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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与人的全面发展

□ 张三元

［摘要］生活方式是人怎样生活的问题，因此，生活方式变革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生活

方式的变迁。之所以要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根源于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在物化意识的支配下，以快乐为原则、
以物质性奢侈消费为基本特征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既是人片面性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

紧张的重要原因。因而，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根本在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

动力和结果，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正确价值观和消费观的确

立，人的需要的健康而全面的发展，人们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能力的提高以及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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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次变

革，而人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人的生活样式，即人怎

样生活的问题，因而，构建绿色生活方式与人的全面

发展紧密相关，甚至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绿色生活

方式的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和条件，又有力

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通过绿色生活

方式这个基本维度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构建

绿色生活方式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也是人

的全面发展的结果。

一、生活方式变革的实质是人的发展

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中，生活方式具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

活方式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被看作是人的存在方

式。生产关系的变革或社会形态的更迭，实质上是

人的生活方式亦即人的存在方式的变迁。由于唯物

史观的根本旨趣在于探索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条件

与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因而，生活方

式便构成唯物史观创立的核心立足点。通过梳理，

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具有三

个层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生活方式是人们的存在方式，亦即人们的

“现实生活过程”①。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定义过生

活方式，但生活方式一直是他们考察“现实的人及其

历史发展”的基本视角，“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

展的科学”正是奠基于人的生活方式之上的。马克

思之所以对生活方式没有明确定义，也许正因为生

活方式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相等同，真实具体，就

像人们吃饭一样生动可感，因而没有定义的必要。
在马克思的词典里，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生活

方式有着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理解生活

方式有两个基本维度，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呈现

出两种基本样式。一是人们对“吃喝住穿以及其他

一些东西”的需要。马克思强调，“人们为了能够‘创

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

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这就明确了“生

活”和“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基本等同

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人的生活方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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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看作是人的消费方式。尽管生活方式不等于消费方

式，在内涵与外延上，生活方式都涵盖消费方式，消

费方式只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但消费方式是生

活方式的主要方面或基本方面。二是“人们用以生

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③。这里，生产方式被纳

入到生活方式之中，或者说，生产方式内蕴于生活方

式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

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

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

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

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④。实际上，这

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因为生产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是以生活为出发点和目的的生产。

其次，生活方式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和当然表征。唯物史观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探寻人

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是在实现对“现实的人”的自

觉的基础上，探索一条“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

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实道路，即在“现实的世

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⑤

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基础性或

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

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

不能获得解放”⑥。实际上，人们对吃喝住穿在质和

量方面的要求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生活方

式的变革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或基本样

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人的生活方式变

革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使现实世界革

命化”的理想和目标，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的生活方

式的追寻。当然，这里所讲的生活方式是广义的，即

通过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两个相互依存的基本维度

展现出来的人的生存方式。根据这个思想，可以知

道，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状

态。譬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指由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所决定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即马克思所指认

的，是由资本创造的一个享乐世界。享乐主义生活

方式亦称物欲主义生活方式，它以对物的无限贪婪

为表征，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当然，享乐主义生

活方式只是针对资本所有者而言，对于广大劳动者

来说，由于异化劳动的普遍存在，人与自己的劳动产

品相异化，劳动者创造的越多，他就越贫穷，因而，人

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不是

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现实状态。
再次，生活方式的变革实质上是人的发展。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现实的人”时，

总是把他放在“现实生活”或“生活资料的生产”中进

行考察，在谈到“生活”或“生活资料的生产”时，又总

是把它们看成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现

实的人”既是“生活”的主体，也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的主体，“现实的人”与“现实生活”“生活资料的生产”
具有一致性，因此，生活方式的变革实质上是人的发

