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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程哲学的视角解读生态纪产生的必然性

李世雁 ,王志平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23)

摘 　要 : 作为后现代哲学基础的过程哲学 ,认为过程是根本的、现实的 ,存在是创造性的过程。这也是生态纪

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过程哲学和中国哲学同样解构了二元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过程哲学指出了科学产生掠

夺自然的原因 ,同时从过程的视角也可以看到科学本身对自然的真实解读。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生态纪思想 ,提

出走向生态纪元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的共同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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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资源匮乏、物种濒危、人口问

题、粮食问题、技术异化等等一系列异常复杂的问题 ,向人类

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这是整个地球共同体

的危机。然而 ,危机也是新生的契机。走向生态纪是人类和

地球共同体的未来 ,这是过程的必然。过程哲学就是生态纪

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在过程的视角下解析人与自然 ,诠

释生态纪是地球共同体的未来。

一 　生态纪产生的哲学基础 ———过程哲学

过程思想 ,追溯其久远之根 ,西方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

特 ,东方可以追溯到佛教。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

切皆流”、“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佛教的有因必有

果、因果循环 ,都是过程思想最早、最经典的表述。追溯近代

对过程哲学的产生有着杰出贡献的是怀特海和哈茨霍恩 ,以

及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

过程是根本的。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认为 :实体是

过程阶段很多可分的部分联结成一个个体。岩石、太阳系、

计算机都是个体的聚集体 ,它们都由原子、分子组成 ,原子、

分子也是如此。每一事物都是经验的机遇或由经验机遇的

诸个体构成。不存在物质实体 ,存在的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

事件、物质实体是由一定种类的相互关联的事件系统构成。

过程的宇宙是关系的、联系的、而非原子的或神意的。[1 ]也就

是说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氢原子 ,而是存在着质子和中子相

互作用的关系 ,还有与核外电子的关系。过程思想认为 ,每

一事物都是关系中的事件 ,环境中的事件。

所有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原子核就是

质子和中子相互紧密联系、相互关系的创造性过程。“所有

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能量存在 ,是一系列复杂能量事件的结

合。不存在物质与精神的绝对对立。上帝和我们的精神都

是能量事件 ,正像每一事物都是能量事件一样。”[2 ]怀特海也

把这种能量事件称为经验机遇。每一能量事件都有两极 :一

是物理极 ,二是精神极。物理极是过去能量事件的纯粹重

复 ;精神极具有主体性 ,对于最初目的 ,未来将怎样发展有一

定的决定性 ,也就是大卫·格里芬所说的创造性的自决。现

实的存在是一种高级的创造过程 ,在其中过去的事件被结合

进现在的事件里 ,也将被未来事件所占有。[3 ]既然连精神都

是能量事件 ,那么就不存在二元论所认为的两个绝对世界。

二元论认为 ,世界有两个不分先后、互不相关、平行存在和发

展的世界本原 ,即具有广延性的物质实体 ,具有思维属性的

精神实体。二者互不依赖 ,各自独立 ,但是精神实体优越于

物质实体。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二元论认为灵魂独立

于身体 ,自然界毫无知觉 ,可以肆意控制和掠夺。自然是无

序的 ,需要用科学去控制 ,推崇理性 ,否认自然的创造性 ,导

致极度阳性的现代文化 ,以及把我们人类包括在内的生态危

机。自然界中很多物种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过程哲学为后现代所彻底改变的世界形象建立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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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论理解。它认为 ,过程既有通常意义上的过去、现在、

未来的时间历程 ,即变化、生成、增长、衰亡的过程 ,也有另一

种是过程哲学思想所赋予的新意 ,即正在发生着的创造性的

共生活动。也就是说 ,过程体现为转变 ( transition) 和共生

(concrescence) 。转变构成了暂时性 ,它是一种现实个体 (又

称经验机遇)向另一种现实个体的转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

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 ,灭亡就意味着转向下一个事件。共

生过程中没有时间 ,每一瞬间都是崭新的 ,都是“现在”,共生

创造出具体 ,产生宇宙万物。共生指每一种现实机遇之生成

的活动 ,即多种共生统一为单一的现实机遇。人之经验的瞬

间共生远比原子以下的基本粒子的共生要复杂得多。另外 ,

过程又体现为享受 ,即领悟 (prehension) 和感受 (feeling) 。现

在的机遇领悟和感受了先前的机遇 ,并对全部过去和未来开

放。享受具有主观直接性。过程的每一单位都以享受为特

征 ,这一陈述清楚表明 ,每一这样单位都有内在价值 ,即一种

自在自为的内在实在 ,过程体现为享受。[4 ]成为现实的也就

是成为过程的 ,享受使自然的每一个体都具有领悟和感受能

力 ,也就都具有主观性 ,都处在转变与共生之中 ,只不过享受

的能力各不相同。领悟和感受、转变与共生这对新的“二元”

