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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核心所在，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理论基础之一。人类要实现可 

持续发展 ，必须处理好人类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合理开发资源 ，掌握适度发展的原则，使得人类与整个自然和谐相处 ，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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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的“天人合 一”是我 国传统哲 学一个重 要的 

思 想 ，也是 我 国传 统文 化 的精华 与核 心所 在。法 国 

哲 学家施 韦兹盛 赞它 “以奇迹 般 深刻 的直 觉思维 ”， 

体现 了人类最 高的生态智慧 ，是 “最 丰富和无所 不包 

的哲 学”⋯。它视 天 人 为一 体 ，强 调人 道 和天 道 ，自 

然 界 和 人 是 紧 密 相 连 、不 可 分 割 的 ，追 求 天 、地 、人 整 

体 的和谐 、圆满。这一思想 给我们 以启迪 ：人类 与其 

所处 的 自然环境 永远 是相 关 相连 的 ，它们 二者水 乳 

交融 、浑然一体 ，双方 处 于共生 共荣 的发 展之 中，而 

非体 现人类征服 自然能力 。 
一

、“天 人 合 一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资 源 环 境 观 的 理 

论 基 础 

“道 ”是 道 家 思 想 的 核 心 ，老 子 说 “道 生 一 ，一 生 

二 ，二生三 ，三生万 物 ”(《道德 经》第 四二 章 ，下引 此 

书 ，只注章名 )其 中的“道 ”指 的是天地万 物发生 的本 

原 ；“道”又是宇 宙万 物的根本规律 ，普遍地存在 于天 

地万 物之中 ，天地万 物 与人 有着共 同 的法 则 ：“人 法 

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 法 自然 ”(第二 五章 )；“道法 自 

然 ”之 自然 就 是 事 物 的 本 质 、本 原 ，是 事 物 之 所 以 成 

为事物 自身 的根源 ，它是 事物 自我完善 、发展 的全部 

内容 。 由于 自然 之 道 的存 在 和 运 行 ，才 有 万 事 万 物 

的产生 、发展 、繁荣 和衰 败 ，才有 人 类社会 的形成 和 

发展 。 同 时 又认 为 人 与 自然 具 有 同 等 的 地 位 ，人 与 

自然 不 是 征 服 与 被 征 服 的 关 系 ，“道 法 自然 ”强 调 的 

就是 人 与 自然 的 和 谐 相 处 ，天 地 万 物 按 其 本 性 都 是 

自然 的组成部分 ，我们人也应该是 自然的一部分 ，人 

类是整个 自然及 其 生态 系统 的一 个分 支 ，片 面地 视 

自然为 任意的索 取对 象 ，过 高地 视 自己为 自然 的主 

人 ，机 械 地 把 人 与 自然 截 然 对 立 起 来 ，都 是 与 自然 规 

律 不 相 容 的 。圣 人 的职 责 在 于 调 节 自然 的 变化 而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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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违犯其本 能 ，普遍成 就万物无所遗漏 。天人相合 ， 

