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2 0 21 / 4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

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冯留建　孙海星

摘　　要：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也汲取了儒家生态文化的哲学智

慧，其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牛

山事件”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使民以时”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从

“仁民爱物”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从“时禁”到“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从“顺水之道”到“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关 键 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儒家生态文化；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九 届 五 中 全 会 提 出，要“完 善 生

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

系，促进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 转 型，努 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①。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中 国 梦 和 传 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战略高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

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

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

明、如 何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等 重 大 问 题。在

２０１８年全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大 会 上，习 近 平

同志明确 提 出 了 新 时 代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绿水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良 好 生 态 环 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

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②。这些原则

是推进新 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思 想 遵 循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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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指南。“中 华 民 族 向 来 尊 重 自 然、热 爱

自然，绵延５０００多 年 的 中 华 文 明 孕 育 着 丰

富的生态文化”①。儒家生态文化所蕴含的

哲学智慧 为 新 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提 供 文 化

涵养。新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须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为 指 导，立 足 中 国 发 展 实

际，汲取儒 家 生 态 文 化 的 养 料，实 现 对 儒 家

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从“天人合 一”到“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

之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共产党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从“天人合一”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 一”观 念 经 历 了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的内涵演变，如“天 地 人 三 才”“万 物 皆 备 于

我”“天人感应”“民胞物与”“仁者，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等，体 现 了 历 代 儒 家 在 不 同 历 史

时期对“天人合一”的理解。

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人

同根同源，人 与 自 然 的 整 体 和 谐。如“天 地

之大德曰生”（《周 易·系 辞 下》），天 地 最 大

的恩泽在于化育了生命，而“德”与“生”的表

述，也从应然的角度阐释了天地化育万物的

生命状态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一种和谐有

序的状 态。又 如《周 易》构 建 了“天 地—万

物—男女—夫妇—父 子”的 宇 宙 生 成 链，即

“有天地，然 后 万 物 生 焉。……有 天 地 然 后

有万物，有 万 物 然 后 有 男 女，有 男 女 然 后 有

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周易·序卦》），

对 其 进 行 现 代 性 意 义 的 审 视，可 以 解 读 出

“自然界（天地万 物）先 于 人 类 社 会 而 存 在，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而关于人与自然万物

的区别，孟 子 说“夫 物 之 不 齐，物 之 情 也”

（《孟子·滕文公上》），荀子则更直截了当指

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

下贵也”（《荀 子·王 制》）。人 与 自 然 如 何

相处？儒家提出 了“至 诚 尽 性”，以 达 到“万

物并育 而 不 相 害，道 并 行 而 不 相 悖”（《中

庸》）的状态。所谓“至诚尽性”即“唯天下至

诚，为能尽 其 性；能 尽 其 性，则 能 尽 人 之 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

可以赞天 地 之 化 育；可 以 赞 天 地 之 化 育，则

可 以 与 天 地 参 矣”（《中 庸》）。何 以 达 到 至

“诚”因明 致 诚，人 类 可 以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

高扬人类理性和主 体 价 值，以“至 诚”来“尽

性”，以“尽人性”来“尽物之性”，以助天地万

物 演 化 繁 育，让 万 物 共 同 繁 育 而 不 互 相 妨

害，各 行 其 道 而 不 相 互 冲 突，从 而“与 天 地

参”，实现天人合一。

（二）“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对“天 人 合

一”的继承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

合深刻论述了“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这 一 重

要理念，并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中 把“坚 持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的 基 本 方 略 之 一。坚 持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坚持人类发展与生态

发展的协同演进、和谐共生。人类在发展过

程中必须 坚 持 人 与 自 然 是 生 命 共 同 体 的 理

念，尊重自 然、顺 应 自 然、保 护 自 然，通 过 高

质量的绿色发展，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

态系统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就 是 坚 持 人 与 自 然 是 一 个 有 机 的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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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与自 然 和 谐 相 处，其 内 涵 与“万 物 并

