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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维的历史生成

1.1《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维的理论溯源

研究恩格斯的生态思维离不开对于自然科学和自然

观的把握，依赖于不同时期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所

产生的相应的自然观。恩格斯通过对历史上形成的自然

观的理解，结合唯物辩证法发展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生

态自然观，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生态思维。

1.1.1 古代朴素主义自然观

古代朴素主义自然观从自然本身出发来探索和解释

自然界。自然哲学家们用自然物质本身来说明自然，将

世界万物看作相互作用的统一的整体，试图寻找一种

“最原始的物质”来构建万物统一，将万物的本原归结

于具体的物质形态，演化为不断流动的运动有机体的自

然。古代朴素辩证自然观中整体性、普遍性的视角，自

然及其内部元素相互联系且不断运动变化的思想，对恩

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1.1.2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

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

中产生，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而飞速发展，出

现了牛顿运动三大定律，归纳演绎方法以及笛卡尔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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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利带有明显机械色彩的“动物是机器”、“人是机

器”等代表性思想。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将自然数学化，

将宇宙机器化，把地球上一切动植物甚至人体的器官视

为机械的零件。它虽然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却将

自然界看作是死物的堆砌的生命体，忽视事物之间固有

的联系，用静止、孤立、片面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导致

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 导言 ]》

中批判了近代机械主义自然观，认为该理论否定了自然

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

学，突然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

1.1.3 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

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康德、黑格尔、费

尔巴哈关于自然的论述中。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

创者，将人的主体意识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认为人

类可以运用理性对自然界进行主宰，并贬低了自然界本

身的普遍法则与内在规律。由于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立

场，黑格尔从“原则出发”，将唯心主义辩证法强行注入

于对自然界的理解之中，认为自然界是精神的自我异化，

所谓自然界的发展也只是概念的发展。恩格斯批判了这

种“头足倒置”的辩证法，认为“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

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

念的下降才存在。”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了自然的先在性和

客观性，却将人和自然变成了抽象的内容。

1.1.4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自然界先于人存在，具

有客观性、先在性和前提性。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将自

然理解为与人的实践劳动相结合的“社会”的、“历史”

的、“人化”的自然。同时，揭示了“逐利性”、“赚钱本

质”的资本引发生态危机的必然，并从社会制度层面对

生态危机的解决作出了设想，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恩格斯在辨证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实践

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揭示自然界

的运动规律，主张“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

和循环中运动着”。

2　《自然辩证法》中生态思维的现实背景

2.1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伟大成就

18 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实证

和知识材料，这些材料迫切需要系统性地整理和理论性

的概括。恩格斯认识到辩证法思维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

重要性，并提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

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

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同时，能量

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以及生物进化论等突出性成

就为恩格斯创建自然辩证法思维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恩格斯逐渐发现“认识和控制日常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

所引起的较远的影响”，例如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科学技

术改造自然资源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却因为资本

逻辑下的“无节制”导致更严重的生态问题。总之，自

然科学的迅猛发展成为恩格斯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生态自

然观的原因与动力具有其逻辑必然性。

2.2 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逐利性

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人类从顺应自然逐渐开始走

向改造自然的发展道路，工业革命则成为人与自然关系

的转折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人们对自然

的关系由曾经的“崇拜”转向“征服”，并逐步想要完全

控制自然，利用高科技手段加深对自然界的无休止掠夺。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推进与发展导致了极为严峻的生

态危机，进一步损害人的身体健康，破坏适宜的居住地，

增加传染病的风险。如恩格斯所言，河流“被各色各样

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一切腐烂的肉类和蔬菜都散

发着臭气”，这些臭气在市区的滞留“势必要造成空气的

污染”。这种发展状态显然是无法持续的，人类急需一种

新的生态思维来指导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恩格斯的实

践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便因此而生。

3　《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思维的核心理念

3.1 以劳动为纽带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关系

首先，自然具有先在性。人在自然中进化发展而成

为人，恩格斯表示，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的产物。

从人的生命演进的过程来看，生命是整个自然界演化出

的一个结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

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这是人得以产生、完善与

发展的物质“始基”。人从自然界演化出生命之后并不

是止步于“人猿分离”的阶段，而是仍然在此基础之上

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自然界不仅是人类产生的物质

“始基”，也是人类得以继续完善和发展的物质“养分”。

其次，人类具有能动性。人来自于自然的先在性条

件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

的能动性。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与自然界的关

系不再是“崇拜”与“被崇拜”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

而是在逐步确立对自然界主体性地位的过程中有目的、

有计划地改造自然，通过主动自觉的实践活动来改变和

支配自然，使“自然之物”变为“为我之物”以满足自

身的需要。当然，这里谈到的“改变”和“支配”并非

是指主体对客体的绝对统治，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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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时，也不可避免受到自然规

