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5, 14(7), 222-229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62  

文章引用: 潘沿. 基于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分析[J]. 哲学进展, 2025, 14(7): 222-229.  
DOI: 10.12677/acpp.2025.147362 

 
 

基于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的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分析  

潘  沿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6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1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4日 

 
 

 
摘  要 

围绕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探讨在现代社会加速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通过对

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的分析，揭示了加速带来的人与自然

之间的疏离。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日

益淡化，形成了“缺乏关系的关系”的异化状态。这种异化不仅表现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上，也体现

在认知、情感及文化层面的疏离。异化的生成是为了寻求一种可能的途径，推动向“后增长社会”转化

为新异化的解放，生态共鸣意在引起(人)主体与(自然)世界相互呼应，为失去的人与自然关系构建通行

之路，是人与自然相互触动、吸收转化、不受控制的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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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ering on Hartmut Rosa’s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s acceler-
ating pace. Analyzi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acceleration—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 so-
cial change acceler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rhythms—reveals 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rought about by acceleration. Particular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
nolog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roduction methods and daily life rhythms, the direct relationship be-
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as increasingly weakened, leading to an alienated state of “relationships 
lacking in substance”. This alienation is not only manifested in the mater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also in the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cultural estrangement. The generation 
of alienation aims to seek a possible path to transform into a new form of liberation in a “post-growth 
society”. Ecological resonance aims to evoke a mutual response between the (human) subject and 
the (natural) world, building a passageway for the los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is a relationship structure where humans and nature interact, absorb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and are not subject t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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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学界大致从异化劳动、生态哲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解剖，取

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问题。但人类与自然

关系异化的内涵和外延在新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又一次衍生出新的观点，而科技推动世界

的发展又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加速状态，由此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异化现象。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术领袖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自 1980 年代起，全球资本主义进入现代晚期，这一时期受现代性思

想影响，社会加速发展是一个显著特征。罗萨从时间的角度阐明了一种新的异化——人与世界的关系，

即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社会加速的逻辑。以此为契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疏离进行研究，为摆

脱社会加速发展背景下的人与自然疏离提供新的解决办法。 

2. 社会加速理论 

2.1. 社会加速理论概述 

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是指现代社会在多个领域的加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技术、文化、社

会结构等方面的加速。罗萨认为，加速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加速，它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趋势，涵盖了技

术创新、经济运作、信息传播等各个层面。罗萨在其代表作《加速社会：关于社会变化的理论》(2005 年)
中提出，社会加速不仅仅指的是某些事物发展速度的加快，而是指整个社会节奏的普遍加速，这一趋势

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上。换句话说，社会加速反映了人类生活节奏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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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加快，导致了时间感知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迁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疏离。这种加速既非纯粹物理意

义上的速度或速率提升，也不是说一切社会事物都具有绝对的、单一的加速倾向；而是指社会结构与社

会生活在宏观层面上的加速变化过程[1]。 
当前学术界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危机，尤其是其对社

会与自然之间物质转化过程的破坏，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断裂。萨则从价值论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人与

世界之间的异化现象[1]。从社会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对新异化进行重新定义，即“缺乏

关系的关系”，它是与共鸣相对应的负面关系。罗萨在阐释“缺乏关系的关系”时，强调了两个关键点。

第一，缺乏关系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人必然处于一种世界关系当中[2]。第二，若这种关系

表现为冷漠、无回应或是沉默的状态，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便变得排斥个体，最终导致一种类似于

“缺乏关系”的情形，所以异化才被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2]。基于此，罗萨认为既然有“缺乏关系的关

系”，那么就有另一个相对于异化的“有关系的关系”这种世界关系就是共鸣。 
所谓共鸣，顾名思义就是两种声音彼此相呼应；因此罗萨所谓的“共鸣关系”意指一种主体和世界

彼此都会相互回应的关系。但罗萨强调，共鸣不等于“回音”，因为回音是同一种声音的反复回荡，但共

鸣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相互呼应[2]。换言之，共鸣关系是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