展。一方面，人怎样生活与人的发展状况是一致的。
人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人

的发展状况，就有什么样的人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

方式是人的发展状况的重要体现。在资本统治中，

虽然人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契机，但在

总体上，人的发展是畸形的、片面的，其主要特征是

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性，正是这种人的发展状

况造成了人在生活某一方面片面的、畸形的发展，正

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认的，“不仅是工人，

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

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

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

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

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种各样的地

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

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

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⑦，

因而呈现出卢卡奇所描述的状况，整个社会被物所

统治，“物化意识”成为现代社会人的普遍性特征。
而在未来新社会，人的生活之所以丰富多彩，人的自

由个性之所以能得到充分发挥，重要原因在于人摆

脱了物的统治，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另一方

面，人怎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与人的发展状况

是一致的。正是由于人们的发展状况不同，人们生

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态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是人的发展状况生动而直接

的证明。当然，这里所讲的人的发展状况，既包括人

的需要、能力、社会交往等的发展，也包括人的精神

境界、道德素质以及科学精神等的提高。在以资本

原则建构的社会中，人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但又陷

入物的依赖关系之中，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

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对自然的占有和支配为

前提，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创造出一个“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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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社会“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

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⑧，“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

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

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⑨。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略显宏观的话，那么，一旦深

入到生活方式诸如吃喝住穿等一些具体的细节中，

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人们对“吃喝住穿以及其

他一些东西”的需要构成了生活方式最基本的内容，

离开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空洞的。所以，一谈

到生活方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生活中的消费。生

活方式的变革需要落实到消费方式这个层面上来，

或者说，消费方式变革是生活方式变革最基本、最具

体而又最深刻的表现。这既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

系，也与一定的人的发展状态相一致。从传统社会

的生存性消费到现代社会奢侈性消费，可以看作是

消费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一次变革，因为它充分彰

显了人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发展以及人性的解放与

张扬。当然，奢侈性消费或单一的物质消费与时代

潮流不相一致，已成为“革命”的对象。毫无疑问，我

们正面临着生活方式的一次新的变革，这场变革必

须从消费方式这个基础发动：由污染型消费向环保

型消费转变，从奢侈型消费向节约型消费转变，从物

质性消费向全面性消费转变。生活方式的变革必将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为生活方式

的变革提供内在动力和根本价值目标。

二、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源于人的

发展的片面性

我们面临的这场生活方式的变革，其实质是要

克服以物质占有为人生最高价值目标的享乐主义生

活方式，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绿色发展。“绿色

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问题。”⑩我们可把绿色生活方式理解为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或人

的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以高尚的消费道

德、健康的消费心理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适度的消

费，并通过这种消费方式引导和促进生产方式的变

革，调整产业经济结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形成绿

色生活方式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没

有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绿色发展。在

这个逻辑中，生活具有本源性，绿色发展被具体落实

到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上，实际上是具体落实到人

的身上，落实到人的发展上。
把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具体落实到人的发展上，

既是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现实

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之所以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和

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方式中暴露

出严重的矛盾和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并

正在演化为一场生态危机，如不及时加以调整，将影

响和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快

速的经济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实惠的同时，也使

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如

不及时校正发展方向，就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人的

生存和发展危机。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危机

已经开始形成，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已不再宁静

与安详，而是以疯狂的报复回应着人类对它的“征

服”。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尽管可以将之

归结为制度的产物，但任何制度都是人的制度，是人

制定出来为人服务的；尽管可以将之归结为资本逻

辑不断扩张的结果，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历

史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尽

管可以将之归因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滥用，但

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发明，并且是靠人实现其生产

力的现实化的，因而，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是在人

的发展上出了问题。
在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人的独立性

得以确立，“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輥輯訛，人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为由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

性向自由个性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是资本逻辑“伟

大的文明作用”的体现。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对以资

本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借鉴，市场经济所

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必

要条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发展主要表现

为：自然界只不过是人的对象，是人的有用物，不再

是自为的力量，而人则可以占有和支配自然，使自然

界服从于人的需要。这种发展表明人类终于从自然

崇拜中摆脱出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但是，这种发

展是片面的、畸形的，因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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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性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

