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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以为人？

———施瓦布对人的生态哲学思考

江　山，胡爱国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６３）

摘要：二战后，欧洲唯发展论思想盛行，资源过度消费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奥地利作家施瓦布在其生

态小说中深刻挖掘了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的劣根性。他认为人应做自我反省、遵从自然规

律、自我约束，使生活简朴，他的这些生态思想和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是不谋而合的。除此之外，施瓦布

还提出，保护环境生态的关键在于尽早对青少年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最终达成与自然的

和解，与其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哲学；生态小说；君特·施瓦布；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Ｂ０２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５８－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１

Ｗｈｙｉ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ｌｌｅｄＨｕｍａｎ：Ｓｃｈｗａｂ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Ｅ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ＨＵＡｉｇｕ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Ｈａ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３３００６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ｖ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ｓｔｏｐ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ＷＩＩ，ＧüｎｔｈｅｒＳｃｈｗａｂ，ａｎ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ｅｃｏ－ｗｒｉｔｅｒ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ｕｎｃｏｖｅｒｓａｎｄ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ｏｎｓｃｏｕｒｇｅ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ｈｉｓｅｃｏ－ｎｏｖ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ｈｕｍａｎｓ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ｂａｄｈａｂｉｔｓ，ｎａｍｅｌｙ，ｓｅｌｆｉｓｈ
ｎｅｓｓ，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ｖｅｎａｌｉ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ｔｈｅｒｏｏｔ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Ｗｈａｔｓｍｏｒｅ，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
ｔｈａｔｈｕｍａ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ｗｉｔｈ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ｌａｗｓ，ｍａｋ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ａｒｎａｂｏｕｔ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ｗｉｓｄｏｍｆｒｏｍｏｔｈｅｒ
ｃｒ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ｌｉｖｅａｓｉｍｐｌｅｌｉｆｅ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ｈｉｓｅｃｏ－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ｒｅｉｎ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Ａｓｔｏｈｏｗｔｏｗｉｐｅｏｕｔ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ｂａｄｈａｂｉｔｓ，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ｗｏｒｋｓｏｕｔｈｉｓｆｉｎａｌ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ｓｔ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ｃ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ｈｏｗ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ｔｉｓ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ｎａｔｕｒ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ｖｅｒｅ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ｗａｙｃａｎｈｕｍａｎｓｒｅａｃｈ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ｉｔｈｎａｔｕｒｅ，ｃｏ－
ｅｘｉｓｔ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ｂｏａｓｔａ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ｃｏ－ｎｏｖｅｌｓ；ＧüｎｔｈｅｒＳｃｈｗａ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ｃｏ－ｃｒｉｓｉｓ；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前言

