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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观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高俊敏，范业明，邹小兵，郑泽根 
(重庆大学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45) 

摘要：面对13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本文应用系统 

科学原理，从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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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系统的基本属性 

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 

体，系统内的各个要素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各要素之间的这种相 

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非常复杂的复合和相 

干【】J。各种不同的物质系统本身又是更大系统的部 

分，它们都处于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和永不停息的 

运动变化中。系统观的实质是科学的物质观，是揭示 

客观物质世界发展的内在联系、相互关联脉络的支撑 

和系统呈现，也是联系规律的揭示和概括。 

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确认系统是自然界物质存 

在的普遍形式。19世纪中叶，恩格斯从本体论上考察 

“系统”，明确指出系统是自然界物质存在的方式。确 

认自然界物质系统的普遍性，不仅要把整个自然界看 

作一个系统，而且要认识到自然界中的一切物质客体 

都自成系统。从微观的基本粒子到宇观的总星系，从 

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人类社会到人类思维，都无一不 

自成系统。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点已经 

作了极其深刻的说明，在非生物界如基本粒子、原子、 

分子、地球上物体、地球、太阳系等，在生物界如生物 

大分子、细胞、个体、群体、生态系等都是按一定规则 

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组成具有确定结构与功能的相 

对独立的系统。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客体不仅自成系 

统，而且又互成系统，这也说明自然界物质系统的普 

遍性。 

自然系统所具有的属性，主要是指自然界所有物 

质都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所谓自然系统的 

整体性，是指系统的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构成一 

个有机整体，系统是各要素的有机集合而不是各要素 

简单的机械加和，系统的性质、功能和运动规律不同 

于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即系统具有组成要素所没有的 

性质、功能和运动规律，与它们未组成系统、独立存在 

时有质的区别。自然系统的结构是指自然系统诸要 

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它表现为系统内部的组织形 

式、联系方式或秩序。自然界的基本相互作用是一切 

物质系统结构的本质与根源，而自然界的各种系统的 

结构则是这些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 

自然系统的功能是与结构相对应的基本概念，它指系 

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所呈现的能力，是系统故有能 

力的外部表现，它揭示了系统对外部作用的能力，反 

映着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外部施 

加影响和作用的功效 J。 

二、人类社会在综合巨系统中生存发展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生存发展是处在 

天、地、生态环境这些被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包围之中， 

人类是在不停地演化着的自然中诞生，又在与自然共 

同演化中生存和发展。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是人 

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发展和不 

断进化的历史。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组成为一个有 

机的不停地不可逆演化着的非平衡巨系统，自然和人 

类社会均是组成这个巨系统的独立系统，而它们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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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许许多多的子系统、子子系统组成。这些系统、 

子系统、子子系统之间既有竞争性的一面，又有协同 

性的一面，它们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异性。它们之间不 

停地交换着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都在不停地从 

有序向无序或从无序向有序演化着，有涨有落，有生 

有灭。我们人类社会作为巨系统的一员，本身内部的 

子系统、子子系统之间在发生竞争、协同、生与灭的演 

变；它在外部又与自然的各种系统、子系统、子子系统 

不断发生着竞争与协同的演变。人类社会就是在这 

样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种类繁多的系统、子系统、子子 

系统的不断演变、生灭交替、竞争与协同杂处、有序无 

序的综合巨系统中诞生、生存和寻求着发展的【3J。人 

类社会要在这样一个综合巨系统中持续生存发展就 

必须处理好它内部本身的子系统、子子系统之间的关 

系，以及它与其他系统、子系统的关系，也就是必须处 

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与人类组成的这个综 

合巨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依这个有 

机整体生存发展和演化，这个整体特征正是从系统哲 

学角度看问题的首要特征，也是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 

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一种是天大于人，人类必须听命于天。在原始 

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类受着盲目自然力的支配，自然界被看作是主宰人 

类命运和前途的异己力量，所以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 

环境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和损害。正如马克思所说：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 

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 

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 

权力”【4J。在这种情况下即产生了“畏天命”、“尊天 

命”的思想，也就是以听天由命为特征的“天命论”或 

“宿命论”。 

第二种是人大于天。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 

与自然关系从原始统一向严重对立转化的过渡时期。 

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自然界原始面 

貌的改变并不显著，人和自然之间依然维持着朴素层 

次的和谐。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o世纪5o年代，人 

类凭借科学技术这个强有力的武器，在控制自然、改 

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获得了愈来 

愈多的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消费品。人们普遍认为，人 

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人类可以征服自然。也必 

能战胜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自然，即以人定胜 

天为特征的“人类主宰论”或“抗天论”。正是在这一 

观念的鼓舞下，人类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但是，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下，人们追 

求的主要是自然界来合乎人的需要、目的和特性，却 

较少考虑如何使人的需要和特性等适合自然的特性、 

法则和生态规律。正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对自然资源 

的盲目掠夺和攫取，最后爆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当今全球性问题超越了国界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界限， 