育而 不 相 害，道 并 行 而 不 相 悖”（《中 庸》）、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

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需要指出 的 是，虽 然“天 人 合 一”和“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以系统的整体的观点

来审视人与 自 然 的 关 系。但“天 人 合 一”其

强调以直觉体验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而

不是通过 实 践 来 科 学 理 性 地 认 识 自 然 进 而

把握客观规 律。在 通 往“天 人 合 一”的 道 路

上，面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天

人合一”更多的是强调通过自我反思或后天

的教化，以道德上的自我超越来实现主体意

识上的“天 人 合 一”，实 现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解。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来 源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对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性的现实考量，来源

于对工业 文 明 时 代 人 与 自 然 矛 盾 关 系 的 反

思，来源于 对“人 类 对 大 自 然 的 伤 害 最 终 会

伤及人类自身”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在总结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教训基础上，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高度来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路径，以协调推

进现代农 业、新 型 化 工 业、信 息 技 术 产 业 的

发展，来实现现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

现代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度融合。“人

与自然和谐 共 生”以 实 践 为 导 向，进 一 步 深

化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鲜

明的实践性、科学性。

　　二、从“牛山事 件”到“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银山”

　　孟子从“牛山 事 件”中 反 思 了 生 产 生 活

对生态环境 的 破 坏，而“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山”科学地阐述 了“经 济 发 展 和 生 态 环 境

保护的关 系”，实 现 了 对 儒 家 生 态 文 化 的 继

承和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中的“绿水青山”

大自然给 人 类 提 供 了 赖 以 生 存 的 各 种

资源，绿水 青 山 中 孕 育 着 丰 富 的 自 然 资 源。

正如《中庸》所 说：“今 夫 山，一 卷 石 之 多，及

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

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

生焉，货财殖焉。”这指出山水孕育着宝贵的

物质财富，在 广 阔 高 大 的 山 中，花 草 树 木 依

傍其生长，飞 禽 走 兽 凭 借 其 居 留，宝 藏 在 其

中孕育；在 高 深 莫 测 的 水 中，蛟 龙 鱼 鳖 繁 殖

生长，万 物 繁 殖 生 衍。人 们 从 绿 水 青 山 中

“取之”“捕之”“伐之”“牧之”，从这 方 面 讲，

绿水青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这 也 体 现 了 儒 家

生态文化对“绿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有 着

朴素的认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资源要

取之有节、用 之 有 度。孟 子 以 牛 山 为 例，对

人们过度 采 伐 而 造 成 生 态 环 境 破 坏 的 行 为

进行了反 思。“牛 山 之 木 尝 美 矣，以 其 郊 于

大国也，斧 斤 伐 之，可 以 为 美 乎！是 其 日 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从而牧之，是 以 若 彼 濯 濯 也”（《孟 子·告

子上》）。牛 山 曾 经 很 美，但 人 们 为 了 生 产

和生活的需要，乱伐 滥 牧，导 致 草 木 的 生 长

更新速度跟不上伐、牧 的 速 度，最 终 牛 山 变

成光 秃 秃 的 山 了。孟 子 还 指 出 牛 山 难 逃

“濯濯”的命运，是“以其郊于大国也”，是 因

为其临近大城市边缘。“牛 山 事 件”在 一 定

程度上反映了古代 城 市 发 展 对 周 边 生 态 环

境的 破 坏。通 过 牛 山 的 事 例，孟 子 还 总 结

出恢复 生 态 植 被 的 经 验，“苟 得 其 养，无 物

不长；苟 失 其 养，无 物 不 消”（《孟 子·告 子

上》），指出山林养护有利于恢复自然生态。

（二）吸 取 古 代 教 训，坚 持“绿 水 青 山 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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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是 习 近 平 生