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

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

身。”輥輰訛 这也正是造成生态危机乃至人的生存和发展

困境的根本原因。
物化意识是人的发展片面性最集中、最深刻的

表现。卢卡奇的物化以及物化意识的观点或思想来

自于马克思，是对马克思拜物教思想的直接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所谓的“拜物教”，是从宗教现象中借

用了特殊含义的概念。在宗教世界这个“颠倒的世

界”中，神这个“颠倒的世界意识”成为人的主宰，人

的本质在幻想中存在，因而不具有现实性。在商品

世界中，劳动产品本来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可

是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成为一种可感觉而又超

感觉的物，具有拜物教性质，物成为人的实际统治

者。于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确证，工人劳动表现为

“异化劳动”，人不仅与自己的本质相异化，也与他人

相异化，类生活成了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因而是人

的“自我异化”。这种“拜物教”或“异化”在卢卡奇那

里表现为“物化”，人与人的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
实际上，马克思所强调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正
是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更深刻地说，人对物的

依赖性是人的本质物化的确证。所谓物化，是指人

被物所统治，成为金钱的奴隶。更严重的是，“正像

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

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

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

里”輥輱訛而形成“物化意识”。物化意识是指人的一种生

存状态：物化结构已经内化于人的思想之中，并以

其强大的控制力，将思想结构同化为物化结构，使

之成为人必须遵循和服从的规律性的东西。这个思

想是深刻的，充分揭示了资本逻辑中人的必然命

运。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是一个历史现象。只有当

社会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物质生产过程成为人的

自主活动，才会揭掉劳动产品的神秘面纱，从而终结

拜物教。
在这种物化意识的支配下，重物质占有便成为

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人片面发展的直接证明。
劳动产品本来是人的本质的证明，是人的本质的对

象化，或者说，是人发展自己的手段，然而，在物化意

识中，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个

人生活的手段，劳动产品成为目的，占有劳动产品被

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当然，这里所讲的劳动

产品主要是物质性的，占有劳动产品即物质占有。
一方面，把物质占有看成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实际上

是把物的价值置于人的价值之上，而在马克思看来，

物的价值的升值意味着人的价值的贬值，物的价值

的升值与人的价值的贬值成正比。另一方面，把物

质占有看得高于一切，实际上是扼杀或取消了人的

其他方面的丰富需求，从而把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要

求肢解开来，追求单一性的发展，使人成为“单向度

的人”。毫无疑问，这是现代社会最令人不堪的事情，

资本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却使人陷入物欲的泥淖之

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黑格尔深感痛心的不是人们

对物质利益的漠视，而是对精神追求的藐视。毫无

疑问，这是精神沉沦的表征。
重物质占有必然导致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既是

人片面性发展的极端化证明，也是物化意识的具体

呈现，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彻底物化。贝尔认为，享乐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实质之所在，它以快乐为原则，以

奢侈性消费为基本特征，人们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

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文化不再关注怎么工作

和成功，而是关注如何消费和享受。除了继续使用

一些新教道德观的语言外，事实是，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文化主要是享乐主义的，关心戏耍、娱乐、
炫耀和快感———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强制色彩”輥輲訛。一

些有识之士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定资本主义正

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亦即贝尔所言的“资产阶级

世界观的消亡”輥輳訛。我们现在谈论生态危机，寻求“人

和自然的和解”的方式或道路，克服享乐主义是必须

而首要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上，生态危机并不是一

个简单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现代性文明的危机，其

核心在于享乐主义对人类的控制而导致的人的生存

和发展危机。
贝尔认为，享乐主义时代是市场时代。也就是

说，享乐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这个观点的恰当与否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尽

管享乐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市场经

济确实给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存在创造了某种合理

性。中国的市场经济虽然克服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诸

多弊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享乐主义产生和存

在的土壤，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成为一些人、特别是一

些年轻人追求的时尚，一些大众媒体中所极力宣扬

的某些娱乐明星们的生活方式，正是享乐主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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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典范”，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和“示范”效应，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大数

