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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顺元的《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一书解读 

 
权陈 

 

简介：该书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伦理文化，以及生态科技经济思想进行了分时期的介绍，

帮助读者浏览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和贡献。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五期）》 （2019年 8月 4日） 

 

先秦时代 

 

《管子》的生态经济思想观概略 

 

《管子》形成于战国时期，乃继承与发展了管仲思想的管仲学派编和写而成，其中

有丰富的生态思想。科技史权威李约翰曾说：“经过对大量书籍的查阅考证，可以说，我

们能够提出生态学ˎ 植物地理学和土壤学都诞生于东亚文化，而从《管子》一书着手探讨

是合适的，这是流传至今的所有古代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典籍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1 

 

罗顺元从管子的生态科学和生态经济学两方面论述，编者在这里谈后一方面的内

容。管子这方面思想分为三部分：  

一是人要遵循自然规律，并与其和谐发展 

在尊重自然规律上，主要是“顺天时ˎ 量地力，遵照客观规律办事。”《管子ˑ牧

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

则仓廪不盈。”在尊重天时地利的同时，也注重人力和人顺，这已经有了中国古代著名

“三才论”思想的萌芽。“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管子

ˑ内业）。2 编者认为：中国古代农业与世界其它文明比较，非常发达，这和古人注重认

识自然ˎ 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有很大关系。  

 

二是生态化的消费，对于大自然的索取要适度 

首先是要求统治者对于百姓的索取要有度，花费要节俭。3《管子ˑ八观》说：“审

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中华文化的最优秀传统之一就是节俭，

可惜近二ˎ 三十年来，却受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许多家庭教育儿女已不讲节约节俭观，

这是民族精神的退步。然而，《管子》在主张节俭时，也主张应该适度消费，中华文化自

古有中庸思想，不走极端，注重社会可行性。  

 

                                                           
1
 [英] 李约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第六卷 第一分册 植物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43 页，摘自：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1 页。 
2
 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第 20，21 页。 
3
 同上，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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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保护自然，以时禁发 

《管子》认为人从自然界索取所需，但也要保护和调控自然。书中强调要用法律制

度和设立专门官职来规范和管理。  

 

“以时禁发”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索取要在恰当的时间进行，其他时间则封禁保

护。”“明主”要实行“四禁”，“春无杀伐……夏无遏水达名川……秋无赦过ˎ 释罪ˎ 

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罚五谷。”《管子》要求春天三月，不能杀畜，不能毁动物之

卵，不能伐木，不能伤初生的草木，等等。4 这些保护自然和动植物的思想和措施，被一

代一代所继承，所更新，帮助人与自然的和谐。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六期）》 （2019年 8月 18日） 

 

《吕氏春秋》的生态经济思想观概略 

 

《吕氏春秋》是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其门客编撰的一套重要的治国著作，大约成书

于公元前 242-239年之间。它涉及哲学ˎ 政治ˎ 科技等诸方面，其中有关农业的有四篇文

章。在生态思想方面，“书中完整地提出了‘三才论’这种具有生态系统性质的农学思

想，论述了适度取物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以时禁发的生态保护思想。”5  
 

1，农业生态思想 

 

在中国传统农业史上，该书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才论”农业思想。《吕氏春秋ˑ

审时》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任地》说：“天下时，

地生财，不与民谋。”《序意》说：“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

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

行。”“三才论”讲的是天时ˎ 地利ˎ 人力（人和）三个因素的各自正常发挥和彼此间的

和谐发展，就能有利于农业和庄“稼”，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6人不能改变自

然规律，天地规律“不与民谋”。但人可以作为，行为要被审察，守诚信，“一方面遵守

各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要求人积极主动地掌握各种自然规律”。7 这三者各自和互

相关系得当时，就可以无为而行。 

 

该书提出要顺天时，按照作物的生长规律进行耕作。它提出了六种主要农作物的

“得时”与“失时”，列出了按照天文ˎ 物候ˎ 气象等特征，并将一年分为四季十二个

月，作出每月的具体农事安排。该书还提出了因地制宜ˎ 合理密植ˎ 轮作等其他生态农业

                                                           
4  同上，第 23，24 页。 
5 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5 页。 
6  同上，第 26 页。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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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的思想。8 编者觉得：中华生态文化中的认识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观念源远流长，而且

非常有效落实在实际农业生产活动中，而不是集中在神秘玄谈ˎ 占卜算卦或者泛神论方

面。 
 

2，生态保护思想 
 

该书提出生态保护思想。第一是“适度取物ˎ 可持续发展”。《义赏》中，雍季反

对“竭泽而渔”和“焚薮而田”，并把那些杀鸡取卵的破坏生态的行为和“诡伪之道”并

列而谈。而天下仁人之士，应“虑天下之长利”（《长利》）；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可持

续发展。《异用》中的“网开三面”的保护动物的故事，记述了圣王商汤在用网狩猎时，

网开三面，只留一面捕猎的故事。汤认为四面张网，把禽兽都杀光了，是暴君夏桀才会做

的事，这是仁心的推延，所以其它国家听说此事后说：“汤之德及禽兽矣。”而且汤教导

捕捉的人向天祷告：禽兽往左右高低方向而去，就让它们去吧，我只捕获那些触犯天命

（进入一面）的。可见，汤是敬虔先秦中华文化中的上帝的人。 第二是“较完善的以时

禁发制度，保护自然资源”。9 书中提到以月为单位，全年规划。还注意到人体健康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10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七期）》 （2019年 9月 1日） 

 

《尚书·禹贡》的生态思想 

 

《尚书》简介：华夏文明，推崇以史为鉴，文化承传。古夏ˎ 商朝两朝，就有相当

可观的政府档案文件的积存。负责史料收集保存的史官，地位极高，《尚书大传·皋陶

谟》记载：“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丞”就是史

官。《尚书》各篇，就是出于几代古史官之收集ˎ 撰写ˎ 加工ˎ 润色ˎ 整理和保存而成。

《尚书》的“尚”，乃有“上古”之义，意思是记载上古时代，它也名叫《书》ˎ 《书

经》，其至少在孔子前一百多年就已编成，而孔子在润色修改基础上再编篡之，以总结历

史，教育后人。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也遭浩劫，现存残本为两种，一种《今文尚

书》二十八篇，乃秦朝博士官伏生所传，在西汉时期成为官方传授版本，另一种《古文尚

书》二十五篇，为孔子十世孙ˎ 西汉之孔安国所传，但只是私下传授。东晋ˎ 唐代开始有

合编本。《尚书》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一，王敬之认为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ˎ 

