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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构建绿色文明

—绿色文明与跨文化研究的对话（下）
李晓西

摘　要：本文立足于跨文化和多元文明的方法论基础，来探究各

种宗教的生态主张，从中寻求具有“绿色文明”的理念。这里的跨

界研究，对携手全球不同信仰的志士为人类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共

同努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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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也可以说，从概念形成的历史看，

文化也是广义的文明。我们看到，在“文化”或“文明”的内容中，

都包括了宗教信仰。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

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

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

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

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

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

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

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a

a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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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不同宗教生态理念的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主张，即要深

入了解不同文明文化的主张与信念，同时加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

流的主旨是一致的。反之，探究不同宗教的生态理念，从中寻求不同

宗教均具有的绿色文明一面，本身也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念。

一、基督教文明中的绿色文明思想 a

基督教中尤其在《圣经》 b中有不少生态环境理念，这里不揣冒

昧，心怀诚意，将其中有关绿色文明思想归纳为“五要五不能”。自知

肤浅，拟待以后进一步修善。

1.基督教是倡导泛爱的宗教，不放任各种损人伤物的恶念和欲望

滋生

基督教是一个倡导爱的宗教，这种爱称得上是一种泛爱主义，不

仅要爱父母兄弟姊妹，还要爱邻以及自己的仇敌，更要爱上帝。c（由

《圣经·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40 节引申的理解）。基督教教义就

是：上帝爱人，人类互爱。

基督教主张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高于一切，优待弱者，帮助贫

病，在世界上最早开设了医院、孤儿院、养老院和慈善机构，创立了

发扬人道主义的 “红十字会”，并促使了社会福利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

的建立。

a　本部分参考的文献有：〔美〕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汪晓丹、赵巍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4 年；张宏海、朱小明：《生态危机语境下的反思与追问—简析〈圣经〉的生

态伦理思想》，《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崔小莉：《基督教中的生

态思想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启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

林季杉：《论〈圣经〉的生态伦理观—兼论原罪的现代模式与生态危机》，《湖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梁卫霞：《基督教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和精神资源》，《学习

与探索》，2011 年第 1 期；王诺：《〈圣经〉的人与自然观及其批判》，《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版）》，2003 年第 3 期。

b　本文引注的圣经原文，参考《圣经》，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9 年。

c　《圣经·马太福音》，第 22 章第 37—4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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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看来，“欲望”是占据人心灵的野兽，是邪恶的化身；

“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

自己刺透了”（《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 章第 10 节） 。要通过信仰驯

服人心中的野兽，通过精神追求降低人对环境资源的掠夺，通过博爱

的心态来保护生态。

这个理念与“绿色文明”追求可持续发展与代代幸福是一致的，

也与绿色文明主张在公正、民主条件下达此目标的思路是一致的。 

2.人类与自然是享有平等权利的主体，不能只强调“人类中心” 

同为受造物身份的自然和人一样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与人同为

上帝的创造物，他们不仅在身份和地位上是平等的，而且都是善的和

有内在价值的。在《圣经·创世记》最初关于“创造”的叙述中，会

发现一个反复强调，即 “上帝看着都是好的”。《圣经·创世记》向我

们展示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美丽和谐的世界，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

缩影。《创世记》第二章第 7 节里描述说，人祖亚当（Adam）是由泥

土造成的。这种属土的创造物与大地（Adama）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死后还要重归大地。这种描写揭示了人类与大地不可分离的关系。

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能掠夺自然。

这种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换言之即可称为“天人平等”，与“绿

色文明”所提倡的“天人和谐”实质是相同的。 

3.人类要“管理”或 “治理”自然，而不是“征服”或“奴役”

自然

《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创造自然万物并且将其委托给人类管理。

神也赐福给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圣经·创世记》，第1 章第

28 节）”。这里用了两个动词“管理”（dominate）和“治理”（subdue）

来形容人对自然的态度。还提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

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圣经·创世记》，第 1 章第 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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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圣经·创世记》，第

2 章第 15 节）。

上帝赋予人管理、治理、看护大自然的权利。管理、治理和看守

强调的“管家”或“执事”的身份。人只是上帝委托看管和照料自然

的管家，而不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人应有一种“托管人精神”，享

有并行使管理的责权。可以说，上帝赋予人管理自然的权责，但不承

认人征服自然的权利； 承认人对自然的权利，也强调人对自然的责任； 

同意人的需要，但要求尊重自然的价值。总之，人类应明确自己对自

然有受托管理的责任，而不是对自然物有占有和征服的权力，不能无

约束地控制和利用自然。

4.人类要遵守保护自然的律法与立约，不能破坏生态平衡a

《圣经·创世记》中描述：上帝第三天创造植物，第五天创造动

物，第六天创造了人。然后上帝对人类说：“你们要生养众生，使他

们遍布大地，要做海中鱼、 空中鸟和地上爬虫走兽之主宰。我要使地

上到处生长瓜果，结满籽实，赐与你们为食。”（《圣经·创世记》，第

1 章第 26—28 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

面以上，天空之中。”（《圣经·创世记》，第 1 章第 20 节）神说：“地要

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

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

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圣经·创世记》，第 1 章第 24 节） 

《圣经·创世记》同时记载了上帝与人、地上的活物所立的约。神

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

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

了。”（《圣经·创世记》，第9 章第 9—11 节）人们要尊重多种物种的

正常繁衍，“人们不能把母鸟和雏鸟一起取走，总要放母，只可取雏”

a　重点参考杨士虎、王小博：《〈圣经〉中的生态观》，《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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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申命记》，第 22 章第 6—7 节），“不可滥伐树木，可吃树上的

