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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

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深入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展现了深刻的生态思想，这一思想对应对我国及全球当前面临的生态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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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ural is the condition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practical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his early work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nuscript”), Marx delved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hich demonstrates 
profound ecological ideology. This ideolog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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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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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经验表明，妥善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对⼈类的繁衍生息和社会和谐进步至关重要。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类对自然的态度从最初的敬畏自然转变为视自然为可操控的资源，自然界逐渐被人类

视为改造、征服乃至主导的对象。作为马克思生态思想萌芽的重要著作，《手稿》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

社会，还初步勾勒了社会主义理论框架。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因过度追求经济

发展以及缺乏对自然的认知，引发了众多生态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人类和自然

关系的思考，对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和推动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 马克思《手稿》中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 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观既包含合理之处，也因浓厚的唯心主义倾向而具有局限性。一方面，

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范畴下论述了自然观。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自我异化的精神”[1]，指出

自然界可以被视为绝对精神在其自我运动过程中的某个阶段。针对这一理论，马克思指出：“抽象思维

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2]，肯定了自然界具有客观实在性，是真实可触、

可感知的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自然观相较于机械自然观有所超越。黑格尔首次指出人与自然是不

断变化的，且二者具有紧密联系，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中的辩证法精髓，强调自然界不

应被视为绝对精神的产物，而是可感知的外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撇开唯心主义框架，黑格尔的自然

观从自然与人统一的整体视角，对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回答。但黑格尔自然观

中的辩证法思想并非直接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在对自然界、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上，依然是建立

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抽象与思辨表达。 
(二) 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理论对自己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就提到：“对国

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

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3]。费尔巴哈在探讨自然时，批判了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

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强调了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从而打破了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局限。他主张自然界先

于人类社会存在，这一见解对推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费尔巴哈在理解自然时，深

刻认识到自然界对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所有科学均植根于自然界基础之上，马克思肯定了这一观

点，提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

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3]。然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也具有局限性，

他主张自然界是静止的，完全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与此相反，而马克思则认为自然界是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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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人类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生存资源，同时，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的

影响下不断经历着“人化”的变迁。 

3. 马克思《手稿》中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 

《手稿》的生态思想聚焦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应有的和

谐共存之道，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索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可能路径，并描绘了对未

来社会的理想图景。《手稿》中丰富的生态思想不仅展现了马克思早期生态观念的超越性预见，也为其

后续生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社会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视为其生态思想的基础问题，把自然放入社会历史的视

角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 
首先，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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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方面，自然界不仅是人类获取物质资

料的源泉，也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

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

从中而产生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给了人活下来的权利，还是

人类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自然还为人类提供了艺术创造的材料。马克思在《手稿》中提

到，“从理论领域来看，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

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2]。人可以通过主体意识对现实存在的

物质进行观念上的改造，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阳光等等都可以激发人类的创造灵感，赋予它们精神

层面的意义。 
其次，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

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2]。即人与其他生物一样，不

是由宗教的某位神所创造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抽象精神外化的产物，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现实自

然。马克思认为人是有生命的自为的存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不仅进行自我塑造，同时也改变

了自然的形式，并且随着人的发展也不断扩大了可改造的范围。在这一过程中，自然逐渐被打上了人类

活动的烙印，人的自然属性日益融入社会属性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另一方面，

在《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了“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的观点，指出“社会中的人”才能称之为人，并在此基

础上谈其自然属性。人无法离开社会单独存在，一切实践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产生联系。人无

法孤立于社会之外，其所有实践活动均会与他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现实存在的人，是相对于

整个社会而言的，既是对象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这构成了人的本质特点。因此，人是自然存

在与社会存在的融合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同时也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最后，社会实践将人与自然相统一。一方面，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了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演

变。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处于未开发状态，即“自在自然”，此时自然尚未进入人类视野，是人类活动

尚未触及的领域。自在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随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活动逐步增

强了与自然的互动，将自然纳入了人类历史进程，自然逐渐转变为“人化自然”，成为人类认识发展及

实践活动的基础，具有先在性。另一方面，实践实现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从原始社会

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逐渐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借助工具提升生产效率，持续挖掘和探索自然

界的可利用资源。被工业改造过的自然界是人经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所扬弃后形成的，人的本质力量通

过工业的发展展现出来。对人类而言，自然界仅在人类存在后才具有现实意义，缺乏人的价值体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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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便失去历史性。因此，正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将自然置于历史视角中，使自然历史与人类历史统一

于社会历史进程。 
(二) 异化：人与自然走向对立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论证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异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即生态危机的根

本原因的重要观点。 
首先，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劳动本质异化。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单纯的人类活动，而被

扭曲为积累剩余价值的手段。马克思在其著作《手稿》中深入探讨了这种异化劳动的现象。他从国民经

济学的前提出发，剖析了“工资”、“资本利润”及“地租”的本质，指出资本的核心追求在于利润最大

化，将一切可转化为财富的“物品”都赋予货币价值。这一追求直接导致劳动的异化，人类原本自由、能

动的本质特征被剥夺，人与自然环境——其劳动的场所及生产资料的来源——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一种对

立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

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

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的比例生产的”[2]。资本主义体系下，人的

原本自由自觉的劳动被异化劳动所取代，劳动转变为一种强制性的、仅用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手段。工人

