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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与生态和谐
———生态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探析

徐 朝 旭

摘　要: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 探讨资本主义

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摆脱生态危机的途径 , 阐述了资本

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必然联系 , 展示

了社会公正与生态和谐内在统一的未来社会的图景 , 生态

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重要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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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当代生态危机 ,

认为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 ,只要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 ,人类就无法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 。

生态社会主义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不公与生态不

和谐之间的内在关系 ,把解决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

起来 ,从而给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生

态社会主义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视角

　　生态社会主义者不满足于那些把生态问题归咎于人口过

剩 、工业范式或人的贪婪欲望等的观点 。他们认为 ,这些观点

缺乏对生态问题的深层分析。因为 ,人口过剩和人的贪婪欲

望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 ,而生态困境也不在于

工业范式 ,而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 。由于技术

的 “资本主义应用 ”和 “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造成能源的枯竭

和环境污染。因此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分析生态问题 ,才能真正找出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

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 。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态中心主义展

开了批判 。生态中心主义想从纯自然的角度界定生态问题 ,

但是 ,自然和生态平衡的定义是与人的需要和人的行动有关

的定义。生态中心论者认为自然是价值的源泉 ,自然规律是

一种在人类社会之上的力量 ,它要求人们尊敬与敬畏自然的

内在权利与价值 ,人的活动不能侵犯和冒犯自然 。这实际上

是将自然神秘化 ,把人类社会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因此 ,生态

中心论没有摆脱社会 ———自然关系的二元论的樊篱 。而马克

思主义坚持了社会———自然关系的一元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

循环的 、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人

类社会通过劳动实践把自己和自然界联系起来。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实践上 ,人的普遍性正

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 ,其

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 、对象和工具 ———变成人的无机

的身体 。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身

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

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 、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

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 ,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

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
①
。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有一个客观的 、先

于人的自然界存在 。马克思承认人类对自然作为生产力要素

之一的依赖 ,并作为他的 “对生态规律客观存在敏感性 ”的证

据 。
②
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本质上却是一个社会历史范

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社

会与自然联系的形式 。因此 ,生态危机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

方式的产物。正如史密斯强调的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只要

“第二 ”自然一旦产生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由交换价值和使

用价值所调节 ,因而 ,我们如何利用自然与各种使用的方式的

费用相关 ”
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是土地耗竭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 ,

所有的进步是在技艺上的进步 ,它不仅掠夺了劳动力 ,而且掠

夺了土壤;所有在既定时间内提高土壤;都是一种毁灭性那种

肥力的持久源泉的进步 ”
④
。

二　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必然联系:

生态社会主义对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思考

　　生态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上寻找人与自然关系

的异化及生态危机根源 ,它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人

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了异化 。自然界与人原来是相互联系的

有机整体 ,它是劳动者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 ,并生产出劳动资

料和生活资料的场所 。但是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资本家

占有生产资料 ,工人则一无所有 ,这就产生了工人与自然的分

离 。 “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性自然界 ,他就

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 ,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

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 ,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

二 ,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给他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 ,即

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
⑤
工人为了使自己和劳动对

象联系起来 ,他必须出卖劳动力 ,并得到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

生活资料 。 “因此 ,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首

先 ,他得到劳动的对象 ,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 ,他得到生存资

料 。因而 ,他首先作为工人 ,其次 ,作为自己肉体的主体 ,才能

够生存 。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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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 ,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

人 。”
⑥
由此可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人的异化和自然的

异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是互为前提的关系 。对于工人

来说 ,自然是外在于他的东西 ,只有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关

系中 ,工人才能与自然发生关系 ,而对于资本家来说 ,自然是

他们控制和统治的对象 ,是他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 。

由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 ,改变自然的目的主要不

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 ,因而 ,资本

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在地隐含着产生和加剧生态矛盾的种子 。

高兹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

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合理性和生态合理性的不相

容性 。所谓经济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利润的最大化和生产效率

的最大化 ,而生态合理性则是指生活得更好 、劳动和消费更

少 ,显然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两者是无法相容的 。由于

资源保护 、再循环和污染控制将导致更多的成本 ,企业不可能

按反对其自身利益的 、着眼于集体和长远利益的生态化方式

进行生产经营 。因而 ,企业总是尽量使收益内在化 ,成本外在

化 ,让社会来承担环境破坏的生态恶果 。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产生了生态矛盾 ,而且加剧了

生态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是一种运动 ,它只

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够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 。资本一旦停

止运动 ,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而资本的运动 ,将使资本主义

生产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持续性地扩大 ,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

