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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中两大基本而且最为重要的关系包

括人与自然形成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组成的

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

的话题，这对关系更是现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十

分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的关系，可以说人类一切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

围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自然环境是

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在任

何时候都不可能脱离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而存活

下去，积极借鉴和汲取《道德经》中人与自然的和

合思想，树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崇敬自然的生

态理念，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运用合理适

度的手段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自然界建立一种

和谐相处、同存共生的关系。
一、树立以柔克刚的辩证思想

科技的进步，对自然的探索使人类在改造自

然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人类因此感到自

豪，张扬了自身能力，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是，这些

成就并不意味着人类征服了自然，成为自然的主

宰，挣脱了自然对人类的束缚，因此，人类对自然

的所谓战胜或胜利只是短暂的荣耀，是不可取的。

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有意

识或是无意识地遵循着自然规律的发展轨迹，并

不是战胜自然的结果。道家不但肯定人自身的价

值，而且也认为人类在自然界中有正确的定位，人

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自然界不是任人宰

割的对象，而是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人与自

然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要立足于天地

之间，就必须遵循道家所讲的天与人不相胜、天人

合一的思想。因此，我们首先要在观念上改变长期

以来形成的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

观念，改变长期以往形成的自然的主宰者姿态，进

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事实上，人类取得的这

些看似耀眼的成就往往是以对自然的掠夺，生态

的破坏为代价换取的，埋下了生态隐患，最终会招

致自然的报复。恩格斯就此告诫我们说：“我们不

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

利，起初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

后却发生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结

果又消除了。”[1](P383)恩格斯的这番话绝非危言耸听，

时至今日，在人类对自然界的野蛮掠夺和疯狂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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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

张。例如，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日趋枯竭的矿产

资源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等，这都是自然对人进

行报复的征兆。由此可知，回归自然和人类的本真

状态，做到返璞归真,是当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关键所在。
老子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

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

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2](P71)（《道德经》·三十六章）这一

章里主要阐述了老子关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辩

证法思想，例如，“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等等。意

思都是说，任何事物的性质如果发展到极端，会向

相反方向转化。这些构成了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基

本规律，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2](P112)

（《道德经》·五十八章），这种观点贯穿于《道德经》
全书。

从这一章的内容看，主要讲了事物的双重性

和矛盾转化的辩证关系。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都

会走到某一个极限，此时，它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

变化，本章的前八句是老子对于事态发展的具体

分析，体现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本章所讲的“合”
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取”与“与”这
四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老子偏重居于柔弱的

一面，得出了“柔弱胜刚强”的结论。[3](P97)“人之生也

柔弱，其死也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2](P144)(《道德经》
·七十六章)由此可见，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以坚强

为死之徒，柔弱为生之徒也。[4](P324)老子强烈反对刚

强，他倡导柔弱、谦虚、卑下。这就是人与自然的相

处之道，在自然面前，人类永远是弱小谦卑的，人

类应该放低姿态，顺应自然规律，遵循“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的准则，永远以柔弱自处，做到尊重自

然、崇尚自然，而不是妄图掌控自然，对自然界发

号施令。如果在客观条件下本身处于强势地位，则

要向下抑之，知其坚强，守其柔弱。犯之，则难以持

久，就是自取灭亡。
二、清静平和———促进和谐发展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显著特

征。在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是包含在“和”的范畴之

中的，其涵义十分丰富，揭示出了事物多样性、差
异性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

界。[5](P7-8)《道德经》中所蕴含的天人和谐、身心和

谐、人际和谐等方面的和合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

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

作用。
事物变化所遵循的自然规律，老子把它们叫

做“常”。老子告诫我们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2](P32)（《道德经》·十六章）我们应

该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规律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

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到某

些东西，就要从它的反面着手；想要保持什么东

西，就要容纳一些与之相悖的东西。道家的中心问

题本来就是全生避害，躲开人生的危险。老子在对

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倾向于退避无争，无为而

治，人与自然之间要建立一种亲和关系。
老子对比了“天之道”和“人之道”，认为“人之

道”应该效仿“天之道”，流露出一种朦胧的、模糊

的平等与均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之道，其犹

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

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

不足以奉有余。”[2](P145)（《道德经》·七十七章）在本章

中，老子把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的现象归之于“损

有余而补不足”。老子将天道比做拉弓射箭，意在

表明，自然大道有余而益谦，也就是说大道对满

的、强的损之，对谦的、弱的益之，始终保持中和。
宇宙万物的自然之道之所以能够冲气为和，周行

不殆，与这条规律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因此，老

子要求人类社会也改变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
不合理、不平等的现状，这体现了老子尊重自然的

观念和清静平和的心态。自然之道如此，可是人类

却与之恰恰相反，肆意妄为。物质财富已经十分丰

富但却更贪恋物质层面的满足，越有权利追求权

利之心就越膨胀，贪婪的欲望变得无止境。穷者愈

穷，富者愈富，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尖锐，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呼唤“清静平和”之心回归已迫在

眉睫。
老子《道德经》中表达的思想代表了他个人悟

道的心得体会，其中在人生的社会实践和具体作

为方面，提出了“三宝”之说。老子的三宝是：“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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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2](P129)（《道德经》·
六十七章） 老子的第一宝是慈。慈代表母性的特