文化宗教ˎ 社会习俗的惟一的宝典”，它“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先祖们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

及与上帝的亲密往来可能会令今天的国人大感惊叹！”11 （摘自编者文章《敬天保民，允

执厥中：读《尚书》有感（上）》，原载于《号角月报》（加东版）2018 年 11月） 

                                                           
8 同上，第 27-34 页。 
9 同上，第 35 页。 
10 同上，第 35-37 页。 
11 王敬之，《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神学与国学对话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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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顺元引用李约翰语：《尚书》中的《禹贡》篇是“留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中国地理

学文献。”12 《尚书》作者将当时的中国分为九州：冀ˎ 兖ˎ 青ˎ 徐ˎ 扬ˎ 荆ˎ 豫ˎ 梁ˎ 雍。书

中区分了各州的土壤等级，指出地理位置，土壤植被，物产贡赋等，其记载很详细。书中

进一步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思想。13 编者者认为：中华生态思想有哲学伦理思想和经

世致用技术的平衡紧密结合的特征，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实践的指导。所以其深层生态学

可以根扎于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本篇就是后者之精彩而详细的反映。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八期）》 （2019年 9月 15日） 

 

《周礼》的生态思想 

 

《周礼ˑ夏管》的《职方氏》一文中谈及的生物与环境关系。职方氏是周朝设立的

官职名，负责调研全国的生态环境ˎ 各地所适宜栽种的农作物和畜养的动物等。《职方

氏》详细记载了九州的自然环境与生物间的关系。它含有“生物的生长发育应当与相应的

生态环境相适宜的思想，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14  

 

《周礼ˑ地管》的《草人》一文中谈及因地制宜的耕作方法。草人是明白“草土之

道”的植物学家的官职。该文提出因地制宜的耕作，保护和改良土壤的思想。《司稼》不

仅记载了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而且还司稼官要负责把有关信息公布，让老百姓知道和遵

循。《土方氏》中记载土方氏官职的责任也类似于草人。《大司徒》记载了大司徒详细的

职责，这一职位对于保证农业的生态性发展非常重要。《薙氏》特别写到了因时制宜除草

和变杂草为肥料。  

 

《迹人》表现了生态资源保护意识。禁止捕杀幼小野兽，禁止掏取鸟卵， “凡田

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不过，这里没有仁爱披及动物的意思。  

 

《冬官考工记》提出了著名的“橘逾淮而北为枳”，指出生物应当与自然环境相适

应。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九期）》 （2019年 10月 6日） 

 

孔子的生态思想 

 

                                                           
12 摘自：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37 页。  
13  同上，第 37，38 页。 
14 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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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551-479BC）的思想核心是人本主义；“仁”为中心，仁者爱人也；人和人

的价值是第一位的，但在和自然的关系上，“并不是西方文明所主张的那种人与自然是分

离对立ˎ 人类要征服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以

人为本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向自然界的

推广。” 

编者觉得，我们应对孔子对“天“的认识，天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进行分析，因为

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或信仰前提。同时，还要研究他对于自然和人的区别的观念，比

如是否存在本质上的高低，价值上的优劣，功能上的差距等等。由于孔子对于儒家思想影

响最大，也应详细考察他的思想对于儒家生态观的发展与推广，对于实际的生态环境的作

用的影响。  

 

作者认为，孔子的生态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  

 

1，“知天畏命”，敬畏和遵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作者认为孔子在多处讲到“天”的时候，不是“义理之天”，而是“自然之天”，

即“自然宇宙间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孔子强调对天要“知”和“畏”。他提出

“三畏”，其中第一就是“畏天命”。他也提出“三德”，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编者觉

得儒家后来是沿着看重人的道德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形成儒家生态观和道家的根本差别。 

 

2，可持续发展ˎ 生态消费，表现为适度索取ˎ 以时取物ˎ 节俭等 
 

孔子强调对自然界要适度索取，不能野蛮攫取。钓鱼不用网捕鱼，射鸟不杀宿巢的

鸟，反对对资源过度索取，捕鱼抓大放小，“取物不尽物”。要“以时取物”，并把此观

念上升到孝观！提倡节俭，把节俭视为治国之道和五德之首。编者觉得中华民族本是文明

不断，长期具有节俭美德的传统，但改革开放后，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的极大冲

击，在近三十年节俭精神被大大消弱了，甚至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孔子也强调节俭ˎ 节

用在日常生活的应用。 

 

3，“乐山乐水”，热爱大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情怀 

 

人对于万物要细心认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ˑ宪问）。要爱护保护动

物。1988年 1月，75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公开宣称：“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

生存下去，必须回顾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也说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对

于人类生态环保具有多么大的“古为今用”的意义。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期）》 （2019年 10 月 16日） 

 

孟子的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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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372-289BC）发挥了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民爱物”

的生态伦理价值观。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评论孟子：“属于孔子（公元前 522-前 479年）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

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作者总结孟子的生态思想有三方面：  

 

1，知天ˎ 顺天，与天地同流 

 

作者认为这里的天是自然的天，各种客观规律。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孟子ˑ离娄上》）“诚是大自然的规律，追求诚是做人的规律。”

君子在“天人同诚”的基础上，要努力“尽心ˎ 知性”，以达到“知天”，最后达到“天

人合一”，“与天地同流”的地步。，“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孟子ˑ尽心上》）。编者认为“尽心知性”表现了对于自然的尊重，但“与天地同

流”却可能高估了人对于自然的认识能力。 

 

孟子也强调主观能动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ˑ离娄

上》） 编者认为孟子讲的人和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统治者的善政，但还缺乏人

与自然的生态意义上和平的深度。  

 

2，仁民爱物，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伦理  

 

孟子把人性善推及到天地万物，提出“仁民而爱物”。（《孟子ˑ尽心上》）朱熹

解释道：物就是禽兽草木；爱就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的仁爱观有等级差异性：对亲人是“亲”，对民众是“仁”，然后对万物是

“爱”。孟子欣赏齐宣王不忍牛被杀作为祭物，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

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他的爱动物的表现。但他也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

位，批评统治者恩及禽兽却不关心穷人。  

 

3，“时”ˎ“养”结合的生态保护ˎ 消费观  

 

孟子提倡以时养物，以时取物，取物不尽物。“时”就是生态季节规律，人要尊重

这个规律，目的是“养”，就是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要保养，促使其生产繁茂。他还列举

一个人所造成的生态灾难“牛山事件” （《孟子ˑ告子上》），来警示众人。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一期）》 （2019年 11月 1日） 

 

