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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地密切，又是如此地复杂，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有学者用“人
类生活的两重性”来加以概括，“一方面，人类及人类系统被无可争议地包容在生物圈中，更广泛的
生命网络之中。我们是多种物种的其中之一，这是出于我们的生物构成的考虑，也是出于我们最终依
赖于地球资源和其它物种的食物与能量转换的考虑。另一方面，人类是技术与社会文化环境独一无二
的创造者，具有改变、复制、破坏以及有时超越自然环境限制的独特能力”。    追溯人类的由来，我
们所能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不断地适应自然的结果。这是被达
尔文的进化论、现代遗传科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研究所反复证明了的不争事实，尽管它们对人类起源具
体方式的解释与论点有着巨大的分歧。不仅生命的诞生、从猿向人的演进是自然发展与适应自然的结
果，而且两足直立行走、语言、心智乃至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是人适应自然的结果。。    细
察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我们获得的是如此一幅图景：人类站在大地上呼吸着空气，饮用着水，从
大自然这个“衣食仓库”中获取衣食⋯⋯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是人类生活资料和生
产资料的来源。总之，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须臾也不可或缺的条件与基础。不仅如此，
自然还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曾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
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
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俯瞰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我们的
感受又是几多欣喜几多哀愁：作为“万物之冠”的人类，因其是“能够自由自觉活动”的动物，凭借
其“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不断地改造自然、超越自然、创造自然，在人类的家园——地球上不
断而充分地展示创造才能、处处涂抹下自己的“印迹”之后，又将其触角伸向太空，欲求在所有的星
球上都刻铸下大写的“人”字⋯⋯    然而，当人类自豪地欣赏着自己的鬼斧神工般的创造力和丰富无
比的创造物时，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悄然消失，成千上万的物种在不知不觉之中灭绝，一条条江河污
水横流，蔚蓝的天空被浓烟遮蔽，留给人类的是寂寞的春天、酸雨的夏天、没有蓝天的秋天和温暖的
冬天。    在人类历史上，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等早期文明
，都曾创造出令今人赞叹不已的辉煌，但却繁荣兴盛了十多个世纪之后毁灭消失了。我们从中不难得
出这样一个命题：并非所有适应环境而出现的各种文化类型和文化习俗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生态原
则的。恩格斯曾对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历程进行研究，提出了如下观点：“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
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
。”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
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
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
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牲畜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
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竞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雨季又使更凶猛的洪水倾泻到
平原上来。”    世界历史上曾出现的一些文明，就当时而言，确实适应了其环境，并创造出相当辉煌
的成就，然而，这一辉煌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之上的，属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自
掘坟墓”式的开发。    与此同时，一些族群对待自然却采取了“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甚至“崇
尚自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特定范围的生态平衡，如，以儒、道、佛为文化主干的中
华文化，从而使其文明得以延续与弘扬。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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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非中华文化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是远离工业文明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在
此．我们看到一种又一种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图景，我们发现有许多
在不损害自然的前提下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宝贵经验。    也许，这会让深植于人们心中的”征服自然”
、“人定胜天”观念产生动摇．使那些笃信商品拜物教或以功利主义为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的人们有
些汗颜给致力于绿色文化建设的环保主义者以些许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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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洋溢着空洞的亚克西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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