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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人和自然的关系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为解决当今生态问题提供理论钥匙。书中以三个维度来思考生态问

题，其中自然主义维度为立论之基，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人道主义维度是核心议题，揭示了引

起生态问题的根源，共产主义维度是目标所指，指明了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复归。从立论之基

到核心议题，再到目标指向，构成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生态伦理思想。在此基础上结合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语境，期望探索出以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为指导，从而推进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一些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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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was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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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ve step in the birth of Marxism’s ecological ethic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solving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e are cur-
rently facing. In this paper, Marxism considers ecological issues in three dimensions, among which 
the naturalistic dimension is the basis of his argument, explaining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humanitarian dimension is the core issue, it reveals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communist dimension is the target, and points out that communism is 
the return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basis of argument to the 
core issues, and then to the target, constitute a distinctive theme, rich content, a complete system of 
ecological ethics. On this basis,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oday, I hope to explore Marxism’s ecological ethics as a guide in or-
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me feasibl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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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革新，人类从最开始崇拜自然变得把自然看为被征服的对象。当前出现的

生态、环境、人口等全球问题，不仅是自然系统内部的天平失衡，实际上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人类对以往行为的反思，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需要制定正确的价值观

念，将会成为一项长久而艰巨的任务。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人们开始深刻地反

省自身的行为。在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念的指引下，我们党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污染情况得

到了良好的治理，虽然生态工作总体上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仍存在不足之处。在此背景下，重温

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吸取其中生态伦理思想并将其与当前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助于找到实现人和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想出路。 

2. 《手稿》生态伦理思想的时代溯源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1]: pp. 2-3)。任何一种

理念的产生，都是源于对实际问题的反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的现实情况下，

马克思思考人类在面对自身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周围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的复杂矛盾，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正

确处理人与自然的道德规范。 
在前现代的农业文明形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主要借助于朴素的自然资源进行生产劳动，尽管生产

力很低，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很融洽。在现代工业文明时期，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利

用科技资源来加速满足自己的需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

会”[2]。生产工具的创新，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却

悄然变化。 

3. 《手稿》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生态伦理思想试图构建的是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关系，但是随着人与自然矛盾加深，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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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伦理关系也从一种被掩盖的状态转变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状态。《手稿》中马克思从人和自然分

化结合的中介点入手，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维度对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初步阐释。 

3.1. 自然主义维度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伦理思想中最核心的就是人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文中马克思将自然界称为人的“无机的身

体”，同时也指出人是自然界的“有机的身体”，通过二者对象性关系来说明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3.1.1.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 
马克思在《手稿》中直截了当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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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31) 
在实践领域上，自然为保持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奠定了基础，即“自然界是人的无机

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没有自然赋予的工具和原料，人就不能发挥其改造自然以满足生产生活所需

的主体力量。 
在精神领域上，人所特有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离开自然界，人的意识就成了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 p. 
93)。没有现实的自然界人就无法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意识，人就无异于动物，就无法展现自身的本质力量。 

3.1.2. 人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 
马克思所认为的自然界而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外化的抽象的自然界，也不是费尔巴哈旧唯物主

义哲学中认为的直观的自然界，而是与人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属人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双向性交往中，人

获得生产生活所需，也使自然界不断地趋向人，在自然界打上自己生命活动的印记。人类通过利用改造自然

的生产实践，从而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这个客体，而自然也在这过程中打上了人的烙印。 

3.1.3. 人和自然是对象性关系 
马克思从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的结合点出发，以两者对象性活动为逻辑线索，指出“太阳是植物的

对象，是植物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象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

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3]: p. 86)。某一存在物在对象性活动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

作用于对象物上，它自身成为对方表现和确证本质力量的客体。所以，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承担双重

责任，既以对象物为客体，又作为对象物的客体。自然界的对象性除了“为己”层面外，更多的是“为

他”层面，实践活动这个结合点将自然界对象化到人身上，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同时自然界以自身特

有的规律性制约着人的思维逻辑和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手稿》中详尽地论证了人与自然通过实践活动而达成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但在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背景下，人和自然良性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对自然的剥削，人谋求生存的实践活动也失去了它作为中

介在人与自然交往中的积极意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两败俱伤，以致连接人与自然这个链条破裂。 

3.2. 人道主义维度的生态伦理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4]。劳动联结人和自然双向性互动的中

介，一旦这个中介发生异化，两端链条也随之断节。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深

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与人扭曲的关系及其导致的生态危机。 

3.2.1. 异化劳动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最终高尚

于动物。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所以马克思从商品这个包含社会一切秘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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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入手，分析商品的初始状态劳动产品，再到发现劳动本身对劳动者的异化，最终导致人和人相异化。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出发，发现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最后拥有的只有可以出卖劳动力的选择权，

