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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恩格斯

的《自然辩证法》通过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详细地

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及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化解等，提出

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等观点。

同时，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们应该要在尊重自然及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认识

自然，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运用科学技术等手段对自然进行改造。对于人与自然、自

然规律、生态危机等方面的科学论证深刻体现了《自然辩证法》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考察《自然辩证法》

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结合当今世界，挖掘其当代价值，有助于保护自然以及节约资源，推

动我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为我国生态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以及

指导方向，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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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outsta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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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En-
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criticized the metaphysical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and further in-
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role of labor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pe to 
man, and the root and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puts forward the viewpoints that man is 
the product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nature, man and natur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labor is the bridge l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t the same time, Engels be-
lieved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was the roo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People should underst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nature and its objective laws, thoroughly reform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it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 nature by mea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on hu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crisis deeply re-
flects the rich ecological thought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discusses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theoretical basis, main content of ecological thought, combined with today’s world, excavates its 
contemporary value, helps protect nature and save resources,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even all over the world, helps to solve the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as well as the 
direction, finally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of the beautifu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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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主义的崛起、发展，在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

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危机严重化发展。此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迅速，虽有很多重大发现，但诸如牛

顿、培根和黑格尔等科学家、哲学家坚持的仍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作为恩格斯撰写于 1873 年至 1882
年尚未全部完成的一部手稿，《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论文、札记和片段等构成，是恩格斯对近代自然

科学以及自然界进行研究、总结的一大著作。该书主要包括“历史导论”、“辩证法作为科学”、数学

物理学等“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以及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加入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两篇论文。《自然辩证法》在总结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批

判以“自然界绝对不变”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及丰富发展马克思生态思想，随后展开关于劳动、

人与自然、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具体分析、研究，展现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和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等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将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出发，论述其生

态思想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以及主要内容，最后结合当下我国和国外的生态实践全面阐述其生态思想

的当代价值。 

2.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 1873 年至 1882 年深入的思考、

探索过程，是在一定历史时代背景下以及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下产生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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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对《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深刻、全面的认识，

就要从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出发，即从当时的生态环境问题、工业革命开展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

等出发。 

2.1.1. 工业革命引起生态环境问题 
以往人们大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无穷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从最早的

直接利用大自然，也就是狩猎以及采集，发展到后来无限度地开发自然，即发展农业和工业等等，都是

对自然的掠夺。这时，人们只考虑到向自然索取，却很少考虑自然界的未来，只是把自然界当作是一个

索取各种资源的巨大的仓库([1], pp. 31-34)。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虽然人们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从而过上了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自然界也从多个方面一次又一次地报复了人类，尤其是产

生了生态破坏还有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震撼开展，随

后十九世纪欧美其他国家也先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由此进入了工业时代。当时资本主义发展

与工业革命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一方面，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迎来了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巩固也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正如《共产党宣言》中

提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还要大。”[2]由此可以推断出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此之大。伴随着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人们以自然界的“主人”身份在对自然界进行以往从

未有过的肆无忌惮的开发与改造、掠夺与破坏的同时，近乎疯狂地制造了种类繁多且成分复杂的废弃物。

紧随其后的是这一传统工业化道路使得自然环境遭受了异常严重的破坏，所谓的工业文明呈现的是一种

掠夺型、污染型以及征服型的特征，使人类在获得并享用丰富物质财富的时候，遇到了更多更严重的生

存危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恩格斯指出：“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

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3]“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

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散发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3]由此可知，

此时的资源匮乏、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物种减少、气候异常等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生

存发展，而且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矛盾。 

2.1.2.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迅速，科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比以往更有突破性。迈

尔与焦耳发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意味着世间万事万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没有绝对的静止。施莱

登及施旺建构的细胞学说，标志着生物学研究进入了细胞水平，证明了动植物共同的起源，进而为自然

界的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有力地冲击了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物种不变论，揭示

了事物发展是从低价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以上三大发现不但是有力推动了自然科学得以发展，

