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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庚子之疫， 突如其来， 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惨痛的教训告诉

我们， 崇尚绿色生活， 行有所止、 取之有度， 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只有呈现出绿色之美

的生活， 才可能是美好生活。 绿色生活是合乎人性的生活， 是绿色生产的内在动力， 是美好生活

的基本样态。 在美好生活境域中， 绿色生活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总体图景。 但在现实生活

中， 这种绿色之美被欲望生活即欲望消费所遮蔽、 消解。 欲望生活制造生态灾难和人的物化， 使

美好生活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世界坍塌， 从而成为制约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因素。 因此，
崇尚生态审美、 重建生活逻辑、 坚守 “生态红线”， 以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将人从欲望

消费的旋涡中解救出来， 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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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好生活的绿色之美

哲学

庚子之疫， 突如其来， 涉及范围之广、 破坏程

度之烈， 是前所未有的，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尽管疫情尚未结束， 但人们已开始

反思这次灾难的根源。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但人类

生活方式的消极化、 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怎么也

绕 不 过 去 的 因 素。 在 美 好 生 活 的 画 卷 徐 徐 展 开 之

际， 这场灾难无疑给人们以当头棒喝： 美好生活必

须是绿色的， 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色。 当人们的

生命安全遭到威胁、 身体健康受到伤害时， 美好生

活是根本不存在的。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 100 多年

以前就给人类发出了忠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美

好生活时， 也将环境之美、 生态之美作为不可或缺

的基本内容， 强调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但遗憾的是， 一些人并没真正记取这些睿识智见，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其结果是 SARS 病毒、 埃博拉

病毒等的肆虐横行， 是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的疯狂

反扑。 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 崇尚绿色生活， 行有

所止、 取之有度， 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只

有绿色之美充分绽放的生活， 才可能是美好生活。

一、 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

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生活是指人的

生活样态， 即人怎样活着。 狭义的生活是指马克思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所讲的 “生活”， 即人们

的 “吃喝住穿” 以及精神需要， 当然， 随着社会进

步和人的发展， 这个意义上的生活其内涵和外延都

在不断地丰富和拓展。 本文所讲的生活， 主要是从

狭义的意义上讲的， 但又不局限于此， 而是与广义

的生活叠加， 因为两种意义上的生活并非彼此完全

不同， 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美好生活是在 “吃

喝住穿” 基础上的时代发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提倡和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进入新时

代， 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 日 益 广 泛， 不 仅 对 物 质 文 化 生 活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而且在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①。 因而， 绿色生活主要

是 指 人 们 对 环 境 生 态 的 要 求 ， 但 又 不 局 限 于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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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是一个隐喻， 绿色生活泛指一切健康文明

的生活。 尽管健康文明的生活具有丰富内涵， 可以

进行多维度的解读， 但归根到底指涉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和合共生。
绿色生活是合乎人性的生活。 在 《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 中， 马克思强调 “自然界才是人自己

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

素” ②， 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绿色是生命的

颜色， 是生命的象征。 人久居闹市， 一旦走进大自

然， 绿色的葱郁、 生命的蓬勃便走进内心， 奔放但

又烦躁的灵魂便有了安顿之处。 所以， 只要有绿色

的地方， 便意味着生命的充实与活力。 因而， 只有

绿 色 生 活， 人 们 才 能 真 正 享 受 到 生 活 的 乐 趣 与 美

好。 当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 一种绿色之美便浸润

内心，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祥和与宁静： “坐

在这一片松树、 山核桃树和漆树的林中， 坐在远离

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 沉思默想。 此时鸟雀在四处

啁啾， 或是悄然无声地从我的屋前突飞而过， 直到

太阳照临我的西窗， 直到远处的马路上传过来旅行

马车的辚辚声， 才让在时光的流逝中如梦初醒。” ③

这无疑是一种绿色生活， 尽管这不是绿色生活的全

部， 甚至不是绿色生活的主要形式， 却展示出绿色

生活的基本维度： 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管人们的生活内容如何丰富、 生活方式如何

