物种。生态学家警告 ,如不控制 ,到 2025 年 ,将有 25 %

多种的植物灭绝 ,是物种自然淘汰的 1 万倍。热带雨林是天

然的基因库 ,南美洲热带雨林的植物有 1 万多种 ,如果消失

了 ,将无法找到抗病野生品种 ,改良退化的谷物品种也不可

能 ,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失去了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就

不能正常运转和保持稳定的基础。失去生态平衡 ,带来一连

串的问题 ,不能为人类提供食物 ,不能提供新鲜空气和调节

气候 ,难于控制疾病流行等。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 ,迫使农

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量增大 ,随之而来的是耗水量大大增加造

成水资源短缺。耗水量农业占 70 % ,工业占 22 % ,其它及生

活用水占 8 %。工业生产发展排放出的三废 ,污染水资源、污

染土壤、污染大气 ,以致破坏臭氧层。

这一系列的严重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生态系统失衡的

各种因素 ,直接危及到人类还能在地球上生活多久的问题。

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 ,经济发展要求更多的资源、能源、水资源、矿产资

源的投入。

其二 ,人口快速膨胀 ,增加了贫困人群 ,也促使对九种资

源的过量索取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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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 ,政治和军事因素。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经

济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 ,发动战争 ,例如海湾战争、科索沃

战争、伊拉克战争 ,均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 ,短期内难以

修复。

其四 ,决策错误。反对控制人口的理论主张人多好 ,导

致人口猛增 ,中国就是典型例子。笔者认为世界出现生态危

机除去上述几个原因外。首要的是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

人本主义。没有从自然的观点看待问题。

地球是太阳系中有生命的一个星球。作为地球自然是

有层次的 ,可分为地球自然、社会自然、人工自然三个不同层

次。这三个层次的自然有同也有异 ,各有特点。每个层次的

自然又各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三个层次的自然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构成了地球自然复杂的辩证统

一。

地球自然的双重性。地球自然是天然自然 ,地球有形成

过程 ,已有 45 亿年的寿命。这是地球自然的基础。地球上

有了生命 ,特别是有了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在生存过程中与

地球自然有必然的交换作用 ,构成了人类社会与地球自然的

相互依存关系 ,地球自然也受到人类社会的影响 ,从而使地

球自然有了社会性的一面 ,是次要方面。

社会自然的双重性。人类社会是地球自然的产物 ,和植

物界、动物界一样 ,人类社会也属于地球自然 ,是地球自然中

的一个智能发达的高级动物界 ,也是自然的。同时人类社会

存在于地球自然中 ,地球自然养育着人类社会 ,也为人类社

会制造一些灾害 ,如地震、火山爆发等。这是人类社会自然

性的一面 ,所以人类社会可称社会自然。其自然性是主要方

面。即社会不论怎样发展 ,总是要服从地球自然的规律 ,受

其制约和摆布。例如四季气候的变化 ;各种自然灾害的降

临 ;太平洋赤道带海上温度变化与上空大气相互作用使大气

分布失去平衡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 ,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反