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２０１７年党的

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的 理 念”①写 入 大 会 报 告，要 求 我 们

必须正确 看 待 经 济 发 展 与 生 态 环 境 之 间 的

关系，促 进 二 者 协 调 发 展。由 于 时 代 的 局

限，古人不 可 能 也 没 有 产 生“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产力”②的 认 识，但“牛 山 事 件”对 于 当 前 的

生态文明建设仍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牛山事件”在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古 代 城 市

发展过程 中，人 们 对 周 边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

警醒我们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尽

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侵害，防止城市的

自然生态 遭 到 破 坏。因 为 我 们 保 护 的 不 仅

仅是生态环境，还有附着在自然生态环境上

的人文情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要“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③。

“牛山濯濯”是人们乱砍滥伐的后果，这

就警示我们要正确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把

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决不能突破自

然资源的 承 载 能 力。正 如 习 近 平 同 志 指 出

的那样，“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

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

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④。这是

对“苟得其 养，无 物 不 长；苟 失 其 养，无 物 不

消”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对古人在保护和修

复生态环 境 认 识 上 从“朴 素”“感 性”向“科

学”“理性”的飞跃。

传承优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意 义 不 仅 仅 意 味

着“借鉴”基础上的“发展”，还意味着使传统

文化所蕴 含 的 某 些 价 值 在 穿 越 时 空 后 仍 然

熠熠发光。儒家 生 态 文 化 中 对“牛 山 事 件”

的反思给我们开启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新视角。绿水青山不仅是我们物质上

的“金山银山”，也 是 我 们 精 神 上 的“金 山 银

山”。“知 者 乐 水，仁 者 乐 山；知 者 动，仁 者

静”（《论语·雍也》），孔子以智者喻水，仁者

喻山，用山水自然和道德人格构筑了一道雄

浑灵秀的 风 景 线。“子 在 川 上 曰：逝 者 如 斯

夫！不舍昼 夜”（《论 语·子 罕》），孔 子 通 过

观察水，感 受 到 了 时 间 的 流 逝。“孔 子 登 东

山而小鲁，登 泰 山 而 小 天 下”（《孟 子·尽 心

上》），孔子登山，眼界大为开阔。“流水之为

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

不达”（《孟 子·尽 心 上》），孟 子 通 过 观 察 水

流的状态，来 悟 君 子 之 道。山 水 是 本 体，青

山绿水都存在，才能产生“山水”的情怀。置

身于山水之中，才能体会到“青山绿水”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的情趣，以及山水对我们人生

哲学的观照。本体不存，情趣焉在？如果青

山绿水都不在，那我 们“哲 学 中 的 山 水”“情

怀中的山水”就 会 真 正 成 为 无 源 之 水、无 本

之木。由此看来，绿水青山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不仅是 我 们 物 质 上 的“金 山 银 山”，更 是

我们精神上的“金山银山”。

　　三、从“使民以 时”到“良 好 生 态 环 境 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儒家生态文化 中 还 包 含 着“使 民 以 时”

的民本情怀，而 新 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以“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为 目 的，从“使 民 以 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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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

了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民本情怀”