律的限制，而越是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越能激发人们通

过认识并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界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最后，人类与自然辩证关系统一于劳动。劳动是人

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桥梁和纽带。恩格斯指出，从笨拙的

类人猿逐步进化为可以直立行走的人类，手脚的分工起

到的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决定意义的一步是手的自由可

以使人制造工具以满足自身需求，人类由此真正进入到

劳动阶段。人对自然的支配也不断地扩大着人的交往范

围，社会成员的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迫切需要沟

通与交流。语言和人脑在此过程中得到进化，人类开始

形成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而意识的发育又反作用于人

类的生产劳动，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

会。因此，“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总之，人既受到自然

规律的限制，需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同时又在劳动

过程中不断适应自然规律，发挥特有的能动性，为自然

界打上“人化的烙印”。

3.2 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和谐共生是恩格斯构建的一种人与自然界理想的状

态，然而在现实层面，受眼前利益的诱惑而违背自然界

的客观规律进行盲目的生产劳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对立和

冲突愈发明显。恩格斯认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进

而带来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恩格斯以西班牙种植场主大肆焚烧古巴山坡上

的森林以获取咖啡树的巨额利润不顾土壤的生态循环为

例揭示了这些资本逻辑下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自然界

成为资本逻辑下的牺牲品，同时也导致了行为反噬：资

本主义无节制的生产方式引发了自然界的生态危机，生

态危机会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影响，恢复经

济要继续加速对生态的破坏，以此陷入恶性循环，这种

现象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生态与经济

的对立。

生态危机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问题，

实际上是掩盖在生态自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冲突。仅靠改变人们自然生态观念的转

变是无法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局面的。工人作为劳

动产品的创造者，财富却集中在资本家手里，留给工人

的只有自身的贫苦和愈发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

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的被压迫与

压迫、被剥削与剥削关系的反映。若想真正解决人与自

然的生态矛盾，就需要改变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人与人

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因此，恩格斯指出，只有建立“有计

划地生产与分配的自觉地组织”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

根本上实现人的和解，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维在“两山论”中的

应用

“两山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协调处理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高度凝练。“两山论”的理念核心就

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

论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

提出充分发挥好、依托好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就可以推

动经济得到高质量发展。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国情

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

创新性地提出“两山论”。

4.1“两山论”坚持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达到和谐

统一

恩格斯追求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中人与自

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是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

条件。“两山论”作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方案继

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

产物，人类的发展要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与自然界和谐

发展，否则将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要求人类在对自

然的开发利用时，要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做到两者

的统一。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来讲不

仅是精神文明，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人类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与自然的统一性

关系，以损害“绿水青山”为代价一味地去追求“金山

银山”则会造成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升级，最后不仅无

法实现“金山银山”还会使得“绿水青山”难以恢复，

最终使人类社会走向灭亡。所以当“两座山”之间产生

矛盾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绿水青山”的现实价值。

“两山论”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当代体现。

4.2“两山论”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

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思维强调自然具有先在性，

人的生产活动也具有能动性，二者辩证统一于劳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看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

的辩证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社会在追

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仍不能忽略生态环境为人类

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依旧来

自于自然界，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物质转化为生产

资料，进而通过劳动将其进一步转化为完整的商品，没

有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就无法实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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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生产层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物

质基础。

“两山论”不仅深刻认识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统

一性，还进一步对人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对待环境

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人们深刻把握事物自身及事物之

间固有的联系、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当“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两者产

生矛盾时，我们也要将生态环境放置优先地位。“把生态

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

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就变成了金山银山”。将生态

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环境保护型发展模式转变，取缔

为换取经济利益而破坏绿水青山的现象，证明了经济建

设与环境保护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是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

“两山论”充分发挥和应用了《自然辩证法》中的

生态思维，不仅认识到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

并且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良好的生态环

境，这对我们进行正确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有利于促进人们的生活幸福。

参考文献：

[1]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8：1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228.

[3]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8：18.

[4]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8：42.

[5]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8：1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2：320.

[7]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8：314.

[8] 恩 格 斯 . 自 然 辩 证 法 [M].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18：303.

[9] 习近平 . 之江新语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