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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共美：一种生态的理念

杨国荣

生态之域的视域首先表现为以人观之。宽泛而言，以人观之也就是从人自身的视域出发来理解和评判世界，这种观
包含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涉及狭义上的理性认知，而且关乎价值的关切。狭义上的理性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在事实
层面上对自然本身、自然与世界关系的把握，价值的关切则以天人之间的价值意义为指向。中国哲学很早已意识到
以上方面。孟子曾指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涉及亲、民、物三种不同的对象，对待这些对象又有亲（
以亲情相处）、仁（以仁爱之心相待）、爱（以珍惜、爱护之心相待）三种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后者也属广义上
的观对事物在价值层面的考察与把握。不仅对亲（家庭伦理领域中的成员）、民（一般社会成员）要给予价值的关
切，而且对广义上的物也应当有一种珍惜、爱护（爱）之情，这种情感在实质的层面渗入了价值的内涵。宋明时期
，理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与、仁者与万物一体等观念。民胞物与、万物一体意味着将世界之中一切对象都理解
为与人相关的对象，并赋予它们以相应的价值意义，这一看法的内在的要求是对人之外的其他对象给予应有的价值
关切，其中也体现了以人观之的价值内涵。

中国哲学不仅在实质层面涉及对自然等对象的价值关切，而且也提出了如何展开这种价值关切的总体观念或总体原
则。后者可以用《中庸》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来概括，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对待自然对象的角度看，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意味着自然中的每一个体、每一对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它们可以共同存在，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从人
与自然的关系看，这里所确认的是，自然作为与人共存的对象，同样有其存在的意义。以上主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
，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理解和对待自然方面的价值取向。

引申而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仅表现为理解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理，而且构成了把握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
。从本原的层面看，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在社会领域中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彼此之
间应共同存在而非相互排斥。与之相联系，这些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在享有、运用自然资源上应该具有
平等的权利：按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不同的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所拥有的以上权利，都应当得
到承认和尊重，而不能仅仅强化人类部分成员的权利，否定、排除其他成员的同等权利。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实际
发展过程中，以上原则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
国家在利用、消耗自然资源方面远远超过甚至压倒其他的阶层、集团、民族和国家。这里无疑包含了人类社会中的
不平衡，这样的不平衡如果不加抑制，同样将导致生态的问题：当社会领域的某些成员、集团、民族、国家过度地
消耗自然资源时，天人之间的不平衡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正如前一代人对自然的过度占有，将导致后来世代的生态
危机一样。以上事实表明，今天的生态问题，与社会上不平等地运用自然资源有着难以否认的联系。

可以看到，在天人关系之后，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前面所提及的看法，即生态的问题归
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与之相应，解决生态问题也需要从人的角度加以考察与理解。如前所述，以人观之的观既涉及
以理性的方式理解世界，也包括从价值的视域看待世界。从逻辑上说，如果单纯地基于工具层面的理性去理解天人
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会引向过强的功利意识，并进而导致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失衡，以人观之所
涉及的以上价值关切对于抑制这种偏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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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文汇报》2022年12月9日，有删改）

6、下列对以人观之的理解，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狭义上的理性认知，表现为在事实层面上对自然本身、自然与世界关系的把握。

B.价值的关切，以天地之间的价值意义为指向，但并不包含任何物质上的价值利益。

C.孟子指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对事物在价值层面的考察与把握。

D.从人自身的视域出发来理解和评判世界，狭义的理性认知直接指向了对价值的关切。

7、下列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人类对待自然的角度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确认的是自然作为与人共存的对象有其必然存在的意义。

B.前一代人对自然的过度占有，必然导致后来世代的生态危机。这也表明，今天的生态问题就是由我们上一代人过
度消耗自然资源造成的。

C.生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人的角度加以考察与理解，避免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天人关
系的失衡。

D.宋明理学家在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仁者与万物一体等观念，也体现了以人观之的价值内涵。

8、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万物而不相害引申而言不仅表现为理解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原理，而且构成了把握人与人关系的出发点。

B.不同的个体、阶层、集团、民族、国家所拥有的权力都应得到承认和尊重，不能仅仅强化人类部分成员的权利，
就否定、排除其他成员的同等关权利。

C.单纯地基于工具层面的理性去理解天人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会引向过强的功利意识，进而导致了人与人
的关系以及天人关系的失衡。

D.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中国哲学对自然等对象的价值关切的科学概括，及自然中的每一个体之间不管是敌是友，都
可以互不伤害共生共存。

参考答案：中小学作文阅读答案网整理

6.B（A原文是它不仅涉及狭义上的理性认知，而且关乎价值的关切，而不是直接指向了对价值的关切；C原文并没
有并不包含任何物质上的价值利益；D原文是说只有后者，即爱物才是对事物在价值层面的考察与把握。）

7.D（A在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在原文中缺少依据；B不是从对待自然对象的角度看，而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C
今天的生态问题，就是由我们上一代人过度使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的结论没依据，过于武断。原文参考：以上事实表
明，今天的生态问题，与社会上不平等地运用自然资源有着难以否认的联系。）

8.A（A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对如何展开这种价值关切的总体观念或总体原则的概括，参考原文：后者可以用《
中庸》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来概括，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里的前者指价值关切，后者指总体观念或总体原则。选
项后半句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解释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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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www.xiaorob.com/zhuanti/yd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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