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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生态消费伦理智慧!

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教育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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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道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消费伦理智慧!如+知足$知止,$+物无贵贱,$+慈而重生,$+心和$逍遥,

等%道家生态消费伦理智慧在当代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教育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知足$知止,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

生+适度消费,伦理观!+物无贵贱,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公平消费,伦理观!+慈而重生,思想有助于大学生理解生

态消费伦理基础理念!+心和$逍遥,思想有助于大学生重视精神消费%真正发挥它在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教育中的

作用!需要课堂教育$实践体验$环境合力等多个路径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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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

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大学生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内在

要求&优秀且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开展大学生生态消

费伦理教育必要前提&中外文化史上有许多流派的

思想蕴含生态消费伦理智慧#其中#道家生态消费伦

理智慧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非常契合#是大学生生

态消费伦理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

!

!

道家生态消费伦理智慧的主要内容

生态消费伦理是在人们意识到了人类中心主

义'消费主义等现代性思维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之后

提出来的概念#是建立在生态价值观基础上的一种

消费伦理#要求人们在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活动中

体现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

%

)

&生态消费伦理提

倡消费的适度性'公平性'协调性'精神消费的第一

性等(

!

)

&

我国对现代生态消费伦理的认识是从译介西方

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开始起步的#在发展过程中

应汲取体现生态向度的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否则无

法契合民众的价值心理'无法扎根中国本土&道家

思想以自然主义为特征#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由道而

生#同源同根#都应遵循,自然-法则&西方生态哲学

家认为道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生态向度#是最贴近

生态学的中国本土文化&例如#澳大利亚环境哲学

家西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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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

含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4顺应自然3的生活方式

提供了实践基础&-

(

B

)因此#道家思想对生态消费伦

理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生态消费伦理视角

探究道家思想#其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消费伦理智慧#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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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知止

道家提倡人们,知足-',知止-#认为如果不知

足#会惹来祸事!,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

得&-

(

F

)庄子也认为人的需求应像一般动物那样有

,度-!,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

腹&-

(

A

)动物对自然资源的消费仅,一枝-',满腹-就

够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消费活动也应当以自



然需求为度&但是#很多人却不以为然#企图无节制

地突破这个度&1庄子0应帝王2篇中有一个故事!

混沌七窍全无#南北海二帝可怜他#帮助混沌凿七

窍#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从消费的角度而言#耳

目视听不是混沌的自然需求#开凿七窍的做法实际

上是额外在开发他的,欲求-#刺激他形成过度消费#

最后突破了混沌的,度-#产生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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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无贵贱

道家对礼制思想中所包含的等级消费思想提出

不同看法#认为等级消费的提倡实际上给与了上层

奢侈消费的合法性#上层的奢侈无度必会造成百姓

的饥荒&他们认为真正的,仁-就不该,亲亲尚恩-#

而是,利泽施于万世-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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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人人都是平等

的#应不分亲疏'不分利害'不分贵贱!,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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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伦理的视角而言#这些思想

实际上是在提倡消费的人际公平&

道家进一步把平等扩大到人与万物之间#提出

,物无贵贱-思想&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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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由道而生#道对万物

是无所偏爱的#平等相待的&庄子认为在茫茫宇宙

中#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而已!,号物之数谓之万#

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

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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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道家的,物无贵贱-说#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既然

人与万物是同源同质的'平等的#那么人类有什么理

由自视为人类的中心#有什么理由肆无忌惮地消费

自然资源5 显然#这些思想与现代生态消费伦理思

想中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人类与自然界平等的

思想十分吻合&另外#老庄的公平消费思想并不同

于绝对平均主义#它与自然主义思想密切联系#也许

用,大小俱足-来概括比较恰当#只有按本性而为#蜩

按蜩的本性来生活#鹏按鹏的本性来生活#各足其

性#那才是实质性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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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而重生