变迁， 但有一点是亘古不变的， 即人类永远不能脱

离自然界生活。 对此， 马克思确认， “人直接地是

自然存在物”， 既是 “具有自然力、 生命力， 是能

动的自然存在物”， 又是 “自然的、 肉体的、 感性

的、 对象性的存在物”， “是受动的、 受制约的和

受限制的存在物” ④。 或者说， “自然界， 就它自

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

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 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

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 人的身

体。 所 谓 人 的 肉 体 生 活 和 精 神 生 活 同 自 然 界 相 联

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 ⑤。 绿色是自然界的本色———常新自

新、 充满活力、 生机无限。 因而只有绿色生活， 才

是既合乎自然本性、 更合乎人性的生活。
绿 色 生 活 是 绿 色 生 产 的 内 在 动 力 。 生 产 和 消

费、 供给和需求一直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

基本矛盾， 两者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互为条件， 甚至直接同一。 “生产就是

消费” “消费就是生产” 是马克思 《资本论》 手稿

中 阐 明 的 基 本 观 点。 马 克 思 认 为， 需 要 是 人 的 本

性， 是 推 动 生 产 发 展 以 及 人 类 社 会 进 步 的 内 在 动

力， 人类要想 “创造历史”， 首先就是要生活， 即

满足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需要， 于是， 才有了人类

的 “第 一 个 历 史 活 动 ” 即 物 质 生 活 资 料 的 生 产 。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

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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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也 就 是 说， 在 唯 物 史 观 中， 生 活 是 根，
具有本原性意义， 没有生活就没有生产。

在新时代， 供给端即生产端结构性改革成为矛

盾的主要方面， 原因在于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而

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 质量、 服务跟不上。 归根结

底， 满足人们的需求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

的。 离开这个目的， 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没有意义。
从根本上说，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就是要满足人

们不断转型升级的生活需要。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

念之一。 绿色发展不等于绿色生产， 但绿色生产构

成绿色发展的基本内容或基本路径， 而绿色生产又

以绿色生活为基本前提。 只有绿色生活， 绿色生产

才有现实的可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曾把

生产归结到 “生活方式” 的范畴。 显然， “粗陋的

需要” 只能导致 “粗陋的生产”， 从而导致人与自

然和谐关系的破裂， 只有绿色生活和绿色生产相互

配合、 协调推进， 才能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 美好生活较

之于 “物质文化生活”，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美好生活不再局限于 “物质文化生活”， 而是更加

丰富和全面， 使人真正成为 “富有的人”。 不管美

好生活如何定义和发展， 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致， 绿色生活永远是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 一方

面， 尽管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 但物质文

化生活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 文化生活当然

是一种绿色生活， 但文化生活是以物质生活为基础

的， 离开物质生活来谈文化生活， 只是一些玄幻家

的梦中呓喃。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 在任何时候， 物

质生活需要都是第一位的， 当人们的吃喝住穿在量

和质上得不到满足时， 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 就是

说， 美好生活必须以物质生产为前提， 物质生产构

成美好生活实现的基本路径。 没有 “富起来”， 就

没有 “强起来”； 没有 “共同富裕”， 就没有 “人的

全面发展”。 因而， 绿色生活离不开绿色生产， 绿

色生产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广阔前景。
另一方面， 只有在绿色生活的基础上， 人们才

能有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人的美好生活

需要， 必须将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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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首位。 在这些利益问题之中， 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无疑是最重要最根本的。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

程中， 习近平反复强调， 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没有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美好生活就是一个泡影。 毫无疑问， 只有绿色生活

