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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
①

姜　姣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潮。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
危机�人们提出反思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文章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有
其自身的局限性与合理性�对其应以批判的态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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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业文明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

展�人类无限度的不断的向自然界进行物质索取和
开发�极大的破坏了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也陷入了
深重的危机之中：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土地
沙化�动植物资源减少�水源和空气严重污染�使得
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命题的合理性。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
在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作为一种

价值和伦理尺度而被采用的�它是指把人类的利益
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只有人才是价值
判断的主体�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是人的利
益�人只有对人类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大
自然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傅华对人
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一�
“人类中心主义 ”是一种价值论�是人类为了寻找、
确立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优越地位、维护自身利益而
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假设�这是人
类中心主义者立论的基础；第二�人类的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是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出发点和

归宿点�是促进人类保护自然行为的依据�也是评
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
的基本信念。第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
体�自然是客体�人处于主导地位�不仅对自然有开
发和利用的权利�而且对自然有管理和维护的责任
和义务�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基本原则；第四�人
的主体地位�意味着人类拥有运用理性的力量和科
学技术的手段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以实现自己的

目的和理想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对自己的能力的无
比自信和自豪。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信
念。［1］15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它是伴随着人
类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也即人与自然的关
系问题的思考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般认
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1．古代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最初历史形态。其代表思想有宇宙中心论和宗教
神学的天命论。宇宙中心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在
空间方位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在西方�这种古代
人类中心主义是寄生于天文学家托勒密为代表的

“地球中心论 ”之上的�既然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
人类又栖居于地球之上�并且人类还是宇宙万事万
物的目的�那么人类理所当然是处于宇宙的中心地
位。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指出人类不仅在空间
方位的意义上位于宇宙的中心�而且也在目的的意
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一句话�人类是宇宙万
事万物的目的�万物都为人存在。 《圣经》中上帝
创造了世界万物�并且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
让人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
里的龟、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各样的动物 ”。根据
《圣经》的这种观点�人是大自然的主人�高于其它
生命形式�所有的造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类服
务的�它们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因此�人
对大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直到文艺复
兴时期�哥白尼的 “太阳中心说 ”问世以后�人类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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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认识到：人类只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产物�地球只
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太阳系也只是宇宙的一部
分�因而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相反�人
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此作为本体论的 “人类
中心主义 ”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近代人类中心主义。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主体性的张扬�人们开始追求现世的幸
福。同时�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人类也不再寄希
望于超人的宗教力量�而是转而向内求助于人自身
的理性力量。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 “知识就是力
量 ”�认为自然是不可言说的�人类为了认识自然
和改造自然�必须拷问自然才能获取自然的秘密。
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自然成为供人类役
使的奴隶。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 “借助实践哲
学使自己成为自然主人和统治者 ”。康德提出了
“人是目的 ”的著名命题�认为 “人是自然界的最高
立法者 ”�更直接鲜明地彰显了人对自然的主宰地
位�彰显了人的理性力量与实践力量的伟大。这种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时�采取了简单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夸大
了人类的主体性�其后果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类
对自然不顾后果的掠夺、征服。相应地�自然也对
人类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3．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进入20
世纪80年代后�结合生态学知识发展了传统的人
类中心论�其代表人物有Ｊ·帕斯莫尔、Ｈ·Ｊ麦克
洛斯基、Ｂ·Ｇ诺顿和Ｗ·Ｈ墨迪等。现代人类中
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
然生态环境�人类对自然界的肆意掠夺和污染导致
了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危及了人类的生存�损害
了人类的利益。因此�人类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
虑�应当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承
认把道德关怀及于自然客体的必要性�并指导人类
控制环境污染、拯救濒危物种�维护生态平衡。他
们认为自然客体的价值表现在它们对人类的价值�
人类对自然客体进行道德思考、道德关怀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类保护环境的责任
基于人类对自身的责任。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从当代世界的生态形式出

发�主动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自觉的提
出保护自然环境的任务�它有利于在生产和发展实
践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自
然环境的破坏�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价值