而且也大大启发了恩格斯，成为了《自然辩证法》写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自然科学发展成果还包括康

德与拉普拉斯共同建构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赖尔的地质渐变论等等。

正如恩格斯写道：“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

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4]。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

推动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逐渐发现自然界是一个相互联系、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自然

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5], p. 23) 
近代工业革命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科学的不断推进对以往机械自然观的猛力冲击，深

刻体现了自然界万物的相互联系、作用。恩格斯指出：“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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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

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作着。”([5], p. 18)工业革命的开展、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成为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坚实现实基础。 

2.2.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前人的成就即理论渊源以及对其的批判

乃至超越，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因此，《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同样具有一定的理论渊源——对近

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2.1.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对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 
第一，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所谓的上千年宗教黑暗统治时期，直到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时期，伴

随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时人们的自然观由古代朴素辩证法向形而上学转变，得出“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

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

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5], p. 12)这一观点，即形成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

在这一自然观的影响下，牛顿、培根、康德和黑格尔等科学家、哲学家大都运用孤立的、静止的还有片

面的方式考察事物运动的状态、变化等，从而否定了事物发展中的联系性。英国哲学家培根言道：“人

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因为他所能做的和所能了解的，就是他在事实上或在思想上对于自然过程所见

到的那么多，也就只是那么多”[6]，“要征服自然必须服从自然。”[6]由此可以知道培根认为人们可以

认识、利用并征服自然，为机械自然观开辟了道路。而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以他所称为判断一切的标准

的“我思故我在”这一理念以及数学来表征自然的特征，认为人类通过实践理性，可以对自然进行完全

控制，认为人可以单方面对自然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与自然是一种对立关系。在这一自然与人类对立的

驱使下，人们优先追求的是更多更高的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我的发展，从自然中源源不断地索取自己

所需的资源，大肆剥夺自然的一切，无节制地向自然施加压力。恩格斯认为培根、笛卡尔等人的观点是

要孤立自然界，静止、片面地考究自然万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同时对生

态的破坏愈演愈烈，由此恩格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

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5], p. 42)，辩证法提供自然界是普遍联系、不断发展的观点使人重新认识自

然。至此，恩格斯看到了这一机械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已经快要倒塌，辩证法这一崭新的思维方式将要建

立并传播开来。在这一背景下，《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为往后的人们科学认识自然提供

了理论基础。 
第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一样都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辩证否定。“给我物质，我就用它来造出一个宇宙来！”康[7]
德从宇宙万物生成、发展的规律中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放在主体地位，注重人的主

体意识。康德同时写道：“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8]
这体现了康德主张人类要顺从自然、尊重自然，但有理性的人类并不完全臣服于自然，而是认为人的理

性为自然界立法。虽然康德认为自然属于人的感觉经验一部分，人不能超越自身经验而真正地认识自然、

事物等则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但康德的自然观对《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黑格尔认

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自然是作为它在理念中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自然处于“绝对精神”

之下。但是，黑格尔还认为，精神必须要通过自然才能回归到自我意识，自然界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

观规律，人可以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自然，在发挥主体能动性改造自然的同时人应该要遵从自然规律，

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限度地向自然攫取。由于黑格尔的“自然”是建立在“绝对精神”之下的，

因此恩格斯指出：“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问题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维、观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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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的东西”([5], p. 46)，自然科学研究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出发，从事实中发现事物的联系。

同时，“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5], p. 47)，“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

了……是倒立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9]因此，黑格尔的自然观及其

辩证法在给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以启迪的同时还需扬弃其思辨的唯心主义等局限性。 
第三，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生态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不一样”的

生态思想。首先，费尔巴哈认同物质的第一性，但主张从感性事物出发，强调感官感觉的事物([10], pp. 
82-88)，认为人只有通过感性的自然才能真正地认识自然以及自身，否定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认识自

然的观点。其次，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认为要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研究，由

此费尔巴哈在坚持唯物主义下建立了人本主义自然观，这是其进步性。最后，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研究却