果子”（《圣经·利未记》，第 19 章第 23—25 节）。

创世者视自然万物“各从其类，滋养良多”（《创世记》，1—11 章）。

而人类要维护生态平衡，保护濒临灭绝物种。在大洪水之前，上帝让

诺亚把所有的物种都保留下来没有一个物种受到遗弃，所有物种不分

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

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

上帝所吩咐诺亚的。”（《圣经·创世记》，第 7 章第 8—9 节）

《创世记》第13 章明确表达了对生态平衡的重视。亚伯拉罕和罗

德各拥有大群大群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 ；

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圣

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意识到了这种生态危机，便对罗德说：“让我

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a就这样，

他们避免了一场潜在的生态灾难。

法律（law）一词，在《圣经》中出现五百次以上，绝大多数都是

上帝制定、让人遵守的。显然，人和自然在上帝的约定面前是立约的

伴侣，人类不能破坏生态平衡。  

5.人类要有节制、可持续地利用自然，不能透支自然

从“安息日”、“安息年”到“禧年”b 。人需要休养生息，自然和

社会也需要休养生息。

上帝注重安息日，将休息的日子定为神圣的日子，表明了上帝提

倡休养生息，上帝需要安息，人需要安息，万事万物需要安息。安息

日是和平的象征，是破损或伤害一同被修复的象征。

上帝不仅仅为人类设立了安息日，还为以色列人进一步设立了安

息年，目的就是提醒人要合理节制地开发大自然，同时人与土地都需

a　Nogah Hareuveni, Ecology in the Bible (Kiryat Ono, Israel: Neot Kedumim Ltd., 1974).

b　本段重点摘编自林季杉：《论〈圣经〉的生态伦理观 — 兼论原罪的现代模式与生态危机》，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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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休息。在《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六年你要耕种

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们中的穷

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

照样办理。”（《圣经·出埃及记》，第 23 章 10—11 节）

上帝在安息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设计了禧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

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第五十

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

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

地中自出的土产。”禧年：是给土地的自由，是上帝修复生态环境的目

标。（《圣经·利未记》，第 25 章 8—23 节）

这些规定，体现了有节制、可持续地利用自然的思想，对于生产

与生活的健康非常有益，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更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结论］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后，就有很多可尊敬的专家包括神学

家在对《圣经》中生态伦理观进行反思。1998 年，著名的生态神学

家、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考夫曼在哈佛召开了有 80 多位世界一流基

督教神学家参加的“基督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上，指出：“我们所接

受的大多数关于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蕴含的拟人观（指赋予神、人、

动物和其他事物以人形或人性的思想—引者注）—深深地根植

于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残留至今—

需要被解构”，因为唯有这样才可能消除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

根源a。

而在人与自然需要双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对基督教中的生态理

念更要认真的理解与发扬。应辩证地、正面地、择优地来分析《圣经》

a　Hessel & Ruether (ed.),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3767 (1967). 〔美〕小约翰·科布：《后现代基督教探索》，《生态公义》，陈慈美译，

台北：地球日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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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态伦理观，不必要误读错解《圣经》。以此团结全球更多有信仰的

志士，为人类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团结起来，携手共建绿色文明！

二、伊斯兰教中的绿色文明思想 a

伊斯兰教中尤其在《古兰经》中有不少生态环境理念，这里不揣

冒昧，心怀诚意，将其中有关绿色文明思想归纳为“六个要”。自知肤

浅，拟待以后进一步修善。

1.人类要接近自然，但不恐惧自然

根据伊斯兰教义，自然界的运动变化都是有迹可循的，并不神

秘。因而人们不应对自然界的变化心怀恐惧，也无须盲目崇拜。应仔

细观察和探索自然，总结其中的规律，更好地与自然界相处。正如

《古兰经》中所言：“他创造万物，并使各物匀称。”b“太阳不得追及月

亮，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c“他在大地上安

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荡，而你们不得安居。他开辟许多河流和道

路，以便你们遵循正路。”d天地万物的井然有序，人与自然也能和谐

相处。

大自然的一切都与人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大自然周而复始的有

规律循环。与自然亲近，人类生活才有生机。《古兰经》教导说：“教

人民观察自己的食物吧！我想雨水大量地倾注下来。然后，我使地面

奇异地裂开，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与葡萄和苜蓿，与榟橔和海枣，

与茂密的园圃，与水果和牧草，以供你们和你们的牲畜的享受。”e《古

a　本部分参考的文献有：刘磊：《浅析伊斯兰教的生态观》，《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第 5 期，第

61—67 页；黑保旭、张景国：《伊斯兰教的生态和谐理念》，《中国宗教》2005 第 6 期；马楠：

《〈古兰经〉中的环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科技信息》2012 年第 16 期；沈斐：《伊斯兰文化的环

境伦理意识》，《中国民族报》，2005-06-18（8）。

b　《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87 章第 2 节。

c　同上书，第 37 章第 41 节。

d　同上书，第 17 章第 15 节。

e　同上书，第 80 章第 24—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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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经》：“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且从云中降下

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a

2.人类要保护自然，要珍惜大气、土壤和水

《古兰经》中有关于真主创世的训教，反映了真主创造的大自然是

和谐的、平衡的，是相互生成、相互依存的。

《古兰经》：“他创造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他在大地

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摇，使你们不安；他在大地上散布各种

动物。他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在大地上滋生各种优良的植物。”b 《古兰

经》指出：“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隆，而他们忽视其中的象。”c伊斯兰

教认为，大气层也是真主赐予人类的重要恩惠之一。如果不珍惜真主

的这一恩惠反而破坏它，那么必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d

“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安息之所，他为你们在大地上开辟许多道路，

以便你们达到旅行的目的地。”e真主允许人类开发新的处女地，开发才

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也才能体现土地的价值。正如先知穆罕默德所

说：“谁把一片死亡的土地成活了起来，他开发了那里的荒地，他便获

得了那里的恩赐。”但穆圣还规定，必须在人类生活的区域之内留有自

然生长的区域。f

《古兰经》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g，

“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我用水创造了一切生物。”h水是珍

贵的资源，任何浪费都是不允许的。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即使在河

边也不应为祈祷而洗脸三次以上。”除陆地淡水资源外，伊斯兰教对海

a　《古兰经》，马坚译，第 2 章第 22 节。

b　同上书，第 31 章第 10 节。

c　同上书，第 21 章第 32 节。

d　《宗教与环保》，http://www.irib.com/worldservice/chinese/zhuanti/zongjiaoyuhuanbao2.htm., [2007-5]。

e　《古兰经》，马坚译，第 43 章第 10 节。

f　《遵循圣训，维护环保》，http://www.norislam.com/informations/2003-02-28/informations_ 

20030228151900.html. [2006-7]。

g　《古兰经》，马坚译，第 24 章第 45 节。

h　同上书，第 21 章第 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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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资源也非常重视：“他制服海洋，以便你们渔取其中的鲜肉，做你们

