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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火生博士在攻读学位期间，有志于研究“生态实践”问题，本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
一步修改完成的。
　　随着工业文明危机的扩展和加深，建立在这种文明基础上的哲学观念也将陷入危机。
与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一种新的哲学——生态哲学也随之产生。
当前，关于生态哲学的研究，在译介西学、深挖传统思想资源、开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证化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的理论进展。
国内学术界经历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著作翻译、思想介绍等本土化引入过程，形成了审视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和谐的文明建设的生态理论依据。
受此影响，部分学者深入发掘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形成了中西合璧、视域融合的生态哲学发展
盛象。
尤其是随着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发掘生态思想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在理论的逻辑发展中，关注现实中的生态问题、发展绿色科学技术、推进生态和谐的社会化建设形成
了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当代生态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化的现实境遇。
　　在这多元纷呈的生态哲学研究中，陶火生另辟蹊径，关注了生态实践的理论研究。
生态实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角，通过对现存的生态问题的反思和对正在涌现的实践形
态的分析，指出当代人们的实践方式正在经历生态学的转向，初步提出生态实践的内涵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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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生态问题的实践根源在于现代实践方式。
现代实践方式的二元分立、机械性、线性、从资本化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实践是取代现代实践方式、建设生态环境的实践方式。
生态实践观念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通过对科学实践观的生态解读，可以为生态实践观奠定实践论基础。
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旨归
和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实践。
以生态实践为基础，生态经济不仅通过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而且推动了社会发展
模式的变革，作为生态文明集中体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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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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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何以要提出生态实践观？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追问
二、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根源
三、生态学时代的实践方式重构
四、本著的逻辑结构及主要内容
五、本著的主要研究方法
六、本著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现代实践方式：问题与批判
第一节 现代实践方式及其问题
一、现代实践方式的历史性形成
二、现代实践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三、现代实践方式：现代社会问题的实践根源
第二节 对现代实践方式的历史性批判
一、马克思对现代实践方式的异化性质的批判
二、阿尔温，托夫勒对现代实践方式的分裂性质的批判
第三节 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批判
一、批判的理论基础：生态学科体系
二、批判现代实践方式的方法论体系
三、现代实践方式的生态批判
第二章 科学实践观及生态解读
第一节 科学实践观：内涵与基石
一、科学实践观的理论内涵
二、科学实践观：马克思全部理论的基石
第二节 生产性实践及生态解读
一、生产实践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二、生产性实践的生态解读
第三节 交往性实践及生态解读
一、马克思的交往性实践
二、交往实践的生态解读
第三章 生态实践观的思想考察
第一节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实践观
一、中国儒学思想中的生态实践观
二、中国道学思想中的生态实践观
第二节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生态实践观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二、生命平等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三、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第三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实践观
一、威廉，莱斯的生态实践观
二、本·阿格尔的生态实践观
三、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实践观
四、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实践观
第四章 生态实践的理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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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态实践的内涵与构成
一、生态实践的内涵
二、生态实践的三维构成
第二节 生态实践的基本特征
一、生态实践是师法自然的实践
二、生态实践是系统整合的实践
三、生态实践是互动优化的实践
第三节 生态实践的过程控制
⋯⋯
第五章 生态实践与生态意识的辩证法
第六章 生态实践观与经济社会发展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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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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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生态伦理的自律性要求 生态伦理是以生态学的整体性方法建构的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伦
理关系以及伦理观念，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互动双赢、平等相待的伦
理关系。
“新伦理学必须专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
”就是说，新伦理学关注的是物种的生存权利和生存状况，关注的是在人的活动中的不同物种的独立
的存在，并给予物种以应有的尊重。
生态伦理不研究自然生态系统中人的活动之外的物质运动，而是考察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期建
立对人的规范，制止人对自然的征服行动，避免人的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伦理规则，是以生态理念为脉络、以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为依据的人的“自律性”
伦理规范和在伦理意识，即人对自然的道德自律。
生态伦理规则也是一种人地关系的协同方式，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发展到人地关系的伦理规范，
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向着自然的深化、是价值在自然观念和伦理观念上的延展。
伦理学作为观念形态的伦理规范，是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观念化，是观念化的伦理方式
，而其存在的基础就是当代生态化的物质性实践。
 在生态伦理中对人的实践方式的规范是要在人的活动中实现人对自然的角色转换以及对自然的尊重，
“大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或公
民。
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对物种的尊敬和对生态自然的尊敬必然要求人的诉诸自然的行动受到伦理的约束，不能任凭人的意
识和意志去控制自然。
尊敬大地共同体，是把人与自然物种置于平等的地位，在生态系统整体制约性的规定下，彼此平等相
待、互利共生、协调发展。
生态伦理是以伦理规范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一种生存智慧，人的生存智慧关注着人的生存环境，生态
伦理所实现的是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
人地关系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基本的层面，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无论
在人的生产中，还是在人的精神生活世界里，人的活动都脱离不了人的自然存在的基础性存在方式。
因此，人地关系直接维系着人的生存。
而在人的发展道路上，人地关系直接维系着人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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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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