并且在呼应的过程中二者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有、支配。 

2.2. 社会加速的表征及其造成的新异化 

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的社会，这种加速不仅仅是指物理意义上的速度提升或所有社会现

象都呈现出单一的加速趋势，而是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在宏观层面上整体加速的变化过程。在当今

社会，个人因无法适应快速生活节奏而感到时间匮乏、时间恐慌已经不再罕见，“时间就是金钱”“浪费

时间就是浪费生命”等口号作为一种时间规训、时间伦理已然印刻在现代人的价值取向之中，罗萨认为

这就是因社会加速而产生的新异化的首要特征[3]。罗萨还指出，社会加速的过程并非单一的维度，而是

由科技进步、社会变革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三者构成的一个相互交织的系统性加速现象。 
罗萨认为，当代社会加速首先表现在科技的迅猛发展上，科技进步是当今社会最为显著且易于量化

的加速形式。科技加速主要通过提升运输、传播和沟通速度，进而提升生产效率，从而推动了社会各方

面的深刻变革。科技加速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时间在

空间的相对性变得更加重要，意味着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利用越来越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其次，传

播技术的加速大大简化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过程，并扩大了这种联系的范围，使得信息

传播更加广泛和迅速。最后，生产技术的加速不仅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还直接影响了社会结构和决策机

制，将它们纳入了加速的过程当中，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更加紧凑和快速。 
罗萨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加速还体现在社会变迁的加速上，即社会自身的结构和动态变革的加

速。传统上以世代为单位的社会变迁概念已无法充分描述当今社会的快速变化，社会内部的变动已成为

普遍现象，时间的跨度不断缩短，社会的动态变化也变得更为频繁。这种加速的社会变迁与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而这些转变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风气。随着社会变迁的速度

加快，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社会结构和个体的生活体验面临更多变数和风险。因此，

社会加速不仅仅改变了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还对社会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构成了挑战。 
现代社会的加速还体现在个体层面的生活步调加速上。生活步调加速是一种指向个体感受的加速形

式，即个体“在一定单位时间当中行动事件或体验事件量的增加”[2]。这种加速直接导致了工具理性对

价值理性的压倒，表现为个体在主观上因不断调整和适应现代生活节奏而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和焦虑。人

们的活动变得更加零散、无目的，并且缺乏集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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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罗萨借鉴了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方法，从多个

维度探讨了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现象。他从人们与时空的关系、与工作中对象物的关系、与自身行动的

关系、与时间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五个角度，阐述了加速所引发的五种新异化形式：人与空间的异

化、人与空无的关系异化、人与自身行动的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和社会异化。 

3. 社会加速背景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则从劳动异化的四个维度出发，分析了异化关系的结构性质，指出主体在外部力量的作用下

失去了其本质，劳动与其创造的对象分离，并成为独立的力量，从而表现为与主体对立、疏远的敌对关

系[4] [5]。在人与自然的限度内，异化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物质转换(新陈代谢)的断裂和人对自然的

控制等方面，由于某种外界因素的作用，导致两者之间从整体走向分裂和对抗。而罗萨立足于价值论层

面研究人与世界关系新异化[6]。从社会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区分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五重

异化现象。基于此，本文将从上文提出的社会加速的三个表现形式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

奏加速来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 

3.1. 科技加速和人与自然的异化 

罗萨将科技加速视为社会加速的显著表现之一，这种加速体现在运输、传播和生产等领域的技术进

步，同时在这种加速背景下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和异化。 
科技加速中的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空间。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让人们

几乎能够在短时间内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这种空间压缩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传统联系。传统农业社会中，

人们的生产活动与自然周期密切相关，生产与自然景观是统一的。而如今，随着全球化交通网络的扩展，

人与自然的接触不再是直接的。运输加速带来的是更高的效率和方便，但却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减

少了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感知和依赖。人们更多地依赖科技工具和人工环境，而自然界逐渐沦为一个被剥

