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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系统考察人类自然观的历史演进、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充分吸收近代自然

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辩证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等特征。马克思在自然观中所包含的一系列内容，

其中含有丰富的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对我国生态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

意义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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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uman’s nature view,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Hegel and Feuerbach, and fully absorbing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nat-
ural science, Marx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ics, practice and criticism. A series of 
contents contained by Marx in his view of nature contain rich ideas and methods to solve the cur-
rent problems, which provides an action guide for China’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has pro-
found contemporary valu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24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246
http://www.hanspub.org


邓宇洁 
 

 

DOI: 10.12677/acpp.2022.115246 1447 哲学进展 
 

Keywords 
Marx’s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lightenme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社会物质生产极大发展，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

问题。在当前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时代课题。马克思自然观从实践中出发去理解人、自然、社

会三者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问题，推动和深

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2.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 

2.1.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也会对人的活动起到

限制作用。马克思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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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持续

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

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人类虽然在进化过程中与动物区别开，但无论进化到何种程

度，都必须从外界获得维持生命的物质资料，而且人类对这种物质资料的需求是永久的、全面的。此外，

自然除了为人类提供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以外，还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劳动资料，人类的生产劳动，

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对象，都依赖于自然。人的精神生活也同样也依赖于自然界，“植物、动物、

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自然造就了人类，这决

定了人的活动将受到自然的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尊重和顺应自然，

运用规律进行具体的生产实践。 

2.2. 实践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 

马克思阐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 [4]。实

践是人所特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实践活动

凸显了人的社会性。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人自身从外部自然界中超脱开来，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存在物

的社会存在物[5]，另一方面，自然的人化，即人在实践过程中对自然打上了人的烙印。“人化自然”显

示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人与动物相比具有主观能动性，能积极的改造世界，这一点将人与动

物区别开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基石，最终实现

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协调运转、可持续发展。 

2.3. 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前，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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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逐渐沦为资本对自然的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工人的劳动不属于自身，而属于资

本家，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异化。人们要对异化劳动进

行修正处理好生态危机，就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变革消除私有制，才能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废除了私有制，阶级也将会消失，人

根据自身意愿进行选择，本质力量得以回归，自然不再是对立异己的力量而是共生的力量。马克思自然

观的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

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

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人道主义”[6]。 

3.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主要特征 

3.1. 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观的论述，充满了辩证的思想。面对前人的旧自然观，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

传统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性，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旧自然观的辩证法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辩证

思维考察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确立了“辩证的同时又

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7]。马克思否认了将人与自然相割裂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辩证统

一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过程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人类改造着自然；另一方面，自然

也改造着人类。马克思认为，当人类改造自然时，不仅自然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作为改造者的

人的素质也得到了提高和发展。但人的生产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一味的向自然索取，只会打

破自然界的平衡，而一切因自然失衡而造成的灾害最终只能由人类自己来承担。马克思用辩证的思维对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发展与运动进行考察，阐述人与自然本是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和谐统一关系，

体现了其自然观的辩证性。 

3.2. 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自然观最基本的特征。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帮助人类从大自然中获取维持生

存所必需的物质材料，人与自然的一切物质联系都是通过实践建立起来的。人最初与其他动物一样被动

的接受自然，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逐渐从动物中分化出来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开始利用自身的知识

和经验积极地通过实践改造世界。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就需要不断的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

但自然并不会永无止境的向人们提供一切，这时候人们通过劳动实践不断认识和科学把握自然发展规律，

将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创造出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产品，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本质力量和自我实现。

此时，被赋予了人的意志和期望的自然成为了人化自然。而人把自然的规律内化为自己的尺度，回归自

然并将其融入到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人的自然化过程。马克思在扬弃前人自然观的基础上独辟蹊径，

从实践的角度观察并解释自然，创立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即在实践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做出了新的解读，彰显出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特征。 

3.3. 批判性 

马克思曾经指出“与过去的只专注于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不同，他的学说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旨在