的食品；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你看船舶在其中破浪而

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a

3.人类要“代治”自然，且要和谐相处

伊斯兰教认为人类是安拉委以重任管理自然界的“代治者”。《古

兰经》指出，人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是安拉以最佳方式创造

出来的：“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了人，并加以实验，将他创造成聪

明的。”b“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c“他使你们为大地上的代

治者。”d“代治者”就是奉真主之命，受真主之托，治理世界的人。“我

以你们成为地球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e“乐园”是人

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最高理想境界。自然环境与人类也存有相互制衡的

关系，“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然后，你们要被召于你们

的主。”f

显然，伊斯兰教在强调爱护自然、保持与自然界和谐关系的前提

下，主张把握自然的本质和规律，通过对自然界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为人类造福。

4.人类要开发自然，但禁止乱砍滥伐

伊斯兰教鼓励人们合理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界中的植物，要有

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享受真主的恩赐。“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与葡

萄和苜蓿，与榟橔和海枣，与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以供你们和

你们的牲畜享受。”g 

先知在《圣训》中鼓励穆斯林植树，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砍伐树

a　《古兰经》，马坚译，第 16 章第 14 节。

b　同上书，第 67 章第 2 节。

c　同上书，第 95 章第 4 节。

d　同上书，第 35 章第 39 节。

e　同上书，第 10 章第 14 节。

f　同上书，第 45 章第 15 节。

g　同上书，第 80 章第 24—3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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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圣训》说：“任何人植一棵树，并精心培育，使其成长、结果，

必将在后世受到真主的赏赐。”“谁砍掉一棵酸枣树，真主就让他进

狱。”“当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棵枣树苗，明知明天自己就要死亡，也要

把这棵树种下去。”a

对于植物，早在伊斯兰教初期，就规定必须在人类生活的区域之

内保留“喜玛”（Hima）和“哈拉穆”（Haram）。“喜玛”相当于现代

的“自然保护区”，有意识地限制人们进入放牧、伐木、狩猎和汲水，

以防止当地特种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遭到灭绝的危险。“哈拉穆”相当

于今天的公共保护区，实行集体按规定管理，容许公众使用草地、水

源，但不容许私人占有或无度开采、滥用b。

5.人类要善待生命，要保护动物

《古兰经》和《圣训》倡导人们要对一切自然之物存有仁爱之心，

禁止人们无故宰杀幼畜、砍伐幼苗。《古兰经》说：“在大地上行走的

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c动物的

生命和人一样的宝贵，人类要将仁爱播撒到所有一切有生命的存在。

《古兰经》：“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

充饥，还有许多益处。”d穆圣借干渴之人救干渴之犬的故事晓喻人们：

“对一只动物之善行同样可贵，对一只动物之暴行与对人之暴行有同样

的罪孽。”伊斯兰教还专门规定在斋戒期间和禁地之内不准打猎。这在

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定期保护鸟兽的社会效用。

伊斯兰教义还要求饲养动物的时候要细心照料，屠宰时一定要

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和恐惧，屠刀要锋利，动作要迅速，不要当着

动物的面屠杀其同类……直到现在，穆斯林们宰杀动物时都要念一

段经。

a　坎斯坦勒拉尼注释：《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b　努尔曼·马坚、伊布拉欣·马效智：《伊斯兰伦理学》，北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

第 366 页。

c　《古兰经》，马坚译，第 6 章第 38 节。

d　同上书，第 16 章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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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类要利用自然资源，但要节制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应该珍惜，应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创

造天地，是比再造人类更难的，但世人大半不知道。”a《古兰经》也指

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b要求人们有节制

地消费自然资源，视浪费为犯罪。“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

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c

自然资源不但匮乏时需要节约，而且富裕时也不能浪费。过度利

用与浪费自然资料是会受惩罚的。《古兰经》说：“灾害因众人所犯的

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点报酬，

以便他们悔悟。”破坏生态，遭大自然的报复，从中可体会生态和谐对

人类的重大意义。

［结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迄今已有逾

千年的历史，古老悠久的伊斯兰文化提倡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了

人对自然的代管与有节制地利用。我们看到，在工业化时代，进一步

挖掘《古兰经》等教义的生态理念，已成为伊斯兰人士的崇高追求。

2001 年，在阿联酋召开的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了《阿

布扎比宣言》，首次提出制定阿拉伯国家在新世纪前 20 年内的环保战

略。d2006 年 12 月 13—15 日，“第二届伊斯兰国际环保研讨会”在沙特

的吉达举行。本届研讨会达成了四项主要成果：1. 大会决议宣告成立

国际环保研究所和建立伊斯兰信息网络；2. 建立伊斯兰环保规划执行

办公处和环保联络网；3. 拟定突发性灾难应对措施规划；4. 大会通过

十二点发展和行动纲领。e

在人类与自然更好地和谐相处共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作者高度

赞赏伊斯兰教悠久的生态理念和辩证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宝贵思想。

a　《古兰经》，马坚译，第 4 章第 57 节。

b　同上书，第 43 章第 49 节。

c　同上书，第 7 章第 71 节。

d　林皎明：《环保起步时不我待》，《人民日报》，2001-02-05（7）。

e　伊斯兰国际环保研讨会，www.islamicnews.org.sa.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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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具有生态理念的信仰民众，共同团结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旗下，携手共建绿色文明！