离的资源库。 
传播技术的加速，尤其是数字通信的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社会

关系的形成不再依赖于地理和物理的接触。然而，这种加速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间接。人们

花费大量时间在虚拟世界和数字平台上，进行信息交流和娱乐消遣，而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却变得越来越

少。自然界不再是人与人交往的背景或资源，而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消费对象。所以生态问题往往

被远离日常生活的科技设备所掩盖，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变得越来越少，甚至自然的存在感逐渐减弱。 
在生产技术的加速中，人类的生产活动变得更加高效和集约化，但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依赖

性也在加剧。生产加速推动了大规模的资源开采和环境污染，科技和工业生产越来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

无节制提取。尤其在现代社会，资源被视为生产和消费的“供给源”，而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态意义被

忽视。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高强度开采带来了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工

业化和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而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压榨，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在

不断拉大。 

3.2. 社会变迁和人与自然的异化 

罗萨指出，社会变迁的加速导致社会组织、文化形式和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这种社会变迁的加速

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对自然的感知和反应的退化。 
社会变迁加速，尤其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都市化社会的转型，打破了传统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密

切联系。在过去，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依赖于自然条件，如农耕社会中人们根据季节变化、气候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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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生产活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和紧密。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变得更

加机械化和规模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流程所替代。自然资源变成了工业生产中

的原材料，而不再是人类生活的直接依托。这种变迁使得人类逐渐远离自然，无法感知自然变化的节奏

和规律，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异化。 
伴随社会变迁加速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剧变。科技、市场和现代化理念逐渐主导社会的价值观，效

率、生产力和消费成为主流的文化追求。自然在这一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被逐步边缘化。生态伦理和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被忽视，甚至自然资源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传统的生态观念和

自然尊重被逐渐淘汰，代之以追求即时满足和经济增长的理念。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人与自然之间的

深层联系变得越来越淡薄，个体和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逐渐减少。 
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技术和科学的突破不断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

进步，但这也使得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变得碎片化。人们的思维和知识结构逐渐偏向高度专业化和

工具化，缺乏对自然整体和生态平衡的深入理解。尤其是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常常停留在表层的新闻和短期的事件中，缺乏系统性的生态思考和对长期生态变化的关注。 

3.3. 生活节奏加速和人与自然的异化 

生活步调的加速指向个体感受的层面，反映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和时间焦虑。这种

加速直接影响了个体与自然的互动和感知，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 
在现代社会，生活步调的加速导致了个体的时间变得更加紧张和碎片化。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任

务和责任，从工作到社交，再到家庭和个人事务，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求个体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高效处

理。人们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很难停下来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亲自体验自然或

关注生态问题。生活节奏的加快让自然逐渐被边缘化，个体无法以更深刻的方式与自然产生联系，生态

意识也逐渐弱化。同时生活步调加速也导致了个体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零散和无序。在这种加速的生活中，

人们的活动往往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深度，更多地是为了应对日常的需求而进行的短期行为。这种生活方

式使得人与自然的深层互动越来越少，个体对自然的体验变得表面化、浅尝辄止。人们越来越依赖虚拟

和人工环境，而很少有时间去接触和体验自然界的真实面貌，使现实的自然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随着科技加速的推动，现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智能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工

具让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内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体验。然而，这种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带来更高质量的

生活体验，反而使得人们的注意力更加分散，缺乏对自然的深度关注。科技的加速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便

利，但也让人们在过度选择和信息洪流中迷失了与自然的直接联系。 

4. 应对人与自然异化的可能路径：生态共鸣 

4.1. 后增长社会：生态共鸣的前提 

所谓后增长社会是指“一种维持社会组织机构适应性稳定的增长机制，其增长、加速以及创新朝着

期望的方向改变现状(例如，为了应对当前社会加速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及危机)，但这并不是为了维持体制

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后增长社会”强调的是通过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生产力的“量”向注重生产力“质”的转型，这一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提出的

“高质量发展”模式相呼应。“后增长社会”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旨在构建一个稳态的社会环境，帮

