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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共同体主义在有机哲学的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关于有机共同体的生成、
实现及现实意义的基本问题。 有机共同体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认为“现代性”思维

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与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是其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有机共同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人类、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 有机共同体主义主张培育和践行

共同体主义价值观,坚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有机共同体主义的现实意义

表明,有机共同体理念有利于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整个人类的合作共赢,并逐步迈向生态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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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共同体主义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围绕生态文明主题而对共同体做出的一种新诠释,其理论

研究集中于对有机共同体思想的内涵界定、缘起与理论基础的追寻、内容及特征的梳理、思想定位

及启示的探索等。 文章目的在于探寻有机共同体的生成、实现和现实意义等基本问题,增强人们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

一、有机共同体
 

“共同体”属于共同体主义哲学范畴。 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1] ,但共同体不只是人

类范围内人与人组成的共同体,还包括人类、自然及社会构成的整个星球。 何谓有机共同体? 在对

有机共同体的研究和解释中,王玉鹏和丁威[2] 认为:“有机共同体是一种超越现代性而走向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思维方式、实践行动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转向共同体主义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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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往面向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李长学[3] 指出:“有机共同体既是一种区别于

‘二元对立’和‘个人主义’思维的共同体思维与生态思维,也是一种有利于生态可持续的实践行为,
还是一种层次多元的社会组织。”其层次的多元化不仅包括血缘共同体(宗族),还包括地缘共同体

(学校、城市与国家)和非地缘共同体(人际关系)等。 有机共同体是一种超越现代性而走向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生态可持续的实践行为,是层次多元的社会组织,其本

质也是一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系统。

二、有机共同体的生成
 

有机共同体主义思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有机哲学为基础,在批判现代性和反思生态灾难的

过程中,极力探索有利于人类社会有机发展、人与生态和谐统一的后现代生活方式。
(一)有机共同体生成的原因

有机共同体思想在全面反思全球生态灾难的过程中,深刻批判“现代性” [4](一种基于二元对立

和个人主义思维的现代哲学世界观),揭露“现代性”思维方式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强调走出现

代性和超越现代性。 文章认为有机共同体生成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是有机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思想和理论源于现实需

要,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应对。 当今,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遭受着各种各样

的生态危机,尤其表现在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化学污染等方面,并且污染问题还在不断加剧。 此

外,全球气候异常、旱涝、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也异常突出。 基于这样的形势,有机共同体主义认

为,倘若要维持人类永续生存,就意味着要改变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结束对自然的破坏,建立以生态

可持续为核心的共同体,构建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二,以二元对立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思维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有机共同

体思想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反生态本质[5] ,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造成现代全

球生态危机的唯一根源。 于是,有机共同体主义指出,现代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特别

是现代性蕴含的无限经济增长方式。 原因在于,在二元论对立与个人主义思维方式笼罩下,人类只

承认自身价值,否定自身以外其他生命形式存在的价值,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不公问题和生态危

机。 例如,大肆掠夺自然资源与能源,将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致穷人在气候异常等生态

灾难中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 此外,现代性思维方式崇尚“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方式,致使社会不和

谐(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生态之间的平衡)。 可见,生态灾难的发生,现代性难辞其咎。
在 2019 年上映的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中也反映了这种现代性的价值思维:“在地球流浪

计划开启之前,人们不关心太阳,只关心一种叫‘钱’的东西”,
 

“在不久的将来,太阳将急速衰老膨

胀,地球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6] 。 因此,以资源的极大占有、增殖的最大实现为资本发展逻辑的单

向度发展思维,最终只会导致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二)有机共同体生成的理论依据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过程哲学基础上揭露现代性无限经济增长方式的虚假性———创造利益和福

祉的同时,也招致了世界的生态危机。 在此基础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有机哲学思维范式奠定

了有机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有机共同体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根基和文化价值。 其中,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有机共同体主

义思维方式的重要支撑。 过程哲学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认为人、社会与自

然之间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动态发展有机共同体。 怀特海[7]指出“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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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生命的机体……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整个世界表现为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
换言之,就是要运用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建构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有机世界。