三、佛教中的绿色文明思想 a 

佛教经典中，有不少生态环境理念，这里不揣冒昧，心怀诚意，

将其中有关绿色文明思想归纳为“四论四观”，以分享共思。本人自知

肤浅，拟待以后进一步修善理解。

1.缘起论

缘起论是佛教全部理论的基石，其强调的是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

灭变化都毫无例外地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以此来说明因果关系的普遍

性和绝对性。佛教认为，因缘是指促成事物形成的各种物质及非物质

条件。

从佛教的缘起论看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相互依

存、相互依赖。《杂阿含经》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

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b人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动物、植物、

微生物息息相关，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是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无

论哪一种生命灭绝，对地球都是伤害；而如果人类积极地采取措施保

护环境，也是创造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缘起。

缘起论逐渐成为关于宇宙人生的一般性认识。佛教缘起论与生态

思想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特别是人的思想行为与

生态环境之间的因果关联。

a　本部分参考的文献主要有：赵朴初：《佛教起源于印度，昌盛于中国，造福于世界！》，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324816169_120109092；学诚：《中国佛教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法音》，

2013 年第 5 期；洪修平：《佛教思想与生态文明》，《中国宗教》，2013 年第 8 期；能忍：《佛教的

生态智慧及实践》，《中州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张海山：《佛教文化与生态文明》，《赤峰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 年第 11 期；刘海燕：《万杉论坛：生态文明与佛教研讨会综述》，

《中州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本节所引佛经论典参见：南普陀在线—太虚图书馆，http://

www.nanputuo.com/nptlib/。

b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大正藏》阿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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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果论

佛教从因果的角度倡导不杀生，合乎现世的生态保护理念。一旦

生态被人类破坏，所有的恶果终将由人类自己承担；而如果人类积极

地保护环境，自己和后代也必将会受益。

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戒杀护生。佛教认为任

何动物都具有与生俱来的生命尊严，动物可能是人类过去的亲人，人

类对动物的爱心可转化为人类彼此间的爱心，也会因果有报。

佛教提出护生精神，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生命之间，既要救

其死，又要护其生。佛教引导世人积极参与到保护生命的行动中去。

保护濒危动物，关注动物受虐；和谐相处，维护生命。同时不得随意

砍伐树木，不得焚烧山林，要植树护林，为苍生谋福祉，使生态长期

平衡。可谓：深山藏古寺，生态融一体。

3.同体论

在大乘佛教看来，人类不仅与整个生物界同体，而且与整个自然

界同体。人类与地球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梵网经》云：

“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a人类与环境本是一体，人

类幸福、动物福祉与环境净化是不可分的，正所谓“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b。

“依正不二”是佛教对同体论的理论根据。生物性的部分即是五蕴

和合的血肉之躯，被称作“正报”；物理性的部分即是山川大地等自然

环境，被称作“依报”。如《菩萨璎珞本业经》云：“若凡夫众生住五

阴中，为正报之土；山林大地共有，名依报之土。”c 简言之，“依正”

就是“依报”和“正报”，依报指生命依存的环境，正报指生命主

体。所谓“依正不二”是说人与其所依居的生存环境是相互关联的

统一整体。

a　［后秦］鸠摩罗什译：《梵网经》，《大正藏》律部。

b　［唐］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七十九，《大正藏》经疏部。

c　［后秦］竺佛念译：《菩萨璎珞本业经》，《大正藏》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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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正不二”体现着一种精神，就是人类保护环境的责任是无条件

的。人们看到，佛教徒们不仅用心维护寺院及周边的环境，而且广泛

参与植树造林活动和放生活动。在本体论看来，不杀动物并非是一种

居高临下的恩赐，乃是基于亲缘身份的认同。佛性统一，众生平等；

山川草木，悉皆成佛。

4.修心论

生态失衡、林木缩减，山体滑坡、水土流失、洪涝干旱和荒漠

沙化，均悉因果报应，人类当反思。佛教讲“境随心转”a，“随其

心净，则国土净”b，天地自然生机，源自人类心灵环保。人类心存

“贪”“嗔”“痴”，生态灾难就难免。无节制的欲望与无知，促使人类

肆虐水土、挥霍自然、争抢资源。

佛教主张，一切“贪”“嗔”“痴”当戒之。故须修心养性，尝求

心灵环保。以少欲知足对治贪心，以慈悲佛心对治嗔心，以般若智慧

对治愚痴。故可知佛教之理念，贵在精神追求。

修心必须惜福。惜福就是珍惜福报。释迦牟尼佛在《佛遗教经》

中说：“若欲脱诸苦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知

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c 

以悠然之心看自然之物，心物交融，物我无间，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

谐。修心向善，生活上才能少欲知足，索取消耗上才能处低，科技进

步也才能追求节能环保。能以佛教中惜福的理念来生活，可以节省很

多资源，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近千年来，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筑路、兴修水利、植树育

林、行医施药、赈灾赴难、救死扶伤，支助社会福利，整理文化遗产，

皆为修心之举。

a　［唐］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二十六，《大正藏》经疏部。

b　［明］柴紫释乘旹讲录：《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讲录》卷第五，《卍新纂

续藏经》中国撰述·方等部疏。

c　［后秦］鸠摩罗什译：《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亦名“佛遗教经”），《大正藏》涅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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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净土观

“净”是清净，“土”是国土。极乐世界就是众多佛教徒志求往生

的一个净土。如《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描写：“于是西方，去此世界过

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土，有佛世界名曰极乐。……彼界中诸有情类，无

有一切身心忧苦，唯有无量清净喜乐，……彼佛土中有如是等众妙绮

饰，功德庄严甚可爱乐……”a净土风光绮丽，空气清爽，丰衣足食，

愉乐无忧，感悦神舒，人与环境和谐相处。这源自“诸恶莫作、众善

奉行、自净其意”b，内修外省，清净无染。《维摩诘所说经》云：“若菩

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c佛教关于净土的描

述，体现了对于理想生存环境的向往。

净土既是追求，也是传承的现实。素食既免杀生，又降自然消耗，

为佛家之基本规则。禅修与农业并行，勤劳与节俭相依，净人心，敬

土地。中国佛教一直秉承“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农禅并重，

以遵秉教祖释迦牟尼佛“成熟有情，严净佛土”d的教诲。 

6.平等观

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个人、人种和人群之间的平等，还

包括植物与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是泛指的广义平等。佛教认为

这个世界不仅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其他众生的家园，人类应与其他生

命保持平等、和谐的关系。

广义的平等观源自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e的护生观。佛教认

为，不杀生，进而救护众生，根源于众类生命皆有修行成佛之可能。

从佛教的平等观看生态伦理，则知此情怀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与生态平衡，意蕴深远。 

a　［唐］玄奘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大正藏》宝积部。

b　［隋］天台智者：《妙法莲华经玄义》，《大正藏》经疏部。

c　［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经集部。

d　［唐］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藏》般若部。

e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大正藏》涅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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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慈悲观