成了全人类共同不得不面对的急迫问题。 

第三是天人合一。在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以后，人 

类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 

了《寂静的春天》，提出了人为活动造成环境灾害的严 

重性。人类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认识 

到了自然是人类的朋友，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由 

此形成了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和谐的“天地人和 

论”。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 

历史和当代现实，要求把自然和人类作为社会生态的 

整体系统加以对待，要求人们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 

不仅注意到自然变化及人和自然关系变化的近期结 

果，而且要注意这种变化的长远结果，要求人们改变 

过去单纯强调以自然为征服改造对象，以及主宰和统 

治自然的种种观念，制止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树立 

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新观念，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一定 

历史阶段生态环境容许的限度内。从系统中的角度 

分析，人类对自然有能动性、自然对人类有制约性、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类对自然有能动性 。人是具有自然力的社会 

存在物，为改造自然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内在动 

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具有 

能动性。人类的创造活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能活 

动，人能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并使其为自己服务。 

动物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改变自然界，而人通过自己 

的活动，通过劳动，使自然物质形态按照对人有用的 

方式发生改变，从而使其最终满足人类自身的目的和 

要求。人化自然、属人世界的不断扩展与拓深，标志 

了人的主体能力日益增强。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生 

态地位不仅是作为杂食性消费者，而且是生态系统的 

调控者。人作为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其调控对象是人 

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在人类产生以前，甚至在人 

类产生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生态是靠自然调节机 

制来调节的，当生态陷入无序时会经过自我调节达到 

新的有序状态。但是，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无限度的 

滥用，尤其是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污染，使大自然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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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暇，单靠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难以恢复正常状态， 

此时即需要人类充当调控者的角色。正如马克思所 

说：“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控和控制人与自然的 

物质转变过程” J。人类应该自觉地有目的地利用自 

己的能动性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遵循自然 

规律和尊重自然权利的基础上发挥出的主观能动性 

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 

自然对人类有制约性。人作为自然界长期演化 

发展的产物，最基本的属性就是自然性。“人直接的 

是自然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 

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维持人类生存的 

“人的无机的身体” J。自然创造了人，没有人，自然 

照样能够存续，而没有自然，人只能消亡，人类的命运 

绝对地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状况，所以自然对人类 

有制约性。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自然与人的关系是 

整体与部分、层次与层次以及环境与系统的关系，因 

此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性可归结为整体制约、层次制约 

和环境制约 。 

系统论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个大系统，而人类是 

这个大系统的一个组成要素。由系统的整体性可知， 

作为整体的组成要素的性质、功能与运动规律要受到 

系统整体的制约，所以自然对人类有制约性。人作为 

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是有形的、感性的存在物，由于它 

的血肉之躯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它永远不可能 

完全摆脱外部自然和自身自然的制约，在任何时候， 

人的能动性的发挥都不是不受制约的，不是无限的、 

绝对的。 

人类社会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相对于自然界 

来说，自然界是低级层次系统，人类社会是高级层次 

系统，因此自然对人类制约是低级层次系统对高级层 

次系统的制约。虽然低级层次系统发展进化到高级 

层次系统产生了质的飞跃，但低级层次系统的某些要 

素、结构、功能和规律仍留存于高级层次系统中，构成 

起源联系，从而对高级层次系统施加影响和制约。 

人类是开放系统，自然是人类的环境，因此自然 

对人类的制约是环境对系统的制约。系统与环境有 

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在交换中，环境通过改变系 

统的结构与功能来实现对系统的影响。例如，生物与 

人类的生成是环境影响、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和人 

类能否在地球上持续存在与发展亦取决于合适的自 

然环境条件能否稳定地存在，在地球上曾经盛极一时 

的恐龙的灭绝即是自然环境恶化的结果。 

由上可见，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是必然的，不可避 

免的。人类只有认识与遵循自然规律、系统规律和社 

会经济规律，积极主动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 

创建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高度统一的 

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 

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社会是天、地、生、人这 

个不断演化着的自组织综合巨型系统整体的一个有 

机部分。要使这个巨型系统的整体运动变得和谐有 

序，一方面，人类不能盲目强调能动性，用征服者的身 

份去战胜自然，另一方面，人类也不能盲目强调自然 

的受动性而畏天命，完全听天由命，而应该积极主动 

地充当这一自组织运动中的协调者，因为人类毕竟是 
一 个有思想、能制造和改进工具，并能利用生产劳动 

来完善与推动此巨型系统向着和谐组织演化的唯一 

群体。人类本是自然的产儿，应该与自然环境和谐相 

处。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系统都有着一 

个共同演化的趋向，就是自组织倾向。由人类社会与 

自然组成的这个综合巨系统的走向总是向着和谐甚 

至有序的动态平衡演化，它们之间会通过自同构、自 

复制、自催化、自反馈、自控制等五种基本 自组织形 

态，在整体演化中走向基本的动态平衡。在自然界这 

个大系统中，人与自然是协同进化者，人与自然的交 

互作用，表现为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也就是 

说，人类在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再生产出 

新的自然界。这两个世界“高度相关”，相互渗透，不 

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它们必须协调发展和共 

同进化，通过相互之间的适应性选择和制约，在人类 

建设自己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同时，维护 

地球健全的生态系统，不断地提高生态系统维持生命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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