与社会实践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分离，使得人与自然对立，此时费尔巴哈眼中的人是抽象的，而非社会

中的人，有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也不再是自在的、纯天然的，换句话说费尔巴哈只是看到了人的自

然属性，却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自然也没有因为人的实践活动而发生任何变化，这是费尔巴哈生态思

想的一大局限性。恩格斯借鉴《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从费尔巴哈的生

态思想中受到启发，结合马克思的实践观，把社会实践与自然的研究相结合，在人类劳动中考察人与自

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统一，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自然观的一大超越。 

2.2.2. 恩格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的丰富与发展 
伟大哲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始终并肩作战，尽管两人各自的生态思想有一些不太一

样的地方，但其本质、目标却殊途同归。《自然辩证法》既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研究总结以及

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首先，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样专门

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著作相比，比较少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至于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他们不

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

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11], pp. 124, 180, 206)，即认为马克思欠缺生态思想，但深入考究马克思著作依

然或多或少存在生态思想，比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

都有所强调人和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依靠自

然而得以生存、发展。“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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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与马克思类似，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

的产物，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认识并改造自然。 
其次，关于对自然界的考察角度。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及：“在人类历史中即

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

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2]马克思从近代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出

发，引申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对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这也就表明了马克思并不是就自然

而谈自然，而主要是从社会及其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界，探究的是“人化自然”的运动、变化规律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的考察角度则不同，他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对自然界进行考

察，从万物生长的自然界中论证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还涉及了人类的起源、劳动在人与自然

之间的作用等问题。换句话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将马克思的社会领域研究拓展到了自然的领域，

无疑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生态思想。 
最后，关于生态危机的原因论述。上文提及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领域考察自然界，因此亦在社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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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异化劳动。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资

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根源是私有制，这一异化劳动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而人与自然是支配

与被支配的对立关系，人与自然难以和谐共处，因此必然引起生态危机，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间接引起了生态危机。恩格斯则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社会领域以及自然领域，指出生态危机的根

源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对立。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生态危机的根源论证的一大

发展，两者都指向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从根本上变革资本

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以解决生态危机。恩格斯更具超越性的指出要建立更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 
总的来说，《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生

态思想，也更具前瞻性、超越性。 

3.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生态思想是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在对生态系统认识基础上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深入考

察以及把握，主要包括尊重和保护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等观点。作为恩格斯经典

著作之一的《自然辩证法》，其表现出来的生态思想已然成熟。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详尽论证了人与

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化解方法等，下文将对此作应有的阐释。 

3.1. 《自然辩证法》文本简介 

在阐述《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对《自然辩证法》及其文本内容作一个整

体的分析、概括，以便更好地深入其生态思想。下文将对《自然辩证法》文本的写作目的、主要内容进

行简单的介绍、概括。 
在恩格斯逝世时，《自然辩证法》还未完成，但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在该著作的计划草案中，恩格

斯表明《自然辩证法》首先是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用唯物辩证法论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捍

卫、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次阐释规律客观性、普遍性，倡导人们认识、尊重并掌握自然规律；最后是与

揭示人类社会辩证法的《资本论》相配合，《自然辩证法》揭露自然的辩证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由 181 个部分构成，其中有 2 个计划草案、10 篇论文和 169 段片段与札记。

按照总计划草案，《自然辩证法》文本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首先，恩格斯在“历史导论”中通过对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究，论述了其发展的客

观规律，进而表明了因为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终将倒塌并被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所代替。尤其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各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成果，动摇了形而上学的自

然观一个个观点，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现实依据。 
其次，《自然辩证法》探讨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在“辩证法作为科学”中恩格斯对唯物主义辩

证法做了详细的概括，恩格斯说：“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

来的……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

定的否定的规律。”([5], p. 75)同时，恩格斯还提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来自辩证大师黑格尔，是关于自然

界的客观规律，可以推动理论自然研究。随后，恩格斯为了论证这三大规律，毫不吝惜笔墨地从自然科

学的发展历史论述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联系，囊括运动、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等，