据显示，近些年来，我国奢侈性消费以年 30%左右

的速度增长，已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有

人对此兴高采烈，极力颂扬，实际上，过度的消费并

不能使人感到真正的幸福，相反，却使人在物欲中迷

失了方向，丢掉了人的尊严与价值。
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导致粗放的、甚至是野

蛮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论述了生

产与消费的直接同一性，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决定

生产。相对于生产而言，消费具有本源性，是生产的

内在动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费方式决定生

产方式，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

式。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相适应，人们生产生活资

料的方式、特别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是粗放

而野蛮的。之所以说是“野蛮”的，是因为在这种生

产方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统治与被

统治、主宰与被主宰、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人们以

对自然的占有和支配为前提，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

目的，疯狂地榨取自然界的生命力，从而破坏了财富

的重要源泉。应该说，这种生产方式是造成全球性

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同时，粗放的消费方式也直

接破坏生态环境，随便倾泻的生活垃圾使自然环境

的污染和破坏不断加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

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

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

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

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輥輴訛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的发展状况直接相关。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危机并不是自然界本身

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因而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和

发展危机。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

式的根本动力

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

解”，与其说是人类在拯救地球，不如说是人类在拯

救自身。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动

力，也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结果，从而是构建人与

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因此，构建绿色生活方式

必须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认为，绿色生活

方式的构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没

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在

这个问题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基本要求：

首先，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的整体关系，实现认识或观念的提高，其核心是正确

价值观的确立。实际上，正如人的认识是一个在实

践基础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一样，人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

有两种思想影响较大，即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

然主义。从古希腊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到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再到黑格尔的理性

精神，构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人类中心

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

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

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輥輵訛尽管

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的解放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在生态问题研究中，一直遭到很多人的非难，

认为它在创造灿烂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在史无前

例地破坏着生态环境，逐渐沦为生态危机的渊薮。
与此相反，自然主义日益走上前台。自然主义或称

环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

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价值观

念。这种价值观体现了人类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

对于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

义，但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认为它只是脱离人的

利益的空谈。其实，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是非

不能一概而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世界观，毫无疑问

是很荒谬的，但作为价值观或者说在人的实践范围

内，则是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须坚持的。輥輶訛同样，正

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因而，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保护生态环境

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自

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和

自然主义走向了两个极端，使人陷入天人对立的思

维怪圈之中，这不仅不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解，相反，

却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加深。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正确认

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的理论。坚持马克思

主义价值观，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处于基础或核心的

地位。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

不仅是价值观，也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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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关系的理论十分丰富，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

基本内容：一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自然是辩证统

一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

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自然界则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因此，尽管在实践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界

相互区别，但又相互统一。二是人类要实现自身的

全面发展，必须改造自然界。尽管自然界对于人具

有先在性，但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界“决不是某种开天

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

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

果”輥輷訛。也就是说，人适应自然界，但又通过实践不断

地改造自然界。人之所以要不断地改造自然界，根

本原因在于要改善自然环境，使之更加有利于人的

生存和发展。三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尊重自

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

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

形式”輦輮訛。因此，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地改造

自然，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只能招致自然界无

情的报复。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并将保

护生态环境上升到关系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发展长

远利益的高度，明确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

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

身”輦輯訛，因此，“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

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

展的底线”輦輰訛。
其次，要正确处理需要与发展的关系，树立正确

的生活观，发展人的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要求正确处理发展与需要的关系。发展是

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发展的

强大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包

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

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

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

的需要”輦輱訛。毫无疑问，人的需要的发展及其满足是

人的全面发展最真实、最实在、最基本的内容。另一

方面，发展并不是要满足人所有的需要，因为人的需

要并非都是合理的。从总体上讲，正如人的发展是

没有止境的一样，人的需要也是没有止境的，作为整

体的人类是如此，作为单个的人也是如此。正因为

如此，有人把人的需要分为需要和欲望两种。所谓

需要，是指人正常的、合理的需要，即人生存和发展

的需要。所谓欲望，则是指人心理上而非生理上的

欲求。前者具有有限性，是人发展的动力和表征，而

后者则具有无限性，是人的异化的重要表现，从根本

上制约着人的发展。一般来讲，人所有的需要，尤其

是物质生活需要，都有赖于自然界这个基础，就是

说，人的需要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

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对于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
这里所讲的生活，是在狭义的意义上讲的，即马