们从事的劳动变成机械性的重复作业，人类的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磨，与仅能执行本能活动的动

物相差无几。当工人与其劳动成果形成疏远乃至敌对的关系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与感性外部世界，即自

然界之间，同样建立起了一种异己、敌对的状态。 
其次，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急剧膨胀和

生产速度的飞速提升，劳动力需求的激增使得劳动力本身也商品化，工人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力来

维持基本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剩余价值，以此积累资本。掌握着社会大部

分财富的资本家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他们将获取的利润中的极少部分用于个人消费，而将大部分用

于扩大再生产，这就导致了资本家财富与工人贫困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消费领域，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

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相对不足形成了尖锐矛盾。资本家沉迷于奢华生活，而底层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压迫

下辛勤工作，同时受到资本家生活方式的诱惑，进行透支、提前和过度消费。马克思强调了消费在社会

生产中的重要性，指出“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2]。资本家为了刺激消费、扩大生产规模，必将采取

各种手段，这一过程不仅加剧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造成了破坏。生产的

无限扩大必然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因此压榨无产者也就是压榨自然界，这些资源没有真正实现为人

所用，而是在奢靡浪费中被挥霍殆尽，本应被人类合理处理的资源却被转移到自然界中，过度消费产生

的废弃物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生产的无序中逐渐走向了对立。 
(三) 共产主义：人与自然重归统一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的哲学的关键在于其不会孤立的、片面的看待人，而是将人、自然和社会视

为紧密相连的整体。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并提出解决人与

自然对立的途径在于重建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和谐统一，进而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首先，消除异化现象。原本，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和谐共生的关系，彼此满足需求，但是资本主义

社会的兴起打破了这一平衡。工业发展驱使人们不断向自然索取资源，以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无尽追求。

但是自然资源的供给量是有限的。这种无限制的需求与自然资源有限供给之间的冲突，最终因人类的智

慧和技术优势而偏向人类一方，却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恢复生态的平衡状态，这必须调整生

产结构，按需生产，从而逐步消除这种异化现象。 
其次，根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财富集中于私人手中，导致一部分人凭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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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生产资料对他人实施统治，缺乏生产资料的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即表现为劳动的异化现象。马克

思通过剖析私有制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要想消除异化现象，实现人与人的本质相统一，就必须使生

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只有从根本上消除私有制问题，才能缓解人与自然相对立的问题。但是私有财产

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异化劳动问题的解决。 
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往往相互依存、协同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保障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拥有者，而资本家的天性导致了

异化劳动现象的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消除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才能相统一[4]。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将不复存在，人类不会为了争夺自然资源而采取极端行为，生产活动也将摆脱私

人控制，恶性竞争彻底消失。劳动将成为人们自由自觉的选择，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将随之化解。在共产

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最终化解，也预示着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彻底消除。 

4. 马克思《手稿》中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手稿》生态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手稿》中全面而辩证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劳动为中介将人和自然进行连接，

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他既从人对自然的依赖中确认了人的存在，也从

自然对人的影响中肯定了人的价值，对人与自然进行了精准的定位，进而揭示了二者的本质。面对当代

生态危机，马克思从社会层面剖析，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受压迫、不平等待遇以及资本的肆意扩张，

是造成环境承载极限的根源。因此，马克思认识到，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双重解放，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关系的基础，也是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内在统一的必要途径。这一理论观点为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发展，它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内容首先包括“生态兴则

文明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问题置于文明兴衰的高度来理解，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生态观”

[5]。其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唯有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寻求平衡，才能确保经济乃至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生态环境优劣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质量，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

发展，它秉承了马克思的系统思维方法与理论体系，展现出全局性的视野，深刻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统

一的重要性。 
(二) 《手稿》生态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方略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直接关系到全球各国

人民共同福祉。《手稿》中的生态思想深刻探讨了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和解的重要性，这些论述为构建人

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它指出，个人的价值实现离不开社会，同样，人也是无法依

靠自己的力量对自然进行保护，个人总是要依赖于社会，个人的力量也无法独自完成自然的保护工作。

人类与社会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依相存。这一思想不仅促进了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共

同认识，还激发了树立和强化全球生态观念、提升全球生态安全意识的必要性。面对生态问题，没有哪

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生态危机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威胁

着全球的自然环境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因此，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生态挑战，以维护全球生

态平衡和人类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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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问题的深思熟虑，全面剖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描绘了一

幅崭新的蓝图。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倡导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巧妙地将马克思《手稿》中的生态智

慧融入全球发展进程，深化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生态共同体理念的认识，让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当代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通过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致力于维护各国共同的生态利益，积极践行

全球生态观念，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中国不仅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宝贵智

慧，还通过实际行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系列举措，无疑

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5. 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态问题已成为跨国界、跨文化的普遍议题，不再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孤立挑

战，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马克思的《手稿》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

社会及自身的关系，构建了以劳动为基础、从社会历史视角理解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思想体系。这

一思想不仅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其后续演进的重要源泉，并对生态马克思主

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马克思《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提供了

宝贵的理论指导和深刻启示。它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为解决现实生态问题提供了积极的

实践意义和指导思想，为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也启发了

全球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携手应对生态挑战，共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

完善，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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