最终得出了自然界遵从这一“客观的辩证法”的观点([13], pp. 9-14)。 
最后，恩格斯在“自然界与社会”以及附录中，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劳动在

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除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等，饱含着鲜明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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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思想，不仅仅是恩格斯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一大珍贵宝藏。 

3.2.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论是对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还是对于近代形而上学自然观等等，都是研究

的一大重点，甚至难点。《自然辩证法》与以往的自然观不同，恩格斯在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下，科学

地论证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以及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等先进性、超

越性的观点。 

3.2.1.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出发，借鉴生物进

化论的观点揭示出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首先，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先于人而存在。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

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5], p. 98)自然界遵循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

发展，实现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再到人类社会的伟大飞跃。恩格斯言道“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

([5], p. 100)，自然界则是生命也即人类存在的先行者。 
其次，人得以生存、发展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皆来自自然界。这不仅仅是因为“蛋白质，作为生命的

唯一的独立的载体，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联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然而恰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

程的产物而产生的”；([5], p. 125)而且人和自然界产生联系、作用的前提也是出于人本身的自然属性，

也就是恩格斯所言的“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人倘若离开了自然，将难以继续存活下去，更别谈何

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界不但是人的生产生活的基础，还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源泉。由此可知，人取物造

物于自然，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最后，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

([5], p. 314)类对于自然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人真真切切地依赖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二者不可分

割，相互联系。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丰富材料，而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把这些原材

料加以创造变成物质财富甚至精神财富。由此可知，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无比重要，影响巨大。 
综上，自然孕育了人类，没有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类。 

3.2.2.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中，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与此同时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的关系。 
首先，《自然辩证法》在理论上证明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渐渐使人们察觉

到，“关于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5], p. 15)新的自然观已经完备，因此人们又回

到了古希腊哲学的观点：“整个自然界……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

的运动和变化中。”([5], p. 19)在这里，恩格斯可能想说明自然界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然而这一论述

依然在揭示出整个自然界从时间以及空间上都会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得知，自然

界的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表明了不同事物之间彼此的相互作用，这也为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作用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其次，《自然辩证法》证明了人与自然的非必然对立性，而是适应性。上文提及过恩格斯在对培根、

笛卡尔等人的批判中反对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对立面。因为培根、笛卡尔等人所代表的自然观具有片面

性，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忽略了人其实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甚至改变自然界，从而实现自我的

生存和发展。“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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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5], p. 314)
恩格斯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而并非反自然，站在自然的对立面的。在一定意义

上，人类与自然是相适应、相共存的。 
最后，《自然辩证法》证明了人类在自然的物质基础上一定限度范围内支配并超越自然。“动物仅

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

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5], p. 313)恩格斯这句话表明了人不同于动物单纯地适应自然，

相反的是人不仅可以适应自然，还可以支配自然界，使得自然界为人类服务。不仅仅是对于人类的实践

过程还是认识过程，即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人类都可以通过自然界来提升二者，也在这一过程中支配

自然界，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最终超越自然。但是这一支配与超越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正如恩格

斯所言：“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

律”([5], p. 314)，这表明人类在自然界的生存发展中所作出的实践始终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倘

若这一支配无视自然规律，便会出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

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更加凶猛的洪水

倾泻到平原上”([5], p. 313)，揭示了人类在支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发挥主观能动性，

需要认识并正确利用自然规律，创造价值。 
因此，《自然辩证法》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人类实践上，都深刻证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3.2.3. 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自然辩证法》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一篇体现恩

格斯生态思想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有效结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考察了人类的起源，

指出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 
第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

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首([5], p. 303)先，劳动解放了双手，

我们猿类祖先的手可以从事采摘、防御等生产生活活动，手既作为劳动的器官，也成了劳动的产物，由

此人类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其次，劳动产生了“完全形成的人”，“这些正在

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5], p. 306)；与此同时，人在认识、改造自然

的过程中，拓宽了视野和思维，认知能力、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等大大增强，即劳动推进了语言的产生