即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才 是 最 安 全、 最 健 康 的 生

活， 才是美好生活之源。 正因为如此， “我们要建

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⑧。

二、 美好生活中绿色生活的总体图景

只有在美好生活中， 绿色才能展现出丰盈而深

刻之美， 绿色生活才成为 “合乎人性的需要” ⑨ 并

凸 显 出 现 实 性。 正 如 马 克 思 所 指 出 的 “忧 心 忡 忡

的、 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经

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 而看不到矿

物的美和独特性； 他没有矿 物学的感觉” ⑩ 一 样，
在人们还没有 “富起来” 之前， 整天为温饱忧心，
是看不到绿色之美的。 只有在新时代， 在已经 “富

起来” 并正走向 “强起来” 的过程中， 绿色之美才

呈 现 在 人 们 眼 前， 绿 色 生 活 才 成 为 人 们 生 活 之 必

需。 那么， 在美好生活中， 绿色生活呈现出一种什

么 样 的 总 体 图 景 呢？ 或 者 说， 美 好 生 活 中 的 “绿

色”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 “绿色”、 呈现出一种什

么样的美呢？
近些年， 不少学者讨论从 “浅绿” 到 “深绿”

的问题， 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追求的应该是 “深

绿”， 而非生态现代化阶段的 “浅绿”。 这是一个很

有价值、 也很有意思的话题。 “深绿” 和 “浅绿”
是 挪 威 哲 学 家 阿 恩·奈 斯 提 出 的 “深 生 态 学 ” 和

“浅生态学” 的形象表达。 这个问题很复杂、 很深

奥， 这 里 难 以 述 说， 只 想 以 最 直 观 的 方 式 来 表 达

它： “深绿” 比 “浅绿” 好， 就像人们刚接近原始

森林时， 眼前是一片 “浅绿”， 而一旦进入原始森

林， 则置身于 “深绿” 之中， 那种惬意和舒畅是无

以言表的。 所以， “浅绿” 代表的是人与自然的结

合， 而 “深绿” 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 美

好生活 中 的 “绿 色”， 当 然 应 该 是 “深 绿”。 “深

绿” 展现出一幅人与自然之间的 “谐趣图”：
简约有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简约就是 “节

用”， 即节俭、 节制或取之有度之意， 亦即墨子在

《节 用 》 篇 中 提 倡 的 “不 加 者 去 之 ” “去 无 用 之

费”。 所以， 简约是一种美德， 是人的一种格调和

格 局。 “大 道 至 简”， 道 出 的 正 是 这 样 一 种 境 界。
梭罗居住在瓦尔登湖期间， 追求的正是一种简约生

活： “大多数的奢侈品， 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悠闲

自在， 不仅没有多大必要， 而且对人类的发展实在

是个阻碍。 谈到奢侈与舒适这两个方面， 最明智者

往 往 过 得 比 贫 穷 更 加 单 纯 和 朴 实。 古 代 的 哲 学 家

们， 有中国的、 印度的、 波斯的和希腊的， 都是同

一格调的人物， 他们的外在生活贫穷得无人可比，
而内心生活的富有谁也难敌。” 輥輯訛 这是一种简约的丰

富， 或 丰 富 的 简 约。 简 约 不 是 贫 穷 的 代 名 词， 相

反， 却正是富有的表现： 不图数量， 追求质量。 马

克思所讲的 “富有的人”，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简约生活就是有质量的生活， 相反， 越是追求奢侈

和繁复， 越体现出一种生活质量的 “粗陋” ———物

质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贫穷使人呈现出一种人格上

的分裂。 人的 “节用”， 意味着一种 “他在性”， 即

为自然界 “减负”： 自然界尽管富有， 足以满足人

的基本需要， 但绝对满足不了人无休无止的贪欲。
因此， “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 仅仅使用

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 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

态的平衡” 輥輰訛。 “轻轻地” 是一种诗意的表达———
精致和浪漫成为简约的内在意蕴。 “诗意地栖居”，
绝不在于繁复， 而在于简约。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

把简约生活看作是一种诗意的、 艺术的、 审美的生

存方式。
绿色低碳。 简约有度即绿色低碳， 绿色低碳包

括简约有度， 两者既相互区别， 又相互联系、 不可

分割， 前者主要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后者则主要是

一种行为方式。 态度决定行动， 行动体现为结果。
低碳是一个技术概念， 是指较低或更低的以二氧化

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 因而， 低碳生活是一种减

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低能量、 低消耗、 低成本的生

活方式。 绿色低碳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保护， 减少

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 节能减排是绿色低碳生活的

主要内容。 在这个意义上， 绿色又是人类的一种文

化象征， 即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文化条件，
或如理查德·罗宾斯所言， “所有的动物都会把他

