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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传播以来，它所宣扬的先进的价值观念、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以及崭新
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并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等领域，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改造我们世界观的一种积极力量。
为了适应高校环境伦理学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我们于2000年夏秋之际提出编写环境伦理学教材的设想
，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并被列入2002年度“高等教育百门精品教材建设计划立项项目
”。
随即，我们组成编写组，经过多次讨论，拟定了编写大纲。
2003年初正式开始编写工作，年底完成初稿，2004年初于北京集体统稿审定。
本书是一部在研究和综合了国内外已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完成的著作。
在阐释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时，我们一直把握吸收与扬弃、整合与超越、传承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我们努力吸收各个流派合理的内核，扬弃其失之偏颇部分；整合环境伦理的理论共识，超越不同流派
的局限；传承中西环境伦理传统的智慧，把社会实践作为发展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本书的编写人员大都是环境伦理学专业工作者，长期从事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和实际应
用工作。
在介绍环境伦理学基本内容时，我们始终坚持理论性和知识性并重的基本方法。
除在正文中系统论述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以外，还采用专栏的形式，把大量的丰富的背景资料、学
术讨论、相关知识介绍给读者。
在当代环境伦理学流派纷呈的情况下，我们力图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给读者提供一种比较完
整、统一和开放的环境伦理学框架。
本书由余谋昌、王耀先任主编。
各章编写分工如下：第一、二章，雷毅；第三章，杨通进；第四章，余谋昌；第五、六章，叶平；第
七章，王国聘；第八章，叶平、王国聘；第九章，王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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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百门精品教材建设计划立项项目”教材。
本书是在对国外环境伦理学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后，结合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和高
校教学实践编写的一部新教材。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基础部分，主要介绍了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性质、环境伦理学的历史演进、环境伦理
学的主要理论流派；第四章至第七章是理论部分，主要研究了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的
基本原则、环境道德的主要规范；第八章至第九章是实践部分，主要论述了与决策、科学技术、人日
、湿地和荒野保护、可持续发展、环境法治、环境教育等有关的环境伦理问题。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以新的视野，阐述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探讨了环
境伦理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的公共课教材，也可供环境伦理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之用，还可以作为环境伦
理学研究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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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第二节  环境伦理学产生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一、
环境伦理学产生的生态学基础　  二、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是伦理进化的必然　  三、环境伦理学产生的
现实要求　第三节  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学习和研究环境伦理学的意义　  一、实现思
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明确我们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　  三、唤起我们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良知　
思考题　主要参考和阅读文献第二章  环境伦理学的历史演进　第一节  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  　  一、
西方早期的资源保护运动　  二、环境伦理学说的提出　第二节  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环
境伦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三、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
国古代的生态智慧  　  一、道家的生态智慧　  二、儒家的环境伦理意识　  三、佛学“尊重生命”的
博爱意识　第四节  环境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思考题　主要参考和阅读文献第三章  西方环境伦理学
主要流派　第一节  人类中心主义　  一、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传统形态　  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三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第二节  动物解放论与动物权利论　  一、动物解放论　  二、强式动物权利论　
 三、弱式动物权利论　  四、认真对待动物保护伦理　第三节  生物中心主义　  一、敬畏生命    二、尊
重大自然　第四节  生态中心主义　  一、大地伦理学　  二、自然价值论尸　  三、深层生态学：生物
圈平等主义与自我实现论　思考题  　主要参考和阅读文献第四章  自然界的价值　第一节  自然价值概
念　  一、自然界是否存在价值?　　⋯⋯第五章　自然的权利第六章　协同进化的环境伦理基本原则
第七章　环境道德的主要规范第八章　环境伦理实践（一）第九章　环境伦理实践（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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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三节 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类对
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
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必然包含对三大主题的研究，即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研究、人对自然道德原则
的确立与道德行为规范的研究、现实生活领域中环境伦理问题的研究。
其中，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研究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它直接导致了我们对自然界及其存在的态
度。
因此，它是确立人对自然界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确立人对自然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理论依据。
围绕着对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产生了环境伦理学不同的理论流派。
　　对自然的价值和人对自然责任的研究是决定自然是否具有获得道德关怀资格的依据，而这两者又
是建立相应的人对自然道德规范的前提。
站在不同的立场去认识自然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得到的结果必然不同，由此制定的道德行为规范
也必然不同。
环境伦理学内部不同的流派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产生的。
如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者不承认自然界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价值，因而不认同人对自然有直接的道德
义务；动物解放论者和动物权利论者认为是否有感受能力是判断内在价值的根据，而这种能力只有人
和某些动物具有，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道德关怀的资格；生物中心主义者则认为一切有生命之物皆有
内在价值，都具有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而生态中心主义者则要求承认一切自然存在都有内在价值，
他们主张道德关怀的资格应该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一些持盖娅假说的哲学家甚至提出了
地球乃至宇宙的权利高于生活于其上的生命的权利的主张。
因此，各流派在建构道德规范上的差异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道德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使得它的建构并不完全取决于价值观和伦理观，还需要与一定
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形态相适应。
尽管如此，各种学说在道德行为规范的建构中仍然具有共同性，差异性主要表现是道德境界层次上的
。
在不同的环境价值观和伦理观下面，可以存在某些共同的环境道德行为规范。
这是建立一个完整的环境伦理体系的基本前提。
　　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和完整的环境伦理学，那么，它的起点在哪里？
它与传统伦理学应当如何划界？
能否将环境中的所有存在物都纳人人类的道德共同体中来？
在20世纪70—80年代，这些问题争论非常激烈。
环境伦理学的基本宗旨是寻求一种普遍认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协同发展的伦理依据。
因此，下列问题构成了环境伦理学实现其宗旨必须解答的基本问题。
　　第一，我们怎样认识自然界？
自然界是否有不依赖人类的价值？
自然存在物是否只具有工具价值？
它是否拥有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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