荀子（290-230BC）的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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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哲学命题。作者总结了荀子的生态思想有四方

面：  

 

1，自然界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荀子认为天行有常，所以人不与天争职，而要明于天人之分，这里的天是指的自然

界的客观规律。编者以为，荀子在强调天的自然性是比孟子更强烈。  

A，他对天的自然和规律有更多的阐述。 

B，指出天地不但孕育万物，而且为此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后者就有了自然环境的意义。 

C，比较天职与人职。 

“天职”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荀子ˑ天论》）人的职

责是“配合管理天地万物和人类自身的”，人要尽人职，就可以帮助避免天灾人祸。  

 

2，人为天下贵，人与天地参，人要行人的管理之职 

 

A，人最为天下贵。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ˎ 有生ˎ 有知亦且

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B，人要“知天”和“敬天道”。 

知天就是“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就是尊重自然规律。  

C，“人类社会的安定或动乱跟‘天地’无关，全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荀子一方面指出人类自己的恶造成了动乱，但他不同意先秦思想中上帝因人的恶和

不敬，而惩罚恶人，降下灾难的思想。  

D，制天命而用之。 

这是否征服自然呢？作者引用了张岱年和郭沫若的解读。前者认为荀子有强调征服

自然。后者认为荀子一方面承认天命有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却要用人类来左右这种必然

性，使它于人有利”，这颇和近代科学精神。詹石窗认为它“并非是控制天地自然的运

转，而是在知时而顺天的前提下，采取具有预见性的措施。”15  

 

3，以时禁发的圣王之制，天时ˎ 地利ˎ 人和现统一的生态系统思想 

A，“圣王之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荀子强调“时”的核心作用，这对当时的农耕时代最为关键。他强调用王权和政府

的力量来推动。  

B，实现“圣王之制”之方法。 

他提倡“分”，分阶级，分社会分工职能；也提倡“和”与“合”，从人的和与合

到“作为整体的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与‘天时’ˎ‘地利’协

调统一的整体思想。”农夫的职能的专门化和专心种地。作者认为：“‘圣王之制’以及

实现的方法，其本身就是一种生态系统思想。”  

 

                                                           
15 詹石窗，《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国书店，2002 年版），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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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尽其用ˎ 节用御欲ˎ 长虑顾后而保万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编者认为，荀子更加强调君王和政府的职能和责任，注重制度建设对于生态环境的

作用，也特别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比较孟子，他较缺乏注重道德伦理对人的影响，也

未强调人类整体对于关心自然的责任。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二期）》 （2019年 11月 16日）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汉朝《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二书的生态思想 

 

《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为汉代两大农书。前者的作者氾胜之乃西汉成帝时代

（公元前 33-7年）的农学家，该书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农学理论书，中国著名农史学家万

国鼎评价该书“的确可以说是整个汉朝四百多年间最杰出的农书”，它也和《齐民要

术》、《农书》、《农政全书》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后者的作者崔寔（约

103-约 170 年）对于“四民”，即士ˎ 农ˎ 工ˎ 商四种人民的一年十二个月中每月应该做的

事做了安排，该书虽不是专门写农事，但以农事安排为主，所以也被视为农书，是中国第

一部月令体农学著作。这两本书早已佚失，后来有各种辑佚本，作者就是根据辑佚本来研

究著述。  

 
《氾胜之书》 

 

书中概括了耕天种地的总体原则，具体来说就是：  

1，因时宜（时令时节）安排农事，并和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结合起来。 

“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 

 

2，将各种废弃物用作肥田，既增加了土地肥力，又减少了环境污染和清洁了人的居住环

境，也可增加自然肥料。 

提出著名的“溲种法”，类似于下种肥和“种子包衣技术”。  

 

3，注意对“水”的控调，抗旱保墒（湿度）。 

 

4，合理密植。 

 

5，各种作物的间（混）作和套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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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书中还未有现代生态学的系统，但已经出现了物种之间关系，物种与环境（水

土ˎ 时令ˎ 气候等），生态因子循环，人与物和环境的关系等生态学的雏形。书中也表现

出认识自然ˎ 尊重自然ˎ 合理利用自然的生态价值观。  

 

 

《四民月令》 

 

该书将每月农事所注意事项详细排列，指导思想就是传统农学的“三才论”。顺天

时而又因地制宜，地宜物宜时宜和合理密植相结合，并有许多例子。编者观察：中国传统

生态观注重顺天时；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注重将这些科学合理的知识予以政策化和

传达至普通百姓，表现出政策上的系统性和知行合一的制度化保证的特点。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五期）》 （2020年 2月 1日） 

 

《齐民要术》的生态思想 

 

《齐民要术》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业著

作。它为中国五大农书之首，是现存最早最完正的古代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

著之一。它大约成书于公元 533-544年之间，全书 10卷 92篇，约 11万 5千余字，内容

涵盖了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对中国传统农业和农学的发展产生了及其重大的影响，被誉为

“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书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作者从四大方面来阐述和总结了

这些思想。 

 

一，生态施肥思想 

现代农业为了提高效率和提高收成，大量长期地使用化肥和农药等，成为所谓的

“石油农业”，造成了全球土地退化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祸害地球原生态和子子孙孙。

而《齐民要术》中的生态施肥方法，却指导有效地使用有机绿色肥料，注重自然肥料的循

环使用。第一，将各种农业ˎ 自然和生活中的有机废弃物通过适当的方法变为肥料资源，

注重了有机物质的循环使用。这些“废弃物”包括秸秆ˎ 壳秕ˎ 残叶ˎ 人畜粪便等。第

二，利用和种植绿色植物，增加土地氮素，达到改良土地的目的。具体来说包括：按季节

种植不同的绿色植物，利用天然植物，作物间的合理轮作和间作套种。 

  

二，协调利用种内ˎ 种间关系，提高作物产量 

这包括合理密植；勤除杂草并变“废”为肥；歇地思想，轮作和套种（编者：旧约

圣经有安息日和禧年观，其中就有土地歇息观）。 

 

三，“天时ˎ 地利ˎ 人力”相统一的农业生态系统思想 

《吕氏春秋ˑ审时》最早完整提出“三才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养之者天也。” 《齐民要术ˑ种谷第三》强调要“顺天时ˎ 量地利”，将“三才”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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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的农业生态系统思想。顺天时就是按照农作物的季节生长规律来播种耕作。量地利

就是因地，因作物特性之宜，来合理安排栽种的农作物。还有就是重视各种生态因子，特

别是限制因子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系统的积极主动的调控作

用，但这些调控，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的。 

 

