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读后感 试论中国传
统生态伦理思想(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读后感篇一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导下,工业化盲目发展,人类对自然无限
制的索取,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人类生存受到严重的
威胁.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寻求拯
救人类的精神资源.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中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
生态伦理思想,这正是引起世界各国重视关注的及其宝贵的生
态伦理文化.优秀文化是不能够改造的,基于优秀文化的强大
的感染和渗透力,人的'认识水准是能够提升的,人的行为和生
活方式的转变,正依赖这种认识水准的提升.这正体现了道家
生态文化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万物平等、道法自然、寡欲节
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道家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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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读后感篇二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
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
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
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
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
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
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
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
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
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
离，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
华，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
甚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
正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
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
即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
遥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
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
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
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
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
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
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
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
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
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
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
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



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
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
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
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
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
子·让王篇》。

（三）物无贵贱的道德平等论。道家从“道”出发，提
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
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
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的客观无私的境
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
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
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
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三、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
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
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
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
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
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
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
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
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
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
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
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
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
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
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
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



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
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
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
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
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
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
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读后感篇三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人类自我意识的觉
醒，生态伦理学成了一门热门的学科。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生
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中国传统时代有着丰富而深刻的
生态伦理思想，如果能够很好地传承、发展与推广，这对于
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
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
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
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
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
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
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
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
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
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
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
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
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
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
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
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
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
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
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
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到
“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
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
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
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
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
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
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
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
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
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
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
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
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
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
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
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
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
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
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
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
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
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
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
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
“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
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
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
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
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
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
“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
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
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
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
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
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
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
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
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
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
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
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
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
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
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



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
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
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正
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
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
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
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
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
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
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
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
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
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
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
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
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
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
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
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
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
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
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
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
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
篇》。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读后感篇四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人类自我意识的觉
醒，生态伦理学成了一门热门的学科。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生



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中国传统时代有着丰富而深刻的
生态伦理思想，如果能够很好地传承、发展与推广，这对于
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
灵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
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
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
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
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
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
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
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
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
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
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
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
儒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
学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
人，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
地、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
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
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
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
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



一”命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
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
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
律。“明”是对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
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
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
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
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
易·系辞下》。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
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
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
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
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
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
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
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
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
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
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
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
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
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
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
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
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
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
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
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
繁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
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
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
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
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
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读后感篇五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
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
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
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
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
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
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
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
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
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
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
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家却对其发展作
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
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
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他们同属
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
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然，更要
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
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
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
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
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
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
”《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天道，
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世界的
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
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
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
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德曰
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生生
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
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
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
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
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
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
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
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
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
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
之“用”统一起来。

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
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
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
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
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
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
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
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
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
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
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
《荀子·富国》的恶果。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
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
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则。“道”在老子看来，
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
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
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
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
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
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
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
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
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正
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
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
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
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
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
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
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
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
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
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
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
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
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
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
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
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
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
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
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
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
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篇》。

道家从“道”出发，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
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
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
的客观无私的境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
失。”《老子》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
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
贱之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
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
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
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
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
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
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
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
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
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
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



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
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
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
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
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
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
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
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
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
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
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
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