克思所说的人对“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需

要，就此而言，可以把生活观看作是消费观，或者说，

消费观构成了生活观的基本内容。确立正确的消费

观，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鼓励合理的、有限的

需要，实现绿色消费。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具有

无限性，而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这

是一个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客观的，不可

能被消灭，但人通过实践活动可以将其控制在一个

合理的范围内，从而实现事物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客观地讲，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开始凸显出

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不断尖锐化，这正是构建

绿色生活方式的现实前提。那么，如何调控人与自

然之间的矛盾呢？尽管可以不断地挖掘自然界的潜

能，但根本的出路在于人的合理消费。人的合理需

要是以理性为前提的，呈现出有限性的特点。只有

有限制的消费，才有可能在人的需要和自然界的能

力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从而实现和谐。二是在消费

过程中合理地处理生活垃圾，保护自然环境。这是

人的生活习惯问题。人的生活习惯看起来与环境状

况并无太大关涉，但实际上关系重大。随意丢弃或

倾倒生活垃圾，既导致环境破坏，也影响和制约人的

健康发展。恩格斯曾描述过这种状况：“一切腐烂的

肉类和蔬菜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

些臭气又不能毫无阻挡地散出去，势必造成空气污

染。因此，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

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

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着同样的

气体。”輦輲訛尽管这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

悲惨生活状况的揭露，但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生活

垃圾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力。因此，人们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对生活垃圾进行合理的、无污染的处理，

无疑是绿色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或基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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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三是拓宽生活领域，丰富生活内容。过去，尽管

人的生活领域也是全面的，但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

领域。实际上，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领域，人不可能

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自由的人

必定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但又超越物质生活而具

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人。物质上适当的满足是人发

展的重要动力与表征，但过多的物质却妨碍人的发

展，而精神生活则是可以没有限度的，精神生活越丰

富，人的发展程度越高。所以，精神生活领域的进一

步开辟是人全面发展的需要，甚至是人生存的需要，

因为文化日益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

式。当文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时，

人们对物质的贪欲就会得到有效遏制，从而使“人与

自然的和解”成为可能。
再次，科学地、合理地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提

高人的生产能力，改善人的生产方式。人怎样生产，

他就怎样生活；人怎样生活，他就怎样生产；在这个

意义上，生产与生活是直接同一的。因此，离开生产

谈生活，犹如离开生活谈生产一样，都是一些幻想家

的梦中呢喃。但严格地讲，生产与生活还是有差别

的，两者是有差别的统一。生活与自然界的关系远

没有生产与自然界的关系来得直接，实际上，人怎样

生活是通过人怎样生产来影响和制约自然界的。人

怎样生活和怎样生产共同构成了人发展状况的“晴

雨表”。所以，以人的全面发展来促进绿色生活方式

的形成，不能没有人从事自己生活资料生产这一维

度。科学地、合理地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有两个基

本的方面。一方面，不断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在马克

思看来，人的能力的提高是人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
在人的能力体系当中，人的生产能力或劳动创造能

力是最根本的。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需要，根本在

于提高人的劳动创造能力。人的劳动创造能力的提

高，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也是人的价值实

现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方式。另一方面，人们生

产能力的提高，既表征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

也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破坏能力的增强，这样，怎样生

产便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之

所以不断加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粗放型的生

产方式。粗放型的生产方式重量轻质，唯 GDP 论，其

后果是，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自然资源也日趋枯竭，

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因此，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坚持

绿色生产，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全面发

展的要求，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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