四，有关生物适应环境的生态学知识 

关于生物适应环境，作者认为：“《齐民要术》中已经有了与现代生态学相一致的

论述，即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生物为了生存会对自身的生理机能进行适应性调整。”这就对

于农业中的育种和引种具有现实的意义。 

 

五，简评与启示 

作者赞赏《齐民要术》中的生态农业观，主张继承和发展其精髓，并与现代科技结

合，解决“石油农业”对地球土地带来的伤害，发展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

作者警示道：“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 Rˑ 卡逊通过长期的调查，在《寂静的春天》里描绘

了滥用杀虫剂ˎ 除草剂ˎ 杀菌剂等农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情况，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也

许不久的将来整个地球都会变得像她描绘的‘小镇’那样‘寂静’，所有的生物都将不复

存在。”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六期）》 （2020年 3月 1日） 

 

《淮南子》的生态思想 

 

《淮南子》是有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 179-122年）组织人共同编写而成，总的

来说为一具有道家精神的哲学著作，流传至今的仅有《内篇》的二十一篇。作者总结了书

中的四方面的生态思想： 

 

第一，继续发扬“道”的观念，推演宇宙变化和万物生成 

“道”生化天地万物，也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源，所以人要依从道来行使，所

谓“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览冥训》），这就是提醒人们要

顺应自然规律。 

 

顺道就要无为，而无为不是消极的，真正的无为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

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

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书中阐述道家之无为而无不

为和无为而治的观念：“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

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可见，《淮南

子》是反对消极的“清静”ˎ “恬淡”，而主张积极的“通而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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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以老庄的宇宙生化观为基础，“引入了阴阳理论和‘气’的学说”，其

“突出的贡献是将本体论的道所具有的生成万物的动力机制开显出来”，在具体的开显和

推演的论述中，“已经把当时的生物形态分类学知识与朴素的生物进化观察统一起来”，

发展出一个生物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逐步演化发展图谱。” 

 

 

第二，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 

 万物同源于“道”，万物在天地运行中相通，万物最终又归于“道”，人只是万物

中的一种而已，故而人与万物并无贵贱之别，贵贱只是相对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夫

天地运而现通，万物总而为一。……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物

与？且惟无我而物不无备者乎？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

也？”然而，在人与万物自身的具体组成上，还是有贵贱之分的。阴阳之气化生万物，

“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天文训》），为何人会尊贵呢，因为阴阳二气中的“烦气为

虫，精气为人”（《精神训》），也就是说人是天地精华所形成的，并与天地相通。然

而，人虽然是自然之精，但仍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份子。笔者认为这种道家自然主义的观念

就抑制了人对于自然高高在上的态度。  

 

 书中讲到要明确区分“天”与人职责的分别，“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泰族

训》）。这里的“天”就是自然规律及其作为。人不要超越自己的本份，去干予本该是自

然之本性和自然的规律来发挥作用的事情，同时在自己的本份上积极有为。书中还提到以

人为本，尊重生命，看淡身外之物，以及“天人感应”的观念。 

 

 

第三，有关的生态学知识 

 该书研究了“生物与环境中的生态因子的关系”，阐述了“顺天时进行农业生

产”，提出了“地宜ˎ 物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从管子，到《吕氏春秋》所论述的“三

才论”的生态系统思想。 

 

 

第四，生态保护思想 

 该书提出的生态保护思想尤为宝贵。首先是提倡生活节俭，适度消费。领导者要做

节俭的榜样，“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俭则民不怨矣。”（《主术

训》）节俭不是吝啬，而是主张适度消费，即要“通乎侈俭之适。”（《齐俗训》）笔者

认为这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节俭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形成的，要通过处静修身的人

生修养修为才能达至，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思维知识的理性的问题，更是心灵修为的结果；

二是节俭为首，又平衡以适度消费，这种平衡看问题的观点（在儒家而言就是中庸之

道），是具有理性智慧和实践可行的文明观念；三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消费主义肆意横

流，贻害心灵，膨胀贪欲，在整个社会提倡生活节俭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其次是反对过

度奢侈而带来的滥用和破坏自然资源。书中提到许多令人发指的“衰世”的破坏生态的作

为，比如“焚烧山林去打猎，烧掉巨大的树木，鼓起风箱吹火来熔化铜铁，铁水奔流”，

“剖开兽胎，杀死幼兽”，“倾覆鸟巢，毁坏鸟卵”，“排干水泽来捕鱼”，结果是“使



12 
 

得万物都不能繁衍，草木萌芽ˎ 禽鸟孵卵ˎ 兽类怀胎等新生命不能成活的情况有一大

半。”结果就是大自然产生严重的灾害和异变现象。最后是书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比如书中警示道，“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

后万世之利也哉！”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书中提出要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制度：一

是不准打猎时捕捉尽兽群，不准排干湖泽来捕鱼，不准烧毁山林来打猎；二是规定“以时

禁发”；三是不准捕杀已经怀孕的和幼小的动物。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七期）》 （2020年 4月 1日） 

 

董仲舒的生态思想 

 

董仲舒（179-104BC）乃西汉大哲学家和思想家，提出“天人感应”ˎ “大一统”ˎ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重要主张，并创立经学，其思想影响中国政治逾两千年。作者

认为，他在生态思想方面，有四方面贡献。  

 

第一，天生养万物，天为至尊 

董仲舒的“天”，是中华先民敬拜的那位有位格的上帝，是最尊贵的神。世间万物

包括人，都是上天所生和所养育的，而且上天对待他/它们都是平等的。而地，地位仅次

于天，是“天之合”，辅佐上天来养育万物和生命。郊祭中的祭天是最神圣的宗教社会礼

仪。 

 

第二，人为天下贵，天人相类 

董仲舒认为人在天地之下，最为尊贵，超然于万物之上。人往上面可以与天地并

列，向下可以辅助万物生长，这是因为人是受命于天的。他更是认为：万物都是为了供给

人的需要的，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社会精神的。可见，董是典型的人本主义者，从生态文

化上讲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他还认为人的形体构造ˎ 德性和性格等，都是与上天相似的，

其实就是说上天按自己样子生了人类。笔者认为董的类比中有很多荒谬的地方，没有太多

价值；他想要说明的是天地和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和谐配合对于自然万物的和谐运行

至关重要，这一点无疑是有生态方面的意义的。 

  

第三，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 

董仲舒认为世界中同类相通，相通则能相互感应，比如马与马，牛与牛。而人与天

地是相类似的，故而人的阴阳属性是与天地是相通的，“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

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ˑ人副天数》）不但人的

身体，而且人的心思和行为的道德伦理，也与天相通，“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

理，副天地也。”（同上） 董仲舒的理论在生态文化上的体现有二个重要方面： 

 

