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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带着日益增长的紧张和诸多的赞同阅读了这部书稿。
它涉及对进步的动力与环境责任之紧张关系的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
对尺度和适度品行的探究构成该书的中心。
全球的环境破坏，贫富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反映出现实的失度状态。
在此处境中对尺度的探寻成为最紧迫的事情。
当今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的可持续性概念（等于造就未来的能力），也"呼唤着"尺度。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只有对于一个把未来后代的福祉视作义务的人，才能看管好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以至永葆人类再生的潜力。
但它反过来说也适用：只有从更深层的原因出发，能够爱惜地保管好世上自然的人，才能够同时为后
人、后代考虑。
所以，这涉及对人的维度和自然之维度上的尺度的探寻。
只有理解这两个维度，才使我们描绘为生态学的这个词汇的完全意义成为可能。
司徒博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学概念的意义上，保护生态免受任何自然主义的伤害，同时也免受人类中
心论的伤害。
他的研究，鉴于他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是跨学科的和多元论的。
问题史的那几章尤其让人受益，因为这几章是探究自然科学、伦理学史和当代伦理学中的尺度和适度
品行。
司徒博所选择和蕴涵的研究风格，保护了他免受任何独断的更好知识欲的影响，使他得在他的分析中
同时驾驭着丰富的成果。
在以上所说的那几章，他广泛地证明了一系列值得审核的尺度，从当代的自组织概念，经过《新约·
圣经》的节制品德直到当代生物伦理学的标准。
由不同的专业和世界观维度所代表的，不是封闭的世界伦理，而是既相互联系、也彼此渗透的广泛的
尺度领域，是丰富多彩的经验和丰富的宝藏。
在此意义上，司徒博确实撰写了一部跨学科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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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与发展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主要内容：当今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的可持续性概念（等于
造就未来的能力），也“呼唤着”尺度。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只有对于一个把未来后代的福祉视作义务的人，才能看管好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以至永葆人类再生的潜力。
但它反过来说也适用：只有从更深层的原因出发，能够爱惜地保管好世上自然的人，才能够同时为后
人、后代考虑。
所以，这涉及对人的维度和自然之维度上的尺度的探寻。
只有理解这两个维度，才使我们描绘为生态学的这个词汇的完全意义成为可能。
司徒博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学概念的意义上，保护生态免受任何自然主义的伤害，同时也免受人类中
心论的伤害。
他的研究，鉴于他所使用的认识方法，是跨学科的和多元论的。
问题史的那几章尤其让人受益，因为这几章是探究自然科学、伦理学史和当代伦理学中的尺度和适度
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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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进化过程本身也不能让人看出目标来。
布雷施的欧米伽原理最终也是一个模糊的密码。
人们使用诸如平衡、混沌、灾难性的、健康的、高度的发展、生和死这些价值性的表述来描绘的进化
现象，对于自然本身而言通常都是价值中立的。
只有人的或形而上学的目的一价值规定才把自然搞成善的或恶的，所以进化论伦理学所描述的，是过
去的和现今存在的东西，而只有从末世论的终点出发的创世伦理学，才言说将要存在的和应该来到的
东西。
2.2.4 不可逆性进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吗？
许多生态问题具体地表现出这个问题：像臭氧层的破坏或者物种的消失这样的毁灭过程是否以及在多
大程度上是能够被恢复的？
或者说，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不可逆的进化之改变？
种种影响不可逆的改变的行为都能作为无度的行为被否定吗？
不可逆性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义。
例如，在生态保护和风景保护领域的原理叫作：“古董不可建造。
”⑦城市生态系统10到50年就是古老的，牧草地要到250年、高原湿地要10000年、婆罗洲的原始森林
要到8千万年才是古老的。
150年以上的古老的生态系统，在它们被摧毁后都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实践上是不可替代的”
，50-150年的生态系统处在“可被视为长期‘可造的’这个限度域之内”⑦。
与之相应，能源形式也把这个限度域看做是不可再生的，像古化石能源的形成最长要在几百万年时间
之内，因此早就超越了人的时间尺度。
那么在这里，为修复某些自然破坏和自然变化，关于不可逆转的，或者说对于人是不可能的尺度，就
是人的生命的时间限度。
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关于过程的可逆性或者不可逆性是同熵@和已经提到的开放系统的结构相联系
的。
从这种视野来看，可逆的变化就是，通过把路向单纯倒转过来倒退回去，而不是保持持续的变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与发展一种社会伦理学的考量>>

后记

国内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著作已经翻译得很多了，当我拿到这本沉甸甸的书时，首先当然是犹豫它是否
值得翻译，但初读之后就为它的专题性所吸引（它把环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界定为寻找环境与发展之
间的尺度问题），之后又发现这是一本具有综合创新之力的著作（围绕适度的尺度这一核心课题从自
然科学、伦理学史和哲学、神学诸维度对迄今为止的人类中心论、自然中心论和神中心论进行的创造
性的综合，发展出一种作为世上客人寻求与自然和好，与上帝和解的尺度伦理学，通过价值权衡为人
类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制定出了具有普世伦理价值的“客人守则”）。
在翻译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和独特的魅力，它不仅体现了与单纯的哲
学伦理学不同的神学伦理向度，而且表现了与美国环境伦理学不同的风格，同时在书中又能全方位地
了解到环境伦理学自始以来讨论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们伦理学界的人对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司徒博（christophstuckelberger）还不熟悉，但他在国
际基督教神学界是相当知名的人物。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作“司徒博”，我们在署名时就用了他的中文名。
他不仅对中国十分友好，而且对于中国的事情相当熟悉，从他的“中文版前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他对胡锦涛主席的十七大报告的内容都非常了解。
刚开始翻译时，本以为这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后来才知道，在好几年前他就有一本著作在
中国出版了。
司徒博教授与我们的同事张庆熊教授有很久的合作关系，本书的翻译就是他们的国际合作课题“全球
伦理学”的一个子项目。
所以，在这部著作即将出版时，我首先要感谢张庆熊教授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其次，
我要感谢“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及其评委们对翻译此书的支持和资助。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武汉大学科学哲学专家桂起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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