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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生态智慧是在协调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以最小人工投入赢得最大生态效益的智慧。 生态

智慧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其要义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和生态愚昧，“以道观物”、“以道驭术”。 从生

态智慧的高度看，没有天灾，只有人祸：所谓的洪灾只不过是自然规律的显现方式，是对人类价值规律的警示和启迪。
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处理好人工改良与自然做功之间的辩证关系，达到自然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合一，从而达到化水害为

水利的目的。

生态智慧视野中的洪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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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季雨水集中时，我国各地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洪灾困扰，城市内涝更

成为近几年的社会焦点。 有效应对洪水的前提是正确看待洪水。 本文尝试以

生态智慧为视角，讨论应该如何辩证地看待所谓的洪灾，从而为化水害为水利

寻找哲学基础。

■生态智慧的定义

生态智慧研究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最初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
是其深层生态学（Ｄｅｅｐ Ｅｃｏｌｏｇｙ）的核心内容。 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比生态科学

“深”，是因为它追问后者很少追问的价值问题，而价值观正是人类这种有机体

的特性：人类活动通常受到特定价值观的影响，对于环境的态度和行为也往往

取决于特定的价值观。 因此，尽管奈斯没有对生态智慧做出明确界定，但他为

生态智慧研究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
生态智慧是在协调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以最小人

工投入赢得最大生态效益的智慧。 这个定义有两个要点：（１）生态系统与人类

福祉的相互关系；（２）生态效益与智慧指标。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相互关系

２００５ 年发布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生态系统服务的

变化是怎样影响人类福祉的？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生态系统的变化可能会对人

类产生怎样的影响？［１］ 该报告以《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为题，表明

“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已经成为生态学的核心。 生态学内涵的这种变化不能

理解为仅仅关注人类福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该理解为生态学观念在“人类

纪”（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又译“人类世”）的合理调整：自此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

于地球生物圈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福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生态

系统。 生态学研究再也无法避免如下问题：人类应该怎样对待地球生态系统？
这里的“应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是生

态智慧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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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与智慧指标

世界可持续发展商务委员会（ＷＢＣＳＤ）在 １９９２ 年

将“生态效益”（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描述为：在提供具有价格

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以满足人类需要、保证生活质量的

同时，逐步减少生命循环中的生态影响与资源耗用强

度，将之降低到符合地球承载力的水平 ［２］ 。 简单来说，
生态效益这个术语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

之间的关系，其要义是，在使用更少资源、产生更少废物

和污染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本文提出的“生态效益”是对于生态效益的哲学

改造，要点有二：第一、明确价值观，将“生生之德”作
为核心价值观，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
的和谐共存境界；同时，将人的使命与职责界定为帮

助天地化育生命，使得生命变得丰茂而美好。 通过

人工改良的方式优化生态系统，让它自然做功，从而

养育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 第二、从人生哲学高度

理解人类福祉，认为物质财富仅仅是幸福人生的基

本条件之一，其他维度还包括精神世界的丰富、心灵

境界的高远、审美情趣的高雅等方面，这些福祉都与

健康的生态系统密切相关。
上述生态智慧定义包含着“智慧指标”，也就是

可以精确计算的人工投入与可以大体估算的生态效

益之间的比率，其公式即“人工投入 ／生态效益”。 根

据这个公式计算出的数值就是生态智慧的智慧指

标。 把两个工程（比如都江堰工程与三峡工程）智慧

指标进行对比，就会清楚地断定，哪个工程智慧，哪
个工程愚昧。

■生态智慧与面对洪水的原则

从生态智慧的角度看，下雨没有“天灾”，只有

“人祸”。 由于人类没有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没有明

确认识价值规律、特别是没有处理好价值规律与自

然规律之间关系往往导致大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生态智慧看来，所谓的洪灾只不过是自然规律的

显现方式，是对于人类价值规律的警示和启迪。 生

态智慧的核心是处理好人工改良与自然做功之间的

辩证关系，达到自然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合一，从而化

水害为水利。 这就意味着，具有生态智慧的人，永远

不会“怨天”，只会“尤人”。
生态智慧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 运

用生态智慧来面对洪水的时候，首先要做到“以道观

物”，其次要“以道驭术”。 “以道观物”是一种看待

事物的方式，其要义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平等

地对待天地万物，尊重各种事物的内在价值和存在

权利。 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根据自己的价值

观来评判同一种东西，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往往只根

据自己的直接利益来决定事物的取舍，比如填湖造

房。 看待事物的方式错了，就会导致生态愚昧的

后果。
“以道驭术”就是以生态智慧之道驾驭生态之技

的方法。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控制与改造自

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人类往往越来越忘记技术背

后的伦理问题，特别是忘记术与道关系，在技术发挥

造福人类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人

祸。 我国古代哲学对于道与术的关系有着深刻论

述［３］，其基本原则是“技进于道”，也就是超越技术层

面而达到道的高度。 当今层出不穷的生态灾难，大
多与盲目的技术崇拜有关。

我国学者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了“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并且以之为基础提出了相

应的生态工程理论 ［４］ 。 这无疑是对生态学的重大

贡献。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生态观念突出强调

的还是经济因素，思考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与环境

承载力之间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依然相当浓

厚。 有必要从哲学高度不断反思生态问题，探讨更

加合理的生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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