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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态·

生态系统中的人类——现代生态观浅议

Human in the EcOSyStem——A Short Review of Modern Ecology

张文波1．一，张谧2

(1．北京市门头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102300)；

(2．北京山地生态科技研究所北京102300)

摘要在概要回顾生态学发展的基础上，对当前生态学的新发展以及新的生态价值观进行了综述。特另4强调了人类

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及由人类中心论到人地和谐发展的新变化，并对生态文明时代基本要素进行了初步的勾勒，以期对

现代生态观作更好的宣传。

关键词生态学整体论人与自然环境问题

Abstract Based Oil the short reviesw of the development．we sumnlal4．z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cology and the new e-

cological values，especial emphasis on the human’S position in the ecosystem．The ch删from human—eenteredness to the harmoniotm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nd nature system ale also summarized．Finally，the basic el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ve been outlined．

We expect this paper c狮help people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nlodenl ecolog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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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命出现在地球上以后，它就与环境构成

了复杂庞大的生态系统。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

根据自身的需要不断地、任意的改变着原有的自

然环境。造成了大量严重的环境问题，此时人们

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寻求改善和解决

环境问题新的理论支持与新的方法。经过近一个

半世纪的发展，生态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

法和理论体系，在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可

行出路⋯1。生态学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而当前，生态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

个热门话题，生态以及以其为基础的词组，如“生

态城市”、“生态社区”等在媒体及学术界的出现频

-$t)t高。为了更好的理解生态学这门科学，我们

有必要对生态一词的内涵做更为详细的审视与探

讨。而对于生态这样一门既古老又年轻，既富有

挑战性又很有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的学科，多方

位多视角的研究。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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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1当代生态学新发展

1886年，德国学者赫克尔正式提出了生态学

的概念，标志着“生态”一词的诞生以及生态学的

兴起心J。经过140多年的曲折发展历程，生态学

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

科学。生态学的经典定义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

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并以生态系统

为研究对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地球上的高

级智能生物，人类拥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因而对地球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社会在生

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使任何生态学家都不能忽

视人类存在的巨大影响旧J。因此，经过近150年

的发展，生态学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不断

向其它领域渗透。进入20世纪20年代，生态的主

体逐渐扩展到人类。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生

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它不仅包括人与其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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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开始涉及人与人

