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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也
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
据统计，近10年来全世界制造业每年约产生55亿吨无害废物和7亿吨有害废物，这些废物有的具有对人
体直接造成危害的毒素，有的通过对环境的破坏问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
物质文明发展带来的损害令人们反省过去漠视环境的保护，从宏观到微观，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渗透到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于20世纪初期萌芽的生态伦理学，就是直接针对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态平衡严重破
坏的后果而提出的。
最早以科学形态提出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是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AlbertSchweizer）
。
他在1923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在《
敬畏生命》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
史怀泽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伟大创造，“生命的本身是神圣的”，人类对一切生命都要给予极大的尊
重，应该以“崇拜生命”作为伦理的核心和基本凉则——“保护、完善和发展生命”应当是“人类与
自然的准则”和“善”的观念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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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
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
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第一，要求确认自然价值的理论，认为不仅人有价值，而且生命和自然界
也有价值，包括它的内在价值；第二，要求确认自然权利的理论，承认不仅人拥有权利，生命和自然
界也拥有权利。
生态伦理学，又称环境伦理学，是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所作
的研究，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德学说。
它要求改变传统伦理的两个决定性概念：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本身的关
心，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权利的概念应当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赋予它们按照生态规律永
续存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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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生态伦理学的发轫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力量已经显著地增加了，根据证
据显示，人类因为气候因素而迁徙，在地球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但是人类所造成的改变是否导致变化发生得过快，反而使得人类无法适应呢？
臭氧层的耗损会不会导致许多物种死亡，为人类带来疾病呢？
沙漠化会不会使得大片的可耕地变得毫无用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充满争议性，而且可能落在两种极端之间的某一点。
这些问题严重的程度，还没有被量化计算出来。
有些人认为，在还不清楚问题和后果之前就制定新政策、支出庞大的费用来改变，是非常不智的。
例如：物种消失以及全球暖化的现象，都是明显的例证。
工业化、高科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消费主义和人口爆炸，这些趋势引发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
类和自然环境之间是否维持着一种永续发展的关系？
人类是否公平分配从各种天然资源中所得到的利益？
对于居住在同一个生物圈的其他生物的生存价值和权益，它们是否能够敏感细致地尊重及照顾？
由于人类的行为可能会有长远的影响，许多环境保护问题必须以全球的角度来考量。
居住在地球中纬度地区的人所做的事，可能会影响到住在高纬度地区的人，反之亦然。
思考重要问题例如臭氧层损耗的解决方案等，一定要规划成为全球性的关注议题。
人类要解决地球上的各种环保困境，必须同时在全球和个人层次一同合作。
如今针对臭氧层损耗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一个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解决全球性环保问题的绝佳例
证。
从古代开始，希腊及亚洲地区的一些哲学家便一直在思索大自然以及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等一些问题
。
他们所提出的许多世界观，都隐含了伦理价值，但都没有发展成为完整的生态伦理学。
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之后，大自然在西方哲学的概念中，被视为一个不包含价值判断的领域，完全依
循着因果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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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是大自然赐予人间最繁华的景色。
万物静观皆自得，所谓诗情画意，无非是时序变幻，自然美景。
只有懂得欣赏和珍惜的人，才能感悟到它的美妙之处。
葱茏的树木，缤纷的花朵，茂密的草丛，绚丽的山水，乃是地球母亲给予我们的美好世界。
林间的小鸟，花丛的蝶蜂，草上的蜻蜓，代表着生命的欢歌。
林中听蝉鸣，池畔赏荷色，湖上泛轻舟，是最美好的享受。
可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开始无节制地榨取地球，使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
乱砍乱伐导致沙丘吞噬了万顷良田，洪水冲毁了可爱的家园，大自然的报复让人类尴尬无语。
没有自然，便没有人类，这是多么朴素的真理。
一味地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只会破坏生态系统，咎由自取，使人类濒于困境。
曾几何时，人们乱捕乱杀，使人类的朋友惨遭涂炭。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就是对捕杀动物后果的最真实的写照。
曾几何时，战争的爆发，使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满目疮痍。
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随处可见：天空混沌、空气污浊、污水横流、垃圾围城清澈的河水变得混浊，茂
密的森林变得狼狈不堪，蔚蓝的天空变得灰暗，碧绿的青山变得光秃，泥石流、森林火灾、动物绝迹
、水源严重缺乏，一连串的灾害接踵而来，已使我们的地球难以承受。
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引起了人们越来越高度的重视。
各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采取了许多措施，环境保护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且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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