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人类该到哪里去寻找真正能使自己从这种危

机中走出来的思想武器呢？西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者富有说服力地告诉整个人类：这种思想武器现成

就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就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引出的生态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

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如果人

们要问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还有没有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可这样说，指引人们走出生态危机是其最

大的现实意义。在当今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理

论，但无数的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足以承担起指导人

类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人们终将会认识到，唯

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这三部马克思创做于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中，就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世界观思想，它们为当今人

类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

马克思的《手稿》以提出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
但实际上，马克思是把自然异化与劳动异化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异化之所以与劳动异化密不可

分，是由自然的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总是强调自然

通过劳动产品直接进入人类历史，而正是在这一意

义上，马克思又总是把自然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来

看待，并称自然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这样，马克思谈论异化的时候也总是不仅把劳

动异化，而且也把自然异化包含于其中。马克思所说

的异化既是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类自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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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由于在马克思那里自

然异化和劳动异化都来源于人类的实践生活，从而

自然异化的本质并不比劳动异化概念“更加抽象”[1]。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改造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

而提出来的，其中一个重大改造就是把自然异化也

纳入异化的范围。马克思把黑格尔视为是第一个发

展了劳动异化概念的人，但认为他是在唯心主义领

域内发展的，其主要表现为黑格尔只是把异化看作

是脑力劳动的异化，黑格尔未能认识到人类实践活

动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异化的基础，这种异化不仅仅

包括人类对其自身的异化，而且也包括人类对其自

身的真实的感性存在的异化，亦即人类同其与自然

关系的异化。人们以前只是认识到马克思的异化概

念与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之区别，主要表现在异化在

黑格尔那里只是精神性活动的异化，而马克思强调

异化是人的真实的感性活动的异化。实际上这还是

不够的，但应把是不是把自然异化也视为人类异化

的一个内容看作是两者的一个重大分歧。
马克思对自然异化的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对土地

异化的剖析上，因为土地异化本身是自然异化的一

个典型表现。马克思一语中的：土地异化表明了这样

一个事实：“土地也像人一样”，已经降到“买卖价值

的水平”[2]。
土地异化如此，其它自然物的异化也是如此。马

克思强调自然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具体地说，是由私

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他引述托马斯·闵采尔

的话来抨击私有财产的罪恶：“眼开眼睛吧！什么是

罪恶？是高利贷、偷窃和掠夺，还是我们的贵族和王

室把所有的财产据为己有？”[3]私有制度是一种金钱

崇拜的制度，而正是金钱崇拜使金钱成了一种独立

的东西，成了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于是人类本身

的价值被剥夺了，自然本身的价值也被剥夺了。《手

稿》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个重要

方面是揭示了“私有财产制度与自然的对立”的普遍

性，即说明这种对立不仅发生在农业和大地产领域，

而且也发生在大城市之中。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大城

市中环境的退化已使工人的异化达到了这样一种程

度：在那里，光、空气、清洁都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而黑暗、污浊的空气和未经处理的污水构成了他

们的物质环境。从马克思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自

然的异化给工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不仅使他们

丧失创造性工作，而且丧失了生活基本要素。

马克思在《手稿》中第一次引入了“联合”和“联

合生产者”的概念。这是马克思对如何消除自然异化

的深刻探讨。既然自然异化是由私有财产制度带来

的，那么消除异化也就必须以消除私有财产制度为

前提。那么如何消除私有财产制度呢？马克思在这里

提出通过“联合”来实现。
通过“联合”消除了自然异化的社会就是共产主

义社会。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仅是一个人道主

义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马克思所

描述的共产主义与他所考察的社会中的“工人普遍

卖淫”和大城市中的“普遍污染”，即“死的物质”以金

钱的形式统治了人类的需求和自身发展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描述，乃至他在

《手稿》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个生态世界观，即他的自

然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

超越”，即“对异化社会的征服”[4]。

二

《共产党宣言》常被一些人误解为是“反生态

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这种指

责，实际上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上来反对现代主

义，即“隐含着一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假设”。
这些批评《共产党宣言》反生态的人，抓住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话大做文章。例如，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赞扬过对“自然力的

