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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是日本著名的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家，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岩佐茂教授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总结和分析了日本在消灭公害和环境保全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主要的理论和思想，指出了日本环
保思想的成就和局限；同时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环境保护中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各自的优势、特点以及不足。
此书内容丰富，观点深刻，对我国研究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著作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
阅读《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可以引起我们研究马、恩著作中环境思想的
兴趣。
此书关注的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
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怎样深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
作者肯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没有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
全书的基调就是把人与环境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成社会关系使然，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是要
从社会关系及其伦理责任的规定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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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岩佐茂：1946年出生，于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肄业。
现任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
 著作：《环境的思想与伦理》(旬报版2007年5月。
中文版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唯物论与科学精神》(白石书店1983年版)；《哲学的现实性》(有斐阁1986年版，合著)；《人的生存
与唯物史观》(青木书店1988年版)；《黑格尔用语事典》(未来社1091年版，合著)；《(德意志意识形
态)的诸方面》(创风社1992年版，合著)；《环境的思想》(创风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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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言中文版序序 环境思想的课题一 20世纪是环境破坏的世纪二 环境保护对环境问题的挑战三 
研究环境问题的思想方式1 理念的形成2 自然观的转变3 环境伦理的建立4 生活方式的变革5 方法论的功
能6 批判的功能第一章 公害问题和环境问题一 从产业公害到公害和环境问题1 经济高速增长下产业公
害的爆发2 对环境问题关心的高涨与公害行政的倒退3 重新被放大的地球环境问题二 “公害”界定及
其原因1 公害发生的原因(一)——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是公害发生的原因吗？
2 公害发生的原因(二)——关于“生产关系说”的探讨3 关于区别公害和环境问题的讨论三 今天的公害
和环境问题的观点1 地球问题和地域问题相统一的观点2 抛弃道德主义对问题进行社会科学分析的观
点3 把生活方式的改革与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统一起来的观点4 环境保全与拥护和发展人权以及民主主义
相统一的观点5 环境保全与反核及和平相统一的观点第二章 环境与经济协调方式上的思想对立一 环境
与经济的协调问题1 环境与经济和开发之间协调的两种方式2 日本的“协调论”的展开及对其进行的批
判二 环境权的思想及其展开1 作为基本人权的环境权2 舒适环境的思想3 环境影响评价的思想4 自然享
有权思想三 可持续开发的思想1 “可持续开发”概念的形成及其内容2 在“可持续开发”概念上的意
识形态对立3 可持续社会成立的条件四 回收再利用思想1 回收再利用思想的理念2 废弃物引起的环境破
坏3 建立循环型生产体系的条件第三章 保护环境的环境伦理学一 什么是环境伦理学1 作为“新伦理学
”的环境伦理学2 自然环境及其破坏3 环境伦理学的几种倾向二 扩展“价值”与“权利”概念的尝试1 
“动物的权利”论2 生命体的“固有的价值”3 自然物的“法的权利”4 内在于整个自然界中的“固有
的价值”5 关于“未出生后代的权利”三 “固有的价值”与“权利”概念扩展的不可能性1 “权利”
概念扩展所包含的问题2 把“价值”概念运用于人以外的事物可能吗3 似是而非的问题——自然的“权
利”与“固有的价值”四 作为“另一种环境伦理学”的“宇宙飞船伦理”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的环境
保护观点一 问题的提出二 青年马克思的环境保护观点1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马克思的唯
物论2 自然的人本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三 《资本论》中的环境保护观点1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
代谢2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扰乱”——自然破坏四 恩格斯的环境保护观点1 青年恩格斯对公
害的分析2 导致“自然报复”的自然破坏五 “支配”自然还是“适应”自然——本顿与格伦德曼的争
论1 本顿的重视对自然“适应”的立场2 格伦德曼的批判与本顿的反驳3 恩格斯的“支配”自然问题六 
生产力主义与生产力问题1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主义2 生产力的质的问题3 作为人的各种能力发展的
生产力的发展4 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第五章 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一 有益于环境
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1 劳动生活与消费生活的方式2 追求方便的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3 采用有益于环境
的生活方式的意义4 与生产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的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二 承担大量生产的资本的逻
辑1 由大量生产体制造成的环境破坏2 环境问题上的资本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的对立3 评价企业对环境
的态度的重要性三 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 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2 市场经济还是生态社会
主义3 从生态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附录：马克思主义与回收再利用思想序文一 回收再利用思想的基本
理念1 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回收再利用2 作为循环经济的回收再利用3 什么是“废弃物”二 对
现代的批判——回收再利用思想1 现代社会摆脱不了的问题——废弃物2 被重新提出的废弃物问题三 
作为环境问题的废弃物问题1 一直污染环境的废弃物2 废弃物排出者的责任问题四 从过剩消费到回收
再利用型生活1 用完就扔生活方式的主角——大量生产2 向重视回收再利用价值意识的转换新增部分Ⅰ
人对自然的价值态度前言一、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两种劳动观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和主体
——客体的辩证法三、人类中心主义所包含的问题四、“环境”概念和“生态系统”概念五、对于自
然环境的价值态度Ⅱ 实践唯物论与生态思想一、马克思的辩证的实践唯物论二、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实
践唯物论三、马克思的异化和物化概念四、生产和消费中的知识重组——以人与自然的正常关系为价
值标准五、近现代“自然支配”的观念六、以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目标的实践唯物主义Ⅲ 日本循环
型社会的构想与对立序言一、为什么要建立循环型社会二、建设循环型社会的措施三、从“促进循环
型社会建设基本法案”看循环型社会的形象四、建立真正的循环型社会Ⅳ 研究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视角
一、应该怎样去建构环境伦理学？
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所包含的问题三、如何看待生物的价值问题？
Ⅴ 环境思想的先驱——蕾切尔·卡逊Ⅵ 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序言一、作为相互依存关系的共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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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存在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三、人与自然的共生四、实现共生的体系、技术、生活方式五、控
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Ⅶ 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一、马克思思想中包括了环境观点二、马
克思主义缺少环境观点三、本顿和格伦德曼之间的争论四、构建一个保护环境的体制后记译者后记修
定版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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