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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劳动与生态文明》

内容概要

《生态劳动与生态文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原则，以劳动为生态文明合法性依据，坚持从
劳动出发，以期在生态劳动的基础上建构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认为生态劳动的生态文
明，内在表现为生态人性的生成，外在表现为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的创造，
在价值目标上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正义，在生产和生活领域表现为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
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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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海红，女，1972年生，江苏如皋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中国环境哲
学学会理事。著有《生态社会的来临》（合著），参与编写《形势与政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材导读》，主持省级社科项目“马克思生态劳动哲学思想及伦理价值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改造自然界的道德合理性研究”等，并在《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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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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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帝显现荣耀 三、黑格尔：人的本质的确证 四、马克思：劳动本体论 第二节文明的概念 一、文明
的界说 二、文明的内在本质 三、文明的外在显现 第三节劳动创造文明 一、历史向度的论证 二、结构
维度的论证 第二章异化劳动与文明的异化 第一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探
源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容 三、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第二节西方马克思主
义对异化理论的扩展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二、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的支配理论 三、马尔库塞的总
体异化理论 第三节劳动的生态异化及其后果 一、劳动的生态异化 二、劳动生态异化引发生态危机 第
三章劳动的生态解放与生态劳动 第一节劳动的解放及其生态转向 一、劳动的主体解放 二、劳动的爱
欲解放 三、劳动解放的生态转向 第二节生态劳动的概念与特征 一、生态劳动的概念 二、生态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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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和共生共荣 第四章生态劳动基础上的生态文明 第一节生态文明的概念 第二节生态文明的价值本
体 一、生态文明价值本体的反思 二、生态文明价值本体的实践转向 三、以生态劳动作为生态文明的
价值本体 第三节生态与文明结合的内在机制 一、生态融入文明 二、文明进入生态 三、生态劳动：生
态与文明的互融中介 第四节生态文明的历史地位 一、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 二、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
的真实形态 三、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不是“真文明” 第五章基于生态劳动的生态文明基
本样式 第一节生态人性的生成 一、生态人性的生成基础在生态劳动 二、生态人性以人与自然的本质
统一为核心内容 三、人际和谐的价值诉求是生态人性的题中之义 第二节对自然环境的正义 一、正义
与环境正义 二、环境正义的“人与自然”向度 三、环境正义的人际向度 第三节生态文明的结构 一、
生态文明的器物形态 二、生态文明的制度形态 三、生态文明的精神形态 第四节生态化生产与绿色生
活 一、生态化生产方式 二、绿色生活方式 结语 附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目标及措施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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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劳动与生态文明》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根据前面对文明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成果说、进步说、存在说，抑或是文化说
、和谐说、综合说，都确认：文明与野蛮相对。我们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成果，标志着人
类脱离野蛮走向人性的程度，文明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文明的内在方面是人性的自我完善，文明
的外在方面是人类的创造物。 二、文明的内在本质 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走向人性的过程。文明与野
蛮相对，这是学界达成的共识。所谓野蛮，是指以兽性的方式对待人和物。野蛮最核心的含义是兽性
。兽性是动物具有的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兽性也是指动物性。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的过程，意味
着文明指认的是人性，标志人类获得了人之为人的存在，与动物揖首相别。也就是说，文明是反映人
性与动物性根本相区别的概念，动物没有文明、因而野蛮且充满兽性，人类拥有文明，因而脱离了兽
性而升华为人。如成果说，其之所以把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看成是文明，是因为动物根本
不能够给这个世界雕刻上任何“创造”的印迹，因此人类制作华美的衣饰、建造舒适的居所、烹饪精
致的美食、发明便捷的交通工具、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上天人地、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震古烁今，即
告别野蛮或兽性而走向文明。进步说主张的进步即为文明，是因为动物没有自我进步，一个物种即使
过上百年或千年，也几乎无任何变化。存在说之所以把文明看成是人的存在方式，是因为动物的所有
活动都是出于一种本能，无论动物的活动看起来多么高明，有些活动或能力甚至是人类也无法进行或
无法具备的，如蜜蜂酿蜜、蜘蛛织网，但不可否认的是，动物的活动是基于动物的一种本能，我们可
以对动物的身体构造进行研究，来对动物所具有的活动能力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人类却是有一个
意识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最蹩脚的建筑师在建筑房屋之前就已经在脑海中把它给建成了。因此
，动物以本能的方式存在，而人类则以文明的方式存在，如果人类仅以本能的方式存在，则与动物无
异。文化说主张，人类脱离野蛮在于人类形成和发展了自己丰富的文化，文字的发明和使用、知识的
积累和传承、理论的创作和传播、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等，都标示着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据此我们可
以基本判明，文明指认的是人类脱离兽性而拥有人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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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劳动与生态文明》

编辑推荐

《生态劳动与生态文明》从劳动与文明的关系切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原则，确认生态劳
动在生态文明中的本体论价值，对生态劳动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基本规定性和表现形态展开了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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