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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以环境伦理为视角探讨生态智慧和水生态治理。 介绍了环境伦理在西方的产生历史和对西方生态实践发挥的

巨大作用，同时分析西方以内在价值或权利为核心所建立的环境伦理理论的思维范式；从“恋地情结”出发探讨中国哲

学文化熏陶下的心理，并指出这种价值层面的探讨对中国当前生态实践的意义；对“恋地情结”的本质进行分析，指出

恋地情结是在俗世中而又超越世俗的哲学文化心理，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审美栖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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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南方很多省市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暴雨袭击，很多部门都在商讨对

策来应对洪涝灾害带来的重大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 在商讨对策时，通常是依

赖专家和技术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遇到的暴雨或者其它类型的自然灾害问题，其
实，洪涝灾害最深层次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了问题。
技术进步催生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感，是造成各种

洪涝灾害的根本原因。 技术在进步，而人的智慧却在退步，频繁出现的生态灾

难强烈呼唤生态智慧的出现，而这一智慧的理论基础即为环境伦理价值观。
环境伦理这一新兴学科在环境科学、环境规划和环境管理等很多领域都是

比较陌生的。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规划、乡村建设和环境科学领域的很

多学者开始逐步意识到环境伦理的重要性。 系统化的环境伦理产生于西方，它
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破坏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而提出的

各种理论上的回应。 起初，它和内在价值、荒野和国家公园这样的概念紧密相

连。 理论的论证的目的是保护较少为工业文明干扰的荒野地区，这为设立国家

公园提供了理论支持。 后来环境伦理理论发展成各种理论学派，包括环境美德

理论、环境解释学、和农业伦理等。 这些理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相关环境

政策的制定，催生了很多非营利组织，并且极大地推动了民众对环境保护事业

的参与。 例如，美国大地伦理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思

想，他指出，“一件事情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就是正确

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１］这一伦理思想西方哲学中一直占主流传统的人类中心

主义思想打破，，将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扩展到生态系统。 在当时工业化革命浪

潮中美国人对荒野的征服背景下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启迪。 利奥波德去世后，他
的大地伦理经过后来的环境伦理学家的不断阐释和发展而得到巩固，并通过非

营利组织的形式向民众宣传。
中国的环境伦理研究起步较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通过翻译西方环境伦理

理论的著作，借鉴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的核心话语，例如内在价值和权利等来提

出自己的理论。由于中西文化在哲学思维层面的巨大差异，这些核心话语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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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移植到中国文化语境中，并对中国的城市规划

等生态实践起指导作用。 以内在价值或权利为核心

建构的西方环境伦理理论延续的是康德义务论的伦

理学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当人们在理性上认可一事物具有内在价值后，这一

认可就构成了绝对命令，这一思维方式更适用于保

护那些较少受人类影响的自然。 但对中国而言，人
们所接触的自然大都是使用中的和人工化的自然，
因此，需要以中国哲学文化为基础来挖掘核心内容，
同时融合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的合理内核。