们的环境变成生存的条件， 但是人类除此之外还会

把他们的环境变成文化条件。 也就是说， 人们会根

据文化来选择食物种类、 生产工具和产品， 并建设

和安排栖身之处” 輥輱訛。 这是理解绿色低碳生活的一

个重要视域， 其中包含着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两个

基本维度。 低碳生产提供低碳产品， 低碳消费则体

现在购买、 使用和废弃的整个过程都要遵循节能减

排的原则。 因此， 绿色低碳是一种价值取向， 即践

行生态环境责任， 建设天蓝、 地绿、 水清的美丽中

国， 展现为一种行为之美， 但这种行为之美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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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 而是由内向外散发出来的。
敬畏友善。 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应该遵循的

基本伦理规范。 在西方生态伦理学家那里， 平等是

考量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因素， 主张众生平等。 尽

管这种思想是对以自然为予取予求对象思想的一种

超越， 但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 人与自然之间是不

平等的， 也不可能平等， 其理由主要有二： 一是自

然是生命之母， 当然也是人类之母， 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之基。 马克思多次指认， 人来自于自然界； 二

是 “人类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而且是极其微小的

一部分； 在地球上人类最终会消亡， 并且不留下丝

毫 的 痕 迹， 而 伟 大 的 自 然 仍 处 在 生 生 不 息 的 循 环

中” 輥輲訛。 尽管这种观点颇具悲观情绪， 但事实的确

如此。 因此， 对待自然， 要敬畏。 当然， 敬畏不是

害怕、 恐惧， 而是尊敬、 尊重。 习近平的 “敬畏自

然、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就体现出

对平等思想的包含与超越。 在这个问题上， 既要反

对人类中心主义， 也要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 要把

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或者说， 人是自

然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一份子。 因此， 人类对待自

然 要 敬 爱、 尊 重、 友 善， 就 像 对 待 自 己 的 母 亲 一

样。 在这个过程中， 人始终是主动的方面， 对自然

充满爱， 自然也会回馈以友善， 造福于人类。 “除

非满足基本需要， 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

和多样性” 輥輳訛， 这 一当代深 层 生 态 学 的 行 动 纲 领，
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纲领， 否则， 自

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便会接踵而至。
和谐共生。 这是绿色之美的高度凝结和集中呈

现， 是简约有度、 绿色低碳、 敬畏友善的必然结果

和当然表征。 以前， 人们往往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一是人通过劳动， 按照自己

的内在尺度， 将自己的意识作用于自然， 从而使人

“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輥輴訛， 实现人的发展；
二是人 “按照美的规律” 生产， 在改变自身自然的

同时， 也 “作 用于他身外 的 自 然 并 改 变 自 然” 輥輵訛，
使自然人化， 从而实现自然的发展。 尽管这两个方

面是统一的， 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但怎么也抹杀不

掉 “天人二分” 的痕迹。 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不

同， 它超越了 “天人二分”， 以真正意义上的 “天

人 合 一” 为 最 高 准 则， 是 人 与 自 然 相 处 的 最 高 境

界， 其着力点是和谐。 和谐不是同一， 而是以差异

和矛盾为前提的 “合一”。 正是因为有矛盾和差异，
才存在和谐， 才需要和谐。 “和实生物” “同则不

继” 等 都 是 和 谐 的 具 体 体 现。 只 有 和 谐， 才 有 共

生。 在 生 命 共 同 体 中， 人 和 自 然 只 有 和 谐 才 能 共

生。 在这个意义上，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美好

生活的基本内容， 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
实际上， “美丽中国” 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动图景。

三、 欲望生活从根本上消解绿色之美

迄今为止， 美好生活仍然是一种愿景， 尽管越

来 越 具 有 现 实 性， 但 毕 竟 还 是 “应 然 ” 而 非 “实

然”，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在路上。 之所以如

此，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人们的生活还不是一种绿

色生活， 离人与自然的 “谐趣图” 还有很远的距离。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 可以把与绿色生活相反的生活