儒家生态文化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情怀，

即组织民众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同时节

约用 度，以 此 提 高 民 众 的 生 活 水 平。孔 子

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

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指出治理国

家，要谨慎处事，节约用度并且爱护他人，征

用民力时，要 尊 重 民 时，不 要 妨 碍 百 姓 从 事

农业生产。这里 的“使 民 以 时”是 指 让 民 众

按照自然规律来组织生产，在春、夏、秋的季

节不要妨碍民众从事农业生产，不要让百姓

耽误了耕作与收获，只在冬季征调劳力。孟

子则在《孟 子·梁 惠 王 上》中 进 一 步 指 出：

“不违农 时，谷 不 可 胜 食 也；数 罟 不 入 洿 池，

鱼鳖不可 胜 食 也；斧 斤 以 时 入 山 林，材 木 不

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

用，是 使 民 养 生 丧 死 无 憾 也。养 生 丧 死 无

憾，王道之 始 也。”这 说 的 是 按 照 自 然 规 律，

不违背农 时，粮 食 就 吃 不 完；网 孔 密 细 的 渔

网不入大 池 沼，鱼 鳖 就 吃 不 完；砍 伐 树 木 按

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

材用不完，民 众 生 死 无 缺 憾，就 是 王 道 的 开

始。孟子指 出 按 照 自 然 规 律，取 之 有 时，取

之有度，就 能 让 百 姓 过 上 富 足 的 生 活，从 而

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统治。荀子在《荀子·王

制》中则 对 这 一 观 点 进 行 了 更 具 体 的 阐 述：

“圣王之制 也，草 木 荣 华 滋 硕 之 时 则 斧 斤 不

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

鳅鳝孕 别 之 时，罔 罟、毒 药 不 入 泽，不 夭 其

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

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

渊沼、川泽 谨 其 时 禁，故 鱼 鳖 优 多 而 百 姓 有

余用也；斩 伐 养 长，不 失 其 时，故 山 林 不 童，

而百姓有 余 材 也。”圣 王 的 制 度 就 是 因 时 制

宜，“养 长 时 则 六 畜 育，杀 生 时 则 草 木 殖”

（《荀子·王 制》），制 定 法 规，让 百 姓 按 时 节

砍伐 山 林、捕 捞 鱼 鳖，从 而 让 老 百 姓 有“余

食”、有“余用”、有“余材”。儒家生态文化提

倡遵循自 然 规 律 来 发 展 生 产、改 善 民 生，蕴

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

（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对“使民以时”的继承与创新

良好 生 态 环 境 是 最 普 惠 的 民 生 福 祉。

习近平同志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①中国共产党进行生

态文明建 设 的 目 的 是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应 有 之 义，所 以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根

本目的还 是 为 了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活需要。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中 指 出：“我 们

要建设的 现 代 化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

供更多优 质 生 态 产 品 以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优 美 生 态 环 境 需 要”②。如 果 说“使 民 以

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仅仅是为了满足民

众的物质需 求 的 话，那“良 好 生 态 环 境 是 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生活 需 要”则 是 它 的 更 高 层 次 发 展 的 体

现。这体现 的 是 在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人们的 物 质 性 需 要 不 断 得 到 满 足 后，开

始追求更 多 的 社 会 性、心 理 性 需 要，并 以 实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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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目的。

需要指出 的 是，封 建 社 会 产 生 的“使 民

以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活需要”有 本 质 区 别。“使 民 以 时”“使 民

养生丧死无憾”虽然包含着利民、惠民、养民

等思想，但本 质 还 是“使 民”“用 民”。而“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 的 民 生 福 祉”“满 足 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

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

从“使民以时”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体现了从“臣民”到“人 民”的 转

变，从“使民”到“为民”的转变。

　　四、从“仁民爱 物”到“坚 持 山 水 林 田 湖

草的系统治理”

　　“仁民爱物”是“赞天地 之 化 育”的 路 径

和方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是中国

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方法。从“仁民

爱物”到“山水林 田 湖 草 是 生 命 共 同 体”，体

现了新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对 儒 家 生 态 文 化

的继承与创新。

（一）儒家生态文化的“仁民爱物”

