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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产生的。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由倪瑞华所著，考察了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实现红绿政治联盟的
理论基础上有两种不同的方向选择，形成了以本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以佩珀
、格仑德曼为代表的人类中心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阵营。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个阵营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相关性、支配自然还是适应自然、历
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自然极限、生态政治战略上如何构建未来绿色社会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
。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其独特的理论视域和特点，侧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观研究，以此为逻辑
前提，建构一种实现红绿政治联盟的生态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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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瑞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哲学研
究。
著有《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独著)、《环境伦理学》(湖北人民出
版社2009年版，合著)、《伦理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合著)、《思想道德修养》(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合著)。
在《国外社会科学》、《伦理学研究》、《社会科学辑刊》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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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批判人们在反思当代的生态危机时，发现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着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且在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支持的国家一样
有着糟糕的环境退化和污染，一些中东欧的国家和苏联集团的国家被称为生态灾难地带。
这一现象使得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更重要的
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也会产生生态问题，原因是指导其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在生态学上出了
问题。
因此，首先要认清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学上有哪些失误，然后从生态学的维度来重建一个绿色的历史
唯物主义。
　　以本顿为首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学上的失误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人的解放战略与自然的极限对立起来。
本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归宿就是人的解放这一对人的终极的关怀出发，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
了实现人的解放战略是如何否认自然极限的思想。
（1）马克思和恩格斯与马尔萨斯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解放与自然极限之间的冲突。
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历史的人口规律，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物质生活资料的供应
呈算术级数增长，并且后者永远赶不上前者。
马尔萨斯认为这一人口规律是通向一个新的和公正秩序的社会途中的一个“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它是所有不幸和贫困的来源，它使得所有伟大的富裕的平等与合作的共同体都付诸东流。
这就意味着人口规律为人类的发展设置了一个绕不开的自然的极限，这是人类生存处境不可更改的特
征，自然极限的存在意味着人类得不到解放，因为解放意味着束缚的解除或没有任何束缚，自然极限
对人来说就是一种束缚。
很显然，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角度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未来社会人的解放战略同样不可能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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