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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对传统文化进行生态维度阐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中国哲

学中十分重要的观点，“天人合一”的生态诠释为人类当下面临的生态困境提供思想的突破口。“天人

合一”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是中国哲学特有的生态表达。对“天人合一”思想生态意蕴的挖掘，

对其时代化的创新，是以“天人合一”为起点的中国生态哲学的审视与构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的培育，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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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today, it is not only feasible but also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A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of view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rovides 
an ideological breakthrough for the ecological dilemma facing mankind.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flects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s a unique ecological ex-
press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excav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idea of “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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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innovation of its modernization are the exam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philosophy starting from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ultur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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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生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重视，学界关于人类应当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生态文明时

代的讨论也越来越多。那么进入生态文明时代首先需要新精神、新哲学的引导，所以生态哲学兴起，并

被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现代哲学的一大重要转向。由此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成为重要的课题。当西方的生态思想无法真正解答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之时，到中国思想中探寻解决生

态危机的思想资源成为一大可行路径。在现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做好中国生态哲学思想的探究阐释与守

正创新，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生态文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 

2.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 

2.1. 关于“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争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且鲜明的思想观点，其具有的哲学思辨性，让众多学者将之作

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蒙培元就指出“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

基本精神”[1]。“天人合一”生发于先秦儒家，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思想经过不断

地发展与不同地诠释，已经具有了丰厚多样的意蕴内涵，而关于其是否具有生态内涵这一点，学界争论

已久。 
支持者认为，“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哲学早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认

为其是儒家生态伦理精神的体现，表达了儒家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精神理念。季羡林就将“天人合一”界

定为“人与大自然的合一”[2]。虽然不少学者都对“天人合一”观进行了生态理念方面的解读，但是也

有很多反对者，他们认为，将“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不正确的。反对者否定了将

“天人合一”的“天”简单地理解为大自然，同时“天人合一”的“人”也并非仅仅是我们今天所理解

的普遍意义上的人类。但总结梳理这些反对的观点，不难发现，不同的内涵诠释中都要从最基本的人与

外界环境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所以说反对者在论述“天人合一”不是单纯的生态观时，就已经从侧面说

明了“天人合一”具有基本的生态意蕴。 

2.2. 生态伦理观的逻辑起点 

“天人合一”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最重要的

一个问题，“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性命题，还“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模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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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成为中国生态思想的逻辑起点，之后形成的“仁民爱物”、“以时禁发”、“民胞物与”

等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观就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建构形成的。 
“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化、不断丰富。从先秦时期，儒家、

道家、阴阳家等不同角度地阐释，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将其内涵从生态领域拓展至政治领域，及至

宋明理学“民胞物与”思想的提出，展现出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它从人与自

然的关系出发，通过对人行为的规范指导，以求达到与自然规律相和谐适应的状态。总的来说，“天人

合一”思想是从人和宇宙(自然界)的关系出发的，是中国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和逻辑起点。 

3.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特有的生态表达 

3.1. 生态危机与西方生态哲学 

从哲学的视角来考量目前世界生态危机的爆发，一大原因是由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体系。这种二

元的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将人与自然放在了对立的位子来看待，在这样的思维指导下，“我”是主体，

万物是客体，在西方大肆宣扬人的主体性的引导下，“人主宰万物”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当人过分地发

挥主观活动而忽略甚至破坏自然之律的时候，生态也就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虽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之

后，西方生态哲学家也认识到了“人类中心论”存在的问题，于是有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

中心主义”的哲学转向。虽然从现在的实践结果看，“非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但是，不能否认这次转变的进步性。人类开始从自身出发，探寻生态问题发生的原因，认识到自然的磅

礴力量以及对人类的价值意义。但这一理论本身并没有跳出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陷阱，仍然站在人和自

然之外，试图“缝补”两者的关系。当人与自然处于对立面的时候，外部的调节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

