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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

会、工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四个阶段。因此，人与自

然的关系也历经了四个时期，即原始社会时期人对自然

的高度依赖阶段、农业社会时期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阶

段、工业文明时期人对自然的征服阶段、现代文明时期

人与自然逐渐开始和谐相处阶段。

原始社会的人类刚刚起源，还没有把自己与外在事

物区分开来，因此可以说，那时候的人与自然是紧密联

系乃至一体存在的。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并且长期发展

缓慢，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这个阶

段的人与自然是一种依存关系，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

附于自然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说那时候的人与自然是合

而为一的，人类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与自然保持

距离。远古时期，地球上人口极为稀少，尽管原始人类

的群体采集果实或狩猎动物给大自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破坏，但那时候的环境问题并不足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类改造自然的作用

亦十分微弱。人们在既恐惧又依赖的生存状态中，逐渐

形成了朴素的宗教神学自然观。“敬畏自然”成为当时人

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阶段，人与自然处于一种

天然的和谐状态。

随着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随着生产力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始了对大自然的开发与利用，

人类尝试对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总体来说，那时候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中国古代

思想家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天道”和“人道”相通和

统一的观点。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人与天本来就是合一的。在中国，这种“天人合

一”的观点，使得古人与自然可以亲近并和谐相处。比

如在对待洪水方面，“择丘陵而处之”“顺水所向，迁城

邑以避之”，“疏九河”进行分洪，以及在大江大河的两

旁留出足够的空间使水“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

不迫”以便进行蓄洪，这些无不是这种“天人合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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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最朴素的体现。

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发明让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

在人类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通过科技进步极大改善了自

身物质生活条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

立。那时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

状态，甚至直接威胁到了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20世纪以来，大工业的发展更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

引向了对立，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已大大超出了自然界

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引起了温室效应、资源短

缺、森林破坏、耕地减少、土地沙化、物种灭绝和环境

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类不断感受到了来自自然界的惩

罚。值得庆幸的是，人类是理性的，当人们意识到这种

掠夺式的开发难以持续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进入了

一个和谐相处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人们对自然界的保护意识

逐渐增强，各个国家采取了相应措施，各种环保组织不

断出现，一系列绿色、低碳工业也相继产生。正是在人

类的不懈努力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趋于缓和。回顾

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程，理解了其背景和意义，下

面的篇幅笔者将用来阐述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期构

建人类所预期的美好蓝图。

2　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从人类于700万年前出现之后，自然界就被烙下

了深深的印记。人类之与自然，经历了最初的崇拜与依

赖，等到认识与了解之后开始了开发和利用，后来，为

了满足人类自身无止境的欲望，对自然进行征服和索

取，在引起了自然的疯狂报复之后，人类终于明白，如

果想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就必须尊重并遵

循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要知道，人与自然并不是对立的，其实，“人本身是自

然的产物”，如果人类的目光短浅，只知道一味索取却

不懂得感恩和回馈，那么人类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

罚，使人类的未来面临困境。人类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

们：相互依存才是我们所追求的，这种观念的转变体现

了人类的反思。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母

子关系，毫无疑问，人类是自然之子，大自然是人类共

同的母亲。“自然不仅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家园，也是我们

精神和情感的栖息地。”《西雅图宣言》中写到，“大地是

我们的母亲，母子连心，互为一体。”从自然进化的进程

来看，地球已有了数亿年的历史，自然界的生命也已有

了亿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的出现只不过区区几百万年的

历史。可以说，人类是名副其实的自然之子。大自然不

但给予人类一个繁衍生息的场所，也给予了人类衣食住

行及文明发展所需的全部生活资料，就如母亲抚养自己

的孩子一样。还要明确一点，地球上适宜人类生存的条

件是由地球上其他生命体创造和维持的，比如植物的光

合作用为人类提供氧气和能量。如果离开了这些生命体，

人类就会消亡。但是如果没有人类，地球上的其他生命

却可以照样生存。

从知识层面上来说，人与自然可以描述为师生关系，

人类永远是大自然的学生。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发展

史和自然科学发展史，就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历史。

大自然作为人类的老师，其指导作用不但表现在自然科

学领域，还表现在人文科学方面。正如罗尔斯顿指出的，

我们还应当像遵循老师那样遵循大自然，因为自然具有

某种“引导功能”：他指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大自然面前，我们相互团结，我

们不会自大狂妄，我们变得有分寸；大自然还能告诉我

们应该期待什么，应该以什么为满足。所以，大自然教

会了我们应该如何生存。同时，人类的很多完美品格都

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的感悟。《易经》说：“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都是人

类学习天、地、水的优秀品质产生的智慧结晶。

从功利层面上来说，人与自然为一体关系，人类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条件都来

自于大自然。人类可能会认为，在生物进化和自然组织

所处的位置中，人应该属于最高位置。但真实的情况是，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

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体的。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顿所言：

“地球不属于我们，相反，我们属于地球。”恩格斯也说

过，“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

自然界的一致…”在恩格斯看来，人并非处于自然外部，

而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讲的人类自身与自然的一

体性，就是指人本身具有的始终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

属性。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而不

能脱离自然。那么，既然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万物之一，人类要认识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全人类共

同的家园。事实上，人类与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相

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我们要用真善美的价值去认识自然的价值，

人类改造自然应有一个限度。

3　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及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和谐关系是我们一直在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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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最终目标，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人类应该处在什

么位置？发挥出何种作用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本质上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个人类发展

与自然资源的问题，从辩证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

与人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

的发展规划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在自然界中处

于较低位置，通过采集、狩猎等方式获取资源。第二阶

段是主导地位，人类开始对各类自然资源展开利用，未

能考虑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三阶段是合作关系。

这一的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应保持合作、共生关系，

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能够对自然展开一定的保

护，实现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在这三个阶段中，人与自

然的关系从开始的依赖，到后来的征服，再到最后的和

谐共生，一直都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辩证

的发展趋势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大特点。

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并没有较强的独立性，

他们通常会依赖于某个社会、族群共同体，通过联合大

家的力量，对自然资源展开利用，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

可以看成自然包含人类，人们难以用肉体和自然相抗衡，

这时的人类发展层次是较为低下的，简单来说，这一阶

段是以自然为主导。

在第二阶段中，人类的科技、文明得到了极大发展，

很多新兴技术被应用到了自然资源的开发中，人类分工

逐渐细化，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有效拓展，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变得愈发频繁。这一时期人类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文

明，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一阶段以人类

征服自然为主题，在此期间，自然处在被动地位，人与

自然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现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

第三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

类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其个性化、自由性都得到了

较大程度发展。在这一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步入到了

一个全新的状态中，从最开始的人类利用自然到后来的

征服自然，逐渐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一阶段

中，人类开始思考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两者

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合理安排、统筹自然资源的利用，

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点，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变化中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是实现人类全面、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保护

自然的必要手段。

4　结束语

总之，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自然是人类的老师。所以，人类应

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应该牢牢地树

立起这种生态文明理念。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非

常重要，人们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这种认识就是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

把“征服”变成对自然界的欣赏，才是人类之福。

那些所谓的“征服”最终会破坏自然界的运行秩序，这

种“征服”恐怕就会演变为人类之祸。

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有理由相信，人类必将

会为人与自然的未来构建一幅美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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