助个体从不断加速的社会机制中解脱出来，进而为人们创造更多亲近自然的意识和与自然接触的时间。 
“后增长社会”是以人类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社会加速的标尺，它的减速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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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的停滞，它更趋向于构建一个稳态社会，从而为“动态稳定”的社会加速机制开出的“减速”良

方。罗萨提出了两种改革方案，以应对向“后增长社会”的范式转变。第一，资本增殖的剥削机制被经济

民主制度所取代。通过改革资本侵略和价值剥削的体制，罗萨主张用经济民主替代晚期现代社会加速的

经济模式，这有助于减缓社会加速的进程，使人们能够在快速的社会生产节奏中得到停歇。经济民主并

不反对增长，而是重新定义加速的含义，改变加速的方向：它不再执着于无限制的利润增长，而是侧重

于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同时，“后增长社会”提倡对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提

出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罗萨认为，这种保障可以为个体提供基本收入和时间，进而消解社会加速带

来的存在焦虑。基本收入有四个特点：第一，无条件性；第二，基础性，即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三，个

体性；第四，周期性。凭借这四个特点，个体能够获得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保障，从而有可能选择性地

摆脱社会加速的三重循环结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们从加速的时间和社会节奏中解放出来，恢复

了主体性，使人能够在现实中自由接触和感知自然，并与自然产生共鸣。 

4.2. 生态共鸣：走出异化的一种可能性建构方案 

哈特穆特·罗萨并没有直接提出生态共鸣的概念，而是提出了“共鸣”。共鸣关系让主体有身处于

世界、不被世界抛弃的经验，并且在共鸣的过程中主体有机会吸取世界的支持来为自己所用、或是知道

世界不动如山因此需要调整自己。而生态共鸣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在情感、认知和行为上的深层次

互动与共感关系。借鉴并延伸罗萨的共鸣思想，“生态共鸣”可被界定为：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的

一种深度、动态、相互回应的关系模式，其特征是情感上的触动、认知上的理解、行为上的尊重与融入，

并在互动中实现彼此的部分转化，而非单方面的控制或剥削。它旨在超越社会加速逻辑下人与自然日益

加剧的疏离与工具化，恢复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本真联系。生态共鸣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互相触

动、吸收转化且不被控制的关系模式，是主体与自然世界之间彼此呼应。而“在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

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它体现了人类在精神、情感、道德和认知等方面与自然界建立

的积极、和谐的联系，这种联系基于对自然的尊重、理解和依赖[2]。 
生态共鸣并非一种单向的主导关系结构，而是在真实、有生命的自然环境中，人与自然通过互动和

回应建立起的一种存在关系。共鸣的核心在于，人类并非这种关系的主导者或建构者，而是通过与自然

的差异和冲突逐步实现和解，形成一种积极、动态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人与自然在相互适应与转化

过程中逐步回应的过程，强调互动的渐进性。在这一互动中，人类能够获得最真实的自然认知，克服异

化关系带来的距离感和认知障碍。自然本身是复杂的、有机的，且能够做出回应。理解自然并与其建立

生命活动的连接，关键在于聆听自然的声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是自然回应的对象，而自然则

因人的生产活动而成为人的对象。 
综上，生态共鸣是一种差异化的关系模式，表现在人与自然在不同情境中做出不受对方控制的回应。

这种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对不同声音、状态和表现的反应与吸收。作为走出异化的可能性建构方案，

生态共鸣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交往，并在不同场景下以不同形式呈现，从而为恢复人与自然之间失

去的联系提供了一条真实的路径。生态共鸣不仅仅是情绪层面的主观体验，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结

构，需要人类在所处的自然环境中建立有意义、动态且变革性的和谐关系。此外，生态共鸣的四个特性

进一步凸显了走出异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一，触动(刺激)。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和自主的基础上，避免外部不对称的干预。在

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通过直接的互动和触动相互影响，而这种触动并非源自外部工具或社会需求，而

是自发的、纯粹的联系。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共鸣模式借助一种主体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双向运动而