称之 为 “粗 陋 生 活” “虚 假 生 活” “利 己 生 活”，
但 窃 以 为， “欲 望 生 活” 更 能 体 现 当 下 的 生 活 境

遇。 欲望生活包括欲望生产和欲望消费， 但主要是

指后者， 即消费主义。 欲望生活的根源、 本质及其

全部特征可概括为两个字： 欲望。 欲望生活既是利

己 的， 也 是 虚 假 的， 更 是 野 蛮 的， 它 从 根 本 上 遮

蔽、 消解绿色之美， 从而制约着美好生活的实现。
消费主义是产生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 在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思潮， 它既

是一种价值观念，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还是一种生

活方式， 被贝尔、 费瑟斯通等人指证为享乐主义，
即 “以快乐为生活方式” 輥輶訛， “遵循享乐主义、 追

逐眼前的快感， 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 发展自

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 这一切， 都是消费文化所强

调的内容” 輥輷訛， 追求欲望的满足， 将快乐看作人生

的唯一目的。 人是有需求的， 既有生理需求， 也有

发 展 渴 望， “但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本 质 特 征 不 是 需

求， 而是欲求。 欲望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 且

其本性就是无所限制”， “欲望驱使人不惜一切代

价要得到满足”， 从而 “也是对资源的不计后果的

浪费” 輦輮訛。 因此， 欲望消费是一种以满足欲望为根

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 对自然具有极大的 “创造

性破坏” 或 “破坏性创造” 能力。 森林锐减、 土地

贫瘠、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光、 空气等等， 甚至

动 物 的 最 简 单 的 爱 清 洁 习 性， 都 不 再 是 人 的 需 要

了。 肮脏， 人的这种堕落、 腐化， 文明的阴沟 （就

这个词的本义而言）， 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 完全

违反自然的荒芜， 日益腐败的自然界， 成了他的生

活要素” 輦輯訛， 从而导致生态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对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的 对 立 及 其 后 果 的 揭

示， 都以对资本主义欲望生活方式的把握为根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輦輰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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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入 的， 理 应 在 当 代 中 国 社 会 没 有 立 足 之 地 ， 但

是， 由于市场经济特别是全球化浪潮的裹挟， 西方

消费主义思潮乘虚而入， 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

粕相勾连， 使人陷入欲望的旋涡而不能自拨。 “生

态 红 线” 屡 屡 被 践 踏， 生 态 危 机 已 不 再 是 杞 人 忧

天， 而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欲望生活

是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 “杀手”， 而且， 它往往打

着 “提高生活水平” “满足生活需要” 的幌子， 具

有 “隐形” 特征， 有着极大的迷惑性和杀伤力。
欲望生活在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 是满足一己

之私欲的德性及行为， 导致的结果之一是 “公有地

的悲剧” 的出现。 “公有地的悲剧” 是加勒特·哈

丁提出来的， 意思是每个人因为自己的私利而贪得

无厌， 最终导致公有环境的破坏。 他描述了这样一

种情形： 在一块对所有人开放的草地上， 每个牧民

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竞相在上面喂养尽可能多

的牛羊。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块草地的承载力是有

限的， 但都希望别人减少放养的数量， 而自己却一

只一只地增加。 如此便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因

超载而导致草地崩溃。 在严格的意义上， 自然就是

人类的公有地， 因为自然是一个整体， 不可能因国

家 以 及 地 区 的 地 理 界 限 而 分 隔 开 来， 而 是 一 荣 俱

荣、 一损俱损。 生态危机之所以演变为一个全球问

题， 原 因 就 在 于 此。 以 美 国 为 代 表 的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动不动就将制造全球生态危机的 “帽子” 扣在