一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要依照天道来养生，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的表现，“循天之

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 （《春秋繁露ˑ循天之道》）笔者观察董仲舒在讲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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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既有位格上帝的意义，但又有自然的天的意思，他看来把自然的天的特征，看成了有

位格上帝的表现了。但无论怎样，他提倡对于“天之道”（其中不乏自然之道）的遵循，

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谦虚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秀特征之一。 

 

二是人们的伦理道德，对人与物的行为，要符合天道；而且天地人为一个有机整

体，人要担当特别的职能，“天ˎ 地ˎ 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

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

ˑ立元神》）笔者观察这里表达了天的道德伦理属性，因为他给予了孝悌的良善；而大地

主要是提供百物以供养；人类用敬天尊地的文化来回应。不过这里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还

是太强了，缺乏对于万物的尊重，以及对于人类与大地环境中的万物的内在连结和倚靠的

强调。 

 

第四，人应当遵行天道ˎ 泛爱众生，天行赏善罚恶之职 

 人受命于天，来管理自然万物，笔者觉得这颇似圣经的创世记一章给人的管理大地

的职份。不过董仲舒认为天命的传达是层级式的，而圣经是讲上帝直接交托给整个人类

的。董子认为天子是上天直接委托的天下苍生的代言人，“天子受命于天” （《春秋繁

露ˑ顺命》），而诸侯又受命于天子，由此下推的层层领命，而且同时在家庭中也有级

次，如父子，夫妻等，不过“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同上） 

  

董仲舒所言的天道ˎ 天命是什么呢？“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

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厦，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以此见之天也。”（《汉书ˑ董仲舒传》）因为天道主张不杀生命，是“任德不任刑”的

仁爱之道，故而君王要施行仁政，“任德教而不任刑”（同上）。进一步，上天之德涵盖

不只是人类，而且包括万物，“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同上），故天

子以及人类，就必须对于万物都有仁爱之心，施行仁道（即天道），“故为人主者，法天

之行……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ˑ离合根》）他更具体

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仁？” （《春秋繁露ˑ仁义

法》）董子的思想，继承了孔孟的“仁爱”观，特别是孟子的爱物观，“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ˑ尽心

上》）。 

 

 作者又指出董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他认为五皇三帝的古之大治的时代和

社会，不仅人遵守天道，人与人之间有仁德的和谐美好，而且人与自然界有完美的和谐，

“毒虫不蛰，猛兽不博，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澧泉出，风雨时，嘉禾

兴，凤凰麒麟游于郊”（《汉书ˑ董仲舒传》），“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

麟来游”（同上）。从今天看，这好像有达之不及，返回不能的空想，但笔者认为，其描

写至少给我们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并非毫无意义。 

 

 然而，人也做了很多破坏自然的坏事，董仲舒认为最重要的是君王的无道无仁，比

如他痛斥恶王桀纣，“困野兽之足，竭山泽之利，食类恶之兽”（《春秋繁露ˑ王

道》）。而上天鉴察国王们的行为，赏善罚恶，对于君王无道，上天使“上变天，贼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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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责罚君王。笔者以为，董子特别强调了恶王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罪魁祸首，这是当

时政治制度的使然；然而今天的社会强调自由，人的罪往往不加约束地发挥到玷污和损毁

大自然和万物上，人人都可能成为“恶王”，好像罗曼罗兰年老断气前的哀叹：“自由！

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八期）》 （2020年 5月 1日） 

 

唐代《四时纂要》和南宋《陈旉农书》的生态思想 

 

大约唐末五代，韩鄂编撰《四时纂要》，后失传，1960年，在日本发现了在明万

历十八年（1590年）的朝鲜重刻本，并在 1961 年出版。中国农学史专家缪启愉根据日本

出版本，撰写《四时纂要校释》，并在 1981年出版。该书主要是继承了先秦之《吕氏春

秋》ˎ 西汉之《氾胜之书》ˎ 东汉之《四民月令》ˎ 南北朝时期北魏之《齐民要术》 的思

想精华，并在农业生产上有些创新，如苜蓿与麦子的套种上的新发展，还有茶叶与桑ˎ 雄

麻ˎ 黍ˎ 穄的套种经验等。该书不能与之前的《齐民要术》和之后的《陈旉农书》相提并

论，但填补了自公元 6 世纪初到 12世纪初近 6个世纪的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农学的空

档。 

 
北宋末南宋初人陈旉（公元 1076一 1156 年），在 1149年写成《陈旉农书》，罗

顺元认为“这本农书具有相当完整的而又系统的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种

科学的系统理论性，则是“它超越《齐民要术》的地方”。中国农学史家万国鼎评价它：

“可以和《氾胜之书》ˎ 《齐民要术》ˎ 《王祯农书》ˎ 《农政全书》等并列为我国第一

流古农书之一。” 

 

一，生态施肥思想 

在《吕氏春秋ˑ任地》中就谈到了因地制宜耕作的总的原则。但土地肥力怎样保持

呢？该农书提出了如对土地合理治理，地的肥力就可以“常新壮”，这就是著名的“地力

常新壮”理论。书中也发展了废弃物变为肥料，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不仅是各种粪便，

还有利用田间杂草，以及各种制沤肥料方法。这些方法，使编者想到今天化肥和农药的滥

用对于农田和生态的破坏，人如何少点“效率”，多点对自然的关爱和善用。 

 

二，地宜ˎ 时宜ˎ 物宜的有机结合 

 该书的核心点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宜”！它就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在此基础

上适宜地“改造和调控”自然。该书对不同农地有不同规划；又注重把农地和时令结合起

来，作耕耨；而且列出顺天时和物宜而种植的安排。 

 

三，掌握客观规律，要求人管理好农业生态系统 

陈旉认为自然有“常”和“必”，就是普遍性和必然性，也有“幸”，即偶然性。

农业遵循的法则要建立在前者上，而不是后者。他继承传统的“三才论”思想，注重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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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营和管理农业，比如“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

之多，唯其财力相称”，“民居去田近，则色色利便，易以集事”，注重对农业器具管

理，以及农事开始前的计划等等。编者就此想到了上帝要人作大地的管家，而且是又见识

的好管家。 

 

四，农作物种关系利用的新发展和水田一举多得的灵巧设计 

 这是讲对于桑麻的套种和高田的一举三得的利用。 

 