观�仍然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1．忽视人的有限性和开放性。在实践操作层

面�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加以保
护�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人的知识不完
备�理性有限�他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一个物种
的毁灭或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的破坏究竟会产生

哪些长远的影响。第二�有许多自然物的属性�我
们目前尚不知道它们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很难说是
一种资源�但谁能保证这些事物不会在未来的某一
天成为新的资源呢？第三�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
把自然物仅仅当作资源来加以保护�我们就不得不
对它们的稀缺性进行排序�把大自然的各部分人为
的分成不同等级�从而使大自然与大自然对立起
来。另一方面�从人的完美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
那种只把人的存在维度和意义空间完全压缩在人

际关系范围内�把人种的形象设定为 “一个只应该
关心其同类的存在物 ”的做法是有待超越的。人
类中心主义是关于人的生存伦理学�但不是关于人
的完善的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只站在人的立场上
考虑问题建构理论�是与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开放精
神不相符的。人类的理性中包括了换位思考的能
力�这种换位思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
还应扩展到对他物、对整个自然的广义层面。

2．对道德的理解是僵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认
为 “道德 ”这一术语天生就只适用于人类。然而�
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可以改变的�人们过去曾这样理
解道德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只能永远这样
来理解这一术语。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进步的过
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人们只关心本部落的成员。在奴隶社
会�奴隶主只对奴隶主负有义务。在中世纪�基督
徒认为他们只对上帝和上帝的信徒负有道德义务。
到了20世纪�所有的人�包括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
成员�不管他是婴儿、白痴、精神病患者还是不可救
药的垂危病人都获得了道德权利�有的人还把道德
关怀扩展到了动物身上。因此�那种把道德关怀的
范围固定在人类这一物种的界限内的做法�肯定是
缺乏历史眼光的。理性、道德自律能力和自我意识
也许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获得道德
关怀的充分条件。

3．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人类中心主义
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尺度�推崇 “人定胜天 ” “人是
自然的主宰 ”的观念�势必会助长人对自然的贪欲
和漠视。既然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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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自然应服从人类�那么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
益 �怎样对待和利用自然都不过分。自然界只能
是被利用、被改造、被征服的对象�只能是实现目的
的工具和手段。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完全成
了对立斗争的关系�而人与自然应有的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和谐统一的关系被人为的破坏了�加剧
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人类的今天和未来之间的矛
盾�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资源、生态
等问题也已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也强调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但它
把这种统一看作是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附庸于人
的意志。实际上�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
界的统一问题�其骨子里仍然是人类中心和人是目
的的。

三、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
尽管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众多的批评和诘难�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理论
的合理性也不容忽视。

1．唤醒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人类中心主义强
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唤醒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使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使人类不再
像过去那样匍匐于自然的奴役之下�将人从自然界
提升出来�指出人类不仅能够改造自然�更能创造
世界�肯定了人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人类极大的自
信心和进取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进步和社会
进步。人类中心主义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
呈现为巨大的工业文明�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中
的一个巨大进步�是 “人类屈服顺从自然 ”的原始
意识形态进入文明状态的一次质的飞跃。

2．具有自然基础。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

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
的环境伦理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导致环境危机的
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自己的利益当作行为
的最高原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
正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
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代际利己主义
的泥潭中�为满足自己和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
他人和后代的利益。因此�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窘
境�主要不是太以人类为中心�而是还没有真正以
全人类的利益为中心。要实现真正的人类中心主
义�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就此而言�人类中
心主义把人类的福利当作环境伦理学的首要关切

点�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
四、结语
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分

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时期
和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但
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近代哲学、伦理学和自然科
学发展的产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也曾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因此�对待人类中心主义应该用历史主义
的观点看待�不应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参考文献：
［1］傅华．生态伦理学研究 ［Ｍ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与阐释 ［Ｊ］．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1999．

［3］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 ［Ｍ ］．保
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吴　平 ］

Ｏｎ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ＪＩＡＮＤＪｉ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ａｗ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730070�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ｈａｓ
ｂｅｅｎ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ａｃ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ｔａｒｔ
ｔ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ｏｎ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ｈａｓｉｔｓｏｗ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ｒｅ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31第2期 姜　姣：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