发展中国家头上， 就是一群在 “公有地” 上撒野的

“放牧人”。 不只是在全球， 在一个国家内也存在着

这 个 问 题。 譬 如， 有 人 在 环 境 优 美 之 处， 砍 掉 森

林、 毁掉绿地， 盖起了宽大的别墅， 甚至为自己盖

起豪华的 “阴宅”， 而希望生活在拥挤窄小空间中

的人们不去抢占公共资源。 再譬如， 有人任意地向

自然环境排放有害气体、 物质、 污水， 随意丢弃垃

圾， 把自然界当做自己可以随意处置的 “自留地”。
这 样， 当 一 个 人 的 德 性 随 着 公 有 地 的 消 失 而 沉 沦

时， 生活便成为满足一己之私欲的快感， 而完全失

去了美感。 在这个意义上， 美好生活是有德性的生

活， 它既以德性为前提和表征， 更以德性为基本内

容。 只有在人的德性充分展现并成为一种美好或至

善时， 美好生活才可能莅临。
欲望生活往往体现为一种野蛮行径， 连起码的

道德底线也没有。 尽管欲望消费可以从不同意义上

去 理 解， 但 口 腹 之 欲 是 最 基 本 的 表 现 形 式。 即 是

说， 欲望消费， 不管形式如何多种多样， 归根结底

是一种口腹之欲的满足。 这是对人性的亵渎。 作为

自然之子， 人与动物是一种共生、 共患关系。 一方

面是共生。 人与动物相互依存， 对动物友善是人类

最基本的情感。 人对动物的关爱与照顾， 可以看做

是人对外情感的一种延伸。 动物是生态环境的一部

分， 任 何 一 个 物 种 的 灭 绝， 都 可 能 使 生 态 系 统 失

衡， 从而引起连锁反应。 因而， 守护生态环境平衡

是人类的责任。 另一方面是共患。 目前已发现的人

类主要病原体有 1000 余种， 其中 60%以上源自于

动物。 据统计， 近 20 多年来， 新发和复发人类传

染性疾病近 70%来源于动物。 人兽共患病已成为全

球高度关注的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正因为如

此， 国际上提出 “One Health 同一个健康” 发展理

念， 倡导人类与动物及环境和谐相处。 但现实却并

非如此。 捕食野生动物是最典型的例子。 17 年前的

SARS 病毒， 就是由于捕食野生动物而招致的灾难。
在本质上， 这是人性的灾难。 科学研究发现， SARS
病 毒 根 源 于 蝙 蝠。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蝙 蝠 因 与

“福” 同音， 被人们视为吉祥、 如意、 幸福的象征，
并将其与寿桃、 灵芝、 桂花、 梅花、 喜鹊等联系在

一起， 赋予其 “五福临门” “福至心灵” “福增贵

子” “福禄寿喜” 等美好寓意。 在英美文化中， 蝙

蝠则是吸血鬼的化身， 象征着 “嗜血” 和 “残忍”。
在现实中， 蝙蝠是自然界名符其实的 “毒王”， 寄

生 着 4000 余 种 病 毒， 每 一 种 病 毒 传 染 到 人 身 上 ，
都足以招致灭顶之灾。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 人对

蝙蝠都应该敬而远之。 但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 在

网络上竟然还能看到丑恶到无以复加的人性： 仍然

有人在捕食蝙蝠。 至于其它的动物， 如果子狸、 穿

山甲、 猴子、 老鼠等等， 早就被人端上餐桌， 成为

甘之如饴的美味。
总之， 欲望生活必然带来两种灾难， 即生态灾

难和人的物化。 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征服自然、 满足

欲望为生活乐趣， 必然造成生态系统失衡， 从而制

造 正 在 将 人 类 带 入 绝 境 的 生 态 灾 难。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人被物化逻辑所控制， 其自主性及其主体性被

欲望所吞噬， 波德里亚的 “物的包围”、 卢卡奇的

“物化 意 识”、 马 尔 库 塞 的 “单 面 人” 正 在 成 为 现

实。 生态灾难抽掉了人生存发展的物质根基， 人的

物化使人的德性、 良知、 人性泯灭， 导致精神世界

塌陷， 如此一来， 美好生活便因绿色之美的丧失而

成为海市蜃楼。

四、 以绿色之美彰显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生态危机在根本上是人的危机， 是人的生存和