人何以为人？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牛顿、笛卡尔等为代表

的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在强调人本主义的同时，

竭力主张确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它要求人们在

宣扬个性解放、尊重人格、人性至上的基础上，严格

区分人与自然的本质，即人应独立于自然，而不应成

为自然的附庸；自然界也应独立于人，它的独立存在

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



看来，这种心－物二元、人－自然二元以及主－客二
元的认识论以分析实证的方式最终否认了“人与自

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这样

重要的性质”，仅是把宇宙视为“一台机器，它没有

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没有主动性”，也“没有

价值”，而人却是一个“有目的、生命和精神”的主

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和改造世

界的能动性”，且不受任何约束，以“控制、支配和主

宰自然”。［１］不难看出的是，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

这种思想诞生后的三百年直至二战结束后生态文明

时代开启前，尤其是在此期间西方工业革命所经历

的人与自然相互角力、相互抵牾而最终落得两败俱

伤的惨痛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取得伟大成就

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生态危机的祸根。环境污

染、森林消亡、物种濒危、人口暴增……人在城市化、

工业化背景下的道德沦丧构成了一幅幅不和谐的生

态画面。尤其是战后欧洲进入到一个极度消费型社

会，物质消费欲日益膨胀。战后十年间，欧洲社会上

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能源消费可反映一

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为能源消费会促进

其他资源的消费。以西德为例，到１９６０年末，其资
源消耗已达到一个惊人数字，整个塑料加工业的生

产总量增长了 ８３４％，也就是说翻了八倍多。［２］此
外，一系列新家用电器产品如电视机、冰箱等纷纷进

入百姓家庭，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电话也成为普通

商品被广泛使用。此时的西德到处是一片繁荣富裕

景象，奢靡之风由是兴起，很多人更愿拿消费品以旧

换新，而不愿送去修理，到处是山一般的垃圾堆。在

消费商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还要数汽车。其消费量

在西德、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发达国家呈现出一个强

劲势头。１９５０年时西德私家车保有量只有 ７０万
辆，而到了 １９６０年，其保有量已上升到 ４８０万辆。
也就是说，短短十年内，其保有量一下子翻了近七

倍。［３］在环境污染方面，许多工业生产地和人口密

集区的饮水资源和１９世纪时一样仍遭受着严重污
染，而且空气质量也很糟糕。１９６１年，仅西德鲁尔
工业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就高达 ４００万 ｔ，尘灰
１５０万ｔ，有些地方每月 １００

(

的地面上能飘落下

５ｋｇ的工业烟尘。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鲁尔区
因工业生产而引起的水污染问题也变得异常突出。

该地区的莱茵河段就曾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恶化问

题。此外，许多其他地方的煤电发电厂所造成的水

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普遍遇

到的严重问题。［３］同样，奥地利也遭遇到这样的窘

境，大面积的森林消亡、物种灭绝、耕地萎缩已严重

危及到人的生存。除了遭遇生态危机，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西德和其他欧美国家还处于苏美核战争的威

胁之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罔顾自然环境承受能

力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

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残余流毒。它促使人们不得

不对人类未来作出深刻的思考：如何迎接生态文明

时代的到来？如何对自然、环境、技术、文化和生命

统一协调发展做一个合理安排？如何对新时代背景

下的人重新定位？或者说，如何消除人的劣根性，让

他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新生？这成为当

时许多生态思想家不断思考的问题。这其中，身为

“世界生命保护联盟”主席的奥地利生态哲学家、作

家君特·施瓦布无论是在环保实践还是在生态哲学

理论建树或生态文学创作方面，都给世人留下了一

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１５００多场环保宣传报告、
近３０部生态哲学和文学著作已成为人类生态意识
文明史中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二、人究竟为何物？

综观人类历史发展，施瓦布认为，“人乃自然之

死敌”［４］１０７。正如其小说《阿劳里人》中主人公厄霍

阿所发出的慨叹：“人性早已丧失，而且他们也没了

自救的主意”，虽然“他们拥有人的基因，看上去也

确实是人，但他们其实早已死去。如果非要说活着，

他们也只是活在一堆死尸里，而且他们身边周围的

世界也成了一座一望无际的大坟场”［５］２２。这里，施

瓦布直接点明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即自人类诞

生后，他们就成为自然环境的掳掠者和破坏者。这

不仅可以从古希腊罗马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人们征

服和奴役自然的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而且还可以

从近现代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找到人类对大自然所犯

下的种种罪恶。［６－８］在总结人的本质的时候，施瓦布

在生态小说《与魔共舞》中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

观点：“人是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凶猛野兽。与其

说他属于生灵范畴，还不如说他属于死亡范畴更确

切些。凡能够得着的地方，他都会播下死亡的种子，

并借助所谓的技术进步让谋害性命的科技达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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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地。同时，人还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具破坏力