态危机的，所以西方生态哲学之路走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点。 

3.2. 中国生态哲学与生态智慧 

从“天人合一”这一逻辑起点来看，在中国的生态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开始就是融合

的，天人一体。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本身就是天地间生命的参与者，人类理应与自然和谐共生，同

时也通过自身道德人格的完善，积极影响自然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人们对于己身所在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天道”之中，天所

代表的自然规律被认为是世间至理，人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以德配天”至高精神目标。中国传统“天

人合一”思想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己身的诸多考量中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万物价值的

取舍，而这些思考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将自身存于自然天道之中，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没有将自

己作为一个生态体系的旁观者。这种思维模式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二元分立的困境，中国的生态哲学富有

生态智慧的思想理路将成为解决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3.3. 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话语体系 

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

‘天’与‘人’配合着讲，‘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4]中国思想认为，天地

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中有自我。自我与人群与物与天，既非相对，亦非绝对，天与人，相辅

相成，不可分割，是一个水乳交融的宇宙之整体。在对待自然宇宙的问题上，中国人的态度是友好的也

最智慧的，我们同自然一体，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进而做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撑框架体系。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是仅仅着眼于这一关系是不够的。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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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都不能解释与解决当下的生态难题。所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

想出发，走出一条新的生态哲学之路，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话语体系正当其时。 

4. “天人合一”中的生态价值意蕴 

4.1. “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意蕴 

“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丰富而宏大，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变迁，但这其中所包含的最本质

的生态意蕴没有变。 
首先，“天人合一”生态意蕴的逻辑起点是“天”与“人”的同源。“天人合一”的理论前提是把

“天”作为派生万物的生命来源，虽然理论意义上的“天”除此以外还有诸如政治、道德方面的涵义，

但其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产生和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之天”[5]。这是“天人合一”最基本的生态意蕴。

从这个意义出发，理解“天人合一”观念的生态哲理是必要且恰当的。 
其次，“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体现在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从理论层面上来讲，“天人合一”是对

天人关系的精准概括，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表达；将理论投射到现实的实践中，人与自然和谐一

致的高度和谐状态也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追求。这也从侧面说明，在现实状态下，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天

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历史过程中没有解决的生态问题并非由于“天人合一”理念生态内涵的缺失，而是

理论与现实逻辑的断裂，所以在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终将显现。 
最后，“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体现在达成“合一”的圆满状态过程中。“天人合一”是一种天人

相合、不分彼此的理想状态。天行有常，那就需要人的实际行动去“合”天之行，以求达到“一”的最

终目标。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就是生态的实践，最终达到理想的生态和谐状态，所以说“天人合

一”的生态意蕴体现在生态实践过程中。 

4.2. “天人合一”思想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哲学中丰富的生态思想是培育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天人合一”作为生

态思想的逻辑起点，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生态智慧，这种思维模式几乎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伦理道

德准则，今天我们以“天人合一”思想来为新时代生态文化体系的建设寻找思想来源，实现其创造性转

化为我们所用。 
一方面要深刻学习解读“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辩证地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甄别。作为

传统的文化思想，它也会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出现与当代实际不相适应的滞后性认识，因此我们

要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予以“扬弃”，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发掘并实现其时代性的应用，焕发其内在

的生机与活力[6]。 
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对于生态的建设和生命的体悟，人类从始至终都没有停下脚步，建设好生态环境，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进行挖掘与转化，

越是能感受到传统思想中蓬勃的生态智慧，运用好传统生态思想，对于构建起当下公民对于生态道德的

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 总结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彰显出中国哲学的生态智慧。从理论维度来看，“天人合一”思想中所蕴

含的生态伦理观是对西方主客二分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从现实角度来说，强调

“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对于我们从实践层面科学地调和现代人的主体性问题有着积极作用。人作为自

然界的产物，同时拥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也是自然的价值主体与德性主体。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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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体现在物欲的满足、自然的征服，人对自身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处理，正是人类能动性、价值性的

体现，在不断修正自身的过程中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是人的生态道德的最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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