77



江汉论坛

发展危机， 它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而且

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在某种

意 义 上， 生 态 危 机 又 是 人 性 的 危 机。 摆 脱 生 态 危

机， 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 达到两者和谐共生

的境界， 需要实现从欲望生活向绿色生活的转变，
展现出生活的绿色之美。 而要实现这个转变， 根本

还 在 于 人。 只 有 把 人 从 欲 望 生 活 的 旋 涡 中 解 救 出

来，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用绿色之美彰

显美好生活的生机活力。
首先， 提高人的素质， 变革生态观念， 崇尚绿

色生活， 让生态美学走进日常生活。 以什么样的态

度对待自然，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的素质，
即 文 明 素 质。 当 然， 文 明 素 质 是 一 个 综 合 性 的 概

念， 它以人的文化修养、 道德品质、 思想观念、 价

值观念等为支撑。 因此， 文化教育、 科学教育、 伦

理教育甚至美育等， 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内

容。 没有这些基础，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价

值取向的生态文明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人的文明素质集中体现

在生态审美的养成上。 生态审美即生态美学， 是人

对待自然态度的最高境界。 可能有人认为， 美、 美

学、 审美属于 “阳春白雪”， 与 “下里巴人” 相距

甚远， 与日常生活并不搭界。 其实， 美就在生活之

中，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只是有一个自觉与不

自觉的区分。 每个人都有自发的审美意识， 问题在

于如何将其激发出来并转化为一种自觉。 自然界从

不缺少美， 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发现美的眼

睛” 即是一种审美自觉。 当然， 自然美是一定社会

实践的产物，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 温饱问题没有解

决 的 条 件 下， 正 如 高 尔 基 在 《苏 联 的 文 学》 中 所

言， “在环绕着我们并且仇视着我们的自然中是没

有美的”， 而在已经 “富起来” 并正在走向 “强起

来” 的 中 国 人 民 眼 中， 自 然 之 美 必 须 逐 步 呈 现 出

来， 生态审美应该成为 “富起来” 的人们一种起码

素质或标配。 生态审美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发

现并欣赏自然的美。 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马克思认为， “植物、 动物、 石头、 空气、 光

等等， 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一方面作为艺

术的对象，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是人的精神的

无机界” 輦輱訛。 “艺术的对象” 即是审美的对象。 自

然之美不仅在于形式， 更在于内容， 是内容和形式

的统一： “对于植物， 我们喜欢色彩的新鲜、 茂盛

和形状的多样， 因为那显示着力量横溢的蓬勃的生

命。 凋萎的植物是不好的； 缺少生命液的植物也是

不好的。” 輦輲訛 二是自然之美作为人和人的生活暗示，

这 在 人 看 来 才 是 美 的 。 正 如 车 尔 尼 雪 夫 基 所 言 ，
“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人来 （或者， 预

示人格） 的东西， 自然界的美的事物， 只有作为人

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 輦輳訛。 这才是生态审美的

真正意义之所在。 毫无疑问， 绿色生活即是自然对

人的 “暗示”， 亦即一种生态审美的生活方式。
其次， 丰富精神生活， 培育绿色消费的价值自

觉， 重铸生活逻辑。 欲望消费之所以盛行， 除了市

场经济的 “培育” 和资本逻辑的宰制， 以及大众广

告传媒的渲染等因素以外， 人们精神上的贫困也是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甚至具有根本性。 在一定意

义上， 精神生活的贫困是欲望消费的总根子， 其必

然结果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逐。 因此， 将人

从欲望消费的旋涡中解救出来， 丰富人的精神生活

是必须的、 正确的道路。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价值

取向， 绿色消费蕴含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 由人的

精神世界所涵养、 生成。 因此， 只有丰富人的精神

生活、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才能养成绿色消费的价

值自觉———由满足物欲转向发现价值。 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重铸生活逻辑的过程。 生活逻辑以价值逻