的灾害因子，他有如物种大规模健康繁殖时的一只

害虫，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皮肤层的死亡病原体。在

这些病原体的侵袭下，土地、水、空气甚至整个充满

生机的世界都将被全部毁灭。”［９］在这里，作者将人

看成是技术的滥用者和瘟疫的传播者。他们把征服

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文明成就，“所以，文明之风吹到

哪里，哪里的生命会荡然无存，因为他发出的每一丝

气息都剧毒无比，足以毒杀一切，让一切生命失去其

存在的意义”［１０］８５。

诚然，在施瓦布眼中，人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也

有着许多优良品德和善行壮举，如“健康、力量、精

神、智慧、宽宏、善良、美丽、公正”和对幸福生活的

追求，［１１］４１９同时，人类不但能发明语言和生产工具，

而且还能经营政治、传播宗教、积累个人财富、讲究

道德伦理和理性等等。这种具有自我反省、自我改

造、做前瞻性决策、创立国家和社会等特殊禀赋似乎

在其他动植物身上还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不具备这

些禀赋，人类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取得如此大的成

就。然而，人类身上究竟还存在着哪些缺点、哪些劣

根性，从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技

术一直处在一种不可调和、相互掣肘的对立状态中

呢？而这种对立状态在施瓦布看来，却正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绊脚石和生态文明的戕害者，是它导致了

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种拉锯式的充满曲折和回环往

复的历史进程中。如果不消除这种劣根性，那么人

类文明发展还要经历更多更大的曲折，其生态文明

进程有可能会随时戛然而止。所以，认识到人的劣

根性，方能找出人类文明病的病因，方可最后开出良

方，根治顽疾，让人类生态文明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轨道。［１２］在这方面，施瓦布认为人拥有四大劣根

