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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前很多年了。
当还没有人类社会的时候，自然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美丽和完整的。
它们之间有过弱肉强食，可生态平衡却没有被破坏过。
然而，200多万年前的人类开始出现于自然界之中时，这种和谐的关系却不复存在。
人类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就以其独特的思想影响着自然界。
他们开始是畏惧自然的，一切自然的不正常行为在人类的眼里都是“神灵”的作用，自然的力量背后
都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打雷有雷公，闪电有电母，人类对它们只有顶礼膜拜，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
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以前对自然的恐惧感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人定胜天”使得人类对
自然的认识出现了质的飞跃。
正是在“人定胜天”意识支配下，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和贪婪，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和占
有。
不仅如此，“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的主人”等“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在工业文明时代甚嚣尘
上，人类加快了掠夺自然资源的步伐。
生态的平衡局面在“人类中心主义”意识支配下走入了生态失衡，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人
类受到了空前的自然报复。
水资源短缺，地震不时出现，海啸的灾难也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光顾人类，至于南极冰川融化，全球
气温上升，更使人类痛苦加剧。
　　人类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忧虑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什么?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到来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走入现实生活，生态伦理学(亦称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也应运而生。
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开始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并认识到必须建
立一种以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学者展开了对
生态伦理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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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和谐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逻辑起点、伦理特征、伦理基础、伦
理规范、伦理调控、伦理评价和伦理建设诸多方面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诸如“人类与白然
道德父系的和谐”、“人的生态化”、“生态人”、“和谐农村”、“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定位”等
一些新的学术观点，这些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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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宗，男，1967年9月生，汉族，湖南省耒阳市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生态伦理学。
已在核心以上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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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和谐生态伦理的调控　　要使和谐生态伦理的规范转化为人们普遍的社会行为，使人们能
够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就必须具有相应的调控机制。
因为一定的调控机制是维持伦理功能的有效发挥，促成人们遵循一定的伦理准则的条件和方式。
和谐生态伦理的调控机制包括主体内在机制和社会外部机制、一般伦理调控机制和社会文化等调控机
制。
这些内在的和外在的、文化的和制度的机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和谐生态伦理的调控体
系。
　　第一节主体自律　　和谐生态伦理实现最根本的调控手段当然是依赖主体的内在自律。
伦理道德不同于其他社会准则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主体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主体自觉自
愿作出的选择。
因此，和谐生态伦理的调控机制，归根到底是主体的自律机制，一切社会和文化的调控机制都只不过
是为了促成主体内在自律功能的发挥，也只有转化为一种主体内在自律时，才会有伦理道德的真正实
现。
　　主体道德自律机制是由主体内在因素构成的一个促成主体自觉道德选择的调控系统。
这一调控系统主要是由主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习惯构成的。
道德认知是指主体以理想为依托的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和指导个人行动的道德知识。
道德认知在把握对象、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一是将道德对象内在化，二是将对象道德化，它是由
道德感知、道德智慧、道德思维、道德直观诸环节构成。
道德意志则是主体执著于某种道德目标而坚持下去的内在精神力量。
人们在选择某种道德目标并要坚持下去，这中间也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没有顽强的道德意
志，人们很难实现自己的道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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