辑为支撑， 又展现出一种价值自觉。 不同程度的价

值自觉呈现出不同的生活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 欲

望消费也是一种生活逻辑， 它以资本逻辑为逻辑，
以 “物本” 为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 追求美好生活

的价值理想， 必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基本路

径， 因而需要提供一种新的生活逻辑， “这里所说

的生活逻辑， 是指在人的生存或 ‘更好的生存’ 中

发现价值， 在劳动生活和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

人的生活的态度、 方法。 对人的生存来说好的环境

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生活的逻辑也就必不可少地包

含环境保全之意” 輦輴訛。 佐岩茂的这种理解， 尽管不

是针对美好生活而言的， 但对铸造美好生活的生活

逻辑是极为有益的。 反过来讲， 只有确立一种符合

人类发展与自然万物繁茂生长相统一的价值自觉，
承认并满足人们丰富性的合理需求， 才能解放人、
塑造人、 发展人， 从而实现人从 “单面人” 向 “全

面的人” “富有的人” 的历史性跃升。
再次，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供更多的优

质生态产品，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必须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把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作为主攻方向， 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輦輵訛

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 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主攻方向， “中高端消费” “绿色低碳” 等都

包含着生产生态产品的要求。 关于生态产品， 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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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认为是指无害性、 可循环性的

产品， 如绿色食品、 生态家居等， 有人则将其理解

为良好的生态环境， 包括清洁水源、 清新空气、 安

全食品、 宜人气候、 舒适环境等等。 这些理解都是

正确的， 但过于具体， 一具体就容易挂一漏万。 生

态 产 品 丰 富 多 样、 包 罗 万 千， 不 可 能 一 一 列 举 出

来， 因此， 这里将其概括为： 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和自然万物繁茂生长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切产

品。 生态产品不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更体现

为一种过程及其结果： 生产过程及其结果、 消费过

程及其结果。 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 是同一个过程

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环节， 具有总体性。 只有总体

性 地 促 进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产 品， 才 是 生 态 产

品， 亦即绿色产品。 生态产品是绿色之美的高度凝

结和集中体现。 毫无疑问， 目前我国最稀缺的就是

生态产品。 譬如， 在抗击新冠病毒的战 “疫” 中，
人们反思最多的问题之一， 就是部分医疗卫生机构

的缺席。 包括医疗卫生产品在内的所有生态产品都

具有公共性， 或者说， 凡是生态产品都应该具有公

共产品属性。 可事实上， 有不少医疗卫生机构已经

被私人老板买断， 变成私人机构了， 这正是部分医

疗卫生机构缺席此次战 “疫” 的根本原因。 因此，
不仅要生产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 而且要保证其公

共产品的属性， 即是说， 生态产品理应由政府来制

造和提供， 或者由政府引导， 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

产品的供给。
最后， 以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筑牢

“生态红线”。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上， 仅靠人们

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 人的自觉是

制度和法律规范的结果。 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 这

只是一个目标， 在任何时候， 都只能做一种总体性

的考量， 不可能使每一个人都达到同一个水平。 事

实上， 尽管在总体上我国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正在

提高， 绿色生活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但毋庸讳言，
总有一些人突破、 践踏 “生态红线”。 突破 “生态

红线”， 必然造成对自然界的伤害， 生态失衡不仅

直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而且严重威胁着人

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这个意义上， 生态治

理、 环境治理实质上是对人的生态伦理、 环境伦理

的治理， 需要依法治理， 将 “任性” 的人格和行为

即所谓的 “自由”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次新冠疫

情发生后， 国家及地方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及

时出台了一些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等

方面的法律法规。 其实， 在这方面， 尽管我国的制

度保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但基本的法律法规并

不少， 问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与执行。 “要建

立责任追究制度， 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
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必须追究其责任， 而且应该终

身追究。” 輦輶訛 这个要求必须得到坚决、 彻底的贯彻执

行， 不能有丝毫折扣。 对所有给自然造成破坏或伤

害的人 （包括组织、 企业、 个人等）， 都不仅要追

责， 还要彻底追责、 终身追责， 没有人可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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