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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物问题不仅要跨部门的协调与集成，而且要跨文化的合作研究。对中西方传统动物观念的探索可以为

当代的动物问题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价值。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讨论了人性–动物性的二元区分，以及

为消弭二者等级差异所构建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新模式。传统中国哲学将动物纳入道德性的天人合一宇宙

中，这种整体性的变化生成宇宙观为当代思考人与动物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角度和理论资源。通过对

中西方动物问题的差异性研究，借鉴西方动物本体论思想中的积极部分，有助于对当今社会中人与动物

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批判与重塑，创新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人与动物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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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issues require not only cross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but also cross-cul-
tur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e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animal concepts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can provide rich theoretical value for contemporary animal research. Italian philosopher 
Agamben discussed the binary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nature and animality, as well as the new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constructed to eliminate the hierarc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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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incorporates animals into the moral 
universe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is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generates a new perspec-
tive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contemporary thin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in animal issu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drawing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Western animal ontology, it is helpful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in today’s society. Through criticism and reshaping, innovation and con-
struction of a new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that is in lin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
ditions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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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与动物关系问题在哲学的进程中一直是哲学思考的核心议题之一。人们在对“人”进行探讨的同

时，总是将其与动物做比较，从而得出人的本质的结论。本文通过对传统西方动物二元论以及中国传统

动物观念的比较，进一步梳理出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符合发展规律的人与动物关系。有助于我们推动

人与动物以及自然界和谐发展关系的建设，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和动物的存在都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

部分，应该追求与自然界的联系与平衡，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阿甘本思想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动物一直处于人的对立面，它们被看作是人确保自身拥有主体性的动物“他者”

[1]。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领域中，动物议题开始受到新的关注和讨论，欧陆哲学家针对人与动物二元论

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批判。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德里达、阿甘本等哲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出

发对“他者”进行了重构。海德格尔用“人构建着世界”、“动物贫乏于世界”和“石头无世界”[2]三
个命题将人与动物分隔开来；列维纳斯认为，“他者”只能是人类，这种将人和动物截然分开是一种陈

旧的哲学思想，强化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德里达的全部动物问题的起点是“动物故我在”，

同时这也是他动物哲学思想的终点，虽然德里达致力于批判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但德

里达的思想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也并未完全抹掉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阿甘本在与前人的思想碰撞

中建立了自己的动物哲学，阿甘本对动物问题的关注始于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形而上学将人与

动物区分开来。阿甘本从人与动物之间不可调和的分裂性以及“赤裸生命”[3]入手，将造成二者之间产

生差异的主要因素–语言–作为目标，对动物存在以及人与动物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为后续研究

打开了新的思考维度。 

2.1. 语言内部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 

阿甘本重返古希腊哲学家们对语言问题的原初探讨，引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语言成为人

与动物相区别的论述：“为了使人成为政治动物，在所有动物中自然只赋予人理性说话的能力，人与其

他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只有人才能分辨好坏、对错、正义与非正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致看法构成

了家园或城邦。”[4]在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人与动物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因为拥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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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可以成为政治动物，而动物只拥有声音，所以无法过上政治生活。阿甘本指出，亚里士多德对语言

和政治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判断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阿甘本将这种神秘不明的场所称之为“大音”，它既

不是动物所发出的声音，也不是人类所使用的有意义的语言，而是人类语言与动物声音之间的存在。阿

甘本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从“大音”出发，进行否定性批判，进一步完成由声音到语言，动物到

人类的过渡[5]。 
阿甘本认为人–畜的对立关系并未经过充分论证，认为形而上学在讨论人类语言的起源，以及动物

声音向人类语言的转变时总采用非实证的描述，这种描述从中世纪到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时期均有体现。

阿甘本认为动物同样具有语言，但其语言的表现形式与人类有所不同。动物彻底融入了语言的环境中，

与其所使用的语言完全一体。在《幼年与历史》一书中阿甘本写道：“实际上，动物也拥有语言。它们始

终且全然就是语言，这种‘未知大地上的神圣声音’不知道何为破裂何为中断。动物并不进入语言之中，

因为它们已然身处其中了。”[6]相比之下，人类不仅拥有语言，还有言语行为、符号与语义，能够通过

语言创造意义。阿甘本就从动物的视角出发，强调了探讨人与动物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重要性。 
根据阿甘本的看法，动物也具备使用语言的能力，这表明单纯的语言能力并不能证明人之为人的独

