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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
本书系统阐发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传统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关系，分章分别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体系中
关于发展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核心等内容的传统思想基础，深入剖析了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思想的
继承性和超越性，对于今天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一定启迪帮助。
全书资料翔实、分析缜密、论涉系统、观点新颖，其结构和内容在同类研究成果中具有独特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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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根洪，哲学博士，现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应用伦理研究所所长、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
导，浙江省哲学学会秘书长、浙江省伦理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学术专长为中国哲学和文化，主要著作有：《司马光哲学述评》、《儒家中和哲学通论》、《中华理
性之光》、《贯通天人的理学思想》，在《近代史研究》、《孔子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独立完成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课题等项目，获得过省政府奖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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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一、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发
展观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传统思想渊源的历史必然性一、人类社会具有共同
的发展规律二、弘扬传统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三、中国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基
本特征四、把握传统发展思想的基本态度第二章 从治国首务到第一要义第一节 发展是第一要义一、
发展是第一要义二、发展在于改革创新第二节 传统发展首务思想一、传统的日新世界观二、传统的治
国先富论第三节 从治国首务论到第一要义论一、第一要义论对治国首务论的继承二、第一要义论对治
国首务论的超越第三章 从传统民本到现代人本第一节 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论
基础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现实态度第二节 中国传统人本思想一、天地之性唯人为贵二、治国之道以民
为本第三节 从传统人本论到科学人本论一、科学人本论对传统人本论的继承二、科学人本论对传统人
本论的超越第四章 从传统和谐并生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第一节 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坚持全面
发展要求二、坚持协调发展要求三、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第二节 传统的和谐并生思想一、经济政治文
化全面发展的思想二、农工商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三、义利王霸统一发展论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
想第三节 从和谐并生到全面协调可持续一、全面协调可持续对和谐并生论的继承二、全面协调可持续
对和谐并生论的超越第五章 从致中和到统筹兼顾第一节 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一、统筹兼顾的方
法论实质二、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论依据第二节 传统中和发展之道一、传统和实生物论二、儒家的中
庸之道论三、道家佛教的中和思想第三节 从中和之道到统筹兼顾一、统筹兼顾对中和之道的继承二、
统筹兼顾对中和之道的超越第六章 从保合太和到社会和谐第一节 从科学发展到社会和谐一、从科学
发展到社会和谐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第二节 传统社会和谐思想一、儒家的社会和谐思想
二、道家的社会和谐思想三、墨家的社会和谐思想第三节 从传统社会和谐论到现代社会和谐论一、现
代和谐思想对传统和谐思想的继承二、现代和谐思想对传统和谐思想的超越三、从传统和谐发展到科
学和谐发展的原因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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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显然，《易传》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态思想的特点和水平，一定程度上也体现
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水平。
　　（二）道家的“道法自然”的生态思想　　在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中，除儒家外，道家
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包含了中国古代在关于如何对待自然万物、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基本
视角和基本观念，它们对于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卡普拉曾评价说：“在各种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只有道家提供了最深刻而且
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本质两者的基本一致
。
”道家的生态智慧主要体现在：　　1.“道法自然”的生态世界观。
老子《道德经》曾明确断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这里，老子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即人必须顺应效法天地、天地人必须顺
应效法道，而本体之道的实质根本就在于自然，因此，天地人的现实存在体其根本的存在方式就是自
然。
什么是自然？
就是天地人万物由道的自然大化流行而来的自然生存状况，是万物符合自身本性的自然存在样式。
这里，老子不仅从人与天地的关系上，提出了与近代西方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同的一种人
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的态度，而是一种人对于自然天地的“法”的顺应态度。
而且，老子这里还很重要地从世界观的角度内在规定了天地人万物在“道法自然”原则下的和谐一致
性关系，也就是，天地人万物都在本体之道的基础上顺应自然原则地生存发展，天地人万物都是自然
而然地变化运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在“道”“生万物”的前提下，“冲气以为和”的和谐关
系。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概括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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