以及在资本至上的原则下，社会形成两大根本敌对的阶级，一个是野心勃勃的资本家，一个是畏手畏脚

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本的本质就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牟利，带来的直接后

果就是人的类本质丧失，链接人与为其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自然中介异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劳动产品和人相异化。一般来说，劳动者从自然界获得生产活动必须的原材料和工具，再在能动性

的作用下，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生产维持自己和家庭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这时，一切都是在自然法

则的范围内，劳动者生产出来商品是归自己所有，不受剥削，也没有压迫。并且他所付出越多，就拥有

越多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至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

能够占有的对象越少，而且越受到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3]: p. 102)。体现工人主体力量的劳动产

品被资本家所占有并转化为私有物，反过来统治工人，这同时也意味着工人与原本存在良好互动的自然

界也发生了矛盾，人类是以旁观者姿态对待自然界，以资本至上的态度对自然进行无情掠夺，完全淡漠

人类无机身体。 
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在资本框架下，人们的劳动是外加于自身的，他们并不是积极的展现自

己，而是痛苦的服从于资本规律。人类通过劳动积极与自然进行互动的过程，也变成被动地以工具性的

态度来进行和自然的对话，这样的行为造成双方的两败俱伤。 
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在人和自然的天平失衡的状态下，天平上的一端自然界和另一端人类，越

来越疏离，而且联结两者的中介，即劳动，也沦为只不过是维持劳动者肉体运转的工具罢了。人只会从

工具性需求出发，自然界自然也会以此对待，人与自然敌对关系应运而生。 
人与人的异化。工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生存只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同时遵循资本运行法则

的资本家只会拼命压榨工人来获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被冷冷冰冰的工具性需

求所取代。人与自然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发生异化，人类仅仅将自然界当成自己的私有物，想

尽办法将其收入囊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被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支离破碎的大自然，

以及肆无忌惮的人类。 

3.2.2. 私有财产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劳动异化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

的结果。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探究中揭开了劳动异化的面纱，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

财产，这也是人与自然冲突对立的罪魁祸首。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从正面来看，虽然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根源，但仍是人本质力量

的体现；从反面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财产，使人们有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分。掌握了大部分

生产资料的人，不是工人，是脱离生产，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没有生产资料的，却是直接从事生产，创造

财富的劳动者。 
由于资本至上的本性，这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人和人的自然

状态相异化。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在利益至上的世界里，工人只不过是资本家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是一台可以用低廉的薪水换取的劳动机器。资本家似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受益者，但同时又受到其

迫害，只不过是其人格化的产物罢了。人本质力量的体现却控制了自身，资本家也只能按照资本的规律

行事，将资本奉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资本的增殖服务。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物与物的

关系，被赋予货币的属性。 
另一方面，人和自然对立起来。资本成为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上帝”，自然变成了可量化的资产。

资本固有的膨胀本性同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供给之间产生对立，资本家唯恐自己失去了将自然资源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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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财富的机会，他们没有耐心等着大自然的恢复，当大自然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时，他们还想着大自然还

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3.3. 共产主义维度的生态伦理思想 

“自我异化和异化的自我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既然私有财产是自然异化的面纱，要解开这层面

纱必须解决这棘手的问题，即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入手。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

产主义行动。”到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这是因为一方面由

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世界的富饶，人谋生的需求得到满足，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成果成

为社会的共同财产，人得以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界。另一方面，因为消解了异化劳动，人的感官和心

灵都获得了自由，感受自然之美，领悟自然之力。因此，人会把自然放在更高的地位，合理地处理和利

用自然，而不会人为地破坏自然的发展规律。 

4. 《手稿》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在《手稿》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界之中，充分体现了对于人类作为主体

对自然的人文关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今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实

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因此要摒弃毫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对待自然

的传统观念，在对自然的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将善良、公平等观念融入其中，只有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

突破西方现代化的迷思，最终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4.1. 自然主义维度：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思想，构建人和自然生命共同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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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的本质力量越来越得以彰显，而自然

的客观实在性越来越被忽视。只有正确对待这一无机身体，人类才得以代代繁衍。尊重自然，其实就是

尊重人类的生存空间；敬畏自然，就是要求敬畏自然规律下利用自然界；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子

孙后代得以繁衍生息。在挑战和希望并存的时代，人类唯有树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

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式，我们才能与

子孙后代共享山清水秀的美好未来。 
马克思在文本中以全球视野来审视个体和类、局部和整体、现在和未来，致力于推动人与自然对象

性关系从前工业时代的“和谐”到分析工业时代的“冲突”再展望后工业时代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

