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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达忠教授主编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批评》一书的文稿送到我的案头的时候，正值联合国哥本哈
根气候峰会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多边国际会议，也是最能引起世界广泛关
注的会议。学者们甚至认为这次会议是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气候、全球变暖、生态环境、减排
、海水升高、低碳等，成为这次会议的关键词，虽然达成会议预想中的目标存在很大困难，但会议向
世界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以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出现，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勇敢承担责任，郑重作出承诺。　　拯救环境，拯
救地球，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必然要投身于拯救地球、
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中，这是人类的使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我高兴地看到，三明学院和三明
学院的教师们已经积极投身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中了。《生态文化与生态批评》这本书，就是三明
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近几年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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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余达忠教授主编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批评(第1辑)》的文稿送到我的案头的时候，正值联合国哥本哈根
气候峰会召开。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多边国际会议，也是最能引起世界广泛关注
的会议。学者们甚至认为这次会议是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气候、全球变暖、生态环境、减排、
海水升高、低碳等，成为这次会议的关键词，虽然达成会议预想中的目标存在很大困难，但会议向世
界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以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出现，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勇敢承担责任，郑重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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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资本要得到增殖的本性导致“代内不公正”。资本在再生产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目的都是为
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至于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却不是它所考虑的。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来看，为了得
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各个资本家竞相扩大生产规模，无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大量生产的态势下
，资本从大自然掠夺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掠夺人类后代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的生存环境、人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都被破坏了；从资本主义的消费来看，自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发生之日起，资本主义的
大量生产模式决定他们同时要采取大量消费的模式，即远远超过人的基本消费需要的、追逐那种膨胀
的、单面化欲望的消费生活。②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主张过度消费的价值观，造成了资本主
义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定式，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马克思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后造
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就很典型，区际不公正表现很明显：其一是空气污染严重。随工业革命发展起来
的各城市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煤，而煤的大量耗用使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③，厂矿林立的烟
囱，夜以继日地向城市上空排放浓烟，这样一来，“把本来就很不干净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
④同样，城市居民的日常起居因对煤的需求增加而加重了空气污染，从而使城市的空气“永远不会像
乡间那样清新而充满氧气”。⑤其二是水体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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