此外,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集体主义文化观和“仁爱万物,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为有

机共同体主义思维方式提供了参照。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关系,并将“仁”
的原则延伸到生态的维度,倡导珍惜自然生命。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道德经·二十五章》)告诉

人们尊重自然、尊重规律。 佛家在《涅槃经》中提到:“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往无有变易……众

生皆平等。”有机共同体思想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有机思维方式是内在契合的,
中华文化为有机共同体思想的生成提供文化参照。 因此,有机共同体主义是富含“有机思维”的,力
图运用有机与整体思维方式建构世界,谋划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三)有机共同体生成的核心价值

以个体私利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过度吹捧理性、张扬个体私欲而忘却了人与自然、人与他

人的共生状态。 在“个体私欲”盛行的世界里,似乎人类仅剩下物理的生存状态,而有机、健康、幸福

的生命价值维度逐渐被湮没。 鉴于此,文章旨在探索有利于人类社会有机发展、人与生态和谐统一

的后现代生活方式。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机共同体主义极力批判将自然视为人类实现自身利益的“资源”

与手段,反对过分剥夺自然和漠视其他生命形式的行为,强调包容性的生态价值观,关注他物的生

存价值,力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
第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有机共同体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 有机共

同体主义关注人们的需求,注重人们的生活品质,强调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之间的有机联系[8] ,并
不断探讨如何使共同体中的社会成员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三、有机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面临全球环境恶化问题,小约翰·科布[9] 在《是否太晚》 (1972)中发出质问:“对人类来说,扭
转现状……建立生态文明……是否为时已晚”,有机共同体主义的回答是:“永远不会太迟……为新

文明奠定基础还为时不晚” [10] 。 基于这样的信念,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灾难时代重塑世界构想,探寻

新的人类、自然与社会相处之道,指出有机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一)坚守共同体主义价值观

有机共同体主义极力批判利己主义价值观,主张以共同体主义价值观取代利己主义价值观[11] ,
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观代替经济主义发展观,以全球观替代局部观,以谋求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第一,坚持“关心他人、关爱他物” [12] 的整体观。 有机共同体主义极力批判以利己主义为核心

的现代性思维———只关心自身生命的延续,而忽视他人、他物生命形式存在的个体主义思维。 鉴于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流弊,有机共同体主义要求人们学会关心他人和关爱他物。
第二,坚持“有机、生态、可持续”的发展观。 地球是一个大的系统,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没有地

球这一共同体,人类将无法生存,要地球不再“流浪”,最根本的是从小我做起,从当下开始,爱护环

境、保护地球。
第三,坚持超越民族与意识形态的“命运与共、风险共担”的全球观。 目前人类面临许多生存和

发展问题,如气温突变、水土流失、污染加剧、经济放缓、贫富差距加大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全球性环

境及发展问题绝非某个国家和地区能解决,而需要各国团结在一起,命运与共、风险共担。 毕竟,共
创地球美好家园需要所有地球人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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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坚持“面向人类共同福祉”的利益观。 共同利益是共同体生命之源,面向人类共同福祉的

利益观,一方面强调个体在追求现实利益时不能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个体的幸福依赖于

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指出人类社会本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与生态系统

相联相通。 开启“地球流浪”之旅的最终目的也是为拯救人类共生的家园———地球,拯救人类生命

与文明。
(二)追求共同体的共同福祉

有机共同体主义是一种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既对他人理性也对自然理性,在特殊与一般之间、
人类与自然之间谋求共同福祉。

第一,在社会关系方面,有机共同体主义力求在特殊与一般之间谋求共同福祉。 在他们看来,
特殊是一般中的特殊,离开了一般,特殊的存在将毫无意义,一般也要尊重特殊的健康和利益,特殊

的健康和利益需要服从一般的整体利益。 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共同体思维方式有利于团队合

作、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世界和平与繁荣。 同时,这种共同体思维有利于增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

同感与幸福感,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普遍和谐。
第二,在生态方面,有机共同体主义力求在人与自然之间谋求共同福祉。 宇宙万物是相互联系

