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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总是在矛盾中辩证地发展。
现代工业文明在带来进步的同时，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也暴露出它固有的内在缺陷，突出表现
为生态、环境和资源压力日渐增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出。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曰益增长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美好的要求，全世界都需要
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体制结构，探索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之一，提出力争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
消费模式，到2020年全面小康实现之时，使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这对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我国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
当然，这也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那就是要深入而全面地探讨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和系
统建构。
     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既要改变思维方式，也要改变行为方
式；  既要改变生产方式，也要改变生活方式；既要改变道德和观念，也要改变法律和体制。
必须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不仅仅是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更是涉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
明的整个社会文明形态的变革。
应该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在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基础上，  以
生态学规律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从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三个层面进行改善，建立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全面提升人的生活品质的同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经
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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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人到底是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的仆人？
抑或还是其他什么关系？
在费希特的《人的使命》一书中，存在着自然的体系与自由的体系的区别。
在费希特看来，在自然的体系中，人是自然的仆人。
不是人把他自己造就成某种不同于自然使他成为的人，而是自然把他造就成他所成为的人，人的行为
是自然联系的必然结果，善恶都取决于自然，为善无功，为恶无过；在此，人没有自由，他仅仅作为
自然力量冷漠地对待自己的同类。
费希特认为，自然的体系诚然能够使人获得客观知识，但又残害了人的心灵。
但在自由的体系中，人则是自然的主人。
不是自然使人成为他所成为的人，而是人本身把他自己造就成他将成为的人，人的行为就是要达到至
善，善恶都取决于人本身，为善有功，为恶有过。
在此，人则是自由的，他需要爱，要使自己耿缅于同情之中，而这种同情的最高对象就是人本身，实
现这种同情的唯一方式就是人的行动。
费希特认为，自由的体系诚然能够使人达到人类之爱，但又囿于自我意识的范围。
而在我们看来，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仆人，而应是自然的朋友。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友好的和谐关系。
当然这种和谐是在人与自然相互矛盾的辩证运动中所决定的。
一方面，人要保护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体；但另一方面，人为了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又必须动辄杀
生。
“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义务尊重一切生命体，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有生命的‘兄弟姐妹’。
但是由于这种慈善必须由自身开始，因此，为了尊重‘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得不牺牲一些其他的生
命：被我们吃掉的动物和植物（没有人能光靠吸收矿物质过活），为了治愈我们的疾病而被我们杀死
的微生物，为了保护农作物而被我们杀死的害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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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权与人权的融合》是自然权与人权的融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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