改造世界，是实践的、批判的”[8]，这一点同样也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特点。马克思深刻批判和揭露，因

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它诱发了资本家对自然世界的贪婪和欲望，使人与自然的之间的矛

盾越来越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乌倍河被严重污染和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它还造成空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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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和城市垃圾的堆积，严重恶化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西方传统自然观的过程中

形成他的自然观，他否定了黑格尔将自然观建立在把人与自然界精神化、神秘化的唯心主义基础上，以

及批判了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自然观，对片面的不科学的思想进行否定、

反驳和扬弃，从中提炼、汲取有利于其思想发展的精华，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实践是具

有社会属性的人通过人类劳动实践物化在自在的自然之中，从而深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唯物史观的历史维度上确立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然观。 

4.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中国生态建设启示 

4.1. 强化生态价值观的引领 

恩格斯曾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

了我们”[9]。尽管我们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环境恶化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存在的制约作用，

但是当前我国的生态价值观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并没有完全融入社会，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漏洞，例

如循环利用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失、保护自然观念不够。政府方面应强化生态和谐理念，加强生态

治理能力建设、生态制度建设，坚定不移的选择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非政府方面起到推动和辅助作

用，学校应高度重视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深化生态道德、环保知识和绿色法制教育，企业应抑制利

益驱动的负面效应和转变资本扩张的思维方式，加快绿色产业链的形成和生态产业的发展，生产更多符

合人类需求的低碳绿色产品，成为推动和增添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10]。具体来说，政府方面在进

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时应该强化生态文明体系的构建，贯彻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强化生态价值观的引领；非政府部门例如教育

部门、学校、新闻媒体等，应在平时多向学生以及公众解读与生态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强调环境保护

的必要性、并普及资源节约的有效途径，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在社会中营造生态保护、资源节约的良

好氛围；对于群众来说，作为环境保护队伍中最强大的主力军，每个人都应该摒弃传统的不合理的生活

方式，树立起绿色环保理念，做生态保护的推动者与践行者。 

4.2. 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生态文明是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的生态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取得全面成功，从总体上看，我国环境污染的问题依旧十分的严峻，因此，政府机

关与相关的权力机构应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健全的生态保护制度是以国

家的强制力规范人民的行为，在面对各类无节制的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经济活动时有法可依，将以牺牲

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扭转为资源节约型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健全

的生态保护制度可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落实各方责任集众人之力进行生态保护，用最严格的

制度和最严密法治对生态保护的行动与成果进行巩固化与制度化，用法律织起一个“大网”将土壤、水、

空气、海洋等生态环境的保护笼罩于其中，最大限度的降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促进人类

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4.3. 发展科学技术，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生态环境的破坏归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使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技术充当资

本主义社会的帮凶，在推动社会与生产力发展时候，对人与自然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

对科学技术的全盘否定，科技造成的生态破坏是资本主义利用的结果，而非科技本身的责任。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谈论过对“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他指出“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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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很大。”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是要依靠科学技术了，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

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11]。马克思认为，现有的生态问题只有通过新科技才能有

所缓解，技术创新是人类解决生态问题的强有力手段。因此对于既能有效减少人类对环境破坏、又会加

大人类对自然资源剥削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一矛盾统一体，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

华，在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时应将促进社会发展、满足人的需要、改善生态环境放在首要地位的前

提下，改造不合理的传统技术，用好科学技术这把“武器”，发展新型清洁能源和节能装备，对自然资

源进行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以最少的劳动力和投入实现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4.4. 深化全球生态治理合作，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 

当今世界气候变暖、资源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恶化这一系列的严峻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过去

的经验已经表明，面对全球生态性风险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马克思自然观是从世界历史的

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前

提，坚决反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指当代

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又不能危及后几代人的需要。此外，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提出人类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指导，深化全球生

态治理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从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自然观它所

包含的整体性思维对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进一步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5. 结语 

马克思自然观内所包含的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阐述了：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

中介、以及人与自然的最终归宿问题，为当前我国实现美丽中国的远大目标以及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行动指南，能够进一步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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