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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深化，其核心问题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并要求
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这对于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一步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又好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存在于自然界之中。
“自然”概念相对于人而言，也叫“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客观条件。
自然界为人类生活提供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之源，社会发展之本。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发展史。
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史的基本命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不但依赖环境，适应环境，而且利用环境和改造环境，形成人和环境之间
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复杂关系。
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的异化，人类不断加大征服自然和改造环境的
力度，使自然环境和人都被物化，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
被激化，从而引发了人的生存危机。
如何科学地认识并有效地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好环境，已成为人类必须予以解决的根本性问
题，紧迫的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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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中：在物欲至上，无视自然价值的当今社会，（本书）不啻为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一部环境
哲学力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丁士福龄认为，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事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
会和谐，人类生存繁衍。
作者勇于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研究具有很好的理论深度和价值。
　　国防大学教授丁士峰认为，保护环境事关国计民生。
作者紧紧抓住了当代环境保护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通过对环境保护的价值分析，揭示出环境伦理和环境公正的基本思想，深化了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认为，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者在“本体之思”中通过剖析人与自然的六重性，从哲学高度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内在联系；在“价
值之维”的分析中通过对环境正义的深入论述，深化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在“思维之变”
分析中，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观的转变两个角度将对环境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冯秋婷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
题，摆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升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
⋯⋯本书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树发认为，保护环境利国利民，⋯⋯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深入研究人
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很有探索性，也极具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海涛认为，本书的突出特点是，不是就环境问题而论环境，而是将自然环境
这个问题放在由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大的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和理解，并突出了“人”在环境保护
中的主角地位和能动作用，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秦志华认为，本书理论联系实际，从物质、人口、精神三种生产活动对中国环
境保护工作的工作机理作了深度的分析，见解新颖，语言生动，可读性、针对性、现实性、价值性很
强。
　　谁不愿看到湛蓝的天空、清澈的流水、美丽绽放的鲜花，谁不愿看到自己的后代健康成长，谁不
愿看到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
行动吧，你和我！
尽管．“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
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与环境>>

作者简介

陈亮，字潼中，1968年11月生于江苏沭阳。
长在新沂河畔乡村。
1991年7月毕业于湛江水产学院水产养殖系获农学学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获MBA硕士学位。
200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较长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管理和组织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与环境>>

书籍目录

引言：环境问题，一个应深入研究的课题　0.1 当代环境问题：人的生存危机　　0.1.1 环境问题的产
生　　0.1.2 当代环境问题的特征　　0.1.3 当代环境问题：人的生存危机　0.2 环境和环境保护：一个
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0.2.1 环境和环境保护：思想史的一个问题　　0.2.2 环境和环境保护：宗教发展
史的一个伦理问题　　0.2.3 环境和环境保护：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难题　　0.2.4 环境和环境保护：马
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0.2.5 环境和环境保护：当代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第1
章 环境问题的原因之析　1.1 环境问题的经济原因分析　　1.1.1 环境是物质使用性与生态价值性的有
机统一　　1.1.2 经济的外部性与生态系统有限自净能力的矛盾　　1.1.3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
无限膨胀的矛盾　　1.1.4 政府干预与政府失灵　1.2 环境问题的观念原因透视　　1.2.1 机械主义的自
然观　　1.2.2 工具理性的科技观　　1.2.3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1.2.4 消费主义的生活观　　1.2.5 物质
主义的发展观　　1.2.6 知识论的思维方式　1.3 环境问题的资本逻辑分析　　1.3.1 人与自然关系在不
同社会形态下的表现　　1.3.2 环境问题的资本逻辑　　1.3.3 环境问题的经济因素、认识因素与资本逻
辑的关系第2章 环境保护的本体之思　2.1 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　　2.1.1 西方抽象自然观的历史沿革　
　2.1.2 马克思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　2.2 “人”的革命性变革　　2.2.1 传统人学观及其缺陷　　2.2.2 
当代对传统人学观的检思　　2.2.3 现实的历史的人：马克思哲学人学研究的革命　2.3 人与自身关系
的两重性　　2.3.1 人是身心关系和谐的统一体　　2.3.2 关于人的生理和谐　　2.3.3 关于人的心理和谐
　　2.3.4 构建身心和谐的途径　2.4 人与自然关系的六重性　　2.4.1 自然相对于人的先在性　⋯⋯第3
章 环境保护的价值之维第4章 环境保护的思维之变第5章 当代中国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第6章 中
国环境保护的社会大生产视角分析第7章 中国环境保护的主体视角分析（上）：社会公众参与和公众
参与和市场机制第8章 环境保护的主体视角分析（下）：国家——管理体制和手段结束语：建设生态
文明——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附言：环境保护理论研究综述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与环境>>

章节摘录

环境问题并没因人们对其探索的历史久远而得以在理论上澄明。
理论探索的困难并不是人们热爱与追求智慧的挡路石，而是人们继续前行的激励石。
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激起人们无限的兴趣，全球有识之士大都对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在
进行深刻思考和苦苦求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自强、自信、自立来源于民族文化。
胡抗美认为，“西方人心中有个上帝，中国人修炼道德。
上帝只有一个，道德是一个系统。
崇拜一个上帝，思维有它的局限性；而道德这个系统，由儒家构建以来，充满了哲学的辩证思维。
因此，西方人对线的精神无法理解得十分透彻，他们关注的是色彩。
”①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黄帝内经·素问》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也，变
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阐明了宇宙和万物的由来。
阴阳概念是贯穿《周易》全书的主线，《易传》把阴阳上升为“范围天地”、“曲沃万物”的最高哲
学范畴，阐述了阴阳和合是万物的成因，“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因此，阴阳相推，往来曲伸，在交融变化之中，万物于是而生，四时于是而成。
弗里乔夫·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认为《易经》中的阴阳两极是构成宇宙律动的基础。
阴阳两极的变化、脉动、振荡是一切自然现象的体现，自然秩序就是阴阳两极之间的动态平衡，阴阳
两极也限定了变化的周期和临界点。
是谓阳极而阴，阴极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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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仰望苍穹，群星灿烂，浩瀚宇宙，神游万里。
万物生长，众生平等，相互依存，一切有情。
春夏秋冬，物换星移，生命短暂，意义何在？
掩卷沉思，格物穷理，疑惑接踵，心中难解。
子日：朝闻道，夕死可矣。
然道在何处？
！
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是大自然的偏爱，使人成为万物之灵。
但人又不能脱离自然的本性，可以说，人是神性和兽性、理性和非理性统一的有机体。
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由依赖自然，到征服自然，到破坏自然，到导
致自然报复，这是为什么？
人类自诞生以来，综观古今中外的社会历史，从未停止过战争和杀戮，这又是为什么？
人是群居性灵长类动物，人性是复杂的，是多变的，又是可塑的，既有相互帮助，和谐相处，共谋生
存发展，又有争名夺利，相互斗争，甚至损人利己、违法犯罪去获取其根本没有需要的东西，这又是
为了什么？
⋯⋯为了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了寻找人性的规律，为了获得自己内心的宁静，在马绍孟先生的鼓
励下，经过努力，我实现了青年时的夙愿，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
究生。
2005年9月，我带着诸多问题，怀着憧憬、神圣、向往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门
，从此开始聆听大师们的教诲，苦读圣贤著作，汲取他们的精神成果，培养哲学思维，思考人性，拷
问良知，鞭笞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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