慈悲是佛教最根本的情怀。《大智度论》中说：“慈悲是佛道之根

本。”a所谓“慈悲”，就是给予一切众生欢乐，救拔一切众生的苦难，

如《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b这

就是“予乐拔苦”的慈悲观。

慈悲是佛教的爱，这种爱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而且扩展到大自

然，遍及一切生命。这种爱超越了“家庭”、“等级”或“职业”，甚至

超越“宗教”和“人类”，简言之包含了所有生命。如放生，惠及受

体，但终利于全体生命。

佛教的慈悲之所以如此广博、超越各界，也是源于佛教的“同体

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c 无缘就是无条件。众生同体，慈悲无界。

8.和平观

佛教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佛教的和平

主义传统最悠久，维护和平的思想和实践最丰富d。

佛教的和平观与佛教的因果论关系很紧密。佛教因果报应思想，

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戒杀护生。因果论强调保护众生的生命，《大

智度论》云：“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e《华严

经》云：“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f 愤怒让人失去理智，冲动激人

动用暴力。人若戒杀护生、去恶修善，必能得善报，投生三善道；若

众生具杀生的共业则会导致战争。

佛教的和平观与佛教的慈悲观的关系也很直接。戒律之首—不

杀生是佛教生命伦理内蕴的实践精神，慈悲进而关爱、怜悯普及一切

a　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七，《大正藏》释经论部。

b　同上。

c　［明］释智旭撰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玄义》，《卍新纂续藏经》中国撰述·方等部疏。

d　《佛教称得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典范—魏道儒》，佛教在线转引自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

fjnet.com/fjlw/201211/t20121126_200830.htm，[2012-11-26]。

e　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第十三，《大正藏》释经论部。

f　［唐］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四十，《大正藏》经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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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佛教始终把传教弘法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联系起来，劝导世

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观体现的这种爱超越了“族群”和

“国家”，从而净化人心，稳定社会，和谐世界，沟通不同国家、地区

和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结论］佛教在印度本土继而在中国等国流传累计有三千多年a的

历史了。佛教博大精深，典籍浩瀚。佛教经典和佛教生活方式中饱含

着生态环保意蕴，值得当代人研学传承。我们与其视佛教为宗教，更

应视其为价值极高的人生哲理和生态环保理论。2006 年，首届世界

佛教论坛在中国杭州和舟山举办，如今该论坛已在无锡、台北、香

港、莆田等地成功举办多届，已成为弘扬佛教文化、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要平台。

今天，在倡导推行天人和谐的绿色文明的时候，佛教给了我们巨

大的推动力。尽管我们知道当代环保理念与实践中，有更多的科学因

素和合作共进的规划，但这不影响我们从佛教重视个体生命修养中体

会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观念，体会慈悲利他效果中的集体生态环保

意蕴。我们相信，具有包容性与和平传统的志士们，一定会团结在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旗下，携手共建新时代的绿色文明！

四、道教中的绿色文明思想 b

中国道教中尤其在先圣老子《道德经》c中有不少生态环境理念，

a　佛教住于人间的历史有不同算法，按汉传佛教佛历，佛教有3000多年的历史。参见：《佛历两种

不 同 算 法 的 由 来 你 知 道 吗？》，https://new.qq.com/omn/20180306/20180306A06W0C.html, [2019-12]。

b　主要参考文献有：周高德：《老子〈道德经〉的生态意义》，《国学》，2010年第11期，第44—46页；

曹立中、余洋：《〈道德经〉中的生态观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喀什大学学报》，2017年

第5期，第22—25页；胡志红：《生态批评与〈道德经〉生态思想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科版）》，2009年第9期，第176—180页；赵峰：《论〈道德经〉的生态和谐思想及当代启示》，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24—127页；许烨、张璐：《道教生态观及其对当代

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98—104页。

c　林语堂译：《道德经》，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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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揣冒昧，心怀诚意，将其中有关绿色文明思想归纳为“四论四

观”。自知肤浅，拟待以后进一步修善。

1.一体论 

“一体论”，就是“天人一体论”，即“天人合一”。人类作为生命

与万物同属一个生命场，天人同体，“万物一体”。天地万物包括人类

与自然同一个本源，“万物同源”、“天人同源”即“一统”也。老子在

《道德经》第 42 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体

论”就是指“道”所生的“一”。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同一。”a“天人合一”的“一体论”思想，是《道德经》的精髓。

天人一体在于天人出自一“根”，二者均来源于“道”。“道”的作

用应如何理解呢？曰：“道”是育养万物的本原和万物运行的基本法

则，世间万物无论如何变幻、发展、分离，最终都统一于“道”中。

“道”具体指什么呢？回答颇有难度。因为，“道” 是一个抽象的

概念，非言词所能描绘。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b“道”能化生万物，本性却是自然无为，形态则无定无固。正如

《道德经》第 21 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似无似有，形象恍惚，却有实律。 “道” 

非“常道”渗及万物，循“道”方知万物初始。  

道教崇尚“道法自然”，“道”遵“自然”而立，重视自然之规律。

此处，“道”为自然之母，又尊自然之性，真辩证也！ 人与自然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均为“道”所创造，且“道法自然”，那人与自然的关