性顽疾：

第一，自私贪婪，肆意违背道德伦理。施瓦布认

为：“在人的本性中，还没有哪种本性比人的自私贪

婪更卑劣了。如果一个社会老是被所谓的‘有用

性’主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离它灭亡的日子也就

不远了。”［４］３应该承认，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自诞

生以来，就先天具有自私的本性，因为在严酷的自然

条件下，只有先拥有自然资源，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

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私有制的确立和物质条件的

改善，人的自私本性不但没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膨

胀，进而上升为罔顾宗教和道德伦理约束的贪婪本

性。在《与魔共舞》中，施瓦布以自古以来人类对待

动物的所作所为为例，深刻谴责了人的这种本性：

“他们将这些健康、高贵、美丽的生灵杀戮殆尽，而

这些善良无辜的生灵对人的生存却如此重要。它们

本应和人类一样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就这样，它们

被人类以极残忍的方式屠戮，成为刀俎鱼肉。而人

类却仍在纵欲无度，挥霍奢侈，他们享用这些珍馐美

味之时，却已将地球掘成一个偌大的坟墓。他们宣

泄一切情感，听凭谋杀和摧毁的本能，要把动物从地

球上赶尽杀绝。即使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收手，仍在

继续着他们的罪业。”［９］即使在今天这个世界，人们

对自然的摧残与掠夺一刻也没停止过。对自然资源

的过度利用和开发，为了满足口腹欲、占有欲对动物

的大量屠杀，致使地球上的珍稀物种与资源在不断

减少和消失，这些都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带来的恶果。

对此，施瓦布从宗教教义出发对人的这种本性给予

了严厉谴责：“人的存在导致了我们这个地球癌病

变的发生，他们已成为地球体内的一颗毒瘤，正让所

有的生命有机体动弹不得，失去活力。这颗毒瘤的

形成不是外力所致，而是其自然长成的结果，它仍在

不断蔓延扩大，摧毁着其他生命机体。要知道，这些

生命机体可都是上帝的心仪之物啊，是上帝创造了

它们。”［１０］８６

第二，目空一切，整个世界唯我独尊。人能改变

自然、让自然为自身服务的思想不免使人产生了某

种幻觉，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骄子，而其他生命体只不

过是自己的臣民，应受自己的支配掌控。由此，征服

自然、让自然听命于自己的意志也成为人类挑战自

身极限的一种精神追求。而这种信念在施瓦布看来

既违背了上帝意志，也破坏了自然法则。“他们认

为，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以贪得无厌、狂妄无

知和不可一世的姿态，妄图敲碎造物主永恒不朽的

金钟。殊不知，这些可都是他们自作聪明和自以为

高人一等的心态使然。这些犯上作乱的家伙已到了

自认为可凌驾于造物主之上的地步。”［９］对此，施瓦

布向人类发出了警告：“目空一切使他们（指人类）

不能正视自己。他们还认识不到自身就是这个宇宙

中的一分子。若是他们毁了这个承载着他们生命和

家乡的地球，那么他们也就践踏了自然法则，毁灭了

自己，最终成为所有生命基因的改变者和谋害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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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也由此变得更肆无忌惮、更轻率、更暴力。他们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了其他生命元素，他们还奢

