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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在不同时期，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作用下呈现出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 在

采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依附—臣服”; 在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向

自然物增殖的转变; 在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自然成为人类奴役的对象; 在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出售时

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的生产方式不但直接制约着自然史的发展，也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是造

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变革“旧”的生产方式，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当下人类化解生态危机，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旨向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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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演化逐步分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

在逐步演化中使自然界与人类世界融合，人类社会

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生产劳动，表现出了双重关

系: 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相应形成自然史与人类

史。马克思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

就彼此相互制约。”〔1〕66

一、自然史与人类史
演化与融合的发展阶段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史来考察，自然史是

人类史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界的长期发展和演化过

程中逐步孕育着人类史的产生。人类史形成以后，

自然的发展史就融合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的身

体，尤其是我的身体，乃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的

其他 部 分，动 物、植 物、石 头，等 等 中 间 的 一 个 部

分。”〔2〕168但自从人类诞生后，人类借助工具—技术

系统的进步，通过发明和发展多种工具和手段，能

够开发其他物种不适合生存的栖息地，也找到其他

物种维持生命找不到的资源，包括人造物质和材

料，逐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逐步形成人类史，创造

人类生存的人化环境。人类借助工具—技术系统，

使他们最终能克服自然演化的自然限制，跨过他们

的增长极限，但自然也以物质变换方式制约着人类

文明的发展水平。
人类早期从自然界中采集食物和猎取动物相

结合的方法获取生存资料，这被认为是“人类采取

的最为成功、最具灵活性，也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损

害最小的生存方式。这使得他们能够扩散开来，穿

越地球的表面，进入到每一种陆地生态系统之中，

不仅在容易获得食物的有利地区能够生存，而且在

北极、冰期欧洲的苔原和澳大利亚及南非这样干燥

地区的严酷条件中也可以生存。”〔3〕21这种生存方式

使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

动，也形成相应的自然史与人类史融合的阶段: 采

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
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

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
1． 采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

人类成文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经历着生命史

上最为漫长和曲折痛苦的艰难创业的历程。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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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制造使用说明当时存在着称得起是人的第

一批动物; 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制造是早期人类最惊

人的发明。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对于使用简陋工

具从事采集狩猎生产而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早期人

类而言，绝大多数群体只能依靠着很少的物质以生

存下来，因为他们可以得到的食物总量很少，人对

自然界低水平的作用能力必然承受着强大的外部

自然力的高度制约。人类早期与自然的原始和谐

与统一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依附，人与自然界的关

系呈现出“依附—臣服”的特点。
人类形成以血亲为纽带的协作集体，实现与自

然的物质变换。原始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人对自

然的臣服为代价，自然产物的有限性限制着人口的

数量。个体和群体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的产出。臣

服于自然的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

控制人口数量，保持较小规模的群体，以便不过分

地榨取所处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来减轻对生态系

统的压力。通过一些为当时部落公众所普遍接受

的社会习俗，如杀婴、弃婴、丢弃病弱的老人等途

径，减少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以保持人口与食物来源

之间脆弱的平衡。这种文明时代被视为极其野蛮

的手段当时却是符合道德的，因为，通过限制人口

数量来限制食物需求总量是人们在特定区域持续

生存的必要前提。
2． 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
随着人类步入文明史，人类的主体能动性转化

为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逐步增强，禽畜养殖、农田

开发与农作物栽培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的形成与发

展，人们通过家畜的饲养、作物的栽培和陶器的制

作，有意识地创造新的物品，农业文明悄然而至。
作为更多努力的回报，农业文明在发展中实现了自

然物的增殖，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土地面积上提供更

多的食物，标志着人类由被动适应环境，顺从自然

向自主适应环境、实现自然物增殖的转变，初步改

变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地位。
3． 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
从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技术运用，到电子技

术的广泛使用，奠定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

使得大规模的生产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工业化的大

生产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和制造了大量的

产品，关键是加工和合成了人工产品，极大提高了

环境和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工业文明的到来是

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分不开的，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成

为推动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促进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贸易和各国的交往，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

在几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加大了资源开发利用的强

度，他们采取了经济和非经济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占

有全球性资源、利用全球性环境容量，以超强的资

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率先进入近代工业

文明时代，也为日后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重

要的隐患。
4． 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革命时期，前期通

过对本国的资源和殖民地国家资源掠夺方式取得

了 GDP 的 快 速 增 长，使 其 在 全 球 化 过 程 中 确 立

了政治、经 济、文 化 上 的“垄 断”地 位，通 过 制

定政治、经济 和 贸 易 等 游 戏 规 则，建 立 了 所 谓 的

“国际秩序”，进一步掌控全球资源，并通过输出其

文化价值观，推行民主模式，建立所谓的“普世价

值”，维护其既得利益，这些特征表明自然物控制

“垄断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

界金融寡头的出现，他们通过制定国际贸易规则，

控制全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贸易，他们操纵虚拟

货币，利用货币的汇率差坐食全球资源，跨国公司

是其垄断资源的组织机构和载体，政治集团和军事

组织听命于金融寡头，为他们的全球利益服务。当

全球性资源被一部分人所“强制和垄断”，也就意味

着其他民族、国家和阶级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遭受

侵蚀。

二、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
对生态危机的影响

对既往自然史与人类史演化和发展的反思与

批判中，在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之前，人与自

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作用自然的力量有限，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限。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