以及人脑的形成。最后，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由此具有了社会属性。“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

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5], p. 308)，恩格斯言明了劳动在产生完全形成的人之后还产生了社会，人

并非离群独处的抽象自然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生活的人，与马克思所言的人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相分离。“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

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

一差别的又是劳动。”([5], p. 313)恩格斯这一论述揭露了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通过劳动认识并改造自然，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使自身成为自然的“主宰”，成为了真正的人。 
第三，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相联系。一方面，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并获得赖以生存发

展的物质资料，也就是人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原始材料都从自然界所得，即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

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自然界只能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原始材料，还不能算是满足人所需要的所有物质

资料。但是完成物质资料更进一步创造的，也只能是人的劳动，即进行原始材料的加工、创新。换句话

说，人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既获得原始材料，又对原始材料进行创造、加工，使其所有价值显现出来，

从而更好更全面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恩格斯说道：“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5], p. 303)由此可知，劳动联结了人与自然，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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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创造出美好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3.3. 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化解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态危机进行区分的同时，还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及

其化解进行了分析、考究，富含着生态思想。 
首先，《自然辩证法》区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态危机。一种在欧美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前的生态危

机，这种危机来自人类在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而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恶化。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人类大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很少注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而导致了如上文提到的美索不达米亚、希

腊、小亚细亚等毁林造地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对此，恩格斯主张人类要目光长远，考虑长远利益，不可

无节制支配、改造自然，还要对所产生的影响、后果负责，未雨绸缪，从而更好地造福后世。“我们不

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 p. 313)
恩格斯的这一忠告、警示时刻提醒着人类要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另一种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导致的

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度攫取和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是该生态危

机在现实社会中所体现出来的两个方面。对这一生态危机，下文将详细论述其过程、根源等。 
其次，《自然辩证法》重点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生态危机

有其必然的制度根源。日本环境学家岩佐茂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的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

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4]这表明了资本家为了生产，

在自然界中不断地攫取原始材料，为了得到高额利润不断压榨劳动者的价值，全然不管劳动者以及部分

劳动产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支配着生产

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5], p. 315)由此可知，资本

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得到自身所需的利益，只顾眼前的一切而不考虑未来，无休止地违背人

与自然关系的底线、规矩以及无视生产行为对自然界造成的长远影响而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当资本

家及其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限度高于自然界所能承载的力量时，人类社会终究会遭到自然界的反噬、

报复和惩罚。因此，恩格斯大胆揭露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最后，《自然辩证法》论述了如何更好地化解生态危机。第一，认识、尊重自然是化解生态危机的

第一位。恩格斯不断告诫人们每走一步必须牢记：“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

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

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5], p. 31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身处自然之内看待自然，认

识自然，尊重自然及其客观规律，而不是把自然当成人类的对立面。人类只有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才能

更好地未雨绸缪，才能够在之后更长一段时间里审视自身实践活动会给自然界所带来的后果、影响，从

而更快更科学地作出应对、调整之策，在人的劳动实践中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第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恩格斯在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从

制度入手，既揭露了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关键原因所在，这同时也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在

认识、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我们慢慢了解到生产活动对自然的直接或间接、当下及未来的影响，

并按照规律对我们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

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

革。”([5], p. 315)换句话说，只有彻底地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才能彻底地化解生

态危机。在这一变革之下，人类将在一个合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生产组织中发展自我，人与自然的对立

关系得到改善，人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呈现出共产主义的光辉景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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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彻底化解。 
第三，发展并科学利用科学技术对化解生态危机发挥重要作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

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极大增加，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进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

的不断进步。正如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5]与此同时，科

技成了人类征服并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工具，创造出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是，科学技术具有两面

性，其在资本主义阶段发生了“异化现象”。上文提及资本家为了眼前利益疯狂地掠夺、浪费自然资源，

引发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科学技术的介入则使污染的种类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比如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废品堆积、制造的武器利用不当引起的污染、战争破坏等。正如威廉·莱易

斯说道：“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十七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16]因此，

