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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老的东方文明，蕴涵着深刻的生存智慧，它引领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之路。
但是，这悠远如古钟的智慧之音，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机器轰鸣和隆隆炮声，渐渐淡去。
人们在享受物质主义带来的繁华感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飓风、海啸、干旱、洪水、疾病、污染、贫困、战争⋯⋯灾难接踵而来，也使人们开始反思高速发展
背后的隐忧，人类文明能否走出危机，在于能否找到新文明的转型方向，这就是生态文明。
而古老文明当中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正是生态文明的价值核心，也是人类打开通往未
来之门的钥匙。
　　我认识本书的编者廖晓义女士已有18年了。
她是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是一位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思考者，也是环境保护领域
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实践者，多年来一直在思索文明的转型和出路。
5·12四川地震后，在政府支持下，她与有识之士们一同，探索与实践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在《东张西望》这本书里，她通过与几十位国内外学者富有哲思的访谈，从东方智慧的角度，阐
释了对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这一终极命题的独到理解。
　　悠扬的晨钟再次在东方响起，这蕴含着祖先智慧的声音，正在引领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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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张西望：廖晓义与中外哲人聊环保药方（附光盘）》主编和采访人廖晓义也是一位环境影视
独立制片人。
在拍摄了涵盖美国、德国、荷兰、挪威、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系列专题片《全球环保之旅》之后
，她把镜头转向一些自然气脉未断、传统文脉尚存的中国乡村。
《用东方智慧守望家园——中国生态乡村的五个样本》，以布朗族的千年古茶、侗家的祖传糯稻、傣
族的五树六花、藏医的乡亲乡情、内蒙的草原文化五个短片，从不同的侧面昭显了传统的生态智慧、
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对于生态保护的意义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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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硕士、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法学荣誉博士
；曾是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专业
访问学者、中央电视台《环保时刻》专栏独立制片人；发表了上百万字关于生态文明的文章，主编了
《公民环保行为规范》《乡土中国绿色读本》等环保读物；参与和推动了“绿色生活”、“绿色社区
”、“绿色传媒”、“乐和家园”等现实进程，是一位“做”而论道的哲学工作者。
　　廖晓义曾获得2000年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2001年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奖”、
“2005CCTV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国家环保部等七大部委颁发的“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农业部等六大部委支持的“2007生态小康建设贡献人物”，2008年获国家发改委支持的“改革开放
三十年个人贡献奖”、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奖”；同年作为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
力慈善项目”的获奖者之一，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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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潘岳：指导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成功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国情结合。
什么是中国国情？
一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硬件，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伦理等“软件”。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最高原则的又一追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
择。
这个必然性，除了大家都知道的人口、资源、环境，还有着深厚的文化需求，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本身
所蕴含的生态文明。
　　西方环境思潮兴起四十年，有一个普遍规律，即先开始都把环境当作是一个技术问题，大家都在
研究用什么样的技术来治理污染。
后来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迅猛发展，这就上升为一个经济问题，就开始
设计各种鼓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
后来又发现牵扯到全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甚至牵扯各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时，环境问题就上
升成为政治问题。
这几年，尤其是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政治主流时，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环境问
题最终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
去年戈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了一句话： “环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他这句话很有代表性。
　　例如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
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说，这是美国式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危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
因为金融衍生品代表的现代虚拟经济必须完全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因投机产生
的道德风险迅速扩大为整个金融链条的失效，就会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最后就会彻底宣告“今天花完
明天的钱”的生活方式的破产。
顺便一提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华人群体总体来说受损害比较小。
因为祖祖辈辈的教诲让他们不习惯没钱还要贷款买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车，他们喜欢踏踏实实挣钱、量
人为出地花钱、缩衣节食地为子孙攒钱。
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廖晓义：正如您所说，西方人眼中的环境问题从技术问题，到经济问题，再到政治问题，最后到
文化伦理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走了一条弯路后开始与中国文化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相交汇；而中
国虽然具有文化上的先天优势，却不幸被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于是逐步丧失文化自觉，也走了一段
背离传统东方智慧的弯路。
近年来的全球生态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似乎又使我们重新回头去关注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潘岳：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
鸦片战争后开始“洋务运动”学技术；甲午战败后转学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帝
制建立民国，但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便使国人特别是精英们认定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有问题，于
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上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之路。
之后，中国历代精英都选择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先不论伦理文化的缺失所造成
的损失，也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造成的困惑，仅就生态层面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
，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的国情又支撑不起。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30年间集中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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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说明，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的人口资
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和谐。
所以，我认为，这次危机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和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大好机会。
　　西方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以建立在工商业和金融业
上的城市为载体的文明。
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
工业文明产生的原因很多，例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但根本原因是发现了
新大陆，开拓了殖民地，在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时，也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统
统转移出去。
转移了几百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什么危机都能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谁让大家“不幸”生
活在同一个地球。
因为气候危机一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新奥尔良；海水上涨不光全淹掉南太平洋小岛，也
会淹掉纽约。
　　从文化上看，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即将人视为自然万物的主宰和中心，就是
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
事实上，人的欲望可以无限，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西方工业文明在300年间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财富，几乎等于传统社会的总和，但也消耗了亿
万年的自然储备，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
　　廖晓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追求物欲的思维恰恰是出现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面对
这么多的灾难和困惑，我们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出路？
古老的东方文明在其中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潘岳：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
西方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出农耕文明，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它也必将走向历史的尽头。
时代正在召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
就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所奠定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三大关系，在人
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
当然，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相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暴露出来的内在困境，各国一部分政治精英与学者已开始全面研究世界各大
文明和古老宗教中的生态智慧，试图从中寻找摆脱困境的路径。
他们发现：　　从基督教文明来看，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
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进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
等。
为这些权利而奋斗，已成为二十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
　　从伊斯兰文明来看，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就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
《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代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适度地
利用自然，反对穷奢极欲和浪费，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
主的确不喜欢浪费者”。
　　从印度文明来看，印度教徒蔑视外在和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精神。
与其他民族崇拜精英不同，印度教社会的精英都崇拜那些隐居于森林之中半裸体的圣徒，认为其体现
出的精神力量是永恒的。
因此现代印度则有抱树运动，人们抱着树，防止林业工人砍伐森木（心中的森林），这被全世界看作
是应用印度教思想的一次环境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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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廖晓义是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是一位具有哲学专业背景的思考者，也是环境
保护领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实践者，多年来一直在思索文明的转型和出路。
5·12四川地震后，在政府支持下，她与有识之士们一同，探索与实践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在《东张西望》这《东张西望：廖晓义与中外哲人聊环保药方（附光盘）》里，她通过与几十位
国内外学者富有哲思的访谈，从东方智慧的角度，阐释了对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这一终极命题的独到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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