如前所述，在 如 何“赞 天 地 之 化 育”上，

儒家更注重主体意识和道德价值上的实现。

笔者认为“仁民爱物”更具有实践指向性，从

生态意义上来讲“仁民爱物”可作为实现“赞

天地之化育”的具体路径和方法。

“仁 民 爱 物”从“孝 悌 之 本”扩 展 而 来。

孔子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

·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为“仁”不

仅要孝敬父母，而且还要做到“泛爱众，而亲

仁”（《论语·学而》），广施爱心，亲近有德行

的贤者。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则进一步把爱的对象由

“人”扩展到“物”，由 亲 爱 亲 人 而 仁 爱 民 众，

由仁爱民众而爱惜万物。仁爱由“孝悌”“泛

爱众”到“爱物”，由“仁者爱人”到“仁者无不

爱”（《孟子·尽心上》），其“爱”的外延不断

扩大，由对父母兄弟的孝悌之爱扩展到对百

姓的爱，又 扩 展 到 了 对 草 木 禽 兽 万 物 的 爱，

对大自然的爱。

儒家生态文化提出了不仅要“爱物”，而

且还谈到了“如何爱，怎么爱”的问题。在对

“物”的认识上，儒家生态文化对生态的系统

性有了模糊的、朴素的认识，如“万物各得其

和以 生，各 得 其 养 以 成”（《荀 子·天 论》）、

“草木畴 生，禽 兽 群 焉”（《荀 子·劝 学》）、

“（天地万物）可以 相 食 养 者 不 可 胜 数”（《荀

子·富国》）等观点。在如何“爱物”、保护生

态的问题 上，儒 家 提 出 了 遵 循 自 然 规 律，取

之有时、取 之 有 道、用 之 有 度 等 观 点。孔 子

首先承认了规律存在的客观性，他说：“天何

言哉？ 四 时 行 焉，百 物 生 焉，天 何 言 哉？”

（《论语·阳 货》）天 不 言，四 季 照 常 运 行，万

物正常生长，万物按照自然规律来运行。荀

子则进一 步 指 出，“天 行 有 常，不 为 尧 存，不

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子指出了自然

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性，不会因为人们的主

观意志而改变。规律是客观存在，儒家提出

要遵 循 自 然 规 律 去 爱 护 万 物，保 护 生 态。

“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

义》）是 对“四 时 行 焉，百 物 生 焉”规 律 的 遵

循，应尊 重 林 木、禽 兽 的 生 长 规 律，取 之 以

时。“钓 而 不 纲，弋 不 射 宿”（《论 语·述

而》），则强 调 对 自 然 资 源 要 取 之 有 度，不 要

用大网捕鱼，不射夜里栖宿的鸟。孟子则从

反 面 论 证 了 遵 从 自 然 规 律 的 重 要 性，指 出

“虽有 天 下 易 生 之 物 也，一 日 暴 之，十 日 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上》），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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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生长的 东 西，如 果“一 曝 十 寒”，违 背 事

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也不能成活。荀子提出

人应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尊

重自然规律，达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

其养以成”的和谐状态。

（二）“坚持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的 系 统 治 理”

对“仁民爱物”的继承与创新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就

是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体性，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的系统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

生态是统 一 的 自 然 系 统 和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的

一体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 在 水，水 的 命 脉 在 山，山 的 命 脉 在

土，土的命 脉 在 林 和 草，这 个 生 命 共 同 体 是

人类生 存 发 展 的 物 质 基 础。”①用“命 脉”把

人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一方面阐述了人

与自然的一体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共

产党对生 态 环 境 的 高 度 重 视，“像 对 待 生 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②。儒家的“仁民爱物”

强调对大自然的爱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爱，

“君子之于 物 也，爱 之 而 弗 仁；于 民 也，仁 之

而弗亲”（《孟子·尽心上》）。这体现了一种

施由亲始、由 近 及 远 的 差 等 顺 序，君 子 首 先

是亲爱亲 人，然 后 是 仁 爱 百 姓，最 后 才 是 爱

自然万物。君子虽爱，但因对象的亲疏远近

有所不同，而对大自然的爱，只是处在“爱的

边缘”。在某种 意 义 上，儒 家“仁 民 爱 物”还

具有人类利益的本位观和 “自私物种”的狭

隘性。而中国共产党提出“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足见其对生态环境的“爱之

深、爱之切”，也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山水林 田 湖 草 是 生 命 共 同 体”是 基 于