共同体，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发展共同体、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不仅仅涉及自然，也包括人类自

身，其目标就是要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世界历史的深入推进，生态问题不是各国各自的问题，

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因此，协同各方力量来建设美好家园是每一个人义不

容辞的责任。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勇敢担当，彰显大国风范，不但积极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环保

大会，提出了许多全球性的环保议题，同时也在努力地践行着自己的节能减排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诺言。

所以，我们必须勇于承担大国责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科学的环境治理和保护理论的指导下，积极

地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先进的生态治理经验，增强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来保护唯一的地球家园。 

4.2. 人道主义维度：发挥科技积极作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在文本中对科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

力量的书”[3]。但是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如果人们只是从“纯粹有用性”来理解它，那逐渐沦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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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自然的工具，所以要树立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思想。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实现人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科技是人类实现这必要前提的手段和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五位一

体”全面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将科技转变为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天平的砝码，

重视科技建设、培养科技人才、大力发展绿色科技来加强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要有效地避免

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以科技为可持续发展之路保驾护航，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尽一份力量，也为人类

的永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离不开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现代化建设采取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

展道路，因此整个大自然被分割成了支离破碎的零件，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6]，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既要

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一方面，

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条件，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则是为了积蓄生产发展的力量，

从而使自然资源资源持续地向供给生产力的方向发展。二是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寻求

一个最佳的平衡，实现两者相得益彰，互利互补，达到双赢目的。 
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两山论”为实践指引，紧紧抓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

统一关系，以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变为基本保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新构建，从而

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齐头并进的目的。例如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资源得到开发利用背

景下，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整改、根据污染和耗能程度进行划分，以梯度增收相关污染税额，使高耗

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迫使企业自我转型以符合市场需求，形成行业倒逼机制来达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与自然资源有限之间的和谐状态。 

4.3. 共产主义维度：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推进全民生态共治 

处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关键在人民，关键在思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把批判的

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力量。 
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伟大目标，运用来指导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而形成创新理念。与此同时，决不能忘记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这个魂脉。马克思生态伦理思

想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思想，它将自然视为道德主体从而给予自然以人道主义关怀来改变人与自然相对立

的现状，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但是必须明确，马克思生态

伦理思想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列宁在推进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

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

国”[8]。只有将马克思生态理论思想同当今中国的新时代实际结合，才能发挥这批判的武器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要在全社会形成

爱护自然的思想观念，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 
首先，家庭教育是人民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基础条件。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教育学者马

可连柯指出证实，儿童的最初行为是具有模仿性的，是通过模仿大人的行为来进行启蒙的。所以，我们

要通过父母的行为，向子女灌输绿色生活观念，并引导他们的生态文明行为。比如，不伤害花草树木、

拒绝白色污染、节约用水和电等等，把绿色的生活行为渗透到每一个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里，使他们在不

知不觉中认识和实践节能环保的文明生活观念，并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其次，学校教育是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核心力量。学校是教育的主要阵地，在实践上，学校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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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学活动类似的形式，由教师和专业人员带领学生真正地走进大自然的怀抱，亲身体会大自然的节奏，

能够深切地接触自然、了解自然、感悟自然，使学生体会大自然之美，意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在

理论上，要加强对学生进行相关教育，让学生了解保护我们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了解我们国家目前生态

保护政策以及现有环境破坏的残酷性，使学生们深切地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性。 
最后，社会是人民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重要手段。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应该积极利用大众

传媒这个媒介向全社会的公民普及环保知识和生态法治知识以及破坏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危害，进一步提

升公民的环保意识，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融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氛围中。例如，爱奇艺最近推出的综艺

《种地吧，少年》就是一个借助大众传媒的成功案例节目，真实记录 10 位年轻人，踏踏实实地用 190 天

时间，在 142 亩土地上，播种、灌溉、施肥、收获，最终见证一粒麦子变成麦田，耕作的土地变成诗歌

田园，这部综艺使田园牧歌式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得到观众的向往。 

5. 结语 

《手稿》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复归

的道德思想。《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实质，分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扭曲的根源，以

及实现二者和解的理想路径。鉴于当下人类过度膨胀的需求造成危害人类赖以生存栖息地的现状，人类

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唤醒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这有助于人类在形成正确对待自然态度的同时从

利己主义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人同人本身的和解、人同自然的和解，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全

面发展的目标，从而真正地实现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的愿景，实现国家和民族得以永续

发展的目标。此外，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征来挖掘《手稿》中生态伦理思想的时代价

值，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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