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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出发，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人化自然”的观点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

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提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路。以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为指

导，有助于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并总结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的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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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sensual activities, Marx elucid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
ture, the idea of “humanizing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revealed the root cause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provided ideas for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aking Marx’s ideas on ecolog-
ical ethics as a guide will help us to deeply grasp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the path of “moderniza-
tion in which human beings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to summarize the possible paths for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n which human beings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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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现代化加剧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这不仅揭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还无形地昭示出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伦理危机。一种试图从道德和伦理角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潮逐渐盛行

起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人类的生存利益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及坚持众生平等的“自

然中心主义”思想。从本质上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拘泥于单一的价值

主体，从而走向了形而上学的困境。马克思克服了这一缺陷，他在认识自然界优先性的同时，也在人与

自然的互动过程中，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

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过程中也不断影响着自然。基于这种

认识，马克思以感性活动为中介，构建了纯外在自然、人化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三维视野的自然观，破

解了生态伦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困境。 

2.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2.1. 人与自然的关系 

首先，自然是人存在的基本条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

世界，工人是无法创造任何东西的[1]。没有自然界，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它不仅为人类提供必需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还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享用和消耗的精神食粮。这决定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绝对不能超出自然承载的能力，否则人类就会遭受到来自自然的反击。正如恩格斯所说：“但是我们不

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 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 
其次，人在自然面前是能动的存在物。动物与自身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人把他的生命活动本身作

为他自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对象[1]。劳动是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的要素。马克思曾指出过，

与灵巧的蜜蜂相比，最蹩脚的建筑师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建筑师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就已经在头脑

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候得到的结果在这个劳动开始的时候已经观念地存在于劳动者的头脑中

[3]。可见，人的劳动过程服从并指向一定目的展开，而动物自身活动根本不存在这种特性。在人与自然

的关系中，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人正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确证自身的价值。 
最后，社会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阵地。马克思认为“自然”、“人”、“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

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

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

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和社会都很难实现充分发展。劳动者与自己

生产的劳动产品发生异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力量越多，其创造的成果越多，产生的异化力量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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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除此之外，在生产的整个环节中，工人主要停留在生产环节，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迎合资本的需要来创

造出各种各样的产品。工人们无法进入到资本的交换、流通甚至是最终的消费环节。工人们与资本家之间

的社会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原本体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替代。 

2.2. “人化自然”的观点 

“人化自然”即自然的人化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才能确认自身是

“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活动， 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

现实[1]。自然界由于人类劳动的参与，“自在自然”变为“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指的是人类

在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逐渐把握了自然界潜在的规律，把自然作为自己实践的作用对象，加以利用

和改造，使自然界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这是感性活动的结果。 

2.3. 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本质上是“物质交换”的过程。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要与自然界进

行物质交换。“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
它包含了自然的“物质交换”、社会的“物质交换”以及双方之间的“物质交换”三种形式。自然的“物

质交换”和社会“物质交换”不是单轨平行开展，而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一“物质转换”过程中，人类

通过劳动把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转化为所需的形式，以满足自身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也把部分消化不了的

残余物归还至自然界。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类生产和消费大抵可以实现供需平衡，意味着“物质

变换”遗留下的残余物，自然界可自行消耗掉，对大自然的伤害还并不明显。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

下，劳动异化冲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资本家凭借手中的资本控制着工人的劳动，无偿占有工人的

劳动成果。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者不但无法凭借自己的劳动来实

现自身价值，反而使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到摧残。自然界在资本家眼中成为了可以任意索取和掠夺的

天然宝库。所以，马克思不由得指出，“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交换的

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4]。 

3.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意蕴 

3.1. 揭露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在人类文明形成之前，自然界一直处于一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自然演化过程中。大自

然自身也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这种力量是无需人为过度的干涉就能实现平衡的理想化状态。然而，在

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整个自然界都成了可以随意提取的对象，成了一个巨大的物质储存库。资本家无限

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要求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这带来的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完全不能及时

被有消费能力的人们消费掉，造成相对过剩。这一部分不能带来增殖的“无用”的产品自然会被排斥到

自然界，不同程度地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同时，在资本增值的价值逻辑中，社会生产以获得最大的利