天 人 和 谐 ，日臻 人 生最 高 境 界 。 

“天人 合 一 ”的可 持 续 发展 思想 体 现 在 “道 ”字 

中 ，这种 思想着重 于从 整 体 的、运 动 的、联 系 的观 点 

去认 识事物 ，将 “道”作 为宇宙万物 的总规律 ，揭示 了 

各种 事物之 间存 在着 相 互依赖 、相互影 响 的普遍 关 

系。这种思想 是一种追求人类 和 自然共存 的大生存 

智 慧 ，启 示 我 们 既 要 改 造 自然 ，又 要 顺 应 自然 ，既 不 

屈 从 自然 ，又 不 破 坏 自然 ，人 既 不 是 大 自然 的 主 人 ， 

也 不是大 自然 的奴 隶 。人类要 以真诚 的爱 心对 待 自 

然 ，恢复人 与 自然 的伙伴关 系 ，在现代 高科技 的基础 

上 ，实现新 的“天 人协 调 ”。我们人 类 目前 面临着许 

许 多多 的影 响可持续发展 的种种 问题 ：人 口爆涨 ，粮 

食 不 足 ，而 贫 困 人 口在 持 续 增 加 ；资 源 短 缺 ，而 且 资 

源 的 浪 费 日益 严 重 ，新 的 可替 代 资 源 有 待 开 发 ；生态 

环 境 日益 恶 化 ，现 代 工 业 文 明 病 层 出 不 穷 ，人 类 的 生 

命安全 得不 到保 障。诸如此类都是人类破坏 自然 的 

结果 ，正如恩格斯 所说 “人 类每 征服一 次 自然 ，自然 

都毫不 留情 地给予报 复。”所 以人类要走上真正意义 

上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道 路 ，必 须 遵 循 自然 规 律 ，遵 循 

“道 ”义 ，遵 循 “天 人 合 一 ”的思 想 。 

二、“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观 

资 源与环境是互 为依存 、相互影 响的 ，环境 的恶 

化很 大程度上是 不 合理 、不 科 学利用 资源所 导致 的 

结 果 。 主要 表 现 在 以下 几 个 方 面 ：1．上 百 年 来 大 量 

矿产 资源无序 开采 ，不仅破坏 了原有地形地貌 ，而且 

形成 了无数采空 区及地下洞室 ，从而诱发 山体沉降 、 

山体 滑 坡 和 泥 石 流 等 地 质 灾 害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我 

国仅 因 采 矿 引 发 的 地 面 塌 陷 面 积 已 达 8．7万 km2。 

2．由于 我 国人 口众 多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比发 达 国 家 少 

得 多 ，出现 大量 的毁 林 造 田 ，围 湖 造 田 ，扰 乱 生 态 平 

衡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3．破 坏 与 占 用 耕 地 。 随 着 生 活 

水平 的提高 ，各 种建筑物 、构筑物如雨后 的春 笋般 出 

现 ，占用大量 的耕地 ；另外 ，我 国 固体矿产 采选 产 生 

的各种 固体废弃物 累计存量 已达 2o余万 吨 ；露天采 

矿 和 各 种 废 石 尾 砂 破 坏 、侵 占 土 地 已达 2万 km2左 

右 ，并 以每年 2OO k 的速度 增 加。4．工 矿 企业 排 

放 的废气废水 。洗 、选 矿 的过程 中有大量废 水排 出 。 

如今 全 国各类矿 山每年共排放工业废水 2o亿吨 ；冶 

炼 中尤其 是一些 小矿 的土法 冶炼 中排 出大量 废气 ， 

据统计 ，矿 业每年共 排放 工业废 气达 5415万 m3，是 

形 成 酸 雨 的 重 要 污 染 源 【2】。究 其 根 源 ，都 离 不 开 人 

为 的 因 素 。要 么 根 本 上 还 “不 知 常 ”，即 不 认 识 其 中 

的规律 ；要么是 “妄作 ”，为 了某 种急 功近 利 的 目的 ， 

根 本 不 尊 重 事 物 的 客 观 规 律 ，不 爱 惜 人 类 赖 以生 存 

的 客 观 环 境 。 

资 源 是我 们 人类 社 会 赖 以生 存 发 展 的物 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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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是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动 力 和 客 观 条 件 。 1987年 

