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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以儒家生态意识为对象，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
传统环境意识和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进行研究。
具体包括儒家生态意识、历史上的环境保护两方面内容。
儒家生态意识则由其发生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论)、生态学知识基础(生态系统论)、儒家合理利
用与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周易》“三驱”礼的生态保护意义等内容构成；环保实践的考察，主要
以先秦、秦汉时期为对象，在勾勒其基本生态状况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国家制度层面，如生态法律、
生态职官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展现儒家生态意识在古代生态保护方面的作用，进而显明儒学于当代“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构建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由陈业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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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业新，男，1967年9月出生，安徽省霍邱县人。
1988年毕业于安徽省淮阴南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系；1996年、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文献
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9月-2003年6月，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近年主要研习秦汉史、生态文化、环境·灾害与社会等，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期刊上
发表论文近30篇，与人合著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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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阴、阳之气的不同，使得人的生理器官具有其他动物器官所不具备的突出功能。
邵雍说：“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
物之味。
”（《皇极经世书·观物内篇二》）动物虽在听、视诸方面与人有相同的功能，但人类耳、目等器官
的功能远比禽兽等器官的功能高级和复杂得多。
“目之所睹者，禽兽皆能视也；耳之所可闻者，禽兽皆能听也。
视而知其形，听而知其声，各以其类者，亦禽兽之所能也。
视万形，听万声，而兼辨之者，则人而已。
睹形色而知其性，闻声音而达其义”（《胡子知言·往来》）。
正是因为人拥有这些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辨识能力，人才成为万物之灵者：“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
也？
日：以其有辨也。
⋯⋯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荀子·非相》）。
　　其次，儒家认为，人在万物中的至灵、至贵地位，还与人的社会属性有关。
第一，人有仁义道德意识。
荀子认为，天“生”之物有四类：一是如水火等没有生命的物质，二为如草木等有生命而无知觉的植
物，三乃如禽兽等有知觉但无道德意识的动物，四是既有生命、知觉且有道德意识的人类。
上述四类存在物中，“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有了仁义等道德意识，并将它用于自然界之群、分，“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令万物能从中
获益，人类因此而“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是天“生”万物中最有价值者。
董仲舒也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究其因，乃在于“物疚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
仁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又曰：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
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

编辑推荐

儒家学说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学说，但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的社会经济形态，
决定了儒家在关注人与社会和谐的同时，必然也要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相当的关注，儒
家生态意识由此而产生。
《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以儒家生态意识为对象，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
传统环境意识和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进行研究。
本书由陈业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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