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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既包含对自然生态系统构成

要素及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思辨，

也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新时代，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我

国生态哲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长足发展。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原理性理论成果

为基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

系 ，是 进 一 步 深 化 生 态 哲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任务。

明确中国自主的生
态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
基点

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集中体现一个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及其国际学术

话语权。知识体系的建构，既不是搭建空中

楼阁，也不能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坚实稳

固的理论基点之上，是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形成完整、成熟的知识体

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

志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

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

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

识提升到新高度。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

学知识体系，应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以这一重要思想中的原理性理论成

果为基点，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持

续深化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

创新成果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学术

化表达。

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本体论基点。哲

学学科的发展，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基础

和前提在于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基点。本体

论基点是否坚实稳固，能否经得起历史和实

践检验，决定了哲学知识体系是否稳定，是

否具有长远发展的空间和张力。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是生态哲学研究必须面对和回

答的问题，也是建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基

本命题。正是基于对这一基本命题的思考

和回答，不同生态哲学发展衍生出各自的源

流体系。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

分割的生态系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

一系列重要理念。生命共同体理念，从本体

论层面深刻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摒

弃了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割裂对立的观

点。在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彼

此依存、互融共生的有机整体，自然是生命

之母，人因自然而生，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

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必须在同自然的互

动中生产、生活、发展。生命共同体理念既

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魂脉，也

蕴含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中华优秀传统生

态文化的根脉，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

化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高度契合

性，开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新图景。

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以生

命共同体理念为本体论基点，遵循生态哲学

创新发展规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高度契合

性，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相结合中，不断探索和延展知识体系建构的

空间、进路，构建和完善新时代生态哲学的

知识话语、研究范式、学术理论，推动形成概

念之间、范畴之间、理论之间相对成熟稳定

的经验联系和结构关系，建构并不断发展以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

思想脉络的知识体系。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价

值观基点。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体

系建构，并非绝对价值中立的知识概念集

成，而是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

生态哲学研究注重从整体性、系统性层面认

识和把握人类活动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和

内在机理，自然而然会形成看待自然、对待

自然的价值观点，并逐渐发展形成生态价值

观。生态价值观内嵌于生态哲学知识体系，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塑造着知识体系的价

值立场、价值导向、价值判断。不同的生态

哲学知识体系，蕴含其中的生态价值观也具

有差异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

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

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要深怀对自然的敬

畏之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

彰 显 了 新 时 代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生 态 价 值

观。这一生态价值观强调发展经济不能对

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

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强调人不负

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这一生态价值观与将

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

值观和片面追求生态至上而“去发展”“去增

长”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

新时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

态价值观既体现在指导改革发展的顶层设

计中，也内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

应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生态价值

观转化为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

价值内核，坚持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为价值观基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关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对自然天地运行规律的

敬畏意识和遵从意识，以理性思辨的解释

力、影响力巩固壮大全社会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为实践论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

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并非从理论到理论的关

系构建，而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和纽带

的双向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通过

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自然以

相应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顺应自然规律

的实践活动，就会得到自然的回馈，而违背

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则会遭到自然的报

复。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关于人与自

然关系的理解，也有不少内容基于社会生产

生活实践，比如，《孟子》中讲：“不违农时，谷

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

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

子》中讲：“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

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又如，《吕氏

春秋》中讲：“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

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中国式现代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

量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

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应以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

论基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

实践导向，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

化关注实践、指导实践的优良品格，注重人

作为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立足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性、社会历

史性，探寻、梳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得出的规律性认

识、取得的原创性贡献，将知识体系的建构

置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加以检验，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

体系化、学理化支撑。

拓展建构中国自主
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
方向和路径

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是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

进程中建构，并在认识、阐释和推动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这是这一知识体系彰显自主性、巩固主体性

的关键所在。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并不是

闭门造车，而是以破解当今世界普遍面临的

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

界 为 使 命 任 务 ，具 有 多 学 科 融 合 发 展 等

特征。

坚持融会贯通，构建多学科融合发展的

学科体系。跨学科性，是生态哲学研究的鲜

明特征。生态哲学知识体系是多学科知识、

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生态

哲学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生态

环境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多维度、多层面因

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全面、彻底地分析和解

决这些问题，要求生态哲学研究必须突破单

一学科的局限，整合融通生物学、地理学、社

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这样才能发展形成理解、分析、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才能形

