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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0月 18-19日 , 由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 、 复旦大学哲学学

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上海市重点学科共同主办的 “生态

伦理与知识的责任” 国际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 。司徒博 (ChristophStueckelberger)教授 、美国生态伦理

学家菲利普 ·克莱顿 (PhilipClayton)教授 , 以及来自国内多所著名高校的生态伦理研究专家 , 如复旦

大学的陈学明 , 张庆熊 , 邓安庆教授 , 浙江大学的王晓朝 , 张新樟教授 , 清华大学的卢风教授 , 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杨通进研究员等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现将会议综述如下 。

一 、现代化建设要以生态文明为导向

《环境与发展 —一种社会伦理的考量 》 一书的作者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司徒博做了首席发言 , 他在

题为 《为何故 、 为谁我们去看护———环境伦理 、 责任和气候正义 》 的发言中 , 首先向我们展示了环境

问题在世界和中国的严峻处境 。他强调 , 虽然我们为解决环境问题想出了各种措施 , 并在一定程度上产

生了效果 , 但问题的症结最终不是这些外在的措施 , 而是改变我们的整体观念和认识。在他看来 , 离弃

现存的生活方式而寻找新的方式是一个内在之旅程 , 它是需要离开 、 悲痛和重新定位的心理和精神过

程 。这种精神的核心思想是认为自然资源不是我们个人的所有物 , 它们不属于我们 , 而是人类的公共利

益 。他倡议人类在地球上要像客人一样:地球是一个公共的客宅 , 它被给予所有生物 , 以便其能有尊严

地生活其上 ,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客人都应尊重客宅的律法和义务 , 总之 , 人类未来的生活和现代化建

设要以生态文明为导向。

美国生态伦理学家克莱顿在题为 《过程哲学对社会转向追求 “共同福祉”可以做出何种贡献 ?》 的

发言中指出 , 所有文化和文明都是作为同一个人类 “事件 ”的组成部分 , 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

将能使人们为建构一个和谐世界而非充满战争的 、 “相互毁灭 ” (MAD)的世界而努力 。他认为在所有

的人类文化中 ,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是最早看到了平衡和和谐重要性的先驱 , 中国哲学对于唤醒人类那

些深埋于过去的深层智慧 , 同时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 帮助人类在前进的进程中矫正自己的方向有重要

作用。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副主任陈学明教授在题为 《论生态文明与伦理

约束》 的发言中指出 , 盲目崇拜资本 、科技 、生产 、 消费的思维定势是与生态文明相冲突的 , 建设生

态文明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克服这种思维定势 , 具体地说就是必须对资本 、 科技 、生产 、 消费做出伦理和

道德的约束 。在他看来 , 第一个需要进行伦理约束的行为是一味地利用资本 , 人们必须在利用资本的同

时限制资本;第二个需要进行伦理约束的行为是盲目地推崇科技 , 人们必须在推崇科技的同时驾驭科

技;第三个需要进行伦理约束的行为是无限地扩大生产 , 人们必须在扩大生产的同时改变生产;第四个

需要进行伦理约束的行为是迷恋刺激消费 , 人们必须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引导消费。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卢风教授在题为 《生态价值观与制度中立 》 的发言中指出 , 全球性生态危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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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现代化的后果 , 是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在全球扩张的后果 。不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 人

类就摆脱不了生态危机。就此而言 ,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 绝不应被视为一个大而无当的口号。生态文

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 , 只有走向生态文明 , 人类才能以文明的方式与地球生物圈共生共荣 。

卢风教授随后从制度和理念这两个维度分析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并探讨制度的中立

性和生态价值观的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 , 为走出生态危机 , 走向生态文明 , 我们必须改变 “大量生

产 ———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 的生产 、 生活方式 , 必须摒弃经济主义 、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 , 必须

改变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为克服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 , 就必须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生态文明为导向 , 建立起反映生态的市场和社会 。

二 、生态伦理学的未来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高兆明教授在题为 《生态保护伦理责任:一种实践视域的考察 》 的会议论

文中指出 , 保护自然生态的伦理责任基础在于自然生态是人的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自然生态问题

是现代性问题 , 资本与现代技术是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有赖于社会政

治秩序的公平正义。在他看来 , 自然并不在人外 , 而在人中 , 而人就是人的生活世界。人对于自然环境

的责任 (关切与保护), 原本是对于人自身存在的责任 (关切与保护)。我们只有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

立思维中彻底摆脱出来 , 才有可能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具体认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自然生态环

境保护的伦理责任 , 只有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 , 而是作为一种实践理性时才是现实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杨通进研究员在题为 《全球环境正义及其伦理基础 》 的发言中 , 以罗尔

斯的正义理论为基础 , 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正义的分配内容 , 继而探讨了全球环境正义的四条基本原

则 , 最后从资源禀赋的偶然性 、全球原初状态 、全球合作体系三个角度为全球环境正义提供了伦理证

明 。在他看来 , 全球环境正义是全球正义理念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 , 是在全球范围分配

环境善物与环境恶物的重要指导原则 。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副主任张庆熊教授在题为 《生态与拯救:解读

〈圣经·创世纪〉的环境伦理意义》 的发言中指出 ,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 , 每一个生物都在为维持自己

的生存而活动 , 但是生物与生物之间结成一个共生的关系 , 生物之间存在一个食物链 , 一个生物以食别

的生物为生 , 但整个生物的类却得以保存 。只要地球上的这一生态结构没有遭到破坏 , 地球上的生命就

能得以延续 , 只要人能把地球上的草地 、 树林 、蔬菜 、 飞鸟 、牲畜 、 昆虫 、鱼类 、 走兽管理好 , 人的生

存就有保障 。在他看来 , 只有当人在应用知识和技能的伦理态度方面发生根本的转变 , 承担起知识的责

任 , 不用知识谋私利 , 而用知识为人类的千秋万代谋福利 , 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

会议的最后 , 邓安庆教授点评了司徒博的著作 , 他认为 ,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了 21世纪之后 , 不仅

是中国 , 而且整个国际环境伦理学界 , 都在试图对原有的各家各派思想进行综合创新 , 以便为人类在新

世纪的共同生存开辟出一条可行之道 。这种愿望和语境正是翻译司徒博教授 《环境与发展 — 一种社会

伦理学的考量》 的原由所在。在他看来 , 该书是以社会 、 制度 、共同体 、普世为框架 , 包含经济伦理

学 、政治伦理学 、发展伦理学 、神学伦理学等在内的综合性著作 , 强调的是跨学科性和在最广泛的公共

生存空间中考察伦理规范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 , 某种程度上 , 司徒博的这本书可看做是环境伦理

学的一部 “百科全书 ”。就此而言 , 对于试图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的中国学界 , 司徒博这样一本既

有知识性 、 创造性 , 又有历史性的著作 , 无疑是不得不吸取的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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