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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质学中的大地构造学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理论学科，被认为是“地质学中的哲学”。
因此，研究大地构造学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即正确的哲学思想为指导。
　　王战先生，是我的老师——已故著名大地构造学家张伯声先生的科研助手，长期追随张老从事“
地壳波浪镶嵌构造”研究，并建立了“地球多级驻波式脉动理论模型”。
《地学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正是作者数十年研究、思考的结晶。
其与一般哲学著作不同之处是：该书以地球物质运动的客观事实和地球演化史以及地球科学史为讨论
问题的基础，然后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地球和地球科学的发展规律。
　　该书之精髓在于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光辉，将中庸理论引入地质哲
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结合起来。
作者认为，中庸思想在理解和正确认识地学中各个分支学科的复杂问题、认识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
各种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在进行构造地质分析以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借
鉴的哲理。
根据中庸思想，作者还特别指出：目前仍在流行的板块构造学说的“极端活动论”有着不可克服的诸
多困难。
由于地球是一个活的星体，处在不断地运动和演化过程之中，因此，“将今论古”只能是有条件的类
比，“活动论”与“固定论”都不应绝对化，活动与稳定均有其相对性，活动中有稳定，稳定中有活
动。
“活动论”与“固定论”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两者矛盾的统一，即逐渐达到中庸。
最后，作者还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展角度简要介绍了分形、自组织、突变、混沌与熵等理论，讨论
了天、地、生、人相互关系问题，并在对生态环境地貌的论述中顺便指出了中国古老“风水学”中的
精粹与糟粕。
　　作为老朋友，我热烈祝贺《地学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作为全国高校素质教育教材研究编审委
员会审定的高校参考教材或专著出版。
相信该书不仅对大学老师和学生有用，而且也会成为地质科学研究工作者案头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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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数十年研究、思考的结晶。
其与一般哲学著作不同之处是：该书以地球物质运动的客观事实和地球演化史以及地球科学史为讨论
问题的基础，然后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地球和地球科学的发展规律。
     该书之精髓在于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光辉，将中庸理论引入地质哲学
，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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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县赊旗镇(即今之南阳市社旗县城)，小学、中学主要受教于河南省许昌市
，1957年赴西安接受高等教育，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毕业，遂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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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促进发展、科技、消费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
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其根本动因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在当代社会，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发展与生态平衡、科技与生态平衡、消费与生态平衡之间的
矛盾。
因此，发挥生态道德的调节或抑制作用，便成为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
　　（1）生态道德与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论述的基本伦理意义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应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为根本尺度。
任何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任何仅为今天而不惜牺牲明天，“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行为，都是极
不道德的行为。
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始终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矛盾，存在着人类自身的欲
望和理智的矛盾。
控制和调节这些矛盾有多种方法，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进行生态道德建设，这是其他方法所无法替代
的。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任何国家、群体和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而不顾及别的国家、集体
和他人的利益，不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盲目、野蛮地毁坏生态、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不仅要
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将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2）生态道德与科技　　现代科学技术的使用具有两重性，它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类的生活和
健康。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否定、排斥科技理性，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并
没有错，错的是错误地使用科学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的人。
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尽可能减少人为的负面作用。
一是要确立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能够为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原则、实现方法及具体
措施，而不能把科学技术作为损人利己甚至荼毒生灵的工具。
二是技术的应用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重要手段，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服从自然本身的属性，与自然的法则相一致
。
三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要着眼于解决生态问题，保护自然、建设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四是引导人们以综合效益（包括资源、环境价值）的眼光评价科技成果，防止和纠正“单一”的经济
效益评价科技成果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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