如果说资本是物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那么 ,资本家则是人

格化的资本。由于内在的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动机 ,

和外在的强大的竞争压力 ,资本家总是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 。

同时 ,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是低于他劳动所创造的价

值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

人生产得越多 ,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 ,他自

己越没有价值 、越低贱 ……”
⑦
。这就造成了需求与供给之间

的矛盾 ,而先进技术的采用 ,生产效率的提高 ,又使这一矛盾

更加恶化 ,因为 ,它们降低了每一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于

是 ,资本家不得不创造新的需求来抵消需求的下降和扩大需

求 。而且 ,资本家为了解决先进技术的采用而导致的平均利

润率下降的矛盾 ,千方百计地通过廉价原料降低成本 ,通过广

告 、营销和生产革新 (或说服人们花费他们更多的积蓄 )扩大

需求 ,或扩大市场和生产的空间 ,以保证其利润的实现 。
⑧
这些

因素导致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前者表现为技术规模越来

越庞大 ,生产和人口越来越集中 ,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后者

表现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 ,人们的消费活动受广告

的操纵 , 而不是出于自身真正的需要 ,人们把消费的方式和多

少当作衡量幸福的标准 ,整个社会的消费越来越膨胀 ,超出自

然界所能承担的限度 。在这样的病态社会里 ,人格受到了扭

曲 ,自然环境遭到了破坏 ,生态矛盾不断加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必然引起生态危机 。哈维指

出:资本主义生产是 “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 ,它丝毫不考

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 、经济的 、地理或生态的后果 ”
⑨
。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 ,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

有限的 、稀缺的资源实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并且把高耗费 、高

污染的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样 ,不仅西方发达国家持续

的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的持续的下降的基

础上 ,而且 ,西方发达国家的绿色城市也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

树木的毁坏和有毒物质的倾倒而实现的 ,正好象一个具有精

美外观的饭店背后隐藏着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

房 。
⑩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成本的外在化部分地转嫁给未来 ,后

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这就产生了约翰斯顿所说

的 “生态帝国主义 ”。

生态社会主义者以生态危机理论补充关于资本主义国家

作用形成的危机理论 ,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他

们认为 ,考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要看到资本主义固有的结

构性矛盾 ,而且更要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在加深异化 、分裂人的

存在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系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 。他们认

为 ,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从涉及的范围上看 ,是全球整个生态系

统的危机;从危机的性质看 ,是全球性的经济 、政治 、社会综合

危机。米歇尔.博德指出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引发经济危机的

内在矛盾仍然存在;由于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 ,社

会危机表现突出;而生态危机又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 ,因而 ,

资本主义现已陷入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 “三重危

机 ”。威廉. 莱易斯指出 ,过度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造成

的 ,过度消费是资本主义使人异化的结果。二者相互作用 ,造

成了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 ,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在他们看来 ,

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 ,是造成生态

危机的根本原因。本阿格尔指出 ,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 、高

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 ,但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 ,而是转变为生

态危机 。他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

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 ,危机的

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 ,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 ”
○11
。

三　社会公正与生态和谐:生态

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

产的扩张性和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

的 、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才能最终摆脱

生态危机的困境。他们主张建立一种人与自我 、人与人 、人与

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 ,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将被

克服 ,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占有制 ,这就从根本上消除

了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基础 。戴维. 佩珀指出 ,在

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 ,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对社会生产资料

重新占有 ,实现对自然的控制 ,因此 ,异化可以克服 。这种控

制 “并不蕴涵着一个专横的主仆关系 ,事实上给予人类在追求

合法需要过程中明智地改变自然能力的一种技巧和才智 ”
○12
。

瑞尼尔 格仑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中也指出 ,马克

思主义的支配概念不同于统治概念 ,支配并不意味着征服与

破坏 ,相反 ,征服与破坏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 ,因为支配标志

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 。他甚至认

为 ,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越广能力越高 ,将会越自由。由于

我们重新成为自然的主人 , “从自然中创造对象时 ,我们可以

完全根据它们在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用的或舒适的来制造产

品 。以这种方式使自然对象化满足了其他人的需要 ,这完全

不同于满足一个消费社会中被创造的 ‘需求 ’ ”
○13
。在这样的

社会中 ,人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创造性 、休闲性的活动 ,

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存在 。同时 ,由于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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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实行集体的 、自主的 、自觉的控制 ,可以使社会生产真

正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特别是生态利益 ,最大限度地消

除或避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 。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社会公

