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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在私有制社会中的异化 
——生态视镜下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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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理论表明，人与自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整体，人与社 

会是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互嵌式的整体。这两种整体性的联系构成了人性的完整内容，并在私有制 

的社会现实中发生了异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导致了自然及社会的不可持续性。马克思揭示了生态问题最 

为深刻的根源，认为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解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过与 

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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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本然状态： 

互嵌式的整体 

马克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 

自然的论述表明：人与自然是互嵌式的整体，是自然 

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统一，是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 

道的自然主义的统一。自然界创造了人，人也在不断 

地变革着自然界，不断地使自然人化。正是在这种动 

态的相互创造中，人们“中介、调节和控制着人与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 [1](177) 保持着人与自然生态 

之间的平衡，从而使人借助于自然使自己的整体生命 

得以体现和对象化并使人—自然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 

的有机整体。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 [2](105) “人靠 

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 

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 

体” ， [3](56) 但“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 

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 ， [2](107) 因此， 

人必须不断地通过自然科学和工业变革自然，人化自 

然，不断地使“自然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 。在这 

一过程中，近代工业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在对立 

中思维，把人与自然分裂开来，造成了全球性的污染 

和生态危机。但人除了要遵循社会的规律，还要遵循 

自然界的规律，因为社会是自然的一种特殊形式，并 

没有脱离自然界而独立存在。只按照人的尺度而不顾 

自然的外在尺度或只按照合目的性而忘记合规律性地 

变革自然必然会造成生态的失衡。恩格斯指出： “自由 

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 

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 

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 

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 ” [3](455)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与自然应该也必然地是这样 

一种状态：以人为核心的人天和谐整体。这一和谐整 

体不是自然的复旧，而是按照人的类本质的发展规律 

建立起来的人化自然，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 [2](81) 

的统一。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践自然观突破了制造了 

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了过 

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的极端生态 

中心主义，强调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立法 

者，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关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联系，经过现代科学的发 

展，以至于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自然灾难，人们逐渐地 

有了清醒的认识，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 

整体，逐渐地学会了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产行为对 

自然的较近或较远的影响。而对于人与社会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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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虽然马克思早在 150 多年前就讲了，但是现在 

的人对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认识似乎还很欠缺。这里 

着重分析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整体性论述的最具代表 

性的一段经典文本，看看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究竟是怎 

样体现出来。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是从哲学的高度、 

逻辑的高度来讲人与社会的整体性的，这也是当时破 

除形而上学的孤立的观点、破除神学、破除唯心的需 

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自 

然界的人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 

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 

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 

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 

在对他来说才成为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 

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 

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 

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 [2](83) 庞明副教授对这一 

段关于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论述有着精辟和深刻的见 

解，这和笔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 

是指人从自然界进化而来，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有 

意识的自由的活动，甚至于自身肉体及自然界都是实 

现意识活动的手段。 而这样的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 “只 

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 。因为，意识是在社会 

中形成与发展的， 若没有社会意识就无法展现其联系， 

无法产生，乃至于形成不是人的意识的意识。譬如， 

一个婴孩生下来后不进入社会，就不能成为马克思所 

说的“人的人” 。国内外报道的狼孩、虎孩、熊孩及中 

国的猪孩就是例证。他们虽然具有人的肉体特征，但 

是并不具有人的意识。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对 

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在社会里， 人与人的 

相互联系，必须通过自然界才能实现。因为人们的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自然界的物质发生的关系，生 

