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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伦理智慧，其不仅维系了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沃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梳

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对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共谋全球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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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tain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ecological ethics wis-
dom, which not only maintains th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ci-
vi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cultural fertile l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
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spiritual powers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rting 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with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core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 with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and conspiring for global ec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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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在儒家、道家、佛教等宗教哲学中都蕴

藏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智慧，尽管不同学派对生态的认知各有差异，但它们都蕴藏了共同的核心思想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浓重的一笔，它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相融相生

不仅成为了中国生态哲学的最高智慧，更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营养来源[1]。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主要内容 

2.1. 儒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样也是儒家生态理念的终极归宿。早期儒家学说认为人与自然是

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与自然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便是初步的“天人合一”思想。围绕“天人合一”，儒家讲求敬畏、克己以

达到万物和谐的境界。敬畏也就是要敬畏自然，认识并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荀子在《天论》中就

提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人类可以认识规律、顺应规律、利用规律，唯独不可改

造规律，否则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儒家的克己思想也与自然规律息息相关，正所谓“不违农时……谷

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克

己的首要要求便是在向自然索取时不能贪得无厌，打破人与自然界之间微妙的平衡[2]。而敬畏与克己的

更高要求则是要体恤万物，以一颗仁心对待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使其发挥价值，万万不可随意破坏、杀

戮，如此便可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境界。西汉时期，儒学家董仲舒在《春

秋繁露》中写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应与天合为一体的思想。北宋时期，

“天人合一”理念逐渐发展成为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 

2.2. 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 

道家学派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道”是人和万物的本源。此处的“道”

是道家思想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是万物的根源，同时也规定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观点同样也贯穿于道家生态哲学之中。人来源于自然，统一于自然，则

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不能超越于自然，该观点的目的在于强调自然的力量与权威，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

分，依赖自然而生存，理应敬畏自然，不能反其道而行妄图改变或压制自然规律。对于如何实现“道法

自然”，道家有着“清静无为”的规定，这里的“无为”并非万事无为，相反，人可以在自然框架内活

动，但绝不能无节制的破坏和索取，否则就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惹来灾祸。其次，既然人是自然界

的成员之一，需要主动去维护自然界的稳定，那么人与自然界的其他成员则是平等的关系，没有高低贵

贱之分。倘若人类只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人类高于自然万物，肆意挥霍、破坏资源，最终也会遭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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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的反噬，这便是道家生态思想的又一重要观点——“物无贵贱”“万物平等”，这和儒家的仁爱思

想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可见，传统道家思想中的生态理念也紧扣“天人合一”这一主题，面对天地的制约，

人要坚持“无为而治”、“见素抱朴”，在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的情况下，适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

世界，实现更好的生活，真正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3]。 

2.3. 佛教思想中的生态智慧 

佛教起源于印度，但中国的佛教并非印度佛教的照抄照搬，而是在与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长期融

合和碰撞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因此中国佛教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儒道两家的生态思想也是相

互补充和相互成就的关系。首先佛教对万物起源持有“缘起”一说，“缘起”指的是世界中的一切事物

的产生、存在、发展、消亡都因缘和合而成，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万事万物皆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

即“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种观点很好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既受限于自然，同时也会对自然万物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人与自然万物皆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与今天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相一致的。其次，中国佛教还十分

重视内心的修炼，即倡导在清净简朴的环境下使自己回归自然，摒弃内心的杂欲，践行节俭、朴素的生

活方式，这既连结了人心与生态，推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也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

保护，为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来源。最后，中国佛教还主张众生平等，佛教认为人与众

生无高低贵贱之分，众生与人一样有生命、有价值，人应当像关爱自身一般“普渡众生、泛爱万物”。

这种爱是一种不求回报、无差别的大爱，也就是佛教所追求的“慈悲”。佛教这种“慈悲为怀”的思想

能够改变人的内心，使人们发自肺腑的感念自然，保护万物，为当代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

借鉴。尽管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应该遵循生态规

律，与自然和睦相处，这无疑与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儒释道三家皆以

“天人合一”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都主张遵循自然规律，不破坏生态平衡，这将对我国当

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启迪。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 

中华文明因大河而兴起，因农耕而绵延。古代中国坚信山川河泽、风雨雷电万物有灵；春种秋收、

夏耘冬藏四时有序的自然秩序，遵循人天和谐的生存之道，才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生不息。今

天看来，这些朴素的自然观里无不蕴藏着古人的大智慧，继承并发展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对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有利于帮助人民树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观和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中，无论是儒家的“敬

畏克己”“仁爱万物”、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还是释家的“清心寡欲”“慈悲为怀”都倡

导改变自己的内心，从内而外、发自肺腑的感念万物、尊重自然、爱护自然，这在当代社会依然适用。

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大多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只有人类改变自己的认知、转变行为方式，才能切实有效

地解决诸多环境问题[4]。因此，人民要自觉地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日常生活

中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并遵守科学合理的生态观和价值观，提高环境保护责任意识，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中去，从而涓滴成河推动生态文明事业的大步发展。 
2) 有助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革命

以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也随之获取了大量的财富。然而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里，人类只顾得上为所取得的财富洋洋得意，却没有意识到那些已经取得的所谓成就都是用自然

资源换取来的，在工业文明大踏步向前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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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被日益打破。若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人类必将遭到大自然的反噬，人类文明迟早

也将付之一炬，为此有必要在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中寻求一条人与自然相处的正确之道。中国传统生态

文化十分重视人天关系的和谐，尽管不同学派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强调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和自然界的其他成员一样有价值、有意义，不能为一己私利抹杀其他生物生存的权力，要平等地对待自

然界的其他成员。这对今天社会各界的行为活动依然适用，人们为生存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无可厚非，但

不能贪得无厌、竭泽而渔，要尊重自然规律，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

发展，但也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发展的必然要求。走有中国特色的生

态文明发展道路必须立足国情，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的有益营养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相结合，在发

展生产力的同时倡导人们树立整体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促进绿水青

山和金山银山的共同发展，早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3) 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五

千多年绵延不绝、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精神滋养，也为人

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优秀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虽然产生于古代社会，但却包含着超越时

代的永恒价值，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值得在新时代继续传承与发展。在新时代，继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就是要推进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型发展，丰富和拓

展其理论内涵，增强其时代适应性，提高其应用价值，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支

撑和文化沃土，这是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升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是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钥匙。 
同样，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类发展进程也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时代，诸如资源短缺、极端气候之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层出不穷，这更加凸

显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仁爱万物”“道法自然”“慈悲为怀”等价值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中国

传统生态智慧的普适价值，它不仅为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更契合了当代国际社会共

谋全球生态建设，共同守护地球家园的根本要求，反映了优秀文化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推动作用，

彰显了中国的文化责任与担当，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因此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

智慧将大大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实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展

现大国担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生态智慧沉淀着千百年来无数先贤苦苦探索与

思考的结晶，不仅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行为准则，对于当代解决中国乃至世

界各国的生态难题也具有十分宝贵的思想价值。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赋予其内涵新的时代特征，使之成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珍贵文化财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属

于中华民族的独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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