五，节俭ˎ 适度消费的生态消费观 

 陈旉写道：“然以礼制事，而用之适中，俾奢不至过泰，俭不至过陋，不为苦节之

凶，而得甘节之吉，是谓称事之情而中理者也。” 在编者看，“甘节之吉”最为美好，

高亨注：“节，俭也。甘节，以节俭为甘也。”今天的人，在物质主义泛滥的大海中，不

以节俭为甘甜，家庭对此少教，学校少引导，甚至宗教教育也少讲，使得人们不以节俭为

甘甜，而是浪费为习惯，物欲成“毒”瘾，人对大自然的索取和玷污大大超过了后者的承

载力，美好的节俭习惯，或者说德性，已经几乎荡然无存。 

  

怎样才是适度消费呢？基本原则就是“量入以为出”。这个原则在今天已经被流行

社会经济“理论”所嘲笑。今天时兴的是大发钞票，大搞赤字，“寅吃卯粮”，“月光

族”。编者一直在想：这些看起来被广泛推崇的经济理论，它背后的价值伦理观到底是什

么呢？它能让人更加良善和秉持生态公义吗？它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吗？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带来人类贫富悬殊的减少吗？且让我们看它的大历史吧。陈旉还提出政府在推行节

俭ˎ 适度消费上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仅是个人的觉悟和自然发挥，“以谓理财之道，在上

以率之，民有侈费妄用则严禁之，夫是之谓制得其宜矣。”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期）》 （2020年 7月 1日） 

 

朱熹的生态思想 

 

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儒家正统继承者，理学大师，学问博大精深，横

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哲学）。科技史权威李约翰对他评价道：“从科学史的观点来

看，或许可以说他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美国学者 R.A. Uritam 认为：

“现今的自然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产，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

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朱熹思想的广度

和特质可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莱布尼茨相媲美。”作者认为朱熹的生态思想

的特点是集先前儒家大师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思想的大成，并融会贯通推上一

个新的高度。 

 

第一、人与自然万物同源，但人是最灵、最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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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万物具有同源性。“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人物来”（《朱

子语类·卷四十五》）“天地之间，二气只管运转，不知不觉生出一个人，不知不觉又生

出一个物。” （《卷九十八》）故而人物本质上并无贵贱之分。然而人与自然物又有区

别。“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亦。惟人之生乃得气之正

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

于此。”（《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气之正和通，而不是偏与塞，是本体的特征；

万理皆具备，表明人的理智的独特健全；而空灵洞察之能力，表明了认识论上的超越；故

而朱熹思想中的人，对比万物，是最灵最贵的，本质上是人贵物贱的。 

 

第二、对于传统人本和谐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儒家传统认为人在伦理地位上具有高等级性，但同时又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发

展，“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子发扬了儒家传统的生态伦

理观，他注解孟子：“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四书章句集

注·孟子集注·尽心上》）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避免了两种的极端，即西方的“人类中心

主义”的“主张征服和掠夺自然界，主张人和自然的分离”，以及“当今西方的一些极端

激进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张消减人的价值主体地位，湮灭以人为本的观念，把人的价

值地位下降到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相同的位置”。编者的问题是，今天的东方的文化是否也

吸收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呢？还有，自然物是否绝对没有主体地位呢？以人为本的世界

观是否真的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第三、继承了“天人相类”和“天人感应”说，强调人与天的职能分工 

 朱子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观。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似性的原因是两者其实是一

体的，“不须问他从初时，只今便是一体。” （《朱子语类·卷三十三》）进一步，所

有自然万物都与天地一体，“天地便是大底万物，万物便是小底天地。” （《卷六十

八》）因为一体，故而自然界可以相互感应，首先是人类之间，其次是人与自然之间。人

能感应到自然万物，自然物也对人产生感应。比如，孝子王祥的“卧冰求鲤”，朱熹认为

是鲤鱼被人之诚所感；人祈求降雨等，是“以诚感其气”（《卷九十一》）；统治者做坏

事多了，就有自然灾害，天象出现日食月食等等不详出现，做好事善事，则灾害与日月食

少之去之。怎样看待天人感应呢？我们可能认为这是科学不发达时，人们的牵强附会的迷

信思想。不过从《圣经》来看，上帝用自然界的风调雨顺来赐福那些敬畏祂的人，用自然

灾祸来惩罚那些不守祂的律法诫命的恶人的记载并不鲜见，表明大自然会对人的善恶行为

（通过上帝的手）产生某种回应（虽然并非所有都是可见的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编

者感觉，比较稳妥地评价，天人感应可能有某种神秘的观察体验，尽管不能用科学技术来

阐明，故而不能完全斥之为迷信，它客观上提醒人类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自然的反映之间的

关系。 

 朱子也认为人是与天地并列的，而且各自有不同的职能。虽然他讲的“天”，并非

是先秦时所讲的有位格的上帝，但是还是把人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人的职能和职能的

目标是“尽其燮理之功”，使得天地“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灾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

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七十三卷》）人的调和的工作确实重要，圣经讲上帝给

了人类管理大地的职份，人要按上帝的心意来做大地的良善的管家，而且目的不仅是为了

人的“五谷桑麻”的需要，也要为了万物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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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朱子的农业生态思想  

 作者总结了三方面的朱子的思想：“高度重视时（农时），趁时耕种”；“重视地

利，强调因地制宜、尽地力”；“重视人力，要求人们勤耕作，管理好农田”。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一期）》 （2020年 8月 1日） 

 

《王祯农书》的生态思想 

 

元代著名农学家王贞（约 1271-1368）著《王祯农书》（成书于 1313 年），计 37

集，370目，约 13万余字，另有插图 310幅，为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它集前人著述，第

一次对于广义农业生产知识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中国传统农学的体系。该书是南

北农业通论，而不是像北魏时代的《齐民要术》和南宋时代的《陈旉农书》，分别只是论

述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农业。该书配有《农器图谱》，详细介绍农具状况，又属首

创。 
     
 

一，生态施肥思想 

 

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该书对于过去的农业施肥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提

高，创新和发展。王贞首先提出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岁岁种之，土蔽气衰，生物不

遂”，需要休耕，除非是人工增加肥料。对于肥料，需要“惜粪如惜金”，编者想到读小

中学时有学农，其中有一项就是捡拾粪便为肥料；也收集各种废弃物做肥料；而且要主动

培育绿色肥下乡料；从圣经的观念来看，上帝原创的“有机的”是最好的，上帝所造的是

没有“废物”的。 

 

二，进一步发挥“三才论” 

 

 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哲学文化的特别关注点，在农学中也一直是个焦

点。王贞在重视天时（农时）也就是顺应自然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创作了《周岁农事授时尺