之间关系(包括文化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政治环境

等)，形成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统一的理论体

系14J。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学不仅为现代人类提供

了新的生存理念，同时它的知识与方法论也在逐

步的应用于日常生活及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时

至今日，现代生态学将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提到一

个很高的层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改善人类

的生存环境，成为生态学的主要任务倒5。生态的

内涵已经演化为人类与复杂生态系统的和谐，成

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现代生

态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

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将成为约束

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

2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所面临而且必须予

以解决的最基本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先从生态

的基本概念出发，给出一个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的

关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他应该有3个状态：一

是生物物种本身的健康状态，二是生物物种繁衍

或栖息场所的状态，三是生物物种生存环境的状

态。对一个蜜蜂来讲：一是个体的健康状态，二是

蜂巢的状态，三是环境的状态。以及这三者的关

系构成了物种生态的基本内涵。一般来讲在生态

学的层面讨论一个单体生物的意义不大，所以我

们在此主要是从物种种群的角度来讨论。为此，

我们将物种的健康状态、其繁衍或栖息场所的状

态、物种个体之间的关系状态定义为物种的生存

状态。那么，我们在此所说的物种生态，是指一个

物种的生存状态与其生存环境的状态，及其相互

的关系。对这两个状态和其关系进行分析，我们

可以得到4个基本关系。一是物种的生存状态良

好，用“+w”来表示；生存环境的状态也良好，用

“+H”来表示；在这种状态下，可能是环境的状态

为因，而有物种状态的果。也可能是物种状态的

因，而有了环境状态的果。二是物种的生存状态

不良，用“一W”来表示；生存环境的状态也不良，

用“一H”来表示；三是物种的生存状态不良，用“一

Ⅳ’来表示；生存环境的状态良好，用“+H”来表

示；四是物种的生存状态良好，用“+W”来表示；

生存环境的状态不良，用“一H”来表示，见图1。

+H物种生存环境的状态

一W“H +W“H

—W，_H +W卜H

+w物种的
生存状态

一H

图1生物体与环境的4种基本关系

对于人类来讲，其生存状态同样有3个方面：

一是人类自身，二是人类为自己建造的生活设施，

三是人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为这些关系所形成

的设施。上述3个方面构成人类生存状态的系统

集合。在人类来到地球以前，物种生存环境的状

态一直是因，物种生存的状态一直是果。在人类

来到地球之后，这种因果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随

着人类活动能力的提升，人类的活动开始成为因，

而物种生存环境的状态开始成为果。而其它物种

却没有能力改变上天安排好的因果律。也就是

说，这种因果关系的逆变，导致了其它物种生存环

境的状态恶化，也就导致了其它物种的生存状态

恶化，甚至灭绝。人类这种毁灭能力，也是我们人

类自称的生产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在恶化生存

环境的同时，在毁灭其它物种的同时，也将自己送

上了难归之途。

在支持人类中心论的人看来，人和自然界地

位是不平等的，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唯一的、至

高无上的主人和中心，可以任意地支配、统治、主

宰其他一切自然物，自然是人类征服、改造和利用

的对象。其理论依据为人的理性导致的人的优越

性和人的特殊地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

应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扩大。20世纪以

来，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更是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阶

段。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从局部和区域扩展到整个

生态系统，人类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生态

系统【6J6。然而对自然界无限制的掠夺与挥霍，引

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大气严重污染，温室

效应加剧，臭氧层变薄，水资源短缺，资源枯竭，森

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地侵蚀和荒漠化，酸雨污染，

人口爆炸等。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正严

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导致生态危机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价值层

面的原因，但其本质还应主要归因于错误的价值

观一J。这种情况迫使人们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

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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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而引发了对人类中心论的反思。

3呼之欲出的生态文明

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

然的关系，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生态

文明正是这一思考的结果，它是以生态系统为中

心，以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为对象，以各个系

统相互协调共生为基础，以生态系统承载力为依

据，以人类持续发展为总目标的人类文明形式，并

反映了人们处理人类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

度，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进步标志。生态文明的提

出加深了对人、生命、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理解。

生态文明的模式下，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的整体，人类只有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理解和认识，才能在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实践

中，控制自身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如果以破

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

需求，只能导致整个自然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枯竭，

最终危害的是人类自身。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

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

值。也即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性思考，及新的以

生态理论为基础的自然观及价值观的形成。现代

化的内涵不是解放人们体力和智力的高能耗、高

消费、高自动化、高生态影响的物质文明。而是高

效率、低消耗、高活力的生态文明。其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oint)将从消极的污染型、破坏型向

积极的恢复型、建设型演变【8|。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

为主旨，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谐性及整体性三个

特征。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

程中，必须树立人与自然的平等观，从维护社会、

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实

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由于生态文明注重人

——环境——社会的相互关系，其核心内容是协

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因此

具备和谐的特征。而整体性则是生态学作为一门

科学赋予生态文明的一种特征。它以系统论为基

础，是探讨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生态文明的实现，不是将生态作为一种口号，

不是贴在各种政治、经济及环境的活动中的标签。

生态是一门科学，有其理论体系及方法论。生态

文明的建设应将生态的理念、观点及具体的操作

方法应用到社会活动中，这才能够建立真正的生

·-——40．-——

态文明。生态作为一个学科建立的时间并不长，

其理论还在不断的发展与丰富，目前可能应用于

社会生活有关理论和方法包括：生态资产(指诸如

水源、土壤、气候、景观、植被、生物多样性及适宜

生态位等生态支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功(指生

态系统为人类活动所提供的资源供给、废物处理、

空间支持、水源涵养、土壤熟化、气候调节、干扰缓

冲、污染物净化等服务功能)。生态建设的任务就

是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增强，使经济可持

续发展，社会稳定，自然平衡旧J。

4结语

生态学在促进科学进步、环境保护、全球可持

续发展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现代生态

学研究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动植物生态学水

平上，它以系统论为基本原则，融合了数学、物理、

化学、经济学、工程科学等几乎所有相关的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及信息科学新理论，形成了有别于古

典和近代生态学的现代生态学，引起了科学观念

和研究方法的革命恻9。真正了解生态学的内涵，

正确认识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使人们按照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则约束自己的

活动，是当代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应用

现代生态学将人及人类干预真正纳入将来的研究

范畴中，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设计和改造人类生

存环境，面对和解决已经形成的环境危机，让我们

共同期待一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并

为达到这一目标付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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