活的时候有关系，劳动的时候有关系，而这些关系的 

纽带就是自然物。自然物是通过社会里人们的互相联 

系以后，变成了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如老师给同学讲 

课，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然后同学们就可以看到老 

师写的内容。那么，粉笔这个自然物就成了老师和同 

学联系的物质纽带。接着， “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 

人为他的存在，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 自然界本 

身就包括了人自身这种自然物质的存在， 正因为这样， 

人自身这个自然存在，才是他作为别人的一种存在。 

也就是说，我这个自然存在，才是作为你的、作为别 

人的存在，你一看，我是客观存在； “和别人为他的存 

在” ，我看到你这个自然体，看到你的肉体，你是作为 

我的存在。人在自然界的联系，是通过物质来联系， 

人的互相作用就是你是我的一个客观存在，我是你的 

一个客观存在。而这种存在、这种联系就是自然界和 

自身之间的联系(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是通过 

社会来完成的。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以前费 

尔巴哈把人当作是抽象的人，而具体的人怎样生活， 

则不在他的视野范围。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抽象性和 

具体性，作为抽象的人是个类，而具体的人是类当中 

的一分子，本身也是类。讲人与人的联系，那就成为 

现实的人。 就人本身来说，你是个客观存在是自然的， 

我是个客观存在是自然的，我们两个之间互相一交流 

本身就是社会的。而这种人的生活才是具体的、历史 

的、现实的。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 

的存在的基础。 ”“自己的人”指我自己本身，但我自 

己怎么存在，要靠自然界。我这个物质本身就是个自 

然界，而我这个自然界也是从自然界进化来的，是大 

自然界的很多的物质富集到我身体里边有机构成的， 

而这个是在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因为 

社会形成了人的这种互相联系，所以我们才说，自然 

界成为人的存在的基础方能得以实现。 “只有在社会 

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 ， 一 

方面，在社会中人的肉体存在要靠自然界来维持，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身体。 

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自然界也只有在社会中才 

成为人的存在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人从自然界进 

化而来，有自由的意识，这也是个自然存在，并且是 

更重要的自然存在，要是离开社会，人的自由的意识 

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人的类特性、类本质了。 “而自然 

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 这个自然界是总体的自然和人 

的肉体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对自己来说才是个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 

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句话把人的本质、人的 

社会性、自然性统一起来了。 “人同自然界” ，一方面 

是无机的自然，一方面是人的肉体的自然，互相之间 

通过联系变成一个整体了，而这个整体性的联系是通 

过社会表现出来的。社会里边既有精神联系又有物质 

联系，这两种联系就是人类本质的联系，而人类的本 

质联系，就是自然界和人的统一。人类在不断前进， 

社会也在不断前进，所以人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 

统一也在不断前进。社会前进，实际是人和自然界完 

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个整体在前进。 “是自然界的真正 

复活” 。自然界怎么会复活，我们知道在没有人以前自 

然界是只有功能，没有意识，它的活动是自然进行的。 

而社会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属于自然的。 

因此，到了社会，到了人这个层次里边，自然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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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功能，而且还有人的主观的意识，自然界有了 

意识活动了，有主观内容了。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说， 

自然就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对自 

然的认识就是自然对自身的认识。这一个复活， “是人 

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 

为什么这样讲，人是社会的人是自然的人，而社会是 

宇宙大自然按照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发展到现在的必 

然结果，是个自然的东西，是自然主义。站在人的立 

场来说，我们人的一切是自然的；而站在自然立场来 

说， 我们人又变成人道了。 到了人， 我们的社会就是“人 

道”，是人这一道。因为，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自然 

界通过进化具有了各种层次的物质，有原始物质、微 

观物质，无机物、有机物，植物、动物，人。每一层 

物质都是自然在这一层的“道” ，都体现了这一“道” 

