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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观的现实映照

杨雨环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南昌　030502

摘　要：自然观思想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蕴含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观思想，其主要是论述了

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并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不谋而合的，因此说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观在新时代的现实映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的自然观思想

在新时代之下对于我们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实践指引与价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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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观的科学内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中蕴

含了丰富的自然观思想，马克思在其中对于自然观的看法主

要是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类实践活动尚未踏足的自

在自然，二是被人类实践活动涉足并打上烙印的人化自然，

还基于此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 即：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1.1 自在自然

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尚

未踏足的自然，也就是没有人的参与没有经过人类实践活动

改变的那部分世界，也被称之为“纯自然。自在自然是客观

存在的，首先具有客观性，然后马克思又从时间的维度方面

提出了自在自然具有优先性，即自在自然优先于人的地位，

指出了“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

活于其中的自然界”。

1.2 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是相对于自在自然而言的，所谓的人化自然

就是说被人类涉足过的经过了人类的实践活动改变了的打

上了人的印记的那部分自然界，也被称之为“人化的自然”。

在《形态》，马克思认为人化自然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实践

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实践这个中介而且是唯一的中介将

自在自然与人类社会联系起来，所以人类活动这个实践中介

既是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前提又是使自然

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

1.3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在《形态》中，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内涵主要包括了两方

面的含义，一是自在自然，二是人化自然。首先是从关注自

在自然开始，第一关于人与自然的产生问题来看，“自然界

就它本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一方面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人又

依靠自然界而存活，人与自然是统一的。第二从人与自然关

系的变迁来看，人是在自然界中产生的，一开始人类敬畏自

然，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人的主体

性尚未得到显现，随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不断增强从而

逐渐发展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于是人在这一过程中人就

具有了社会属性。最后马克思指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就要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

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

门内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人类才能真正做到

自由的劳动，才不会对自然界造成破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

的统一。而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依靠的还是人类的实

践活动，也就是说要以实践为中介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自然观的现实映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论断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阐述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深入理解《形态》中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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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可以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理

论逻辑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因此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形态》中自然观的现实映照，《形

态》中自然观思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成的的理

论逻辑。

2.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遵循了人与自然统一体

的思想

马克思在《形态》中认为自在自然是前提与基础，人

化自然则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社会保障，人与自然是统

一的，两者不可分割。一方面，人类是在自然界中产生的，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自然界又为人类提供

了物质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

么也不能创造。”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更没有人的实践活

动。与此同时人在自然界面前还具有受动性，“自然地理环

境的优劣对人类的社会生产会产生巨大影响”人类会受到自

然环境的制约，正如习总书记提出的“自然是生命之母，人

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也充分说明了人依

靠自然界而生活，人类是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之中发展，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一旦离开了自然界就不能生存

和发展，而自然界离开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将失去活力。因

此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形态》中人

与自然统一体的思想。

2.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

辩证统一

前文中说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联系的统一体，

实者也说明了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

统一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过程中。一方面，人在

自然面前具有受动性，人类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也就是

人要遵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但是另一方面人在自然界面前

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作为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在自然规

律面前可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

提下去改造自然使之造福人类社会。就像恩格斯所说“我们

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

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

辩证统一的承继，遵循了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做到了人

与自然的发展的良性互动，是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因

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人与自然关系

的辩证统一。

2.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承继了实现“共产主义”

的远大目标

马克思在《形态》中说明了人与自然界异化的根源在

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指出了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根本举措在于坚守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消灭分工和私有

制，也就消灭了人与自然异化的力量，从而达到人的完全自

由的劳动，只有这样人类才不会为了个人的私欲而对自然界

造成破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的条件。”这一思想与习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是一致的，一方面，个体与共同体是有机统一的，

也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

在。另一方面，个体与共同体又是交互发展的。因此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承继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

目标。

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然观对当代中国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在《形态》中通过以现实的人为起点论述了自

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并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又立足于人的

本质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还提出了实践是联系人与

自然的重要桥梁与纽带进而提出人与自然要在社会历史中

实现统一。因此深刻理解《形态》中自然观思想对于新时代

之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3.1《形态》中自然观思想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正所谓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形态》中蕴含的丰富自然

观思想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又为新

时代之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

供了理论指导，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出了

指导，而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正是立足于当下环境恶化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时代之答。

正如马克思在《形态》中就指出了自然界是有限的，人与自

然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人与自然一体的关系，因此人类对于

大自然的资源不能无节制地开发与利用。《形态》中的自然

观思想要求我们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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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过分强调自然的优先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是不可

取的，要明白人与自然是相互发展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

人类一定不能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而要在遵守客观规律的

条件之下发挥人的主体性合理地对自然进行改造，最终达成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人与自

然关系最好的相处状态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逻辑支点。

3.2《形态》中自然观思想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指引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很强调实践的作用，在《形态》

中也不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述了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还立足于实践来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人类的主体地位并不是要求人类凌驾于自然界之上，西

方那种依靠野蛮和掠夺的方式进行现代化是不可取的，我国

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实现人与自

然的辩证统一，旨在给人们造就一个环境舒适、生态宜居的

美好家园，这既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的指引，

又是一项对世界人民有益的伟大工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马克思在《形态》中自然观思想的逻辑旨归，同时也是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国的生态

建设要坚持《形态》中的自然观思想，坚持自然观思想不是

说要回到人与自然的最初的那种原始状态，而是以现实的人

为起点，秉持着人民的立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推行绿色健康发展，做到发展经济与生态保护

相协调，以绿色发展方式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因此我们要对《形态》中的自然观思想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理

解，同时立足于我国当下的时代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有问题导向去深入分析我国的生态发

展态势，还要同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

想结合起来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

3.3《形态》中自然观思想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提供了价值遵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马克思在《形态》中自

然观思想的价值旨归，这一思想做到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问题，秉持了生态为民的价值立场，彰显了生态惠民的

价值底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是将马克思在《形态》

中自然观的思想真正落实到了实处，在当下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的问题中焕发出强大的力量。生态为民与生态惠民的理念

实者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生态领域的生动体现，是中国

式现代化在生态文明方面的价值彰显，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

建设进入到攻坚期，所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

需要遵循以人为根本宗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

需要，坚定人民立场，做到生态惠民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马克思在《形态》中也认为，只有到达共产主

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才会根本消解，从而达到人的价值

与自然价值的和谐互促，才会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

为共产主义阶段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没有了私有制，没有

了资本逻辑的裹挟，而进入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就蕴含了这一价值取向。因此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强理念的指引，注重生态文化思想的

建设，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良

好的生态文明新风尚，让民众都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生态文

明的建设之中，将生态文明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4. 结语

终上所述，马克思在《形态》中对于自然的内涵进行

解读，提出了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并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

统一。而《形态》中关于自然观的思想在当代依然焕发着真

理的光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形态》中

自然观的现实映照。因此深刻理解《形态》中自然观思想对

于新时代之下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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