正和生态和谐的社会 。在经济方面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 “社会

生态经济 ”模式的社会。这种经济模式是对传统工业主义的

超越 。传统工业主义强调经济理性高于一切 ,追求利润的最

大化 ,它势必导致贫富不均 ,经济浪费和生态危机 。为了解决

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互相矛盾 ,必须进行生态重建 ,使生

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 。这是生态

社会主义模式与以往社会主义模式最大的区别 。安德列. 高

兹认为 ,社会生态经济意味着范式的转换 ,其目的是减少经济

合理性和商品交换适用的范围 ,使发展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

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就经济体制而言 ,瑞尼尔 

格仑德曼 、安德列  高兹等主张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计

划生态经济。他们批评市场自由主义 ,但也认为传统马克思

主义主张取消市场 、货币与国际交换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他

们强调在未来社会中 ,政府应用计划与管理等方式 ,按照人的

理性合理地 、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 ,在人类真正的

物质需要得到普遍满足的基础上 ,实现丰富多彩的需求的满

足 ,最终摆脱经济合理性对人的制约 。安德鲁 塞尔等明确

指出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必然的选择 。

在政治方面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基层民主充分发展但仍

将存在国家或类似组织管理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基

层民主 ,认为基层民主的充分发展源于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

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 ,只有基层民主才是符合社

会和生态环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体制。他们抨击资本主义官

僚制度 ,同时也批评传统左翼运动的精英 ,因为二者都强调集

中制 ,没有彻底实行民主原则。但是 ,生态社会主义不同于生

态无政府主义 ,生态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国家 ,而生态社会主

义则倡导国家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生态社会主义只是对分

散化有限的支持 ,并认为个人自由要受到集体的限制。安德

烈 高兹指出:基层民主和参与民主是重要的 ,与此同时国家

将长期发挥社会生活管理的作用 。
○14
生态社会主义还认为建立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交换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 ,

这是因为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必须上升到区域

的 、国际的层次上解决。

在社会文化方面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以全面的 、丰富

多彩的生活方式为核心 ,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的 ,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范式 。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中 ,人

们不是为了交换价值 ,而是为了使用价值和人类的需要而进

行生产 ,在生产中人们体验到创造技巧的喜悦和休息中的快

乐 。在改造自然和制造产品中 ,人们为了更有效地和有用地

改造自然 ,努力地探索自然规律 ,也发展了自己的智力 ,同时

人们还把自己变成能欣赏自己创造的产品的 、具有审美情趣

的人 ,从而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总之 ,在生态社会主

义社会中 ,人们克服了阶级社会中产生的人与自身 、人与其他

人 、人与精神和艺术乃至人与自然的疏离 ,成为全面的 、自由

的 、健康的和快乐的人 。

生态社会主义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生态危机的

必然性 ,努力构建不同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 ,体现人与自

然和谐关系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

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 ,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的探讨开辟了新的视野 ,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

必须认识到生态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自觉地将生态

原则作为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 ,全

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注:
① ⑤⑥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第 95页 ,第 92页。

② H. L.帕森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伦敦格林沃德

出版社 1977年版 ,第 19页。

③ ⑧ ⑩○12○13戴维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

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56、 140、123、 92、 127页。

⑨ 〔英〕哈维:《后现代化的条件》, 剑桥 , 波力第出版社 1990

版 ,第 180页。

④参见 L.费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著作》第 505— 507页。

○1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420页。

○14参见〔法〕安德烈 高兹:《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 伦敦 ,伦

敦出版社 1980版 ,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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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但最终 ,在作者全方位的观照中 ,历史终究不是一个个

碎片 。不仅如此 ,作者走得更远。历史在作者的眼中是可能

有多种选择的 ,而已作的选择既构成了历史 ,也留下了经验和

反思的地方。

作者是个坦诚的人 ,在这里 ,作者表现出一贯的客观与冷

静 ,有价值的东西常常是无功利的 ,就像美常常是无功利的一

样 。这本书的意义却在于历史的沉淀。很多流行音乐随着流

行之风而飘逝 ,而本书沉淀的是嫁接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思考

是沉甸甸的 ,它会融进历史的脚步和进程。

二十一世纪是个雅俗共赏的世纪 ,流行音乐成了大众娱

乐的一种主要方式 ,对它的关注也变得紧迫 。但是真正有生

命力的歌手和歌曲 ,绝对不会停留在对某一刻空间的征服 ,而

应该有一种征服时间的西斯弗绪式的永远前行 。在各自占领

的同时 ,也会争取最多的文化受众 。换句话说 ,流行音乐的生

命力在于它的流行度 ,它是对空间的占领 ,但是如果也要对时

间的穿透和占领 ,就必须具有艺术生命力。

在流行时尚充斥整个耳膜的时代 ,我们是否要有经典意

识 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流行音乐太容易被市场 ,被商

业行为牵引了 ,至少对流行音乐艺术性的强调 ,可以让艺术家

们保持对艺术应有的警觉 。

本书作者从流行音乐出发 ,以特有的敏感预见到很多问

题的端倪 ,流行音乐只是当代文化活跃的一部分 ,但却使我们

对整个社会历史保持了一种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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