谈什么自己的健康、和谐、幸福和尊严呢？”［１３］１０５所

以，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人会变得自私贪婪，也就目

空一切。因为他们既不想受神的制约，也不想遵从

自然法则，为的是能为自己随心所欲的“自由”大开

方便之门，而这种“自由”却正是以抛弃道德伦理为

前提的。对此，施瓦布高度概括了目空一切、自然法

则和道德伦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脑子有

问题的人往往都觉得自己可凌驾于大自然伟大而永

恒的秩序和法则之上。而这些秩序和法则恰恰是一

切生命存在的基础，它们也一直存寓于这些生命体

中。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群背信弃义之徒，他们总想

抖落掉身上的一切束缚，因为这些束缚是如此缠人，

让他们没了自由。他们总想取而代之，为自己设立

一套新秩序、新法则。要是他们不悔过自新，他们就

永远明白不了道德伦理为何物”［１１］４１９－４２０。

第三，唯利是图，盲目追求生产消费。社会经济

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即商品供给决定市

场需求，而市场需求会刺激商品供给。过多的商品

供给会造成大量的生产过剩，也意味着大量的自然

资源被消耗和破坏。正如施瓦布所说：“人每天从

自然界中获取的资源消耗，比如每一口饭菜、每一口

水、每一件商品，都将带动其他商品消费的增长，它

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过度消费，这

本身就是对自然万物生存环境的严重毁坏。”［１１］４２６

此外，过度消费又会带来炫耀攀比之风，以满足人的

虚荣心。为此，“他们净买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

而且还辩称，凡是买来的东西迟早都会派上用场，或

者他们还暗地里和别人攀比较劲，唯恐落得下风。

他们乐于为这样的生活献身，无休止地攫取金钱，然

后将所赚的钱财再大肆挥霍，去购买那些多余的根

本用不完的商品”［１０］８９。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畸形

消费观，归根结底是一种所谓的“商业思想”在心中

作祟所致，即金钱所赚多少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

准。所以，“当所有这些亮闪闪的、可彰显人高贵本

性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用金钱来计价衡量时，

金钱，包括如何赚取它就成为人朝思暮想、绞尽脑汁

的话题。人唯一能提出的和生命有关的问题将是：

我怎样才能用金钱来衡量我的生命？”［９］９１正如魔鬼

在《与魔共舞》中所宣称的，当人一旦唯利是图、利

令智昏时，他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他不但不就此

歇手，反而会去追逐更高的利润，并将资源节约、健

康保护、道德伦理等抛诸脑后，而这却正中魔鬼借机

消灭人这个“卑劣”物种的下怀。所以，魔鬼所希望

的，是人类应懂得“生命算什么？经济最重要；自然

算什么？经济最重要；人算什么？还是经济最重要！

我要让他们在光鲜虚幻的经济奇迹和技术成就中走

向毁灭。金钱啊金钱！你就是一种绝对能给人类带

来福祉的新拜物教，你就是决定一切价值和信仰的

新宗教，你将成为我所倡导的新道德标准，人类在你

面前将从此变得俯首帖耳，唯命是从”［１１］４２３。同时，

对于有些人的简朴生活观和合乎伦理规范的经商之

道，魔鬼也给出了恐吓和诡辩之词：“谁要是敢宣称

自己节俭、简朴、无欲无求或对社会有责任心的话，

他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家的敌人、技术进

步的破坏者、反动派和疯子，应受到无情的指责。今

天的商人宁愿被人叫做小偷，也不愿背上什么都卖

不出去的蠢货的骂名。过去人类道德伦理中强调做

事应有所取舍的法则，今天在商品销售行当里已让

我全然废止。”［１１］４２４应该说，人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在

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中了这种邪念。

第四，玩弄权术，肆意破坏公平正义。是否拥有

公平正义是一个衡量人们是否遵守公序良知、社会

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一个社会失去公平正

义时，就会出现权力争斗、欺诈蒙骗、大鱼吃小鱼的

现象，社会财富尽落入那些政治家、富人和不法之徒

的手中。所以，在施瓦布看来，“政治家们以权谋为

生，他们会抛出各种诱饵，让周围的人幻想着有朝一

日告别生存困苦的窘境”。在所谓“自由”口号的愚

弄下，这些政治家们其实就是使广大民众“痛苦难

耐的表现欲以及朝思暮想、与日俱增的高标准生活

追求欲变得不可遏制”［９］１０２。在“平等”方面，政治

家的目的就是将其粉饰伪装为“一个光滑的斜平

面”，而“在这个斜平面上，人类将刺溜溜一个不剩

滑落得精光”。既然森林里没有长得一样高的树

木，一只动物也保不准会吃掉另一只动物，那么，人

类社会就应该也提倡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法则”，

每个人都应作出各自的选择，“要么制人，要么受制

于人”。所以，真正的“平等”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

的。［９］１０３至于“博爱”，那也是政治家们的蛊惑之词，

因为只要存在着万物的不平等，人类就不可能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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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精神，最后只能相互倾轧，以邻为壑去争夺

有限的自然资源，以求得自己的生存。所以，在施瓦

布看来，那些政治家、富人和不法之徒就是戕害社会

公平正义的魔鬼，他们所标榜的“进步”根本就不是

什么“新成就”，相反，恰恰是这种“新成就”摧毁了

生命法则，它摧毁了人的身体、精神和灵魂，让人变

得虚妄、贪婪和堕落，最后蜕变为地球上一种只求繁

衍数量、不顾生存质量的低劣动物。在一个充满权

力争斗的世界里，可怜的人类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千

疮百孔的地球，一个面目全非的自然。如果这个世

界还存在权力欲、占有欲、求名欲和毁灭欲，那么人

类世界也将变成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谋害生命的

屠宰场”［９］１０７。所以，在一个缺乏法律机制和道德伦

理约束的社会，“权力”只不过是一种把戏而已。因

为幕台前的权力是“蒙汗药”“摇头丸”，而幕台后的

权力则是“绞刑架”“断头台”，它会绞杀社会公平和

社会正义，让人类在一种“像陀螺一般原地打转”的

“社会进步”中无法前行。［５］２８０

三、人何以为人？

人类各种劣根性的表现，或者说各种生态文明

病的发作已使人类陷入进人类中心主义、欲望动力

论、消费超前论、科技至上论和唯发展论等泥潭，［１４］

它促使人们必须对落后的机械论自然观做深刻的反

思，并以进步的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取而代之。

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即人对社会、

对自然、对技术和对未来抱以怎样的态度问题，因为

这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施

瓦布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他认为，人如何根除

自己的劣根性，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做深刻反思，

这样方可维护地球健全的生态系统，以实现高度的

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第一，自我反省，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和生命法

则。施瓦布认为，由于认知的有限性，人对自己在自

然中所处的位置没有正确的认识，殊不知，“自然早

就存在，也将永远存续下去。虽然我们人类在这个

地球已生活了几百万年，但最终仍不过是自然中的

一个匆匆过客而已。真有人会相信，我们人类能如

此对它这般肆意蹂躏和野蛮征服吗？”［１３］４５而且有时

候，人甚至还赶不上其他动物对自然的认识，正如他

这样批评的：“没有自然，人类是不能生存的。如果

它被摧毁，那人类也就毁灭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哪种动物是如此不明智，去毁坏自己赖以生