图》，按时节准确安排相应农事，这在农业科学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不过，他认为所

提出的尺度是“然按月授时，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以示中道”，各地须注意按本

地气候物种情况等具体使用。在地利上，他重视辨别土壤种类，因地制宜，他编制地利

图，可惜流传下来的模糊粗糙。在人力上，他认为统治者要重视农业，推崇汉唐以来的重

农轻商，士农工商的排序政策。他认为勤奋耕田和孝弟是并列的思想道德基础，“孝弟、

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孝弟为立身之本，立田为养生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

相力也。”可以看出，建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可

单谈一方面。王贞非常重视三者的有机结合，三者如何结合在具体的农事中，如垦耕、粟

的栽培等等，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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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俭、适度消费，蓄积、备荒年 

 

王贞用一些例子来示范和说明节俭和适度消费，在平时蓄积粮食以备荒年，则可以

“虽间有饥歉之岁，庶免夫流离之患也。” 从生态和谐意义上看，节俭和适度消费可以

限制人类对于大自然过份的贪婪的索取，同时也可以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这在今天更有

其积极和现实的意义，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西方消费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反向文化

力。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二期）》 （2020年 9月 1日） 

 

明清时期 

 

《天工开物》的生态思想 

 

明代晚期科学家宋应星（1587-约 1666）在 1637年，撰写完成并初刊百科全书式

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全书分 3卷共 18章，约 8万 5千多字，插图 123幅，

它记载和总结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该书出版后广泛流传，在世界影响巨

大。中国学者丁文江认为：“其识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翰（Joseph Needham）评价该书是“十七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

作”，称宋应星是“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在该书叙述农业的部分，

有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作者将其扼要总结如下： 

 

一 生态施肥法 

 生态农业中对于物质的利用，要遵循物质循环的原理，也就是“使各种营养物质尽

可能地在农天生态系统中循环利用”，这是增加绿色肥料，保护土地肥力，维持农田生态

系统的重要基础。而现代农业却大量使用化肥，这会使土壤结板，甚至盐碱化。书中记

载：利用人畜的粪便、农作物的秸秆、枯枝败叶等废弃物，作为天然肥料。这些就是变废

为宝，循环利用物质的绿色生态思想。 

 

二 特别重视生态因子—水的作用 

 水对于农作物的影响是巨大的。书中对于水对于不同的农作物，在不同的地区，季

节，农作物不同生长期等的影响，做了详细的分析，而且在第一卷《乃粒》中还单独列出

《水利》篇来记载不同的水利工具，如筒车、牛车、踩车、桔槔等，便于因势利导，汲取

用水。 

 

三 “天时、地利、人力”相统一的农业生态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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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系统与纯自然的生态系统有区别，一方面，它顺应自然生态规律，另一方

面，“还受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的调控、影响。”中国传统农业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的结晶

就是“三才论”，这在《天工开物》中也反映出来。 

 

（一）鲜明的顺天时思想 

 书中对于各种农事活动都提出了时节的要求。笔者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中华

生态文化对于天时的尊重，其实反映了造物主上帝对于所造之物的美意。《创世记》1章

14节“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上帝

创造的自然，是一个有季节变化的多彩多姿的自然，自然物在不同的“节令”季节中生长

发展情况不同，农作之人就要尊重天时，顺时而为。 

 

（二）明确的地宜论 

 地宜论中对于不同地区和地理环境、不同性质土壤的农作条件，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 

 

（三）强调人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作用 

 人在大自然面前不是消极的适应，也要积极的控调，比如：人工施肥、精耕细作、

除草和松根、人工灌溉和排涝等等。宋应星强调的人的主动性， “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不存在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思想。”  

  

四 向近代科学转变的过渡性特征 

 作者认为该书中，“就明显第含有这种把观察、实践与数学结合起来的近代科学研

究方法思想”，也有酸碱平衡、人工选种等近代科学手段的运用。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三期）》 （2020年 10月 1日） 

 

《补农书》的生态思想 

 

《补农书》现有上、下两卷，上卷《沈氏农书》，大约是在明代 1640 年前后有一

位浙江人沈氏所著，下卷《补农书》，为另一位浙江人张履祥（1611-1674）所著。这时

正处于世界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前夕，中国的传统科技水平也处于顶峰，这本书就反映了农

业科技的先进成果。在该农书中，具有生态农业思想，中国农业史学者周邦君评价到：

“中国传统农业中包含着关于生态农业的丰硕成果，而明末清初的《补农书》正是这样的

优秀成果之一。”另一位生态学研究的学者闻大中认为《补农书》的作者对于长江下游的

农业生态系统作了大量的研究。作者把该书的生态思想总结为三个部分。 

 

一，生态肥源和生态施肥方法 

 在这个部分中，有几方面重点，一是肥料的来源和使用方法上的进步，二是最重要

的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系统性，而且通过对于各种模式的描述阐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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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生态肥料来源上的增加 

 书中提出了六大类：第一，粪肥及磨路（牛的粪尿与垫草和土形成的肥）以及厩

肥；第二，河、湖、塘的泥肥；第三，垃圾肥；第四，绿肥；第五，灰肥；第六，豆饼

屑、豆子、菜籽肥。 

 

（二）各种肥料处理的方法和因地、因物制宜地使用肥料 

 书中提出施肥的总原则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肥料必须混合或交替使用”，而且“还

必须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在合适的时候进行。”编者感觉，中华传统文化在绿色肥料上

众多的知识和经验，实在应该被今天的农业所重视和丰富提高，并加以应用，这样可以减

少化肥的使用，使得土地得到保护，农作物也更加原生态。 

 

二，具体的生态农业模式 

 这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具有生态有机联系思想的。罗顺元总结书中典型的模式有“养

猪-稻田”生态农业模式，农家一定要养猪，“白落肥壅”，猪粪可以肥田，而猪可以吃

豆饼、糟麦、剩菜剩饭、酒糟等，这就形成一个生态循环系统，生态食物链，既有很好的

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另外还有“养羊-稻田”模式，“养鱼-种田”模式。 

 

三，“三才论”生态系统思想的发展 

 首先是按自然天时进行农业生产。其次是因地、因物制宜地生产。最后是“突出重

视人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管理”。难能可贵的是，沈氏不仅重视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主管能

动性，而且在地主与雇工的关系上提出善待雇工的思想，与人为善，给雇工较好的伙食，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编者认为：虽然那个时代的他不可能有生态公义和环境公义的系统