常 ,自然灾害频生 ;太阳系有关星球的运动变化对地球上人

类社会的干扰等。人类社会必然地纳入到地球自然的各种

运动环节之中。

人类社会还直接、间接地与植物界、动物界、无机界不可

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在生物链金字塔规律中 ,人类处在塔尖

位置 ,属生物链中的一员 ,服从生态系统规律 ,一旦生态系统

遭到破坏 ,失去其它生物的供养 ,人类将无法生存。这又是

人类社会自然性一面无可争辩的事实 ,也是人类社会与地球

自然直接交换的方式。人类社会还有其自身特有的社会发

展规律及智慧的特色 ,表现为社会自然的社会性一面。社会

自然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是辩证统一的。

人工自然的双重性。社会自然与地球自然除了必然地

直接与地球自然交换外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人工自然进行

的。这是一个中介环节 ,把社会自然与地球自然紧密地交织

在一起 ,使两方面不停地交换 ,不停地相互作用着 ,相互制约

着。

人类为了生存 ,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需要下 ,通

过劳动实践 ,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

建立并发展了农业、工业、工程及各种工艺 ,随着经济的发

展 ,城市增加 ,生活方式也在多样化。这就要求向地球自然

索取多种原材料 ,即利用地球自然的原材料 ,经过人工对其

加工改造 ,达到为人类服务的目的。这些原材料涉及范围很

广 ,诸如土地资源、水利资源、能源、森林资源、植物资源、动

物资源、海洋资源、大气资源、矿产资源等。人工自然 ,在使

用的原材料方面体现着人工自然自然性的一面。而改造成

的自然物服务于社会需要 ,体现着社会性一面 ,社会性还是

主要方面。

由于经济的发展 ,科技水平的提高 ,生产的改进 ,人类社

会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为人类服务的人工自然物

种类繁多 ,有些补充了地球自然的不足 ,如各种建筑物 ,大小

工艺品、雕塑等。有些人工自然物是有害地 ,对地球自然产

生破坏作用 ,例如三废、农药、塑料袋以及某些工程等。不仅

如此 ,人工自然在向地球索取各种原材料时 ,在相当长的历

史阶段内 ,人类社会对地球自然环境的破坏一直呈现发展趋

势 ,是从人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恶性发展 ,而未被人类清醒地

认识。尽管 1962 年《寂静的春天》问世 ,标志人类开始清醒

地意识到要保护地球自然环境。从那时起国际社会不断发

出呼吁 ,陆续针对新意识到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要

求和关注的“世界日”。虽然如此 ,近半个世纪 ,人类社会的

这种恶性发展并未停止。这是缺乏正确对人类社会在地球

自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 ,缺乏对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的认识 ,

把人类社会凌驾于自然之上 ,错误地认为自然界是为人所用

的。单纯地向地球自然索取 ,不懂爱护地球自然也是爱护自

己 ,破坏地球自然就是自掘坟墓。尽管国际社会开始呼吁、

号召、爱护地球村 ,但是达到人类普遍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还

要作很多艰苦工作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工业移至

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治富。也有一些错

误的观点 ,例如 ,先污染后治理 ,先破坏后恢复 ;发展经济污

染环境不可避免等。不愿意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协调发

展的道路。其中也有对环境问题认识不足的问题。就以我

国而论 ,国家领导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思

路与原则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等。但是有了这些法规和国际

上的呼吁就真的能够在实际行为中得到贯彻吗 ? 往往是不

能令人满意的。就在 2003 年 10 月 24 日中国环境报头版显

要位置 ,国家环保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负责人指出 :“当前我

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 ,程度在

加剧 ,危害在加重 ;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

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 ;生态环境整体

功能在下降 ,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具体表现在

以下方面 :一是森林质量不高 ,草地退化 ,土地沙化速度加

快 ,水土流失严重 ,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 ;二是农村和农业污

染严重 ,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三是有害外来物种入侵 ,生

物多样性锐减 ,遗传资源丧失 ,生物资源破坏 ,形势不容乐

观 ;四是生态功能继续衰退 ,生态安全受到威胁。

其原因 ,主要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由于经济

结构不合理 ,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根本转变 ,重开

发轻保护 ,保建设轻管护的思想普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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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局部利益的现象 ,在一些地

区仍很严重 ,生态保护管理体制不顺 ,机制不健全 ,法制不完

善 ,基础薄弱 ,力量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事实说明 ,转变观念还要作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应当

宣传 ,使人们转变观念 ,抛弃人本主义观点 ,树立辩证大自然

观 ,善待自然也就是包括了自己 ,要进一步树立自然伦理观。

不仅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要求有伦理观 ,以维护社会的

安定 ,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地球自然的统一体中 ,人类也应

当以自然伦理观来维护地球自然的自然规律 ,以保证地球自

然生态平衡 ,保护地球自然的利用 ,也保护了社会自然的利

益、人类社会的利益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长期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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