系就明确了，一是顺应自然，二是和谐共处。天人不可分，更不能对

立！显然，“一体论”的内涵就是 “天人和谐”。 

“一体论”重在“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

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c然也！

a　《庄子·齐物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b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1 章。

c　同上书，第 3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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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因论 

万物不论大小，不限时空，皆阴、阳同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

气以为和。”a“阴阳”二者或二气的交冲、互感、激荡，相推，化生万

物，引起万物变化进展，而达到平衡和谐态。换言之，事物形成显于

外，阴阳互动寓于内。过程秩序自然，起止和谐自然，阴阳消长，万

物成长。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b 天地间阴阳之气

相合，就会普降甘露，人们不必干扰它，自然会有雨露均沾。

“二因论”实为老子对立统一思想方法，“对立”非仅限于“阴

阳”，事物千差万别各有重点。有无、上下、正反、善恶、刚柔、

动静甚至天人关系都分二合一。“有为”与“无为”是道教的重要

观点。阴阳相合，有无相生。“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勿妄为。

“处下、不争、贵柔、致虚、静笃”等理念与实践，均属“无为”

之具体化。

“二因论”体现在治理上，就是主张：阴阳自调理，天地自化

育。治理之法关键在于调理阴阳，善待万物，凡物各得生养，各得

安宁。 

“二因论”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行事于正，过则触反。《庄

子·山木》讲：“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意指天不因人在与否

而独立存在。反之，人须依赖于自然而存在，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法

则。人类生产活动须在维护生态系统范围内进行，掠夺性开发自然，

会遭反制纠偏之惩罚。

3.三宝论c

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d

a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42 章。

b　同上书，第 32 章。

c　此处重点参考摘编自白言笑、张铁军：《〈道德经〉中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和合思想》，《社科纵

横》，2017 年第 3 期，第 73—76 页。

d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6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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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即慈爱、柔和、爱惜，为人要博爱、宽容，有如母亲之爱孩

子。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对人皆善俱信，

以慈善之心感化包容他人，才能实现人际间的真正和谐。 

“俭”，一要节俭、吝惜，二要收敛、克制。“俭”是对待物质的一

种态度。对待自然生态要珍惜，要节俭。不是不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和

能量，而是要善待自然，收敛、克制，遵自然之规律而用之，知节令

变化而惜之。配合自然循环消化之生机，克制人力，惜敛物力，才能

天人和谐，共同持续。

“不敢为天下先”，即不争、谦让、退守、居下。因“不敢” 抢先

则不争，因不纷争而退让，因甘居人下而和谐。

“慈”“俭”“不敢”这“三宝”用以对待自然上，就是对自然慈

爱、俭省，行为不凌驾于自然。慈爱，才能够产生维护众生的勇气；

节俭，才能够蓄精积德推至广远；不敢为天下先，所言所行才能得到

大家支持与响应。 

4.四知论a

老子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b《道德经》第 16

章还说，“不知常，妄作，凶”，“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c 

欲望过度，为所欲为，不知足招羞辱，不尊重自然规律招惩罚。不知

止的妄为会风险不断，甚至有大的危险。故进取须尊重规律，因应物

性，适可而止，当断则断，才可持续，知足常乐也。

老子指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d知晓事物对立统一而处于和

谐状态，知晓自然和谐之道，就理解了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为知常；

知永恒不变之道，就能达明察之境界。明，就是智慧、通达、得道。

a　此处重点参考摘编自周高德：《老子〈道德经〉的生态意义》，《国学》，2010 年第 11 期，第 44—

46 页。

b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44 章。

c　同上书，第 46 章。

d　同上书，第 5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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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还说“复命曰常”a。自然界新陈代谢，生生不息，周而复

始，接替循环，就是生命之链永恒规律之常态。万物归于道，调和则

恒常。 

“知足”“知止”“知和”“知常”，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要

求人类“去甚、去奢、去泰”，遵守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人类才

能与天地共长久，永和谐。 

5.平等观

“万物平等”，基于同源共根。 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b“道”之首“大”，生万

物，寓天地中也！道、天、地与人，人为域四大之一，确系优特，但

必须一遵“道”，二敬天地为先。天地含万物，“以道观之，物无贵

贱。”c人既居天地之中，万物之列，当静思平等，方为知“道”。“道”

前，万物价值平等。 

庄子说：“人者，乃理万物之长也。”d人类不仅应关心自己，还要

关怀天地间的其他物种，助其成功物性。天人和谐，万物平等，人负

有循自然之道履物之职责。人“理万物之长”，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

敢为”，“助天生物”“助地养形”。 

真致平等，切须公正。不公有损平等。没有人间公正，天人平等

亦难实现。天道公平，高下，有余、不足，随时自然调节。人师法自

然，应顺应此自然法则。可贵的是，道教不仅强调了代内公平，还强

调了代际公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e 警

示人不要为后代留下债务，否则，子孙后代“必有余殃”。     

有平等与公正之心之行，有代际公平之理念，穷富人等可公平待

遇而处于同一环境之下，而人与自然就更可和谐共存可持续！ 

a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16 章。

b　同上书，第 25 章。

c　《庄子·秋水》。

d　同上。

e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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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化观

何谓转化？任何事物的性质如果发展到极端，会向相反方向转化。

这些构成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a。“物极必反”、“盛极而衰”b等，这种事物转化的观点贯

穿于《道德经》全书。

人与自然关系，亦受转化规律制约。人类要利用自然，就必须

爱惜与保护自然。人类借科技之力征服自然，自然就会以灾害报复

人类。老子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c 想

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强它。老子这里以自

然界的辩证法比喻社会现象，从中可从社会现象矛盾中理解人与自

然的关系。想控制气候升温，人类就要减少高碳即工业化行为；想

利用森林资源搞建筑，就要早规划进行植树造林；想大量利用水

源，就要规划疏通河道投资净水的善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

十分重要，发展须绿色，环保又不能一刀切。因时因地制宜，辩证

统筹方为“道”。

7.水善观d

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之善在利万物而己不争，水之居在利

他人而处众恶，利他亏己，故水之善至高几近于“道”。“柔”是水的

常态，表现为处下、不争，这其实是水与万物相处的方式，亦是水似

“道”之处。老子以水喻道，其形其质，均相似也！

人应效水之德。水无为，静养万物，纳百川；水若为，微则无声，

动则汹涌；水静包容蓄力，水动释能驱行。无为有为，皆福泽世人。

a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58 章。

b　同上书，第 36 章。

c　同上。

d　此处重点参考王士良：《〈道德经〉中关于水的思想及其现代生态意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第 108—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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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郑国渠、都江堰，均为水动静合和之佳作；运输、灌溉、蓄水、发