存的基础。也只有人这个物种能做出这种极其糊涂

的事来。”［１５］３３所以，在他看来，人没有任何权利像幼

稚的孩子一样，“肆意用小手在这个运行已亿万年

的地球大钟上摸来摸去”。而应让自然界中的万物

原来怎样，现在也该怎样生存下去，否则的话，“这

个大钟某一天就会失灵，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生命

自有它存在的意义和必要”［１６］。对此，施瓦布认为

人类具有这样的反思能力，也同样具有尊重自然和

保护自然的能力。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他在德、瑞、奥等
国作了多场题为《自然保护抑或地球毁灭？》的报

告。报告一再强调：“人应该期待的是，他本就是上

帝创造的一种高智商的动物。由于他自身拥有认识

自我、自尊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倘若再多倾注些爱心，

并辅之以谨慎、善良和敬畏等品德，那么他最终一定

会欣逢到一个恭谦温顺的自然。”［１５］３７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
他又作了多场题为《自然之举义》的自然环保报告，

对人类发展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今天，我们已深知永

恒且无条件存在的生命法则，而且我们还知道，我们

偏离这个法则已何其远矣！如果我们能正确了解自

己，能做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将自己摆在一个正确

的位置，努力做到自知、自足和自律，那么，大自然就

一定会撤销它对我们人类的审判裁决，让我们人类最

终能和谐安宁地繁衍生息下去。”［１７］

第二，自我约束，向其他生命个体学习生存智

慧。对权力欲、消费欲、金钱欲的疯狂追逐导致人类

做出许多另类举止，他们对自然的“改良”“改造”已

让自然变得更为糟糕。在施瓦布看来，人类已“沉

沦在不满足和不安分的命运纠结中，在理智的迷宫

中，他们从未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反省之余，

就要对自身的各种文明病进行医治。在这方面，其

他动物已为人类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既然“人类还

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那份和平宁静”，那不妨就

向身边的诸多动物学习，因为“这种和平宁静早已

显现在它们清澈明净的双眸中。那种自由自在，那

种无拘无束，那种孩子般的纯真无邪，无不充盈着丰

满睿智的灵魂，哪怕它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也曾遭受

过无数次的死亡威胁”［１８］。德国路德教牧师达恩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ｄａｍＤａｎｎ，１７５８－１８３７年）在鹳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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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现了许多的优良品德：每一对鹳鸟之间都相敬