对自然规律科学认识上的生动表达，指出要

从系统工 程 和 全 局 角 度 对 生 态 环 境 进 行 治

理，协调山 水 林 田 湖 草 等 生 态 各 要 素，如 推

进国土绿 化，加 强 对 天 然 林 的 保 护 与 修 复，

严格保护耕地等，整体施策、综合治理，以达

到生态系 统 的 最 优 化。而 囿 于 时 代 的 局 限

性，儒家对 生 态 的 系 统 性、自 然 规 律 的 认 识

还远远没 有 达 到 科 学 的 水 平。儒 家 所 揭 示

的只是普 遍 存 在 的、较 为 常 见 的 自 然 现 象，

其更多的是直观的经验式的理解，对自然规

律的认识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五、从“时禁”到“用 最 严 格 制 度 最 严 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从历史的角度 来 看，“月 令”制 度 的“弱

化”和“虚化”，是导致儒家生态文化中的“时

禁”等理念实践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

制度性、法治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应

有之义，从“时禁”到“用 最 严 格 制 度 最 严 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体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礼记·月令》的“时禁”

“时禁”是 儒 家 生 态 文 化 的 主 要 内 容 之

一，而《礼记·月令》则是体现“时禁”法制性

的重要文本。《礼 记·月 令》是 一 项 具 有 强

制性意义的保护生态的规定，是当时全社会

需要遵守的 生 态 行 为 准 则。《礼 记·月 令》

以 时 间 为 轴，记 录 了 四 季 的 自 然 和 社 会 现

象，并根据 动 植 物 生 长 繁 衍 的 自 然 现 象，规

定了不同时期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例如，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

止伐 木。毋 覆 巢，毋 杀 孩 虫、胎、夭、飞 鸟。

毋麛，毋卵。”仲 春 之 月：“毋 竭 川 泽，毋 漉 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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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毋焚 山 林。”季 春 之 月：“命 野 虞 毋 伐 桑

柘。”孟 夏 之 月：“毋 伐 大 树”，“驱 兽 毋 害 五

谷，毋大田 猎。”季 夏 之 月：“树 木 方 盛，乃 命

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这说的是春夏是

万物复苏生长的季节，要着力维护动植物的

生 长 繁 衍 所 需 的 生 态 环 境，禁 止 伐 木 和 渔

猎。《礼记·月 令》蕴 含 的 生 态 理 念 也 对 后

世保护环境的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秦

律《田 律》“春 二 月，毋 敢 伐 材 木 山 林”、《唐

律》“非时烧田野”等古代的环境立法都体现

了“时禁”的 思 想。儒 家 经 典 内 涵 的 生 态 意

蕴对古代生态保护法律的产生、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但也有学者对儒家生态文化的“实际功

效”提出了质疑，认为“‘天人合一’并没有改

善中 国 古 代 环 境 状 况”①，并 进 行 了 论 证。

其观点虽失之偏颇，但也表明了儒家生态文

化的实践 性 不 足。儒 家 生 态 文 化 虽 然 蕴 含

着“制度性”的理念，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会使“鲜活的意识”

变成“实际中的成效”。有学者举例指出，明

清时期，“月令”成为了缺乏有效国家强制保

障的“虚化”制度，实际上是造成明清两代中

国西部地 区 生 态 环 境 急 剧 恶 化 的 重 要 制 度

原因之一②。诚然，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生态

环境的恶 化，有 气 候 变 化、自 然 灾 害 等 多 种

因素，但不 可 否 认 的 是，环 保 制 度 因 素 无 疑

是其中重要的变量。从古代历史上来看，中

国环保生 态 法 治 的 强 弱 与 生 态 环 境 的 良 莠

呈现出明 显 的 正 相 关 性。儒 家 生 态 理 念 并

没有以法律为载体得到贯彻执行，或者承载

着儒家生态理念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是古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