思想，但他确实注意到了人类作为整体，要与自然和谐；人群中的有势力的一方也要关心

弱势的一方利益；这两者都不可缺少，且是紧密相连的。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四期）》 （2020年 11月 1日） 

 

“明清时期的生态农业模式分析” 

 

 编者在学习这段的中国古代农业生态实践时突然有很大的感触。过去自己是有点瞧

不起农业工作的，觉得那是又辛苦又脏，又没有多少科学技术含量的工作。今天再学习，

感觉（广义）农业中，蕴含着中国先祖好多令自己感叹的智慧，包括生态智慧，难怪中国

今天可以用极少的耕地产出如此多丰富的农产品。这期讲到果基和桑基鱼塘，笔者想到在

上期提到的俞孔坚教授讲到的中国自古代开始的水塘生态，这些与田毗邻的水塘，有调节

储水防洪的职能，而且好多与河湖江联系起来，有更灵活的调节作用，这就是我们中华传

统生态的整体观和有机观，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对立的观点来看农业。而且笔者最近

看电视，有好多曾在外打工，或者大学生到农村家乡去创业，不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在生态保护，在塑造美丽环境上，都大放光彩，令笔者振奋和感恩。祖国明天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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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会是更加美丽的生态的环境，会令到住在城市里的人羡慕，有崇尚自然的文化基因的

中国人，有好多人会盼望到农村去。 

 

一，明代谭晓生态农业模式 

 

《戒庵老人漫笔·谈参传》中的谈参，就是谭晓。讲的是在明代中后期，农学家谭

晓在江南常熟地区，收购一些水淹地，在其上用人工生态农业的模式，将种植业和养植业

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种植业与养植业有机结合、物质循环利用，农

作物的初级生产量得到二次提取生产。”我们的先人在古代农业上不断探索物质循环利

用，而且将生态因素和经济效益有效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我们今天实践回收利用的生态环

保理念其实是很大的提醒和鼓励。 

 

二，明清时期广东的果基鱼塘与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 

 

果基鱼塘是将低洼地挖成鱼塘，将完成的泥土堆积在四围（即“基”），在上栽种

果树。这是一种物质多次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肥料，可防寒潮的生态农业模式。

而后桑基鱼塘又兴起，清代《高明县志》记：“秀丽围近年业蚕之家，将洼田挖深取泥覆

盖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畜鱼，桑叶食蚕，蚕屎食鱼，两利俱

全，十倍禾稼。”这又逐步发展成了“蚕、桑、鱼、猪一体化养植的更为复杂的生态农业

模式。” 

 

三，北方旱作区的“养家畜──种植业”生态农业模式 

 

 陕西农学家杨屾的《豳风广义》、《知本提纲》，杨秀元的《农言著实》，山西祁

隽藻的《马首农彦》等，对于家畜的积粪与种植业的各种关系，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和分

析，形成了“养家畜──种植业”生态农业模式。作者认为在明清时代，中国农业文明发

展到了一个高峰，虽然后来西方科技领先了，但中国的这时期的农业生态思想仍然具有了

近现代生态农业的雏形。 

 

 

 

载于《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六期）》 （2021年 1月 1日）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精髓 

 

作者在本章开始部分，提出“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有其独特性和宝贵的价值。他认

为这思想在哲学伦理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主义”，无论是儒家

还是道家，都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具体是以人为本，但追求“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关系

的理想状态。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主要是“三才论”引导下的具有生态性质的农业。笔者的

一个问题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道或自然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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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及其生态社会文化 

 

一、“天人合一”整体生态自然观 

 

1. “天人合一”生态思想来源于农业生产实践 

 作者认为，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家，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三才论”的传

统农业指导思想，而这个思想，又演变出了“天、地、人合一”的“天人合一”传统生态

哲学思想。笔者觉得笔者的观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天人合一”思想是否有从观察自然

中直接体悟的因素呢？或者是对于形而上的“天”或“道”有直接领受呢？另外，其它古

文明如埃及等，也是传统农业国家，它们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类似于“天人合一”的思想

呢？ 

 

2. “天人合一”生态思想是传统社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意识 

作者认为儒道都注重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人虽为本，但又对天地十分地敬

仰，而且这三者要“各安其任、和谐统一，大家才能安定。”作者认为孔子讲的天是自然

的天，老子讲的天地，是万物的本源，这都要求人要尊重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行事。笔

者认为，笔者忽视了前秦时代“天”和“道”的宗教属性，淡化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形

而上的因素，这就缺乏了对于“天人合一”观的整全的认识。 

 

3. 遵守客观规律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辨证统一 

儒家认为既要尊重天地，即客观规律，同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三才”

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是人，而“天”和“地”只是被动地生产粮食，所以人要注意发挥主

观能动性，荀子就说：“制天命而用之”。笔者观察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

很少受宿命论影响，这是好事，不过由于淡化了对于超越“天”/“皇天上帝”等的敬

畏，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被高抬到一个地步，甚至一些时候忽视了尊重自然规律，而随心

所欲。作者引《淮南子》表明道家之“无为”，并非碌碌无为之消极意，而是不行违背客

观规律之事。道家思想确实对于人在高举主观能动性下，对于自然的妄为强为是一个反推

之力。 

 

二、传统人本和谐生态伦理观 

 

 作者先论儒家，认为它的对于人与万物的伦理思想是人为第一位，对人要有亲与仁

之爱，然而推及到爱万物。儒家观中的自然和人类不是割裂和对立的，人不是去征服和掠

夺自然，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它“把人

与天地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万物是人的‘百肢百体’，人必须要像爱护自己的手

足一样爱护自然万物，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达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目

的。”作者认为道家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与儒家相似，不过道家具有更强的万物平等

的思想。而佛教则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爱护生灵，主张“爱护生命、素食和不杀生”，

“是一种更为激进的生态思想。”笔者曾读到西方的一些学者，如罗尔斯顿，怀疑亚洲的

宗教传统（包括佛道）是否对于环保比西方传统更有效，而且实际上污染更为严重。笔者

认为我们需要谨慎回应这些学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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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生态社会文化 

1. 节俭，生态消费 

2. 适度索取，可持续发展 

3. 以时禁发，保护自然 

4. 保护自然的法令及相关政府机构 

 

笔者认为以上几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中华生态文化奠定了一个

悠远流长的观念和实践基础。也为基督教生态神学观的本色化和处境化提供了合适的土

壤。不重单纯的抽象思想，重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特征，而基督信仰是信行合一

的信仰。中国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实践秉承信行合一和知行合一，可以蒙主赐福，在促进创

造物共同体的和谐安好上，走得坚实和有特色。 

 

第二节 中国传统生态科技思想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