Bnmdtland女 士 (挪 威 首 相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委 员 会 

主席 )发 表 了 《我 们 共 同 的 未 来 》(Our Common Fu— 

mrs)。在该文 中第一次 明确提 出了可持续 发展 的定 

义 ：“可 持续 发 展 是 指 在 不 牺 牲 未 来 几 代 人 的 需 要 的 

情 况 下 ，满 足 我 们 这 代 人 的需 要 的 发 展 。”从 此 ，可 持 

续 发展的思想 和战略逐 步得到各 国政府 和各 界 的认 

同 ，其实质就是要 实 现资 源 的可持 续利 用来 保证 人 

口、经 济 、社 会 与环 境 的相 互 协 调 发 展 的 。 由于 我 国 

人 口基 数大 (13亿 多 )，人 均耕 地 、水 和矿 产 等重 要 

资源 的 占有 率 都 是 很 低 的 。 据 世 界 银 行 的 统 计 研 

究 ，我 国 已形 成 的 资 产 、人 力 资 源 、自然 资 源 的百 分 

比是 l8：64：17。 这 显示 我 国 的 自然 资 源储 备 是 世 界 

上 比较低 的。如果 盲 目地 照搬发达 国家 的那 种高消 

耗资源为代价来换 取经 济高 增 长 的模 式 ，是 不可 能 

摆 脱 当前 可 持 续 发 展 上 的 困 境 的 ，更 不 能 拯 救 自己 

未 来 的 生存 环 境 。 

三、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适度性 

我 国“天人合一 ”观所追求 的终极 性 目标是实 现 

人 与 自然 的和 谐 交 融 。 一 方 面 强 调 尊 重 自然 规 律 ， 

“顺 天休命 ”，“辅相天地之宜 ”，“知和 日常”，“复命 日 

常 ”L3 J。 另一 方 面 又 要 充 分 发 挥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作 用 ， 

“裁 成 天 地 之 道 ”，“范 围天 地 变化 ”。在 此 基 础 之 上 ， 

自觉与天地参赞化育 ，和谐共 生 。老庄反对 “以天助 

人”，要求“无 以人 灭天 ”，崇 尚 自然而 然 的本 然状态 

或 纯 真 本 性 ，其 意 在 消 除 和化 解 人 为 的 “胜 天 因素 ”， 

复归 于人 的纯 真 本 性 ，效 法 天 道无 执 无 著 ，返 璞 归 

真 ，追求一种 自然无 为 的精 神 境界 ，以实 现各 个 方 

面 、各 个 层 次 和各 种 事 物 之 间 的 和 谐 。 

科学 已经证 明并 且还将 继续 证 明 ，一切 具有生 

命 能力 的万事万 物都处 在循 环 往 复 、周 而 复始 的动 

态 平 衡 之 中 。 静 止 是 相 对 的 ，只 有 运 动 才 是 绝 对 的 。 

整 个 地 球 上 的人 力 资 源 、动 植 物 资 源 、水 资 源 、土 地 

资 源 和矿 产 资 源 等 资 源 系 统 各 要 素 之 间 相 互 依 赖 、 

相互 约束构成 了地球有 机联系整体 。而人 类作为一 

个开放系统 ，其 生命 就在 于 同外 界 环境 不 断地进 行 

物 质 与能 量 的循 环 交换 。 这 种 循 环 交 换 一 旦 失 去 平 

衡 ，遭 到破 坏 ，都 会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危 及 人 类 的 生 存 。 

过去的无 数教训告 诉我 们 ，人类 如 果依 然盲 目过 度 

地掠夺 自然资源 ，不 自觉保护 自然 ，保护人类 赖 以生 

存的 自然 环境 ，最 终必 然 陷入危 及人 类 自身 生存 发 

展 困 境 中 ，地 球 最 终会 失 去 盎 然 生机 ，人 类 最 后 必 将 

为 自 己掘 坟 墓 。正 如 罗 马俱 乐 部 主 席 佩 奇 惊 呼 ：“失 

去 了平衡 就意味着 大难 临头 ”。“天人合 一 ”可持 续 

发展的和谐 观提倡包容万物 、兼收并 蓄的博大精神 。 

诚如 庞朴先 生所言 ：“把人看 成 群 体 (整个 地球 生 物 

圈 ，作 者注 )的分 子 ，不 是个 体 ，而是 角 色 ，得 出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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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群体生存 需要 ，有 伦理 道德 自觉 的互 动个体 的 