如宾、忠贞相守；它们会小心翼翼地照看幼鸟，待幼

鸟长大后，又教它们如何飞翔。对此，达恩曾发出过

由衷的赞美：“对于这样一种品德完美、热情友好、

祥和宁静的上帝杰作，难道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理由

不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吗？”［１９］同样，在施瓦布的动物

小说里，作家不仅描写了人和动物之间和平友爱共

处，也书写了动物乐于助人、友好、无私、真诚、团结、

忠贞、善良等优良品德。在长篇小说《在动物那里

找到慰藉》中，小猫米萨帮助孩子们在拦截的小溪

中往河岸上抓鱼；在卧室里，家养的猫头鹰叼起掉在

地上的床单并重新盖到熟睡的小主人公索妮身

上。［２０］而在另一部动物小说《狗同志》中，小狗蒂塔

成为主人在狩猎时追逐、寻找猎物的好伙伴。［２１］所

以，学习动物的优良品德、吸取它们的智慧经验，彼

此尊重、相互友爱，人类才能与动物长期共处下去。

第三，简朴生活，重新回归自然，回归传统。鉴

于现代人一味地从大自然中索取资源以满足自己的

感官享受和心理愉悦的现实，施瓦布认为，提高人的

生命质量的唯一途径就在于要简朴生活，返璞归真，

只有这样才能过上健康有益的生活。他在１９８１年
的专题报告《生命保护与生之欢愉》中向人类发出

了呼吁：“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仅能使我们拯救自身

的生命，而且还能拯救地球上其他动植物的生命！

所以，我们宁愿今天做一些自愿性的放弃，也远比明

天不得不咽下那些自种的苦果要好得多！”［２２］而自

种的苦果却正是那些“不是用于充饥果腹的食物消

耗，不是用于生火做饭的柴炭消耗，还有不断滴漏的

自来水龙头，每一盏不用于照明的长明灯，每一次空

转的马达，这些无谓的资源消耗正日夜吞噬着大自

然还有我们人类生命的原动力”［２３］。此外，人类还

应该向印第安人学习，“当他们长年奔波在外围田

狩猎时，人们会发现，他们个个家中锁钥无扃，门户

大开，屋内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完好无损地静放在

那里”。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即是他们

民风淳朴和道德伦理高尚的一种表现。随着城市化

的兴起，各色人种纷纷涌入城市，“他们将各自古老

的民风民俗抛得一干二净。他们身上也从此罩上了

尽散发着所谓文明气息的蹩脚衣衫”。不仅如此，

自然的祛魅与文明的蜕变也使“传统的手工艺品和

艺术杰作变得越来越少。很多年前，许多栩栩如生

的民族神话和民间传说现在也销声匿迹，难以寻

觅。”有机物质的衰疲和人的精神心智的衰退必然

会导致健康有序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所以，人应该调

适于自然，尊重传统，同时对文明发展做必要的甄别

取舍，因为“文明发展是一种非自然发展过程”，这

其中所产生的诸多后遗症如城市化、工业化所引发

的一系列环境问题都成为人们回归自然的巨大障

碍。如不解决这样的逻辑认识问题，那还会引发更

极端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也使回归自然，尊

重传统成为一种奢谈和妄想。［９］

第四，加强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让他们在希望

中孕育未来。施瓦布认为，生态教育应首先从青少

年抓起，仅有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要进行一场

“有价值的、脱离书本知识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批

评思维。在这场教育实践中，应尽量“简化、缩短课

堂教学计划”，多拿出时间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进

大自然，让他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在大自然中寻找

生命价值。施瓦布的教育观念不仅符合人的自然属

性，也是这个世界各种生命协同进化、共同发展的要

求。人道主义思想应体现在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回

归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实际行动中，应该成为教育的

核心内容。此外，在高校教育事业中，专业教育不能

只着眼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科学研究也不能只有干

巴巴的数据，因为任何“将这个真实开放的世界仅

作为一个封闭狭小的实验室”的思维显然都影响大

学生们视野的拓展和对人类未来的思考。［５］２６１对此，

施瓦布对年轻人也寄予了新的希望：“也许有一天，

这群年轻人中就会诞生出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会

找到一种新的授课方式，他会让那些缺少身体锻炼的

学生走进大自然，让他们的心智得到健康有益的锻炼

发展。他们不仅在自己的校园里拥有花园，而且还拥

有森林地甚至鸟类保护场所。在那里，他们可以用双

手轻触自然，感受自然的魅力和友好，由此开启他们

崭新的人生。”此外，他还希望那些政治家、宗教人士、

新闻记者、教育工作者、工人、农民、森林研究人员以

及生态保护者也应当参与到下一代的自然实践和身

心成长教育中。为此，他还提出一个美妙大胆的设

想：“在这些场所，我们还要盖建一座会议大楼，在这

座大楼内，我们宁愿为那些献身环保事业的市长授予

各种荣誉奖励，也不愿为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企业或

者危害人类生存的核电厂发一声喝彩。”［５］３４１－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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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生态平衡，关键还在于树立人正确的

思想认识观，施瓦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这样的
思想实属难得，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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