电，皆水得道之善举“德”行。个人行为或社会实践，“谦下”、“处

下”，以对物，以处世，自律有矩，无为时当无为，有为处当有为，方

能容大处远，长久永恒。

8.和平观

道教崇尚和平，反对战争。老子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包容、

合作。“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a 

所以说大国对小国谦下忍让，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和依赖；小国

对大国谦下忍让，就可以见容于大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界和平

共处。国家间更应维护和平，不启战端。老子说：“大军之后，必

有凶年。”b“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c 军

兵武装，不祥之器，有生命之物皆恶之，有道之人，更是不屑处

之，痛而绝之。《道德经》第 30 章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

天下。”

［结论］两千多年前诞生的《道德经》虽然仅五千余言，但字字珠

玑，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思想、和谐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为

当今世界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英国科学史

专家李约瑟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

技术的根本。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以跟西方亚里士多

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媲美。”d 让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向道教理论的创造

者—世界文明史上最早、最简明概括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的先辈

大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a　林语堂译：《道德经》，第 61 章。

b　同上书，第 30 章。

c　同上书，第 31 章。

d　转引自周松、宋宇新、刘水芬：《老子〈道德经〉中的生态经济观阐释》，《井冈山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8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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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家中的绿色文明思想 a

中国儒家思想中尤其在先圣孔子《论语》b中有不少生态环境理

念，这里不揣冒昧，心怀诚意，将孔圣及诸圣有关绿色文明思想归纳

为“六大要观”，供读者比较参用。自知学识肤浅，拟待以后进一步

修善之。 

1.天人合德观

《论语》19 次出现“天”，既有义理之天，命运之天，也有自然

之天，意蕴深邃，其中一义乃指生养万物、包孕人生的“自然生态之

天”。人因德而和谐于天地，受惠于天地；天地博大而深含规律意蕴，

实为大德。天人合德则万物滋润，生生不息。与道家“天人合一”论

相比，儒家更重视个人修身和社会教化，故孔圣重视并提出“天人合

德”的思想，这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表达形式。备天之养，

全天之功，成天之德，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盖因天生万物。孔圣以生为重，在《论语》中，“生”

出现达 16 次之多。《易传·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立于

a　主要参考文献有：倪富静：《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综述》，《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7 年第 4 期，第 135—138 页；李英娥、周金声：《综论〈论语〉中孔子的生态观》，《湖

北工业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60—63 页；胡静：《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综论之儒家篇》

（一、二），《社会科学动态》，2018 年第 11、12 期，第 12—18 页；任雪山：《〈论语〉生态思想阐

释》，《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第 33—38 页；唐明贵：《〈论语〉中的生

态文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6 期，第 30—34 页；戢斗勇：《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与儒家生态智慧》，《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张方：《先秦两汉儒家“天人合德”思想探论》，《理论导刊》，2013 年第 10 期，第 106—108 页；

傅德田：《〈论语〉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 年第 11 期，第 123—127 页；

聂远鹤：《〈论语〉生态美学思想微探》，《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11—13 页；黄媛媛：《〈论语〉中的绿色养生观》，《汉字文化》，2017 年第 9 期，第 56—57 页；邓

彦斐、徐雷、徐玖平：《儒家伦理思想与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论略》，《孔子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52—157 页。

b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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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在天之存好生之德。天地无为化育万物，人类有为成其所是，人

气天地皆为本。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a人心人性源于天，尽心近性能知天。

知天敬天人充盈，天人和谐也。

效法天地，育人以德。“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b巍峨崇

高，苍天为最，尧效法而成就圣举。而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认

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居天指明，神

圣有恒，人皆敬之。又如《论语·子罕》中，孔子感叹：“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水之恒流，不语不歇，人理应敬之。人无知天人离，

人良知天人近；人妄为天人背，人明德天人合。  

综上，自然生命道德化，道德生命自然化。奉天承德，天为道德

之本原；人心具德，心为道德之本体。天蒙尘风雨必驱之，心蒙尘诗

礼徐净之。君子畏天命，万物感天德，是也！ 

2.仁爱万物观

孔子强调 “泛爱众，而亲仁” c。这可理解为：“爱”要泛化，即博

爱，既要爱人，也要爱自然，用仁爱之心善待万物。大儒董仲舒仁爱

万物表达得更明确：“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

足谓仁？”d朱熹在距今八百多年前所著《仁说》中关于仁的观点，我

概括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仁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化为自然

之规律，此表明天地生物之心是体，生生不穷是用；生即是仁，生即

是善；仁之无所不体，表现为仁为众善之长；故以人至善之本心，对

应天地生物之心，归于仁，归于德！天人相辅相成也！

仁爱万物表现在多方面：“启螫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

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即不伤害小虫，不攀折成长的草木，这

a　《孟子注疏·尽心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b　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

c　杨伯峻：《论语译注·学而》。

d　《春秋繁露义证·仁义法》，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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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孔子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爱护；《论语·述而》中说：“子钓而

不纲，弋不射宿。”钓鱼用鱼竿即可而不要用渔网大肆捕捞，弋有限度

射捕飞鸟即可但不许将宿鸟一巢打尽。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孔子坚持

“不时不食”，吃东西要应时令、按季节。“不枉杀”“以时禁发”“畜

养”“驯化”等， 荀子称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a。 

人不能不食不饮，渔猎采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千年之传。

但要珍惜自然资源，爱护各类生命。要力求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b万物和谐、永续发展。  