征服”，对“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在这些马克思的

批评者看来，这是马克思反生态的“铁证”。必须对赞

扬“自然力的征服”、“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这两句

话要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是以赞赏

的口气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好事，“饥荒”这一

马尔萨斯的“幽灵”，已通过这种那种方式被资产阶

级生产推后了，他们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非常清楚

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赞美“自然力的征服”、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可是看不出他们祈求一种

“普鲁米修斯主义”，即并没有推崇“毫无保留地”以
牺牲农业、牺牲生态为代价的所谓机械化与工业化。

任何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意识到，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对资产阶级

文明的赞美，并不是放弃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而

是借此导入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思考。实际上，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结尾处就已经

结束了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赞美，做出了这样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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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

“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

来的魔鬼了”。这实际上已涉及到资本主义文明的片

面性本质所造成的一系列矛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伴随资产阶级文明

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中，就有生态矛盾。他们

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特征伴随着大

多数人口相对贫困的增长”，与此同时他们也明白，

“‘自然力的征服’伴随着自然的异化”，并且提出这

种自然的异化“存在于作为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

乡分离之中”[5]。而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特别

是在第二部分的“十点计划”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

生态矛盾问题已做出了简短的但又深刻的论述。
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

把关于建立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作为“关

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马克

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共产党

宣言》中已经形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决乃是超

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消除城乡对立

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人类生态问

题的解决“有赖于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视野”，“有赖

于把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直接目标”。在生态问题

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方面“小心

翼翼地避免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未来社会设计远

远脱离现实运动的蓝图的陷阱”，另一方面还是强调

了“通过行动来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以便创造出

一个可持续的社会”。这里所说的“行动”就是反对资

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里所说的“可持续的

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三

《资本论》公认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但人们

往往忽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
理论。实际上“新陈代谢”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

中极为重要，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把他对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联结在一

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削的批判、对资本

主义地租理论的批判以及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

判。也正是借助于这一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

究深入到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领域，从而展开了

对“环境恶化”的深刻批判，而正是这一批判“预示着

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7]。
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首先要弄明白马

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这一概念的含义，即要明了马

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指的是“自然和社会之间通

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其次要

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断裂”是什么意思，

即要了解马克思用“新陈代谢断裂”来表述这样一个

事实：“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着

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

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8]。马克思的

“新陈代谢”和“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主要取自于农

业化学家 J.V.李比希，但马克思对李比希的相关概念

的内涵做出了重大修正，例如对“新陈代谢断裂”这
一概念马克思就做出了两个方面的修正：一是不再

把这一概念局限于描述土壤肥力的衰竭，而是用这

一概念来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自然异化”、“物

质异化”；二是不认为这种“断裂”仅仅发生在某一地

区和国家，例如欧洲的英国，而是强调这是整个资本

主义世界，甚至是全球性的特征。
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最重要是要知晓

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的分析。生态马克

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可以从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

裂”的原因的分析中得出以下八点结论：1.资本主义

在人类和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中催生出“无法修补

的断裂”，而地球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永久性生产

条件；2.这就要求新陈代谢的“系统性恢复”成为“社

会生产的固有法则”；3.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

规模农业和远程贸易加剧并扩展了这种新陈代谢的

断裂；4.对土壤养分的浪费反映在城市的污染和排放

物上；5.大规模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共同参与了对农

业的破坏；6.所有这一些都是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写照；7.理性的农业需要独立的小农业主或者

联合而成的大生产商自主经营其生产活动，这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8.现状需要对人类和

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进行规整，从而指向超越

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9]。在这八点结

论中最核心的就是把包括土壤衰竭、城市污染等在

内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阅读《资本论》，特别是研究马克思在这一著作

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马

克思的如下告诫：“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

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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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10]如果说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新陈代谢断裂”主要是

土壤肥力的衰竭，从而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品

的远距离贸易是“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那么到了

19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

“新陈代谢断裂”的关注从土壤肥力的流失扩充到整

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说，“新陈代

谢断裂”这一概念已被马克思普遍地用以说明资本

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马克思对“新陈代谢断裂”
根源的分析也从比较直接、表面的城乡分离、远距离