的有机整体,强调人本身作为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自然又是人类身体的延伸,人类依赖自然界。
因此,自然环境一方面为人类创造健康、良好的生存世界,健康、良好的生存条件即生态状况是个人

与共同体健康、自由、有机生活的物质前提。 另一方面,也倡导人类社会意义上的和谐共生,自然与

人类在一个共同的人的社会里。
(三)倡导生态文明建设

有机共同体主义超越现代性文明,建立后现代性文明的实质是呼吁生态文明,认为当下最紧迫

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 [13] 文明社会。 李惠斌[14] 指出:“如果我们这个

物种想继续生存和繁荣,生态文明建设是迫切需要的。”问题在于,建立面向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社

会意味着要树立包容性的生态共同体意识(生态思维与共同体思维)———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需
要尊重和关注他物的生存价值与利益,谋求共同体的共同价值。 此外,建立面向共同福祉的生态文

明社会意味着处理好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倡新的“生态模式”,鼓励发展“共同体经济” “共同

体政治”“共同体文化”等,为国家、为子孙后代保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
从意识上讲,倡导生态文明建设要树立包容性的生态共同体意识。 这种包容性的共同体意识

提出了四点要求———尊重他人和关注他物,处理好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协调好全

球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平衡好当代发展与子孙后代的关系。 此外,作为共同体成员应树立包容性

的价值观和生态文明意识,坚守生态道德、保护环境、珍爱地球。
从发展和生活方式上讲,倡导节约、绿色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摒弃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

“共同体经济”,积极参与区域化及全球化建设,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建共享。

四、有机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意义

有机共同体主义在有机哲学的基础上以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力求解决全球性的环境与生态问

题,实现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这对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

实践价值。
(一)有利于实现整个人类的合作共赢

 

有机共同体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相联相通、共生共存,有机共同体一直在命运与共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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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探寻如何使人类生活得更好更有获得感。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越来

越依赖于共同的根本利益,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与社会危机也依赖于整体性力量来解决。 可见,人
类范围内的公共利益与共同危害越来越需要一个稳定的合作体系来解决。

有机共同体非常重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认为唯有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解决共

同难题,唯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在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灾难时,有机共同体主义指出,如果人类要

生存,那么必须有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即把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然后采取全球行动,
才能减少灾难[15] 。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绝非一国之力所能实现,而需要整个国际

社会凝聚共识、通力合作。 在全球层面上,只有合作才能产生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唯有合

作才能实现共赢[9] 。 显然,有机共同体主义呼吁大家共同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共同面对全球性问

题、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通过合作共赢来实现全球的生态与文明。
(二)有利于铸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有机共同体思想与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相通之处[16] ,两者都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互相依存的

命运共同体,其目的都在于共同创造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有机共同体主义将“潘多树”作为走向

生态文明的标志,强调共同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共同奏响推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乐章”,以
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类社会恰似潘多树,砍断了树干还连着根,人类社会相联相

通、共生共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寄语新时代青年要拥有家国情怀与人

类关怀,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17] 。 换言之,就是要求新时代青年着眼于全球命运休

戚与共的发展大势,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夯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指出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并希望大家共

同创造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18] 。 显然,有机共同体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要求

确立人类命运与共的意识,致力于共同创造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三)有利于逐步迈向生态文明,共创美丽家园

在有机共同体主义看来,建立面向共同福祉的生态文明社会是有机共同体的必由之路,生态文

明的本质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尊重付诸实

践。 一方面,有机共同体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 有机共同体主义

注重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并不断探讨如何使共同体中的社会成员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这种为人类创造健康、良好的生存世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恰巧是人类应该追寻

的。 另一方面,有机共同体是一种有利于生态可持续的实践行为,一种遵循“道法自然”的实践活

动。 有机共同体主义极力反对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倡发展“共同体经济”。 有机共同体思想

持守一份“生态情怀”与“世界关切”,始终将人、社会与自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呼吁世界各族人民

共创绿色未来,迈向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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