不仅摧毁了现代世界二元论 ,也重新解读了世界“二元”的本

质。

二 　过程哲学视域中的人与自然

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 ,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

思想家们 ,主张消除现代性所设立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 ,

在摧毁、解构二元论的现代本质之后 ,彻底改变了世界形象。

以“世界在神之中而神又在世界之中”的自然主义的万有在

神论肯定自然的创造力 ,这是来自神与被创造物的共同的创

造性。[5 ]后现代主义解构了二元论之后 ,把二元论所强化分

离出去的精神重新归还给自然 , 重新解读了世界“二元”的

真实本质。摧毁、解构之后的建设 ,是建设性后现代的“建

设”功绩。作为它的哲学基础 ,过程哲学以转变和共生揭示

世界的新形象。

对于二元论的解构 ,过程哲学所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也

提供了建设性的基础。过程哲学家科布就认为中国传统充

满了当代世界所急需的一些根本性洞见。[6 ]中国的阴阳理论

就为后现代思想家所关注。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乔·

霍兰德认为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可能要算是男 - 女二

极性之间的相互创造性了。自然界中性别的天然两极分化

就是为了让它们创造 ,也就是去产生新的生命。没有这种两

极性 ,自然界就不会产生出生命来 ,所有的一切都将归于永

恒寂灭。后现代理想就是要把这种生物的两性创造特点扩

展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7 ]女性象征等同于自然 ,把男性象

征等同于超自然的精神超越。《周易》明确提出“一阴一阳之

谓道”。在“说卦传”中论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

柔与刚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国传统中的阴阳“二元”不

仅绝非二元论的本意 ,而且是对其的一种摧毁。阴与阳才是

世界的真正“二元”本质 ,每“一元”里都有着主观与客观的紧

密结合 ,而不是二元论所说的主客观的绝对分离。这也从一

个方面说明了后现代为什么转向中国传统寻求支持。中国

传统文化以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认识整体的自然 ,把

人放在“天”与“地”的整体之中 ,而不是二元论的控制自然、

掠夺自然的地位。

伴随着抨击宗教权威 ,破除宗教迷信 ,宣扬人文精神 ,科

学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故事。人性、人的本质、

人的尊严价值以及权力都是传统伦理所关心的。科学技术

也就成了关心和满足人的欲望的工具。“只有人类才有资格

成为价值主体 ,因而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 ,人对

人有直接的道德义务”[8 ] 。这才使人有恃无恐地利用科技向

自然掠夺 ,奴役自然。自然在人的面前失去了神圣性。

后现代的过程哲学对于科学有着自己的建设性解读。

科学都以自己的语言诉说着世界的本来面目的理解。二元

论推崇理性 ,推崇科学 ,然而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其对世界“二

元”本质的真实反映 ,解构了二元论的基础。科学对世界的

认识 ,无论是信息还是人的思维 ,或者是物质的组成 ,都反映

了世界“二元”的本性 ;然而这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理性与物

质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元”,绝非二元论一相情愿的二

元、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绝对分离的二元。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 ,而原子

是由带负电荷的电子和原子核组成的 ,电子系统与原子核系

统这两个“二元”体系是原子物质组成的基础。原子核又是

由带正电荷的质子组成的。在粒子加速器轰击试验中又发

现了不带电荷的但有质量的中子。质子和中子这对“二元”

