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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李永峰和潘欣语等主编的《环境伦理学教程》主要阐明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西方环境伦理学派的发展简况。
环境道德与环境教育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立法中的环境伦理，环境伦理的实践（实践部分主要
包括环境伦理与管理政策、人口、科学技术等）、环境意识中的平等观等方面的内容。
本着简明扼要的宗旨，本书重点阐述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环境伦理学教程》可作为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学用书及研究生
与博士生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大众的环境教育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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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绪论　　伦理学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科。
一部西方伦理思想史从古希腊写起，至今已近三千年，而一部中国伦理思想史从西周写起，至今则三
千多年了。
然而，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伦理学都是指人际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就不同了，它主要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或主要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
评价和伦理规范。
为此，我们将环境伦理学界定为关于人类与自然道德关系的学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伦理学与研究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人关系伦理评价和伦理规
范的伦理学的割裂。
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具有道德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最终会对人的社会现实
生活产生影响，触及人的利益。
　　1.1环境与当代人类生境系统　　1.1.1环境系统　　任何事物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人类
的生存发展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环境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
但在不少关于环境的科学著作中，对此概念的定义并不那么统一和明晰，各有各的说法。
甚至连《大美百科全书》这样的权威大典，竟然没有关于“环境”这么一个词条。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环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的概念。
从具体表现形式来说，世界上的环境概念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例如人们常说的就有物质环境、精神
环境、宇宙环境、地球环境、宏观环境、微观环境、战争环境、和平环境、生存环境等等，很难一言
以蔽之。
但从哲学的高度上来看，环境只是任何一个中心事物周围与此事物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
用唯物辩证的眼光来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当某个事物被当成中心事物时，与它相联系的
有关事物就变成了该事物的环境。
因为可以作为中心的事物是无限的，所以环境也就具有多样和无限简单的具体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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