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知。伴随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生态学、生态

经济学、生态美学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发展，为进一步深化生态哲学研究奠定了基

础、创造了条件。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

知识体系，应充分利用多学科融合发展带来

的机遇，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全人

类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发掘跨学科

研究的交汇点、融通点，推动形成多学科交

流对话、协同攻关的研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

式。一方面，在多学科融合发展中探寻生态

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新框架，推动中

国 自 主 的 生 态 哲 学 知 识 体 系 更 加 健 全 完

善。另一方面，借助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

识体系的不断发展，为生态文明相关学科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方法论支撑。

坚持以我为主，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

术体系。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的

建构，基于学术体系的深度发展。中国生态

哲学学术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和文化

传承，集中体现中国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国外生态哲学研究中

的先进方法和有益成果，我们应当学习借

鉴，但不能将之奉为圭臬，在学术体系建设

上搞成套拿来。构建和发展中国生态哲学

学术体系，必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

下，坚持以我为主，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

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

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另

一方面，将中华民族的丰富生态智慧更深层

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生态观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

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中国生态哲学学

术体系的鲜明标识和理论优势，为建构中国

自 主 的 生 态 哲 学 知 识 体 系 提 供 有 力 学 理

支撑。

坚持胸怀天下，构建具有国际引领力的

话语体系。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跨国界、跨地

域的全球性特征，生态哲学研究以全人类共

同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对象，具有鲜明的

世界情怀。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

体系，需要开放式的交流交融。交流交融的

前提和载体，是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引领

力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

既要有浓郁的“中国味儿”，又要有鲜明的

“国际范儿”，既体现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特有

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文化特征，又易于被

国际学界所理解、所接受、所认同。中国自

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交流中

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生态哲学研究才能更

好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哲学知识体系
郇庆治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两个结

合”基本问题研究》出版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如何

进一步深化“两个结合”基本问

题研究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提出，“两个结合”深

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

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极大深化了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规律性认识，为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明

了正确方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开

展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加强

基础性、原理性问题研究，持续

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研究阐释，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

学理支撑。与会者认为，《“两个

结合”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著）

一 书 的 出 版 ，为 深 化“两 个 结

合”研究阐释提供了有益参考。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学理支撑
——《“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出版座谈会述要

本报记者 赵渊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

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

年 的 中 华 文 明 孕 育 着 丰 富 的 生 态 文

化。”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治水史，漫

长的治水过程贯穿着朴素的生态文明

理念。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治水文化，

汲取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对于推动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治水实践蕴含的生态智

