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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统一。在这一观念

中，天地万物皆为一体，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孔子认为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9]

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尧这么伟大圣明的君主，也需要尊崇

上天，所以天是最大的，人类应该尊崇天地，效法天地。

他将仁爱普及到天地万物之间，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和谐共生。孔子谈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10]体现了其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他认

为，自然界的四时更替和万物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类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生。孔子将“仁”

的精神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孔子的观念中，人与

自然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

分，既要满足生活所需，又要遵循自然规律，不破坏生态

平衡。同时，人们也要善于观察自然，从中汲取智慧，以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孔子主张以仁爱之心对

待他人和社会，同时也应该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然。

孔子生态观的具化

（一）尊重自然与珍爱生命的理念

孔子认为“仁”不应仅仅局限于人与自我、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仁者应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爱天地之间的生灵。《论语·乡

党》记载孔子多次强调这一观点。如，“色斯举矣，翔而

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11]描绘了自然界

生物的生机勃勃，表达了孔子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和珍爱。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孔子看到山梁上的雌雉鸟在飞翔，他

停下来观察，感叹它们的生命力和适应力。这表明孔子认

为，自然界中的生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尊重

和珍爱它们。因此，仁者应该爱护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平衡。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

敬畏之心，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和调整。

（二）倡导节俭与反对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

《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2]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简朴生

活的追求和满足。他认为，人的生活并不需要过多的物质

享受，简单的饮食和住宿，也能够带来快乐。这种观念与

现代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强调了人应该减少对资源的过度

消耗，过一种适度、环保的生活。孔子一生安贫乐道，反

对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对个人品德

的要求，也是对社会责任的体现。在今天，奢侈浪费不仅

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还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倡导节俭，反对

奢侈浪费，是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孔

子倡导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欲望的同时，

要克制那些不合理的欲望。这种克制并非一味地压抑自

己，而是要求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学会珍惜资

源、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能够维

护生态环境的平衡，避免资源过度开发和浪费，还能够提

升个人的道德品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论语·述

而》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13]这句话表

明，孔子在生活中注重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生命。他不主

张用大规模的捕捞方式捕捉鱼类，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同

样，在猎捕鸟兽时，避免攻击已经栖息的鸟类，体现对生

命的尊重。孔子的节俭思想是一种生活智慧，是一种对资

源的珍惜和尊重，是一种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

（三）强调可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孔子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尊重自然规律，

才能够保证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孔子在《礼记·王

制》中就指出“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

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14]孔子强

调了农作物种植的时节性，提醒人们只有在适当的时节才

能够收割和采摘，否则就会影响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只

有树木生长到适当的尺寸和质量，才能够进行砍伐；禽兽

和鱼鳖只有在适当的时节才能够捕杀，否则就会破坏生态

平衡，影响人类生存。这些观念体现了孔子对自然规律的

尊重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当下，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

境问题，更应该借鉴孔子的智慧，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

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孔子生态观的时代价值

（一）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当今世界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理念。目前，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

凸显，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不仅对当

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对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构成

了威胁。在此背景下，孔子从“仁”出发的生态观为解决

这些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人类与自然是统一整体，人类

与自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基

础，如食物、水、空气和温暖的住所。同时，自然也是人

类精神寄托的源泉，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美丽和丰富多样

性。人类不能仅仅从自己利益出发，忽视自然的承受能力

和生态平衡。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绝对不能损害后

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中每一个生

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尊重自然、珍爱生命，保护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个绿色、和谐、可持续的地球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