（二）“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对“时禁”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同志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即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的贯 彻 执 行 才 能 为 生 态 环 境 即 保 护 提

供可靠保 障。这 既 是 对 古 代 某 个 时 期 某 些

地区生态恶化教训的反思，也是对现实严峻

生态问题 的 考 量。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生 态 文 明

建设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而是生动

的实践。从 党 的 十 八 大 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写

入党章到经 济、政 治、文 化、社 会、生 态 文 明

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入 宪”，从《中 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的出台到《生 态 文 明 体 制 改 革 总 体 方

案》的印发，从 一 系 列 严 格 的 生 态 保 护 制 度

的制定到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设的坚定意志。

制度 的 生 命 力 在 于 执 行，制 度 不 被 遵

循，就会形同虚设。习近平同志倡导并推动

了生态文 明 监 督 机 制 的 改 革。改 革 后 的 生

态文明监 督 机 制 以 中 央 环 保 督 查 和 专 项 督

查行动为主 要 形 式，以“环 保 问 责”为 手 段，

对全国督 查 全 覆 盖，紧 盯 群 众 反 映 强 烈、社

会影响恶劣的生态环境问题，督查地方党政

以及环保 相 关 部 门 的 不 作 为、乱 作 为，掀 起

了一阵阵问责“风 暴”，“让 制 度 成 为 刚 性 的

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③。对破坏生态

环境的反面典型，对领导干部在其中的不作

为、不担当，绝不姑息，一查到底。对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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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严重破坏、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

问 题、青 海 木 里 矿 区 非 法 开 采 等 问 题 的 处

理，充分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强化制度执行和法治落实、维护党的纪律

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坚定态度。

强调法治性、制度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如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３８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平

均浓度比２０１３年下降２２．７％，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平 均 浓 度

比２０１３年分别下降３９．６％、３４．３％、２７．７％；

完成营造林 面 积２．３５亿 亩，持 续 加 强 天 然

林保护，新纳入天然林保护政策范围的天然

商品林面积近２亿亩①。２０１９年，全国生态

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果

进一步巩 固，水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改 善，海 洋 环

境状况稳中向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

控，生态系统格局整体稳定。

　　六、从“顺水之 道”到“共 谋 全 球 生 态 文

明建设”

　　由孟子的“顺水之道”，可以看出儒家在

处理“国家之间”生 态 环 境 问 题 上 所 秉 持 的

义利观。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共谋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中所秉持的“正确义利观”实

现了对其的传承与创新。

（一）孟 子 的“顺 水 之 道”所 体 现 的 义

利观

孟子在对“大 禹 治 水”和“白 圭 治 水”的

比较中，提出治水应该“顺水之道”。

孟子在《孟 子·滕 文 公 上》中 对 大 禹 治

水的行为进行了论述和赞美：“禹疏九河，瀹

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后中 国 可 得 而 食 也。当 是 时 也，禹 八

年于外，三 过 其 门 而 不 入。”其 意 指 大 禹 疏

通九河，三 过 家 门 而 不 入，使 民 众 在 中 原 大

地上得以安养 生 息。《孟 子·告 子 下》中 有

记载：“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

曰：‘子过 矣。禹 之 治 水，水 之 道 也，顺 水 之

性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

壑。’”这说的是，白圭洋洋得意地说，自己治

水 的 功 劳 比 禹 大，孟 子 对 其 言 辞 进 行 了 批

驳，指出“子 过 矣”。大 禹 治 水 之 所 以 伟 大，

在于其遵循 自 然 规 律，行“水 之 道”，以 四 海

为沟壑，以利天下苍生，“中国可得而食也”。

白圭治水，虽 有 益 于 本 国，却 损 害 了 别 国 的

利益。当是 时，各 国“雍 防 百 川，各 以 自 利”