的特性。到了人类社会、就成为自然界的人道。所以， 

人道就是表明了自然界在“人”这一道、 “人”这个类 

的特殊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二、人与自然与社会异化的恶果： 

生态恶化 

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联系。 

这两种整体性联系构成了人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 

动的完整内容。但同时又深刻地洞察到了这种整体性 

联系由于异化劳动及私有制的社会现实而处于异化的 

状态。这种异化关系把人性锁定在对物质的过度追求 

上，从而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产生了严重的环 

境问题。 

动物的生命活动和它自己是直接统一的，而人则 

把本身的生命活动变成了自己意识的对象，生命活动 

成了完成意识活动的手段，自然更不例外。人性的异 

化，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异化首先表现为人与自 

然关系的异化。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首先发生的是人 

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物的占有被定化为“只有当 

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 

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 

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 

才是我们的” ， [2](85) 人对着自然的享受被理解为直接 

的、片面的享受。对自然物占有的这种态度导致了自 

然的工具化，自然只是满足我们占有欲望的工具、材 

料。这种片面的、扭曲的实践把人的贪婪的欲望和利 

己思想激发到了极致。这造成了对自然无节制的逆生 

态的开采。 印度之父圣雄甘地指出： “地球能满足每个 

人的需要， 但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贪念。 ” [4] 个人总是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占有、争夺更多的有限的资源， 

结果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对于维护共同的环境，人人 

为了利己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心理，结果导致了 

“公地悲剧” ，致使环境保护陷入了“囚徒困境” 。这 

种情况体现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带来的 

后果就更为严重，造成了法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乔 

治∙拉比卡所描述的生态殖民主义。作为环境污染重要 

来源的发达国家，通过把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和把工业废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的手段来缓和 

本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而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环 

境则加重并恶化了。另一方面，贯穿于西方文化和哲 

学史中的二元论通过背景化和对依赖性的否认、工具 

主义和对象化以及同质化和刻板化的手段彻底地把人 

与自然分割开来，摧毁了人与自然的任何关联，造成 

了两者之间的真空地带。以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为基 

本特征的二元论的逻辑结构，构成了反自然文化价值 

观念的前提假设，奠定了工业文化的思维框架，塑造 

了主宰西方的文化模态。这种理论造成并进一步加重 

了自然观、价值观、发展观、道德观的二元性，认为 

自然不是道德关怀的对象，没有价值。西方文明正是 

用道德的二元论把自然工具化为服务于人类目的的手 

段。贪婪的欲望和利己思想与建立在二元论的逻辑结 

构地基上的反自然的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强化，相互凝 

固，最终自然界对人的丰富的关系被单面化为纯粹的 

有用性，导致了对自然的非可持续的利用模式，导致 

了自然的不可持续性及社会的不可持续性。 

马克思始终从人与人的维度考察人与自然，认为 

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根源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即 

私有制。 “所谓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是指人 

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 创造出不完全合理的社会关系、 

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它们破坏社会的和谐，损害人 

类利益，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成为敌视人类 

的异己力量。 ” [5](95) 这种人与社会的异化主要表现为生 

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异化。以利润最大化为内在逻辑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发展模式的确创造 

出了巨大的财富，但这种财富的创造是以资源的快速 

衰竭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的。且这种畸形发展模 

式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特征，呈 

现出单向流动的特点，不可能顾及到自然的环境容量 

和生态规律，呈现出反自然扩张的态势。因此，这种 

高投入、高消耗、高环境影响的生态不道德的生产发 

展模式从本质上讲是不节约、不环保、不可持续，经 

济只能在榨取资源和污染环境中增长。然而不幸的是 

改革开放后，主导我国现代化的逻辑或范式依然是西 

方式的，即沿袭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 

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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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赶超战略”上，忽视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破坏了支持生命系统的 