慧十分丰富，体现了古代先民对人与

水、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因势

利导，遵循自然规律建设水利工程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始建

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就是根据岷江的洪涝规律

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利

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

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都江堰是我

国古代的代表性水利工程，它之所以

造福千载而不辍，正是基于对自然生

态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都江堰利

用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和水势，通过

鱼嘴分水，飞沙堰泄洪，宝瓶口控制流

量，实现无坝引水进入成都平原，统筹

解决供水、防洪、排沙等问题。工程运

行坚持“四六分水”的原则，即丰水期

内江进水量约四成，外江进水量约六

成；枯水期内外江分水比例调转，这就

保证了丰枯期的内外江水量都不小于

40%，从而有效保障了岷江干流的生

态流量。

再比如，位于福建莆田的木兰陂

工程，也彰显了古代先民因势利导与

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智慧。木兰陂毗邻

木兰溪入海处。历史上，这一地区常

有洪水漫滩，若遇海潮，则海水顶托倒

灌，造成土地盐碱化，给两岸造成巨大

灾害。为此，先民们前赴后继筑成木

兰陂。这一工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

科学把握了水文规律及周边地形地

势，将建坝位置选在上游洪水和潮水

的尾端相接处（这里两股水的力量削

减到最弱），并因地制宜采用富有当地

特色的坝式，才使木兰陂屹立至今。

木兰陂大大减少了南北洋平原旱、涝、

潮灾害的威胁，历经千年，功效久盛

不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了‘五

个统筹’，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

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

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

注重系统治理，科学把握水要素与生态系统整体的关系，也是我

国古代治水实践中蕴含的典型生态智慧。其中，云南元阳梯田、

广西龙脊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等古代梯田建设，就是这方面的

典型代表。梯田是森林、水系、田土共同作用的结果，山顶水汽

充沛，滋养林木，森林将水渗入土地而排下，形成溪泉瀑布和地

下潜流，在山腰被逐级拦截，供给梯田。良好的梯田系统，体现

了古代劳动人民统筹山水林田自然要素推动农业生产的生态智

慧。我国古代梯田建设实践证明，只要把握规律、方法得当，就

可以实现人水和谐、天人互益。

此外，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水利建设调节和保护生

态系统，也是我国古代治水实践蕴含的重要生态智慧。经济发

展不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

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治水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发展需

求，而非仅仅限于救灾防患。只要理念科学、做法得当，水利建

设还可以发挥调节、改善和优化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这方面，

我国古代治水实践中也有不少生动案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

基鱼塘”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历史上曾因

地势低洼而水潦频仍，常年洪涝不断。饱受潦患的当地先民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一些低洼地挖塘，将挖出的泥填高地面成

基，在基上种桑、塘中养鱼，以桑叶育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从

而逐渐把低洼地改造成为著名的桑基鱼塘。这种方式把除涝、

自然净化水质、调节生态系统等结合起来，将治水措施有机融入

生态系统之中、融入生产生活之中，将利用自然和调节保护生态

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为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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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 2015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

化作为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

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

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

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今年

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在“开展美丽中国建

设全民行动”的目标任务中，突出强调培育

弘扬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导向，对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凝

练和传承，包括生态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是生态文明的文

化样态。它传递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倡

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生

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唤起人们向上向善的

生态文化自觉，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文化滋养和内生

动力。培育弘扬生态文化，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的内在要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

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

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对“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之路”等的深刻揭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传承和

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具有深厚

的理论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底蕴。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刻理解

蕴含其中的根本观点和核心理念，把握“两

个结合”的方法论要求，方能明晰生态文化

的发展方向，构筑生态文化的价值根基，更

好发挥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引领和

价值导向作用。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

延 5000 多 年 的 中 华 文 明 孕 育 了 丰 富 的 生

态文化，其中蕴含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

哲理思考和经验智慧，为培育弘扬生态文

化提供了重要基石。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

化源远流长，中华先民在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天人合一、万物

一体”的自然观、“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

发展观、“顺天应时、建章立制”的制度观，

强 调 包 括 人 在 内 的 天 地 万 物 的 内 在 统 一

性，倡导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生产生活，追求

天地人的整体性、系统性以及和谐性。同

时，与“天人合一”思想相适应的是文人将

自身融入自然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共识和自

觉。在传统生态价值理念和精神品格的影

响下，产生了一大批以诗词、小说、散文等

为主要文学体裁，以绘画、陶器、戏曲、园林

等为主要艺术形式的传统生态文化，充分

展现了古人对于自然之美、自然之韵、自然

之情、自然之作的独特审美情趣。培育弘

扬生态文化，要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

态文化，阐释蕴含其中的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挖掘整理蕴藏

在典籍史志、民族风情、民俗习惯、人文轶

事、工艺美术、建筑古迹、古树名木中的生

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其成为发展繁荣生态文化的深厚基础。

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 ，我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发 生 历 史 性 、转 折

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

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

展奇迹。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

态环境保护的火热实践和光辉历程，为培

育弘扬生态文化提供了鲜活素材。进一步

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需要立足本土，

深入挖掘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动实

践、感人故事和先进人物，着力打造传播生

态文明价值观念、体现生态文化精神、反映

民族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

机统一，制作精湛、品质精良、风格独特的

生态文化产品，充分展现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讲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赞颂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美，促进人们思想、认识和行为

的转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化教

育活动，引导人们将生态文化融入日常生

活之中，积极涵养生态道德，推动形成绿色

生产生活方式，切实将生态价值观根植于

心、付之于行，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

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

坚持“两个结合”

培 育 弘 扬 生 态 文 化
赵厚均 赵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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