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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人类面临的困境　　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
化的历史。
人类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历史同人类的文明史一样古老。
　　在采猎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只是自然物的采集者和捕食者，人对环境的影响与
动物的区别并不大，如果说那时也发生了所谓“环境问题”的话，那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
们的愚昧、无知，乱采乱捕，滥用资源，从而造成了生活资料缺乏的饥荒。
为了解除这种威胁，人类被迫学会吃一切可能吃的东西，被迫扩大自己的生活领域，学会适应在新的
环境中生活的本领，逐步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以
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随后，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学会了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地
显示出来。
但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有所加剧，如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引起的水土流失，水旱灾害频繁和沙
漠化。
又如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往往也可能导致沼泽化以及血吸虫病的大量传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近代大工业的出现，18世纪中叶，在生产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从这次革命开始，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大提高，人们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这些
都大规模地改变了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改变了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系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
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同时新的环境问题又产生了。
如果说农业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是可以纳人生物循环而被迅速净化、重复利用的，那么
工业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都是生物和人类所不熟悉的，难以降解、难以同化和忍受的。
因而，相对于农业来说，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问题是以环境污染为主的，是范围较广、影响深远的新
问题，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形成了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
与大工业相伴而来的是都市化以及交通运输和农业的现代化，它们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给环境
带来了消极的副作用，如汽车尾气排放、光化学烟雾、农药化肥的污染等，以致从南极企鹅到北极苔
原地带的驯鹿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水体的富营养化也已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
　　1998年7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克劳斯·特普费尔概括了威胁人类发展的十大环境资源问题
，这些问题均直接涉及生物圈的完整和安全，它们是：　　（1）土壤遭到破坏。
可耕地的肥沃程度降低，土壤侵蚀情况十分严重，土地受到严重污染。
　　（2）气候变化和能源浪费。
温室效应严重威胁整个人类。
气温升高将造成海平面升高，使许多人口稠密地区被淹没，并将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世界能源消耗仍在增加，大量的温室气体仍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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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哲学：哲学视阈中的环境问题研究》从哲学的视角观照环境问题，把环境问题纳入哲学的
研究框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观，并以此指导和规范人类的行为。
同时也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问题及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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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0年，威斯特拉与罗尔斯顿等人成立国际环境伦理学学会，对环境哲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
1992年《环境价值》在英国创刊，这是环境哲学领域继《环境伦理学》之后的第二家按专家审查制度
运作的学术刊物。
　　关于环境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学术团体，其中美国学术机构的研究方
向代表着这一学科发展的主流。
目前，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是论证环境伦理的原理和规范，探索环境道德行为的选择和环境
道德秩序的维护，讨论环境道德教育的方法和个人环境道德的培养，加强环境哲学的理论基础和建立
环境价值取向的准则。
总的来看，虽然环境哲学在西方尚未发展成主流哲学，但环境哲学家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正越来越引起
人们的关注。
例如，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面对生态危机人类应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定向自己的行为
等问题上，环境哲学有很多的理论创新。
　　在国内，近年来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人们已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
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法律和科技手段，还必须诉诸哲学观念的变革，相关研究也日益成为学界
热点。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也开始了环境哲学的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环境哲学的研究主要定位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辩证观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
年代以来，则开始了对环境危机的深层反思与应对危机的实践探索。
1994年，在中国伦理学会下成立了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而1998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下环境哲
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则表明了这一领域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和目标的进一步拓展。
另外，近年来生态伦理和环境哲学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包括专著、译著和论文在内的成果很多。
但客观地说，这一学科还很不成熟，水平还不高。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相应的理论都还存在不足和缺陷，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内学术界还处于介绍、消
化的阶段，有力度的理论构建还非常缺乏。
因此，国内环境哲学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还不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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