由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精神引航，中国古代就

有着丰富的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只是

在逐利和技术的统治时代，很多非常好的思想已经

被公众忘却。 在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上中需要加

强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不断阐释，并融入生态科

学的内容，发展出适合中国哲学文化特点的环境伦

理体系。 同时，还需要重新挖掘中国文化的核心精

神，将自然的各种具体空间形态融入进去，包括城市

中的自然、乡村中的农耕用地和较少为工业文明所

影响的所谓的不发达地区。 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精

神向度的环境伦理理论，以修复人们心灵和提升环

境伦理价值观。 李泽厚对中国哲学核心精神给予了

最深刻的概括，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情为本体

的哲学哲学。 他指出：“‘情本体内推为‘以审美代

替宗教的’宗教哲学，外推就是‘乐与政通’、‘和谐

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 ［２］。 而恋地情结则是情本体

的内推，也就是情本体在日常生活中众多情感的表

现之一，是人与土地的情感。
华裔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曾在早期著作

《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的研究》 ［３］中对恋

地情结做了详细的阐释。 强调了对地方复杂的感知

体验，这些感受通过“通感”可以创造出神秘体验。
这些感知体验是塑造地方价值的观点，也是恋地情

结产生的根源。 它不是对自然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

客观的认知而产生的，而是侧重于感官的体验对人

类心灵产生的影响，从将身体、心理与审美结合的角

度，这里不涉及理性的认知。
段义孚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阐释恋地情

结这一概念为我们开辟除了一个新的哲学视角，也
就是说将土地这种物质或身体性的存在容纳到人的

哲学思考中去，而不是仅仅在思维领域的理性思考。

然而，由于缺乏从哲学理论的阐释，他的理论在环境

伦理的圈子并没有得到重视。 目前，西方一些环境

伦理理论开始反思内在价值的概念，开辟了从同情

和地方等术语概念出发建立环境伦理理论的尝试。
以恋地情结为核心的中国环境伦理体系建设与这些

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其深层次的哲学精神差异

很大。 下面，本文将从儒家情感哲学的角度对恋地

情结做解释。
首先，恋地情结中的土地是具有很强的情感内

涵，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

论中反复出现的与文化相分离的荒野概念。 土在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个经常出现的词汇，土经常与

“土地”、“地方”、“天地”和“风水宝地”等组词。 其

中天地最具有哲学韵味。 就恋地情结来说，对土地

的爱包含了对土地上生灵的爱，这种爱是在使用基

础上的爱，而不是在尊重内在价值基础上的爱。 费

孝通著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写的一段明显体现了这

一点［４］。 儒家学者朱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爱
物……则是食之有时，用之有节；见其生不忍见死，
闻声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牺牲无用牝、不麓、不
卵，不杀胎，不覆巢之类，如此而已” ［５］。 可见土是与

人们具体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人们对土地的热爱

与友善的使用土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恋地情结是在俗世中而又超越世俗的哲

学文化心理。 它是与人们生活的土地紧密相联，这
种土地或者以城市中的自然或者以乡村来体现。
“地”是人们具体生活的地方，它反映了一种变动不

拘的日常经验，这包括季节的变化、文化中各种元素

的相互关联与变化、地方之上的土地和众多生灵。
说它是超越世俗的，这是因为在恋地情结中，中国人

的心灵找到了终极寄托。。
最后、恋地情结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审美栖

居方式。 人们在使用土地过程中，实现对土地的欣

赏与热爱。 这一资源既包括把土地当成满足人类生

活需要的物质资源，同时也包括人类把自然当成欣

赏的对象，是一种精神上的资源。 这两种把土地当

成资源的方式都是在实践基础上，一个是农耕的实

践，另外一个是生活实践。
从恋地情结入手，吸收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

中的科学元素，把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体系发展成

为具有精神向度的环境伦理体系，从而为城市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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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践提供哲学思考是环境伦理学界值得努力的

一个理论方向。
以恋地情结为基础构建的精神向度的中国环境

伦理学将对城市雨洪管理提供深层次的价值支撑。
例如，目前城市 ＬＩＤ 综合管理策略中被广为探讨和

实践的有绿色屋顶、生物滞留设施、透水路面和植草

沟等［６］。 在城市中开辟一片农田，植入可食地景，还
有打造一片原生态的荒野，也是许多国家已经采取

的策略。 目前这些策略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来讨

论，而技术的最终实施者是人，如果人们在价值观的

深处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精神价值，那么巨大

利润的刺激足以让很多人放弃现有的技术。 因此，
从哲学价值观的深处来探讨这些技术策略是当务之

急。 要认识到雨洪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待

自然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在城市规划中，需要把人

对自然的伦理关系考虑进去，而不能为人类奢侈的

物质享受去破坏原生态。 城市里，如果大量的能呼

吸的土地被不透水的水泥覆盖，它阻碍的不仅仅是

土壤的呼吸，而更是精神的呼吸。 土地在中国文化

中相当于西方的荒野，它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双重

存在，它是能呼吸的文化有机体，包含了时空、颜色、
味道、声音和家庭等诸多元素，当我们与土地分离的

时候，人也相应的与土地所承载的精神气息相隔离，
乡愁也随之出现。

２０１３ 年， 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曾发

表重要讲话，指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

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

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

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７］ ”。 驱

散乡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把自然

与土地的元素融入，这样，中国文化所熏陶的根基之

感才不会在城镇化浪潮中被连根拔起。 洪水出现的

一个重要原因并不仅仅是管理和技术的问题，它的

深层次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然已经慢慢失去了爱的情

感和敬畏之心，而在西方启蒙文化所带来的技术思

维没有从哲学根基上进行认识，盲目相信技术能够

修复一切自然灾害，这种思维方式必然会给实践带

来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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