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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

内容概要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选辑的论文集中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重要著述。现代社会的生态
转向和生态文明的构建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尽管不可能完全展现这一过程曲折蜿蜒的历史步履和激动人心的观念冒险，
却提供了一幅这一历史过程的乌瞰图，这幅乌瞰图表现了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的具体细节与丰富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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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通进，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著有《走向深层的环保》、《科学与道德》（
合著）、《人与自然和谐》（合著）等，译有《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动物权利论争
》（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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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的一本书，读过了
2、　　重读《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再次读到这些，甚感喜悦：“我们对于生活中什么是有意义
的，生活中什么值得保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生活的物质标准应该大幅度下降，生活的质量，从人
的内心深处应得到基本的满足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保持或者提高⋯⋯这种观点是直觉的，如同所有
重要的观点一样，因为它不能被证明。”这是一种生态学的直觉，一种神秘涌现的生态学意识，“深
层生态学家像神秘论者和新物理学家一样，迷住了一种关于‘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宇宙论，这种宇宙
论否定可以把世界分析成分离地和独立地存在的部分的古典观念。”
　　
　　如果没有这样的直觉和意识，一个有机的、万物相连的、养育者形象的大自然变成一个被控制的
、被利用的、被统治的物质世界，不会令人感到不安、内疚、痛惜；而原子论的、孤立的、分离的、
决定论的笛卡尔式机械论世界观会依然让人感到合理安适，纵使量子物理学、远平衡态热力学、数学
混沌理论已揭露了世界的普遍原貌是动态的、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相互依赖的；自我将依然局限于
自私的小我，顶多扩展成自私的家庭、宗族、同类，而无法“把自我之外的社会和自然当成自我的一
部分来加以认可和接纳”；人们还将热衷于根据自然环境、其他生物对人类有多大用处来判定该不该
去保护它们、保护到什么程度，而不能承认自然和一切生命存在本身的内在价值；人被拖入这个过度
生产和疯狂消费的世界还是感到理所当然，纵使太多的事实表明这一切不过是满足了资本和公司的利
益而与人的生命所需背道而驰⋯⋯
　　
　　从生态学直觉和生态学意识出发，将很容易到达生态神学，或发现与一切宗教的内在核心价值一
致的思想、灵感，甚至可以说，生态学意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宗教意识。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了
一个与人密不可分的、整体相连的超越性存在。也许意识到这一点，曾发动了理性、感情和感觉，但
这种意识却依然无法去证明，因此也无可辩驳，更无需解释。
　　
　　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何必再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又何必讲什么低碳生活，这些简直太不严肃
了。如果技术是有用的，那只能用于一个新建的生态民主政治、生态社群经济体系中，像止痛药一样
快速地解决一些紧迫问题，而不是如目前这样，依然为修补、维护这个体系服务，依然维持不变的逻
辑和价值观，依然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态整体无知无觉，依然对内心与自然一致的精神冲动不理不会
。
　　
　　
3、人类所谓的文明走到了现在的高科技时代，下一步该如何走，往哪里走呢？看这本书。
4、对于生态类的书来说，虽然我是个二把刀~但非常诚心地说：“这本书非常好！”
5、这本书很好，是生态批评的一本理论性参考书，同时也是一部能引发人们对当今社会及其消费价
值观深刻反思的一本哲学著作，学术大师们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我们生态的关注和忧思，令人不能不
为之所动，最妙的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会在这场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不得不为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豪!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树立纯朴节约的消费观，净化人类
的心灵！
6、伦理学，哲学和神学是环境经济学的基础
7、这本书对我研究生态学比较有帮助，特别是对国外著作的翻译，让我剩了不少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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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重读《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再次读到这些，甚感喜悦：“我们对于生活中什么是有意义的，
生活中什么值得保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生活的物质标准应该大幅度下降，生活的质量，从人的内
心深处应得到基本的满足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保持或者提高⋯⋯这种观点是直觉的，如同所有重要
的观点一样，因为它不能被证明。”这是一种生态学的直觉，一种神秘涌现的生态学意识，“深层生
态学家像神秘论者和新物理学家一样，迷住了一种关于‘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否
定可以把世界分析成分离地和独立地存在的部分的古典观念。”如果没有这样的直觉和意识，一个有
机的、万物相连的、养育者形象的大自然变成一个被控制的、被利用的、被统治的物质世界，不会令
人感到不安、内疚、痛惜；而原子论的、孤立的、分离的、决定论的笛卡尔式机械论世界观会依然让
人感到合理安适，纵使量子物理学、远平衡态热力学、数学混沌理论已揭露了世界的普遍原貌是动态
的、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相互依赖的；自我将依然局限于自私的小我，顶多扩展成自私的家庭、宗
族、同类，而无法“把自我之外的社会和自然当成自我的一部分来加以认可和接纳”；人们还将热衷
于根据自然环境、其他生物对人类有多大用处来判定该不该去保护它们、保护到什么程度，而不能承
认自然和一切生命存在本身的内在价值；人被拖入这个过度生产和疯狂消费的世界还是感到理所当然
，纵使太多的事实表明这一切不过是满足了资本和公司的利益而与人的生命所需背道而驰⋯⋯从生态
学直觉和生态学意识出发，将很容易到达生态神学，或发现与一切宗教的内在核心价值一致的思想、
灵感，甚至可以说，生态学意识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宗教意识。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与人密
不可分的、整体相连的超越性存在。也许意识到这一点，曾发动了理性、感情和感觉，但这种意识却
依然无法去证明，因此也无可辩驳，更无需解释。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何必再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又何必讲什么低碳生活，这些简直太不严肃了。如果技术是有用的，那只能用于一个新建的生态民
主政治、生态社群经济体系中，像止痛药一样快速地解决一些紧迫问题，而不是如目前这样，依然为
修补、维护这个体系服务，依然维持不变的逻辑和价值观，依然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态整体无知无觉
，依然对内心与自然一致的精神冲动不理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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