特性。人与动物的主要差异体现在语言的内部结构上。动物的语言体系是单一且连贯的，而人类的语言

则存在内部的断裂。 

2.2. 摧毁“人类学机器” 

在《敞开：人与动物》的开篇，阿甘本用《圣经》中的预示指出：“在最后一日，动物与人的关系会

具有一种新的形式，人自己也会与其动物本性协调一致。”[7]人存在于绝对的神性与动物性之间，构成

了一种中间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仅是动物性与神性之间的桥梁，人性本身就是神性超越在我们肉体中的

反映，它展现为一种创造世界、指向尚未显现的虚无的潜力，人的本质，实际上是其内在的人性与动物

性的区别[8]。 
在整个西方哲学历史中，人类通常用一种否定性的思考来确立自身的存在，阿甘本提到了“敞开”

概念，旨在找到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间隔，用以区分人类和动物。这一概念继承并拓展了海德格尔关于存

在与时间的思想，海德格尔认为，“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而人是筑造世界的”。人类与

动物的本质区别体现在“缺乏”与“构建”的差异上。“缺乏”表示一种被动的适应，是向世界“敞开”；

而“构建”则是一种主动的理解，是世界向人“敞开”。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在于能够“领悟”的能力，

“领悟”是一种揭示，是从隐蔽状态向无隐蔽转变。所以，动物缺乏“敞开”以及“领悟”，这种否定性

的审视，依然暗含某种等级划分，这个用否定和排除动物来激发自我意识，确定自身存在就是“人类学

机器”[9]的核心所在。通过制造人与动物之间的绝对差异，“人类学机器”得以运转，一方面，将人类

凌驾于动物之上，另一方面，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动物缺乏世界”来将动物性排除在外。 
如何才能彻底的摧毁“人类学机器”？阿甘本转向了本雅明的“救赎之夜”和“停顿的辩证法”[10]。

“救赎之夜”是一个复归自然的世界，这里不再是人类独有的世界，也不是人类专属的栖居之地。动物

在这里脱离了人类的掌控，不再是人类的附属品，动物可以拥有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时，对人与动物之

间的关系的探索被“停顿”了，人们不再去思考人是什么，动物是什么，而是用悬置的方法，让人与动物

以他们自身独有的方法“任其存在”，“是其所是”。在本雅明思想的带领下，阿甘本看到了摧毁“人类

学机器”的可能性，看到了重塑人与动物生命本体论敞开的可能性。 
阿甘本关于人与动物的议题，也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核心议题，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人类

的内心深处都有鲜为人知的动物本能。但由于阿甘本对哲学和政治的非历史性思考，他不可能真正摧毁

“人类学机器”，进而也无法实现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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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动物地位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最开始并不被视为一个伦理议题，而更多地被看作

是一个政治议题。妥当地处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国家治理和安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定和

民众福祉的具体表现。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继承了这种理念，认为保护并合理地利用动物资源是确保国

家兴旺发达的策略。如《大戴礼记·易本命》所载：“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

则蛟龙不出焉；好夸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11]因为人与万物同根同源，

且遵循相同的法则，所以人不能凌驾于万物之上，万物应当与人平等。 

3.1. 儒家：“恩至禽兽” 

先秦儒家思想中对爱的观念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传递到动物上：其一是为了国家的安稳和安全，其中，

对动物的关心与动物的生活和繁衍紧密联系；其次，在个人的道德培养方面，动物被塑造成了在这种途

径中反映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媒介。这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思想瑰宝中最宝贵的部分无疑是其无处不在

的人本主义原则，这一点在“人禽之辨”[12]中也明确体现。而“人禽之辨”的最终意义就在于指出人与

动物在道德能力方面的差异，以此来突出人类的道德能力，为人类的道德教化提供支撑。 
孔子在《礼记》中有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

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3]
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动物没有“礼”、“仁义”与“道德”。当人与动物相处时，并没有掺杂

任何道德情感，完全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尊重，并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方法以确保人类社会的持续繁荣。因此，

在孔子的观点里，动物并非直接被纳入“仁”[14]，而是被通过与礼或者王道的关联方式所联系。 
人为天下之最贵，而动物的地位比人的低，因此，动物在满足人类的生活和成长需求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的价值。动物的肉是可以食用的，而其皮则可以作为人类的衣物。荀子认为人虽然“力不若牛，走