生态的平衡。可以说，人口基数大、人口绝对量持续 

增长与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存空间小及偏离 

国情的发展模式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日益冲击着我国 

环境的承载能力与极限。人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密 

切相关， 有什么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 

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中，生产以利润增值为核心，而 

不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追求。异化的生产方式 

背离了需要的基本要求，从而也导致了消费背离了需 

要，消费的功能发生了质变，已不再是满足人的基本 

需求的手段，而成为了满足人的贪婪、欲望的工具， 

追求奢侈、挥霍性消费与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成为 

了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成为人们获得地位、自 

由和理想的精神假象。消费主义者的人生格言就是： 

我买故我在。而这种追求无限欲望满足的消费方式反 

过来又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的保证。在这种消费主义盛 

行的社会控制体系里，人日益失去了批判性的思维， 

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结果出现了经济增长与道德堕 

落、精神空虚的“二律背反”现象。这种异化的消费 

方式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和对自然 

生态的污染，致使全球生态环境指数不断下降，生态 

足迹指数日趋攀升，生态赤字日益扩大，甚至威胁到 

了人的生存。正如《21 世纪议程》指出的： “全球环 

境问题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类模式。 ” [6](116) 其实马 

克思早就告诫人们： “如果人的需要长期在物质享受 

层次上停留，就会产生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从而破 

坏环境也摧毁人自身。 ” [4] 

三、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解的路径： 

共产主义 

人类活动的自由性被私有制的社会现实扭曲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性被贪婪、欲望所牵制，需要被锁 

定在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上， 结果就是人的过分物质化， 

唯物主义成了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从而导致了对自 

然的不道德的无节制开发，忽视了自然的承载极限和 

可持续性，产生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使 

整个社会陷入人自己设置的障碍中，可持续发展难以 

为继。可见，外在具体环境和人类生态危机实质是心 

灵危机或人性危机及其外化。因此，重建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路径就在于对环境和心灵实行双 

重救赎，医治心灵无节制欲望，特别是贪欲、邪欲， 

医治人性扭曲、异化。 

马克思最注重人性的解放与发展，并把它作为共 

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正是透视到私 

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 

异化，所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深 

刻批判，以使社会真正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 

本质的统一” 。 [2](83) 除此之外，人对人本身、对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的整体规律认识不足，认为对自然、对 

物的占有就是直接地使用，即吃、喝、住、穿，这样 

从人性的高度来看对物的占有越多就越不自由。 因此， 

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解放，对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解 

开出的药方是消灭资本主义， 建立共产主义。 “共产主 

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 

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 

归……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 

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 [2](81) 因此，在共产主义 

社会里，人真正地成为社会的主人与自然的主人，能 

够按照自然规律以属人的方式有计划地与自然进行物 

质变换，自然也失去了自己纯粹的有用性而成为人的 

效用，人也对自然对自己的生命及本质实现了真正的 

全面的占有而不是私有制下的那种愚蠢片面的占有， 

甚至于“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 。 [2](86) 

人也就成为了自然的人， 当然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在社会中由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人的自由自觉性被 

扭曲了，人与物的交换关系被占有欲望代替。把私有 

去掉之后人的自然性就表现出来了。如站在自然的角 

度看，它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 

看，则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总之共产主义就是要实 

现人的本质的回归，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就是 

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解。而要达到这一状 

态的根本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 

而消灭资本主义的关键是消灭资本。资本是一个历史 

范畴，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 

建立的基础。但资本的消灭靠强制力是无法实现的， 

只能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来消灭。关于 

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篇资本的 

生产过程和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做了透彻的分 

析。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主张要发展科学技术，提高 

对自然的认识，过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正是基 

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始终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 

发展，就是要向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迈进。党又在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 

在继承我国优秀的环境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要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18 卷第 3 期 58

求和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新理念，倡导可持续 

的绿色消费，着力构建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 “以人为本” 

“和谐”“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党的新的政治思维理念。 

我们须使这些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新理念掌握群 

众，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中 

逐步推进人性的发展， 逐步推动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 

以完成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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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and nature, unity of society and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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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0f 1844 on the theory of man and nature and society indicate that man 
and nature is a harmonious whole of  the humancentered, man and society  is  the complete unity of man with nature, 
each other embedded as a whole. The both integrity contact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content of human nature, take place 
alienation in the social reality of the private ownership, cause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resulting in unsustainable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Karl  Marx  revealed  the  most  profound  root  of  ecological  problems,  thinking  that  it  is 
fundamental way to eliminat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highest formcapitalism, establish Communism, and coordinate 
with natural laws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al and social re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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