是原子核的构成基础。

生命的奥秘由基因科技揭示的遗传与变异的二重性来

解读 ,从基因的结构及其紧密相关的生物性状两方面均得以

展开。基因是脱氧核糖核酸 (DNA)分子上一个个片段。DNA

分子由大量核苷酸组成 ,核苷酸又由脱氧核糖、磷酸和四种

碱基 (嘌呤或嘧啶) 组成。依照沃森、克里克的 DNA 分子结

构的模型 ,DNA 分子是由两条多核苷酸链盘成的双螺旋型结

构 ,这是一个二元的体现。这种二元的体现不但绝非二元论

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绝对分离的二元 ,相反却是精神或理性

载体现实承载基础。那么 ,人和人的精神都从属于自然 ,掠

夺自然、控制自然就是掠夺我们人类自己 ,造成的环境危机

必然会引起我们人类生存的危机。

三 　生态纪诠释地球共同体的未来

面对人类及地球共同体新生代终结的危机 ,过程哲学共

同体的一员 ,生态纪之父、美国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

(Thomas Berry) 提出即将来临的生态纪元是人类及地球共同

体的未来。这是在地球的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再到生态

纪元这一过程中 ,地球的地质 ———生命过程之必然。走向生

态纪元是我们人类要承担的伟大工作。[9 ]

从词源意义上讲 ,“生态纪”( Ecozoic) 中的“生态”源于两

个希腊词的组合 :oikos 含义是“家 ,房子”,zoikos 含义是“动

物 ,生物”。简单地说 ,“生态”就是“生命之家”。“生态纪”

( Ecozoic)一词与“经济学”( Economics)和“生态学”( Ecology) 的

词根相同 ,“经济学”( Economics)是“家”的规则或标准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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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cology)是“家”的逻辑。从地球的历史过程来说 ,“生态

纪”( Ecozoic) 是继地球的古生代 ( Paleozoic) 、中生代 (Meso2
zoic) 、新生代 (Cenozoic)之后的一个时代纪元。生态纪之父托

马斯·柏励 ,把人类的历史放到一种综合的氛围去思考 ,把人

类故事放到宇宙故事、地球故事里来理解 ,从而提出“生态

纪”思想。

以过程哲学为基础 ,生态纪思想提出了人类及地球共同

体的未来。生态纪元 ,是宇宙过程之中、地球故事之下的我

们的故事的继续。宇宙故事、地球故事、我们的故事 ,这是伟

大的故事的三个构成。伟大的故事不会中断 ,生态纪将演绎

出新的故事。在这个新故事里 ,走向生态纪是我们人类要承

担的伟大工作。这是我们人类必须生而面对的、回避不了的

伟大工作。

生态纪所解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在宇宙的演化过

程、地球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之中的背景下的

关系 ,是一种地球共同体的关系。生态纪的深层理解需要放

在宇宙过程之中。现代技术之下的全球危机 ,无论对于地球

来说还是对人类来说 ,都是一场巨变。那么 ,巨变之下 ,人类

和地球将走向何方 ? 走向生态纪是必然的过程。生态纪的

深层理解不仅需要理解生态纪本身 ,还需要在宇宙背景下理

解人的可生存性 ,理解共同体的创造性。

现代科技使人类的行为产生了剧烈的影响 ,以至于地球

共同体的健康和可持续生存维系于人类的决定、人类的行

为。地球共同体处于“技术纪元”的困境之中。为了人的利

益 ,现在的“技术纪元”把地球作为资源 ,而生态纪主要关心

整个地球生态共同体的安宁。地球目前的困境需要我们从

技术纪元转向生态纪元[10 ] 。

养育我们的地球上 ,仅仅是一个小球 ,飘在广袤的浩瀚

宇宙中。我们人类都共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 ,全人类及其地

球共同体只有一个共同的家。人类帝国的历史在地球的地

质 ———生命过程中也将永远成为过去的历史。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体、每一个人、每一个妇女和儿童 ,还有每一种生物以

及大地、泥土、水和空气都是地球共同体的成员 ,将和地球一

起走向生态纪元的未来。生态纪元是西方生态思想家托马

斯·柏励所提出的人类与地球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过

程[11 ] 。这是地球地质 ———生命过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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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2005 年 4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付世侠、罗玲玲二位教授新著《建构科技团体创造力评估模型》,此书是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该著作依据创造心理学范式 ,从微观视角 ,以规模较小且组织相对紧密的科研课题组为对象 ,侧重从课题组成员

内在心理因素 ,团体组织因素 ,特别是团体环境氛围因素的互动关系中 ,揭示了科技团体创造力的多因素结构特点及

其动力机制 ,进而建构了一个描述科技团体创造力的探索性概念模型。通过建模 ,该著作在理论上对团体创造力、团

体认知风格、团体创造氛围的构成机理和作用作了深入探索和辨析 ;在实证方向 ,运用创造力检测与深度访谈等心理

学方法进行了较大样本的调研 ,并利用先进的统计软件对所收集数据做了精细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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