不能仅仅看到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作用，还需看到其对自然、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作用、弊

端。在此，恩格斯提倡人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学会科学、正确运用科学技术，比如对生产工具

进行改造、循环利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等，从而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巨大的革命性作用，推动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 

4. 《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生态恶化、资源匮乏、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等严峻形势，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色、开放、共享、协调、创新”五大发展理念，坚决打赢生

态保护战，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协调。但是，这一场无硝烟的保卫战任重道远，科学的理论指导

不可或缺，这也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生态保护而言，也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深入探索、挖掘恩格斯《自

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其科学性、先进性将大大推动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其当代价值

意义非凡。 

4.1. 有利于树立科学发展观，解决生态危机 

生态环境以及生态危机问题，是整个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克服的全球性问题。在上文中探讨的生

态危机的根源及化解中，生态危机的化解途径事实上已经有所揭示了科学的生态观——认识并尊重自然，

按自然规律办事，变革不合理的生存方式，坚持绿色的发展观、消费观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效用，

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生态危机的化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烈反对、批判形

而上学的自然观，反对只顾眼前利益不顾未来发展、利益的开发和掠夺，反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倡导尊重并科学运用自然规律，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以科学的唯物

辩证法的自然观全力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造福全人类。因此，《自然辩证法》有

利于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的生态观，对解决恩格斯当时及当今的生态危机都有指导作用。 

4.2.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理论指导及依据。和谐社会是人类期盼、梦寐的理想社会，是充满着一切美好事物的社会；生态文明

则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一种反思、超越，为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而进入到一种更加文明、

高级的社会。换句话说，二者都在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得以实现。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

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是一种在认识并尊重自然客观规律上的改造关系。自然界是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又以劳动实践活动适应、改造自然，在尊重、运用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保

护自然，开发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此同时，恩格斯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考究中，还

提出了其化解方法，对当下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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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摆在了重要战略领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17], pp. 35-41)，开创了生态文明建

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8]由于我国之前的一段时间为了发展经济而欠缺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

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足，因此在以后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辩证法》不失为一盏明

灯指引我国的建设。不仅仅是对于中国而言，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着实有

助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 

4.3. 有利于贯彻科学发展观，发展生态经济 

《自然辩证法》认为，没有脱离自然的人类历史，也没有脱离人类历史的抽象自然，人与自然是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实践中必须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以及善待自

然，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的生态属性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地改造自然。基于这个观点，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8]这一中国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以及其他生态保护语录，无不是

在坚持以人为本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前进。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提及的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对传统的简单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源短缺等，

无不侧面说明了恩格斯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合理开发、绿色生产。这也启示了我们在生存生活

中需要学会统筹兼顾，充分发挥、利用资源的作用，协调好各个方面。当下中国的生态建设实践，经济

发展固然重要，倘若能实现的是一种生态化、全球化、文明化，如此不失为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上对《自

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的科学、合理运用、发挥。 

4.4. 有利于绿色中国战略建设，构建文明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综合国力

不断增强。当前，我国即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同时处在全面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期，坚信生态文明建设、文明国家构建必将提升到重要的地位。绿色中国战略体现的是我国深度参与

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守护绿水青山的必然要求。在

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等还存在一些不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更要深刻认识科学正确

的生态思想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中的重大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思想，基于“生

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8]的出发点，在面对并克服重重困难中，顺利实现美丽中国、绿色

中国的伟大目标，为国民乃至全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自

然辩证法》的生态思想，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超越性，有利于指导绿色生产，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

有利于推动绿色科技，从而有利于绿色中国的建设，有助于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大

国。 

5. 结语 

与马克思始终同一战线的恩格斯在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前提下，从当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态环

境问题出发，总结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发展成果，批判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科学论证，

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主张变革社会制度，进入共产主义阶段方能彻底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辩证法》一书以其深刻、完整的生态思想，为当今世界以及我国生态环境的

保护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当代价值十分富有。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乃至整个地球的

长远发展，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运用《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想，以其科学的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

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认识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

系等，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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