远离异化状态”[8]。在共鸣的过程中，人通过与自然的互动，能够激发内在的意识，产生对自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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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知，从而恢复原本被忽视的感知能力。在社会加速的生活步调下，个体对自然的感知变得迟钝、碎

片化甚至虚拟化(通过屏幕)。触动打破了这种麻木，唤醒个体被压抑的、与生俱来的对自然的亲和力。它

提醒人们自然不仅是“资源库”或“背景板”，而是能引发内在回应的、有生命力的存在。每一次真实的

触动都是对加速逻辑制造的感官隔离和精神贫瘠的反抗，是重建连接的第一步。 
第二，自我效能感(回应)。自我效能感并非源自自然的直接情感影响或触动，而是在这种影响之后对

自然的回应。它是人与自然共鸣关系中的一种自觉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真实地倾听自然的声

音并接触自然的物理层面，建立与自然的联系。自我效能感是在这种联系中通过回应自然的声音与表现

而形成的。更具体地说，只有当个体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进行有效反馈，并对自然的影响作出自觉反应时，

才能在合理的模式下构建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反映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适应。社会加速导致的时空异化、行动异化使个体在面对宏大生态问题时常常感

到无力(学名：生态无力感/Eco-Paralysis)。生态共鸣中的自我效能感通过“回应–行动”的模式，使个体

从被加速社会裹挟的被动状态中解脱出来，感受到自身作为生态关系中能动主体的价值。这种基于共鸣

的行动，因其内在动力而非外在强制，更持久、更深刻。 
第三，吸纳(转化)。“吸纳的意思是让主体与世界在维持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纳入关系当中。”[9]共

鸣的关键因素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差异。当人与自然产生共鸣时，人也就不再停留在自我的同一层面上，

而是在共鸣关系的结构中不断地沟通和转换，这种转换的过程就是吸收和转换两种不同的声音。所以，

人要被瞬息万变的大自然吸引、刺激和触动，使人与之产生共鸣，唯有在现实的自然空间中保持差异性。

社会加速背景下的科技加速加剧了人对自然的工具化和控制欲，导致“新陈代谢断裂”。吸纳机制打破

了这种单向支配关系。它要求人类承认自然的“他者性”和内在价值，学习自然的智慧，在动态互动中

调整自身行为以融入更大的生态节律。这实质上是将断裂的“物质变换”关系，重构为一种基于相互学

习和适应的、更具韧性的关系模式，是克服控制与被控制异化的关键。 
第四，不受掌控。“不受掌控”是生态共鸣的核心特征，指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中，情境和状

态具备自由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既不主宰自然，也不完全被自然所支配，双方的关系

并非完全独立。生态共鸣中的“不受掌控”意味着一旦共鸣得以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会自然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无法被政治、文化或技术因素所控制，进入了一种开放的、未知的状态。社会加速逻辑的核心

驱动力之一就是对确定性和可控性的无限追求。这正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之一。“不受掌控”

的特性直接挑战了这种控制逻辑。它迫使人类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远超人类的完全掌控

能力，接受“自然有不为”的一面。这种谦逊并非消极，而是开启了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关系可能：

基于尊重、倾听和适应性管理，而非基于命令和控制。它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建立一种更具韧

性的、动态平衡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和实践方向。 

5. 结论 

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不仅是一个生态学的课题，更是一个哲学与伦理的议题。随着工业化和技术进

步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瓦解，个体与环境之间的深层联系被逐渐疏远，反映出的是现

代社会在追求效率与进步过程中对“自然”概念的根本性误解与疏忽。然而，异化并非无解，它提醒我

们要重新审视并反思人类与自然的本质关系。仅仅依赖技术创新和经济模式的转型，或许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更为深刻的转变，应当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上的转变，包括方针政策，人们的生活习惯等。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应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相互依赖，而应当回归到一种更加本质的共生视角。

自然不仅仅是人类资源的供给者，更应被视为拥有内在价值的存在。通过推动这一转变，不仅是为了生

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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