润为根本，毫不顾忌自然的发展规律及其承载能力。资本家盲目地、无休止地扩大生产、无限追求财富

的活动中，开垦和挖掘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资源储备的短缺。甚至消耗的这部分资源被资本家认为

是“身外之物”，没有被他们计算在生产成本之内，这种将剩余价值作为其唯一目的社会生产方式，显

露出资本价值积累的贪婪本性，它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 

3.2. 提供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路 

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上是自然与社会“物质转换”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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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失衡”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作为主体性存在，是被看作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

必然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受物的依赖关系的支配，这种关系是单方面的索取而非双向依赖。如

此，在资本家们眼中，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分开的、对立的而不是统一的共同体，他们认识不到自

然对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劳动者本身也逃脱不了资本

“异化”的命运，人的劳动被贬低为索取财富的手段，工人从事的大多是重复性机械式的作业，智力水

平得不到提高也没有施展的空间，这必然生产出的是片面的、畸形的人。由此，人就无法发挥聪明才干，

认识不到被剥削和压迫的事实，争取不到改善生存和生活的权利。所以，马克思不由得高声疾呼，必须

要完成对“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2]。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下，人们作为联合起

来的生产者能够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转换。在那里，生产资料实现全民所有，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务必要瓦解资本逻辑，消除异化，解救资本逻辑困境下的自然界和

人本身。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资本的积极扬弃来完成。它指的不是消除资本的物质形式本身，而是消

除资本这种私有财产的私人占有的性质。 

4.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意义 

4.1. 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然界得到重视。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物为本”的发展逻辑，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

发展思路。“以人为本”不等同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而是坚持以人的实际需要为中心，采用

科学的、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自然资源的效益最大化。从“物”向“人”的转变，强调了对待自然资源时，

不仅要考虑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着眼于未来世代的福祉。它改变了对自然的一味索取的做法，反

映出了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极大关怀。 
其次，人自身得到解放。分工是异化条件下劳动社会性的表现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劳动

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分工，带给了雇佣工人们沉重的灾难。马克思曾这样描

述道，“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

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

下”[3]。中国式现代化提倡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体现了劳动的创造性和

生态性。美好的生活环境依靠人们勤奋双手打造出来，这大大张扬了人的个性，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

供了可能。 
最后，自然、人、社会趋向和谐统一。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企业为争夺剩余价值，赢得较

大优势，进行封闭式地生产。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盲目的生产造成生产过剩，使得社会生产比

例严重失衡，造成资源浪费，加重环境负担。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对自然的控制，提

倡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在生产中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中寻求发展，努力实现社

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4.2. 指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可能性路径 

4.2.1.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马克思指出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理论从来都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自然界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场所，必须坚持尊重自然为前提，把自然视

为人类重要的合作伙伴；在顺应自然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学会自我约束，不被欲望驱使；在共同构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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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凝聚起保护自然环境的共同力量。 

4.2.2. 赋能“绿色技术” 
“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

地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

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4]。这极大地肯

定了科学这一精神产品进入到物质生产系统后转变为财富创造的重要手段。但是，并非所有被誉为“绿

色”的技术发明都能与环境需要完美契合。因此，我们必须要细致地考察它们是否符合“物质转换”的

规律，是否有利于减少资源耗费，是否实现了污染排放量的减小。众所周知，高污染、高耗能、高成本

的技术本身就违背了生态的初心。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要最大程度确保每

项技术朝着绿色、低碳、高效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绿色科技的作用和价值，从而缓解人

类生产需要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4.2.3. 引导公众广泛参与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人民群众是享受和

创造美好生态环境的主体。每个个体在享用自然资源的同时，都有义务承担起保护这颗蓝色星球的责任。

生态资源不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少部分群体的特权，而是社会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因此，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牢牢把握人这一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行动呼唤，我们必须要加强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积极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鼓励人人做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响应者和自觉践行者，主动将小“我”融

入群体的大“我”，共同汇聚起保护生态系统安全的磅礴力量，实现人人共享生命之美，自然之乐。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生态伦理学思想避免以一种孤立的视角去探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是凸显

人、自然、社会的共生性。它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规律，推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

协调互动，是我们需要不断坚持贯彻的理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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