（《汉书·沟洫志》），孟子对白圭的批评意在

抨击各国“以 邻 为 壑”的 卑 劣 行 径。孟 子 对

大禹治水 的 赞 扬，对 白 圭 治 水 的 批 驳，表 明

了他在生态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即以天下苍

生的福祉 为 导 向，计 利 当 以 天 下 计，重 义 轻

利。诚然，当时孟子所指的“国家”之间的关

系，其内涵 和 实 质 与 当 代 多 种 文 明 共 存、冲

突、交流、互鉴的国际关系截然不同，但其沉

淀下来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理念，仍然是反映

人类社会发展中一般和共同要求的东西，仍

能给我们 当 今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 的 国 际 合 作

带来些许启示。

（二）“共谋 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对 儒 家

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从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的建设中，也传承了儒家生态文化中

的义利观。在 中 国 周 边 地 区 跨 国 界 河 流 问

题上，中国坚持以“亲、诚、惠、容”为 外 交 理

念，坚持与 邻 为 善、以 邻 为 伴，坚 持 睦 邻、安

邻、富邻，积 极 探 索 和 构 建 跨 国 界 河 流 的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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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和合作 机 制，着 力 打 造 周 边 命 运 共 同 体。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坚持正确

的义利观，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内 陆 发 展 中 国 家、小 岛 屿 发 展 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并指出应对气候变

化应摒弃“零和博 弈”的 狭 隘 思 维，“如 果 抱

着功利主 义 的 思 维，希 望 多 占 点 便 宜、少 承

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①。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遵循的义利观，

不仅是对儒家生态文化中的义利观的传承，

更是对其 的 发 展 和 超 越。儒 家 生 态 文 化 中

的义利观强 调 重 利 轻 义，孔 子“罕 言 利”，孟

子则指出：“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 惠 王 上》）儒 家 生 态 文 化 中 的 义

利观虽然 指 出 了 当 时 各 国 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应承担的国际道义和责任担当，但在当今

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建设格局中，

显然无法 为 中 国 的 国 际 生 态 合 作 建 构 实 践

路径。中国 共 产 党 在 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

坚持的正确义利观，是对儒家生态文化中的

义利观的“扬 弃”和 发 展，即 坚 持 以 义 为 先，

义利并举，不 急 功 近 利，坚 持 义 与 利 的 辩 证

统一。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中国积

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的国际合作；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

国际博弈中，中国的生态建设和发展不以损

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中国也决不放

弃本国的正当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要幻

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习近平同 志 指 出：“建 设 生 态 文 明 关 乎

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 设 之 路，牢 固 树 立 尊 重 自 然、顺 应

自然、保护 自 然 的 意 识，坚 持 走 绿 色、低 碳、

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②在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家利益和国际责

任的辩证 统 一，秉 持 共 建 共 论 共 享 的 理 念，

积极参与全 球 生 态 治 理，推 进 绿 色“一 带 一

路”建设，为 共 建 清 洁 美 丽 的 地 球 美 好 家 园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问题并非儒家关注的“重点”，

儒家对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观 点 往 往 是 作 为 其

政治、哲学观 点 的“衍 生 品”而 出 现，但 这 并

不能磨灭 儒 家 文 化 的 生 态 意 蕴。理 论 总 是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

文 明，对 儒 家 文 化 的 生 态 意 蕴 进 行 重 新 审

视，对其的理解既不能牵强附会、望文生义，

也不能故步自封、原封不动。

探析儒家 生 态 文 化 与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想的逻辑关系，有利于继承和发展儒家生

态文化，为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提供

现实机遇，从而进一步推动儒家生态文化的

创造性转 化、创 新 性 发 展，也 有 利 于 发 掘 儒

家生态文 化 对 当 今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启 示 和

意义，从中汲取生态文明建设的智慧。不仅

如此，探析 二 者 的 逻 辑 关 系，有 利 于 更 深 入

理解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从

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深入

阐释如何 更 好 地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生

态文明。

（责任编辑：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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