不若马”但人可以“以牛马为用”[15]。由这一立场出发，先秦儒家的观点是既要对动物进行道德关怀也

让动物为人所用。 

3.2. 道家：“万物平等” 

道家崇尚“道生万物，物我为一”[16]的自然观，这一观点不仅深刻反映在道家的政治哲学之中，同

样也反映在道家对待自然界和各种生物的态度里。道家与儒家主张的“仁民爱物”的人本主义核心观点

不同，在道家关于动物的观点中，强调“知常道、克欲、无为”以及顺应自然界和所有生物的本性，对动

物有仁慈之心。 
庄子热衷于用动物作比喻，在庄生梦蝶这个故事里，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是我化作了蝴蝶，亦

或是蝴蝶化作了我”。庄子认为人与动物都有一个共同属性，“物化”就是人和动物一样具有感知事物

变化的特性，“物化”这一观念不仅体现了万物齐一的自然哲学，还通过人类的感知来确认动物的感知

能力，并认为非人类动物具有这种感知能力。庄子对动物的感知不是简单地将它们当作一种对象看待，

而是要把其视为一种生命体验，从而赋予它们独特的情感和意义。这便要求我们在与动物的关系中保持

万物平等的态度，用慈悲之心去看待动物。人与万物为一体，珍爱自然即是珍爱自己，人们应当以慈悲

心对待自然，这才符合“道法”。只有当我们对周围的动物持有同情之心和关怀之心，才能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 

4. 构建人与动物关系新格局 

中西方传统思想中对待动物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自然和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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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在西方动物伦理的讨论中，通常存在一种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观念。而关于近年

来兴起的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的思想，可能会让一般民众担心“率兽食人”[17]的野蛮行为出现；中国传

统动物伦理观提供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平衡，可作为面对环境挑战和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思想资

源。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故事和寓言都强调了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倡导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和动

物，与之和谐共生[18]。 

4.1. 尊重原则 

地球上的动物与人类共享生活环境，它们与人类同样具有生命，且有类似的感觉和需要。因此，保

护动物的权益并给予它们恰当的关怀和尊重是必要的。首先，尊重动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一个真正文

明的社会应当是充满爱与关怀的，而非暴力与残酷。忽略动物的权利等同于破坏文明的基础，从而降低

了人类道德的水平。其次，尊重动物也是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若忽视动物固有

的价值，我们将无法享受它们带来的益处，甚至可能遭受动物的抵抗和伤害。此外，尊重动物对于保持

生态平衡至关重要。动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们应保障动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尊

严，避免对它们造成伤害或虐待，致力于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与动物和谐共生。 

4.2. 适度自由原则 

适度自由的原则主张在处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时，应当尊重动物的天性和生活需求。第一，确保动

物享有适度自由是维护动物福利的根本前提。动物和人类一样，也具备自身的生命需求和天赋特质。长

时间的囚禁与限制会使动物出现行为问题、情感抑郁和抑郁现象。因此，给予动物适当的自由活动空间

和权益，是确保其健康福利的根本原则。第二，坚持适度自由的原则，是维系生态稳定和和谐的关键路

径。当动物的自由遭遇严重制约和侵害，生态平衡会受到破坏，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和大

的灾害。举例来说，如果野生猛禽类被长时间锁在笼中，导致它们难以自由猎食，那么这将导致捕猎的

数量急剧增加，并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损坏。在保证生态平衡的同时，给予动物适当的自由空间和

权利也是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有益途径。 

4.3. 人与自然共生原则 

我们要将人类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保持人类的需求与自然界资源供应能力的平衡，实现人

类与动物、自然的和谐共存。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构建“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作

用”这一关系框架，以综合性思维审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连接起人类与自然之间生命共鸣的

纽带，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努力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社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了多项战略行动和战略构想，这一思想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

国特色现代化发展之间全新的逻辑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以

及“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为持续、系统和全面地推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以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5. 结语 

在当今社会，人与动物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在生态观的指导下，我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平等对话，

批判和重塑这一关系。随着西方动物本体论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其积极价值，在借鉴西方动物问

题研究的优秀成果时，结合我国的客观现实，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解决方案。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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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其融入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鼓励各界人士参与到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

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局面。通过政策引导、社会动员和文化传播，提升全民族的生态意识，促

进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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