众生平等归于德，孔圣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c。善马有德，

忠诚有义，此众生平等而等视之也！ 仁爱万物，归因人类生存仰伏大

自然，人类修心感恩大自然。

3.顺天应时观

《论语》中“时”出现 10 次，重“时也”，盖时令百物有其运行规

律。孔圣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d人有

作为有语言，天有作为无语言。天不言语，四季自轮，百物自生。天

任自然，此意即为万物生灭自有源有规也，“天”不虚为包容四时运

行、创造万物生长的“自然之天”。

知“时”为自然之规，故圣人强调遵“时”而行，顺“时”而为。

有云：“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e圣人还将取物应时提高到伦

理层面，指出，“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

义》意思是说：砍伐一棵树木，捕杀一只禽兽，只要砍伐、捕杀得不

是时候，就是不孝。  

《论语·学而》讲“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时而作，首先

要知时明节。在《礼记》中有《月令》篇，分出“孟春之月”“仲

a　《荀子·王制》，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

b　《礼记集解·中庸》，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c　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

d　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

e　《礼记集解·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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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年中

祭祀”“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

月”“季冬之月”等共 13 篇记述了不同时令月份，提供了人类可遵

循的自然时令以进行农业生产。使民知时，节用为爱。比如，季春

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禁砍伐桑柘树；季夏之月，则“可以粪

田畴，可以美土疆”，即可上粪肥土，修整耕地等。所以孟子讲，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a

显然，四季不失时，五谷不胜食；守时采伐，不夭其生，不绝其

长，木材充盈也。

4.至中至和观

《中庸》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是大本，“和”是达道，不偏于内谓之“中”，不偏于外谓之

“和”。事无大小，把握适度，达到中和之境，推及大千，天地方可

至本位安其所，万物方可享和谐遂其生。“道”之运行率性依本质

规定，大千世界同生共息井然有序也。正如朱熹之解读：“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中和”观可知圣人对世界本源与运行认知

之深邃也。

“中和”于世界来说是“天道”，于人来说则是“至德”。“人”性

有善恶，中庸有规则。与人相处，“和而不同”b，各持所见，和睦相处；

与自然相处，物尽其用，不弃不损。以中和为美，以适度为理，合于

道也！

5.节俭克己观

自然资源虽博但有限，儒家力主珍惜和保护资源，强调“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c，唯此才能可持续。孔子主张生活上要节俭克己。“饭

a　《孟子注疏·梁惠王上》。

b　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

c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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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a还说：“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b继承了传统儒家道德学说的《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奢则

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此意今译即为：节俭不奢，何惧

鄙陋。

做到节俭，首先是要“欲而不贪”c。欲望，人皆有之，不禁不纵亦

不贪。“克己”就是要人们克制对欲望的过度追求，俭用节欲。 此既

尊重客观事实，以达到有利生态周而复始。做到“欲而不贪”，重要的

是修心懂礼，贵在以礼节欲，通过“礼”来节制欲求。重礼非奢，贵

在心也！“礼，与其奢也，宁俭。”d

既能节欲，又能复礼，就达到了“克己复礼为仁”的高度。“颜

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e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

俭，吾从众。”f推崇礼仪，正冠戴帽，其质由麻织改为丝帛，既然是

为了礼制，有称其俭，孔圣人称就从众了。适度消费也与时俱进，亦

从圣获教！

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应做到“节用”。他说：“道千乘之国，敬

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g国君应敬事而信，节用爱人。节省

财用，又须爱民，至中至和，思虑周全。 节用受民，在“惠而不费”，

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h ？为民获利而行事，节

支少费，上下同欲，君民共利，就是惠而不费。 

6.乐山乐水观

水进取而不争，山厚重而静穆。听水之灵动，望山之敦厚，“知

a　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

b　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

c　杨伯峻：《论语译注·尧曰》。

d　杨伯峻：《论语译注·八佾》。

e　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

f　杨伯峻：《论语译注·子罕》。

g　杨伯峻：《论语译注·学而》。

h　杨伯峻：《论语译注·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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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乐水，仁者乐山”a。仁者知者，超越世俗，德寓自然，身处自然

相辉映，心与山水共鸣之。寄情山水，灵系万物，方悟“松柏之后

凋”也！

乐山乐水须亲近自然，亲近自然须修心养性。子曰：“小子何莫学

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b明孔圣教诲，读诗，既知奉亲事君，也知观察

自然，才能多识草木鸟兽。故修心育德，人纯净而智，则喜亲近万物，

善解自然之美也。

修心育德还须知礼、习乐。《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三修递进，视美听美可相伴也。诗书育人，礼乐润性，乃君

子之为也。

［结论］儒家生态思想资源太丰富了，孔孟之前有《周易》，之后

有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张载、二程、朱熹、王夫之、王阳明等，

均有高论。因篇幅有限，读史有限，时间有限，儒教部分生态理念主

要是以孔子论著为主，诸贤人所论就只能略加引用了。

儒家生态理念更接近于现代可持续发展中强调的社会、环境与经

济的三维观。儒教深刻论述了人与环境关系中，人的仁爱与良知的极

端重要性。有仁爱，才能爱人，爱自然。儒学充满着包容精神，看千

年经典，只有参与自然、和谐自然之论述，绝无征服自然、掠夺自然

的观点，这是极其宝贵的。哈佛大学于1998 年出版了《儒学与生态》

的论文集，综合专家之论而共认为，儒学对于现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伦

理思想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中的“仁”的观念就是

一种生态学的观念。c 

今天，在倡导推行天人和谐的绿色文明的时候，儒教天人合德等

a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

b　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

c　转摘引自倪富静：《孔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综述》，《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

第 4 期，第 135—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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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要观给了我们巨大的启发和信心。古人思想虽朴素，解析当前纷

杂理论更为有益；中文语言虽简练，表达生态环境之文明内涵更精当。

我们相信，具有高度哲学思维与热爱传统的中国志士仁人们，一定会

融汇古今，放眼未来，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为大旗，以人类文明的持

续为使命，携手世界，努力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天人和谐为纽带的

共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