结 论 ，并 把 仁 爱 、正 义 、和 谐 、义 务 、贡 献 之类 纳 入 这 

种 认 识 中 ，认 为 每 个 人 都 是 他 从 属 关 系 的派 生 物 ，他 

的命运 同群体息息相关 。”如今各个 国家都非常重视 

对 自然环境 的保 护 ，有 的 国家 还对 环保 立法 。许 多 

有 识 之 士 充 分 认 识 到 在 自然 循 环 过 程 中 ，个 人 应 与 

社会 的一 切现象融合在一起 ，以融合求发展 ，以发展 

促 融 合 。 只有 和 谐 才 能 持 续 发 展 ，没 有 和 谐 就 没 有 

地 球 生 物 圈 相 互 融 洽 ，就 更 谈 不 上 持 续 发 展 。 “天 人 

合 一 ”的这 一 可 持 续 发 展 思 想 有 助 于 突 破 人 和 自然 

主——奴式 的对 立格 局 ，并 为重建 人 与 自然之 间的 

关 系 ，为人类保 护大 自然 、维 护 自然生态平衡 提供了 

一 个新 的ql"值取 向和思维方 式。 

社 会 经 济 的可 持 续 发 展 必须 考 虑 到 自然 资 源 的 

长期供 给能力 和 自然环 境 的承受 能力 ，不 为眼前 的 

局 部 的 利 益 而 损 害 将 来 的 、全 局 的利 益 ；社 会 经 济 的 

发展既要满 足当代 人现 实 的需要 ，也 要不损 害后 代 

人 的潜在要 求 。如果 一 味地 不按 客观 规律办 事 ，过 

度地 向 自然索 取 ，想 征 服 自然 ，超 过并 打破 事 物 的 

“度 ”的极 限 ，打破 人类 与 自然 的整体平 衡和 天人 调 

谐状态 ，结 果将 是 “祸 莫 大 于不 知 足 ，咎 莫 大 于 欲 

得 。”我们 面临着人 口多 ，需求大 的现实要求 ，发 展是 

硬 道 理 ，关键 是 如 何 把 握 住 “度 ”的界 限 【4J。 老 子 说 ： 

“持 而盈 之 ，不 如 其 己 ；揣 而 锐 之 ，不 可 长保 。”其 意 思 

是 ：“保持盈 满 ，不 如适 可 而止 ；锋 芒毕露 ，锐 势难保 

长 久 。”可 见 老 子 并 不 一 味 强 调 发 展 ，而 是 必 须 掌 握  

适度发展 的原则 ，在遵 循事 物 自身发展 变化 规律 的 

前提下去寻求 自身 的发展 ，体 现 了人类 的生 存 与发 

展的矛盾 的辩 证关 系 。在一定 限度 内，发展 对生存 

起 到完善 和促进 作 用 ，人 口、资源 、环境 和社 会经 济 

相 互 协 调 发 展 ，可 以 达 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目 的。 但 超  

过 了一 定 的 限度 ，发 展 就 反 过 来 构 成 了 x．-j-生 存 的威  

胁 。这个 “度 ”如我们通 常说 的经 济发 展 “速 度 ”，经 

济 的 发 展 要 达 到 一 定 的速 度 ，如果 速 度 过 快 ，势 必 破 

坏事物之间的平衡 关系 ，引发 各种 社会弊端 ，势必造 

成 大 量 开 发 自然 资 源 ，破 坏 生 态 平 衡 ，引 发 生 态 灾 

难 。 

自然 界 总 是 按 照 其 自身 的本 性 、规 律 来 运 转 的 ， 

并通 过 相 辅 相 成 进 行 调 节 ，形 成 一 个 有 序 有 规 律 的 

自然和 谐 的统 一整 体 。人类 对 此 应 当 有 充分 的认 

识 ：1．人 类 要 重 新 意 识 到 人 类 只 是 自然 界 大 家 庭 的 
一 个 成员 ，人 的生存永远离不 开 自然界 ，人类 应该和 

自然 界和谐 、圆满地相处 ；2．要 树立 社会发展 资源环 

境 观 ，合 理 开 发 自然 资 源 ，增 强 环 境 保 护 意 识 ；3．要 

运 用高科技手段研 究 自然发展与人类社会 发展 的关 

系 。切 记 无 “度 ”的 发 展 主 义 就 是 癌 症 ，就 会 危 及 自 

然和人类 自身的生存 。道家“道法 自然 ”的天人合一 

思想 对 当 前社 会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 

人 类 应 当切 实 尊 重 客 观 自然 规 律 ，切 实 关 注 人 类 的 

生存 环境 ，特别注意发展 的“度 ”，掌握 “度 ”与发展 的 

辩 证 关 系 ，时 刻 保 持 清 醒 的 头 脑 ，确 保 人 类 真 正 迈 上 

可 持 续 发展 的 道 路 。 

[参考文献] 

[1] 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8． 

[2] 朱占江．“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学启示及其现代意义 

[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19(4)：105— 

106． 

[3] 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91． 

[4] 丁润生，何跃．思维学探新[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 

司出版 ，2002． 

(责任编辑 ：欧阳雪梅) 

· 69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