质，是“无为”的另一种表述，包含有柔和、爱惜之

意。譬如母亲的爱称为慈爱。为什么把“道”比喻成

母亲呢？因为万物皆来自“道”。[3](P95)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P82)（《道德经》·四十

二章），道生出万物，所以是万物的母亲，能够包容

关怀一切，所以用慈爱来表现。[6](P217)自然界以同样

的方式来对待人类，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

一切都是自然界给予的，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因此必须追求人与自然

的和谐，换言之即追求天人合一，质言之即处理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老子的第二宝是“俭”。“俭”的内

涵有两层，一是节俭、吝惜，二是收敛、克制，也可

以说“俭”是对待物质的一种态度。“慈”从“道”而
来，因为“道”是万物的母亲，所以“慈”是一种普遍

的关怀和同情，“俭”则是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它

要求人类在消耗自然界的能量和资源时不但要有

节约意识，要懂得节约人力、物力，而且还要聚敛

精神、积蓄能量、等待时机，这样才能实现天人和

谐，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老子的第三宝是

“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也有两层涵义，

一是不争、谦让，二是退守、居下。“慈”、“俭”、“不

敢”是老子对待自然的态度。对自然以慈爱之心，

要俭啬自然而不尽用，不凌驾于自然，要像水一样

“利万物”[2](P16)（《道德经》·八章）、“衣养万物”[2](P67)

（《道德经》·三十四章），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动力。[7](P13-16)

和谐思想对建立生态哲学，实现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价值。老子把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

整体，强调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关系，认为人与自

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认为自然界是一大天

地，人是一小天地，视天人一体，强调人与自然不

可分割，追求天、地、人的整体和谐。老子主张对万

物和人类都应有一种慈爱的情怀，使天、地、人之

间维持着一种祥和的状态。认为万事万物的存在、
变化和维持都是由于阴、阳对立双方的依存和协

调，而阴阳和谐的状态则称为“和”。古代的先哲深

刻地洞悉到万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联

系，有其自身秩序和自身规律。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规律和自然万物，做到“人道”和“天道”相符合。
三、天人合一———建设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又称作“天

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和与协调，

希望达到“天人合一”的文明形态。“天人合一”这
一命题有三层意涵，即天人合于天；天人合于人；

天人合于非天、非人的某物，如道。道家的“天人合

一”论是天人合于道，一者，道也，自然也。道家的

“天”是不同于“人为”的“自然之天”，是本真的自

然状态。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人

的存在和发展也是顺应自然的过程。“天人合一”
不仅是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实然描述，也是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表达。[8](P88-90)老子的“天人观”
即人与自然的思想有一个最基本的内容，这就是

对“天”、对“自然”的信赖与尊重，也就是以“自然”
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便是

老子的“天人和谐”思想。纵观历史，可以说最早、
最系统地提出顺应自然的的当属老子。所谓“天人

和谐”，实际上就是“天人一体”（或“天人合一”），

即要求人与天地（自然界）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

机整体。人类只有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

整体，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顺势而为，才能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道德经》作为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的杰出成

果，为我们解决当前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短

缺等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路，对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走绿色发展道路、实现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首先，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有机体的思想，

克服了西方传统思维中的主客二分的主导思维方

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

人同源，承认人类作为生命与万物同属一个生命

场，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具有同样的根或

本性，遵循同样的宇宙根本规律———‘道’”。[9](P23-29)

老子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包含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

之中，人类只有依自然而为，遵循事物的内在本性

和发展规律而为才能生存得有意义。人类既要顺

应世界万物生长变化过程的自然本性，协调好自

己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又要自觉地不以人为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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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式去破坏自然，减少冲突与对抗，维护自然和

社会中的和谐秩序，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

美。此外，人与自然之间不仅是一种密切的依存关

系，而且又是一种亲如母子的亲情关系。在这两种

关系的共同作用中，人类就会在内心深处树立起

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充满仁爱与敬畏，而不是

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疏离感和征服欲。
其次，肯定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

天人同源，主张自然万物都是生命的结晶，高扬宇

宙生命一体化，肯定人和自然的统一是有机的统

一。对比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导

下的人类的行为和后果，道家的这一思想显得很

深刻，对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具有很大的价

值。为此，客观地要求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以

资其用时，要做到顺应自然，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界

生态环境的承受限度。道家认为，人们之所以应该

平等的尊重所有的生命和自然物，在于他们与人

类一样都是为道所创生，为德所畜养。为道所生之

物具有自己的德，因而与人类具有相同的价值尊

严。所以人不仅应该尊重人类的生命，而且应该尊

重自然万物的生命，维护万物的存在。
最后，着眼于我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存

在的环境问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迫在眉

睫。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

内容。[10](P120)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

式。[11](P62-63)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着力推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只有兼顾当代人的利

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上其它生命体的利

益，才能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存在的亲

和关系，真正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两千多年前诞生的《道德经》虽然仅五千余

言，但字字珠玑，其中所蕴含的以柔克刚的辩证思

想、清静平和的和谐观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理

念不但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

献，而且这种蕴含着宝贵生态意识的传统思想仍

是当今处理生态问题的重要思想依据，对我们探

寻生命自然的本源，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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