贸易深入到较为深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土地

私有制。

四

上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的三部主要著作的分

析，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下面让

我们进一步思考，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生态世界观

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这种现实意义主要

体现在对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

供了深刻的启示。起码有下述四点启示：

第一，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人类究竟应当具

有什么样的存在状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

人类理想社会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对此，马克思的

生态世界观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们应当毫不

犹豫地向着马克思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既然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类属于物质世界

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

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

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
从而两者原本非但不冲突，而且有着不可分割的内

在联系。人与自然界中的其它存在物的关系是伙伴

关系，它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

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把自然主义作

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强调共产主义就是人

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的生态世

界观的最根本之处。马克思明确地说道，这种积极的

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

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

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

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

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

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

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

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马克思为我们所

描述的这一理想社会的图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

的完美结合这一奋斗目标在当代世界中仍充满现实

意义！

第二，我们正面临着生态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究

竟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它究竟会把我们人类引

向何处去？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能使我们充分认识

到生态危机的本质，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对我们人

类的危害的严重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

将使我们人类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究竟能否继续下

去，就取决于当今人类能否跨过生态危机这个坎。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一方面在“应然”的层面上

展开的，即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理想

社会究竟应当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又在“实然”的
层面上展开的，即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揭露了现实世

界中人与自然之间是如何对立的。
由于马克思是从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的高度阐

述了人与自然对立的实质，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本质，

从而我们也可以从根本上来认识生态危机的危害。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态危机将使我们人类丧

失基本的生活要素，生态危机不消除我们人就不成

其为人，就是非人。如果我们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来获取那种富裕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由于以人

与自然相对立为前提，从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幸福。按

照马克思的论述，人无止境地侵犯自然，自然界也会

对人类做出报复，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必然毁灭。我们

一定要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来警告自己，永远使自

己处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永远记住我们人

类实际上已危在旦夕。
第三，当今人类至重要的是要知道生态危机究

竟是如何造成的？是一些人所说的是由于科学技术、
现代性、工业化本身造成的还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

生态危机是人类追求现代文明的一个必然归宿还是

可以消除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

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因

此，生态危机并不是不可消除的，只要人类限制和消

69



除资本逻辑，人类就可以走出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

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人

类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

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

是与自然根本对立的，只要资本的逻辑在这一世界

上还畅通无阻，那么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就是缘木

求鱼，一句空话。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

最大启示就是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要摆脱生

态危机就只能是梦呓。人类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不

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残酷地剥削另一些

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制度，也在于这是一个

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盘剥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

对抗的制度。
第四，当今人类究竟如何着手去消除生态危机

呢？固然消除生态危机是一项综合工程，它需要各种

因素综合地进行，但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是什么呢？

由于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

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于资本逻辑，从而它就必然合乎

逻辑地得出结论，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与一场反对资

本主义的斗争，人类反对生态危机与反对资本主义

应当是同步的。
由于马克思用以说明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破坏

“新陈代谢”，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

从而马克思对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

义私有制才能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论证也是富有说服力的。我们必须记住：改变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与资本主义利润原则

彻底决裂的过程”，只有与资本利润原则相决裂，才

能确保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废除

异化劳动是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必要条件，要把

改变异化劳动与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结合

在一起；“有计划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

陈代谢”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个实现了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界这一必然领域获

得真正自由的社会，而这样一种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

就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加以控制”；把“让生产者联

合起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联合起来的生产

者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解

决所有制问题，即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

制是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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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马 克 思 主 义 指 导 下 进 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 Civil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hen Xueming

Abstract: The Western study of ecologic Marxism shows that facing the current world ecologic crisi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 civilization must adhere to such an ideological weapon as Marxist ecologic world
outlook.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apital contain abundant ecologic world outlook, including the criticism of natural alienation in capitalism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 contradictions. Nowadays, Marx's ecologic world outlook is of great practi－
cal significance, the core of which is that only by overthrowing capitalism can ecologic crisis be really r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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