代”到来，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提供了人类有效

突破自然束缚的现实手段，以借助外部自然的力量

实现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升级。自然物控制的“垄断

时代”开启了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新时

代，人与自然关系呈现“征服—控制—惩罚”的特

点。“如果全球达成一项国家干预市场、便于解决

环境保护问题的协议，这就意味着导致全球的自然

资源有可能被垄断和控制。”〔4〕981 当少数人仍然占

有大多数人的资源和利益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就无法理顺，在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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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加工和改造必然造成资源开发利用的破坏性，

对资源开发占有的不平衡性以及资本利益集团掠

夺资源的必然性和全球性，这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

性，而且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是形成当

代生态危机的最重要原因。
1． 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交往

的普遍性，也扩展了生态危机产生的范围和领域。
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开拓世界市场，使全

球范围内的普遍交往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

要，在大工业条件下形成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奠定在

全球性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全球性分工条件下的生

产与世界性消费必然使大工业所依赖的自然资源

和所影响的外部环境愈来愈具有全球性的性质，不

同群体与自然的交往关系愈来愈突破局部地域的

局限，而且愈来愈受到他人与自然交往的影响，全

局上看，人类全体与地球自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的

交往不断地突破已有的活动领域。这种人与自然

交往的普遍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表现为人

对人的剥削性以及人对自然剥削的相关性，当一部

分人“垄断和强制”了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另一部分

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人们为

生存，会不惜牺牲自然，对自然进行剥削。这样，人

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合理的，而当人与自然的

关系尚不具备“合理性”的时候，自发的文明带给人

类的只能是荒漠。
2．“征服—控制”自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

破坏，必然导致自然的“惩罚—报复”，也导致了生

态危机发生作用的必然后果。
人类在“理性万能”的作用下，对自然进行掠夺

式的征服、疯狂式的开发和破坏，产生了严峻的生

态危机，为此，人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人类

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 ( 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 ，征

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5〕194 － 195。在承认资本主

义社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认识到它

不仅加剧了阶级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加深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对抗，而且造

成了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

矛盾与差距。
“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6〕385 成

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但这种驱动是建立在其生

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以掠夺和消耗大量自

然资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而且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了发展时间差，在全球范围肆无

忌惮地掠夺资源的基础上率先进入现代工业文明，

造成全球资源短缺，削弱和阻碍了其他后发民族和

国家发展的基础，并且转移和转嫁生态环境污染，

“贫穷国家以接收电子垃圾和工业污染物为代价，

换取发达国家的资助资金来保护森林，减少碳排

放。”〔7〕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这种竭泽而渔

的社会实践对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还是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影响很大的。
3． 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对资源的垄

断性和掠夺资源的必然性，也奠定了生态危机产生

的根源性和必然性。
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过程 中，以“出 售 时 要 获 得 利 润 成 了 唯 一 的 动

力”〔6〕385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加速资源的消

耗与枯竭，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追求剩余价值为目

标，自然成为其掠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资

本家只关心他的利润和利益，不会顾及后续或长远

的利益，这种短视行为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自然物

的态度。
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进化过程中质变的产物，不

仅共同拥有土地与资源，而且共同依赖于土地与资

源，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连他人的健康与生命都可以

牺牲，掠夺性开发、滥用人类共有资源等恶劣行径

的存在更是不言而喻的。早期的资本主义掠夺自

然的方式是“以掠夺高密度的矿物和生态物质获取

高额利润”〔8〕，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批判资本主义国

家利用土地资源时指出，土地资源是人类共有的，

不仅是这代人的，也是下一代人的，任何时代的任

何人都不是土地所有者，而只是拥有土地使用权，

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任由私人占有土地及其相关自

然资源，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公平正义问题。
马克思指出，土地等自然资源应该归社会成员

共有，每个人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利用者而不

是占有者，如果个别人可以占有土地等自然资源就

如同他可以占有你的人身的私有权一样荒谬，“他

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

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9〕878

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人类社会在资源环境开

发利用方面出现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

批判了掠夺性滥用土地资源的生产方式，揭示了土

地资源所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

共性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人类对于资源持续利用的

历史责任，上述前瞻性思想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

的，即使在 21 世纪的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前瞻的

价值引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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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旨向

生态危机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程度，人类

化解生态危机实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如何

实现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性”? 弗洛姆认为

“人的终极目标是达成与自然界的新和谐”〔10〕184 － 185，

在他看来，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人又能超越自然，人最终能同自然界达到新的和

谐。马克思提出要在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基础上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有当“社会上的一部分人

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 包括这

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 的现象将会

消灭”〔9〕928，人与自然的和解才具有转变为现实的可

能性。为此，必须打碎旧的社会体制，实现社会变革，

建立能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社会制度和体

制，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为人与

自然的和解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与基础。“人类与

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

己———是它自然的本质。”〔11〕Ⅺ自然史必然要走向人

类史，由此化解生态危机也必然从面对自然走向人类

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

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能由全

面发展的自由人来创造，并描述了自由人首先是摆

脱强制分工制约下的奴役劳动，必须以人类实践水

平的提高为前提和基础。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人们

能够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以认识自然的规律为我所

用;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缩短了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

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使得人们获得充裕的闲暇

时间，实现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生产力水平的

目的却是为了满足企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当资

本对利润的追逐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置于

优先地位加以考虑的往往是利润。他们所遵循的

“重要原则就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都必

须有一定的价格。视它们为零价值的东西就极有

导致资源过度利用的危险。”〔12〕5 － 619 世纪，恩格斯

曾经尖锐地批判了西班牙种植场主糟践自然的粗

暴行为，为了获得咖啡树肥料的高额利润，不惜烧

毁大片的森林以获取木炭，以至于这一带肥沃的土

壤被冲走，变成不毛之地，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环

境。这种谋取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只在 于 取 得 劳 动 的 最 近 的、最 直 接 的 有 益 效

果。”〔6〕385同样，出现“在新月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森

林砍伐导致了农业的衰落和相应的毁灭性的社会

政治后果，不幸地导致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
他们 是 破 坏 自 己 的 资 源 基 地，是 生 态 自 杀 行

为”〔13〕411。这类现象揭示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

了唯一的动力”〔6〕385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

对自然极具危害并招致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并没有

过时。20 世纪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环

境问题并没有阻止谋取利润的冒险，50 年代末，美

国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拒绝参加保护环境工业

会议，不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经费。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世界性废弃物船运出口事件有禁无止，愈

演愈烈，发达国家的工业、生活垃圾大量转移，后果

堪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反对环保的思潮不是

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在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地

球的生态环境是好的，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解决一切

生态环境问题，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环境保护主义

者臆造出来的产物，因此，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是

一种可耻的浪费。针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他们

提出，“如果我们能就此醒悟并且使政府不去干预

公司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好，认为投资环境的利

润和效益不高，规模巨大，且区域分割，各自为政，

很难取得想要的效果。”〔14〕以上事实说明以追求利

润、实现增殖的资本在本质上与环境保护是对立

的。
事实上，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

意识到了这一点，举起环境保护大旗的前美国总统

戈尔，以造成肥沃表土层损失的美国农场水土流失

为例，分析为什么没有“在小小水沟生成之前加以

阻止”的原因，指出“部分答案在于: 租用土地以求

短期赢利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土地的未来”〔15〕15。他

们也提出采用国家调节方法作为形成“社会—自

然”关系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补充，加强国家对

自然资源利用的干预，加强管理，以达到促进合理

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但是，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

的社会里，剥夺者不仅剥夺他人，而且剥夺自然，满

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草地的整体和全球要求的环

境政策究竟能够存在吗? 保护古老的农村公共用

地只需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保护全球公

共用地———世界海洋和大气空间依赖超越所有权

利方之上的强有力机构。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

中，人们很难想象此类有贯彻力度的机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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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对主导经济的干预手段越来越不得力

时，对在环境政策中采取与市场协调的措施的呼声

亦越来越高。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工业资本

家从未主动采取减少烟雾的预防措施，虽然他们能

够处理改善燃料的利用状况，采用“管道终端预防

措施”，但这种措施仅仅转移了有害物质，使之离开

人们的视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似

乎还需假以时日，市场经济以其调节商品生产、流

通、消费的高效率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主

导作用。人类化解生态危机实质是处理人与自然

的相互关系，以实现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如同“一位

医生在给病人治病时，不仅仅只是从局部器官去治

愈，而要从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出发，考虑各

元素对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14〕我们应该

充分挖掘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蕴含的生态思

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会和谐的生态图

景提供一种合理的路径，“一个我们借此可以弄清

问题和保证给予解决的合理路径”〔16〕15，也为化解

“生态危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一个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提供理论和现实旨向。
( 本文得到了陈墀成老师的指导，并吸收了他

的思想和观点，特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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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Concerning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YU Yu － hu1 ，2

( 1． 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

2．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 It interacts between nature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In different times，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hows different relation-
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displays attachment—obedience in stage of savage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realizes prolifer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ge of barbarism; nature becomes enslaved objects of human in stage of civilization of processed
natural materials; mode of production of gaining － profits － becoming － only － impetus not only restricts directly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history，but also in-
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stage of monopoly，which is the important root of causing ecological crisis． Hence，it transforms outdated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dapts objective deman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ventually，it is significant for resolving ecological crisis，probing into construction of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and realizing the stage of ecology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it is significant for important theoretical aim and practice．
Key words: nature history; human history; ecological crisis; material exchang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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