道家的消费思想同尊重生命思想紧密结合在一

起#而且认为尊重生命也包括尊重人类以外的一切

自然物#人类不仅不应当破坏他物#同时应当关爱他

物&老子提出圣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

F

)庄子认

为,爱人利物之谓仁-

(

A

)

#面对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由

于,无道-而放任利用知识和技巧滥杀滥伐的行为#

庄子十分愤慨!,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

何以知其然邪5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

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

格'罗落'?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

(

A

)

#人类为了

多获得生活消费资料而肆意妄为#必然会破坏自然

界生物的自然生长秩序#导致,天下大乱-&

敬畏生命'尊重一切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是生态

伦理思想的基础理念#施韦泽认为生命没有高级与

低级的区别#,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

所有的生命意志#..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

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急中的生命#他

才可能是伦理的&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

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学才有思想根据&-

(

#

)道家

,慈而重生-思想与这一观念遥相呼应'内在契合&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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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逍遥

老庄提倡在简单生活的基础上#追求精神的愉

悦#享受审美的自由和快乐&老子看到#由于在消费

生活中过于追求物质享受#人们反而被物欲'名利所

诱惑#经常违背内心的自然要求#知其不可而为之#

导致内心世界的分裂和痛苦&因而#他提出了,名与

身孰亲5 身与货孰多5 得与亡孰病-

(

F

)的问题#希望

人们能脱离物欲的桎梏&他描绘出,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场景#主张在简朴的日常

消费中体验悠然自得的快乐#实现和谐'自由的内心

满足感&庄子十分追求内心的自然和谐+++,心

和-#主张抛弃私欲俗识#,执着追寻个体存在的意义

和根本归宿#肯定感性生命的自由与快乐的绝对价

值-#,以4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3的审美态度去对

待生活中的进退荣辱#以清淡典雅'浪漫洒脱的审美

情趣去发现自然之美-#

(

C

)达到无负累的自由",逍

遥-$#过自然而然的'情趣自现的生活&庄子对挽救

精神生态之路的求索#有两个方面最为关键!一是#

可以通过观照自然'感悟山水等有形的精神消费行

为#使人们在与自然的契合中#回归内心的和谐&二

是通过,心斋-"排除思虑和欲望'保持空明的心境$'

,坐忘-"浑忘一切物我'是非差别#与大道融为一

体$#免除物欲的烦扰#剔除一切破坏人类精神生态

的因素#使人在日常物质消费过程中#进行无形的精

神消费#感受自由与和谐之美&这些都是现代消费

生活中保持健康心态的伦理思想资源&

'

!

道家生态消费伦理智慧对大学生生态消

费伦理教育的重要价值

!!

道家思想所体现的生态消费伦理智慧在中华民

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倡导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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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知止等思想一直为人们所崇尚&但当今社会#受

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非生态的消费行为蔓延#它

以激发人类无限欲望为基础#以环境资源的极大浪

费和破坏为代价#造成并加速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

境的退化'人们内心世界的焦虑和恐惧&大学生作

为时尚人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消费主义观念的侵

袭#表现出了一些非生态'非理性消费现象#这些行

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当前必须

充分运用文化资源#加强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观教

育#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伦理观&道家思想

所体现的生态消费伦理智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

且在当代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教育方面具有现实

价值&

!>%

!

,知足'知止-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适度

消费-伦理观

!!

由于受消费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出

现追求高消费'炫耀性消费现象&在课题组的最

新调查中#关于,您有追求时尚'唯恐落后于潮流

的心态么-的问题#选择,没有-选项的大学生只达

%#>FCj

&追求时尚消费'高消费'炫耀性消费#必

然会给大学生本人'家人带来过度的经济负担#有

些学生为了维持这类消费#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去

打工#耽误了学习#并造成身体'心理等方面的过

大压力&由于大学生群体在社会群体中的特殊地

位#这类过度消费现象在时空上的扩展还将直接

或间接地加速资源耗竭'生态恶化的进程&因此#

我们很有必要强化大学生,知足知止-的消费观

念#教育学生正确把握消费的度#处理好学习'生

活等各方面的关系#体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

要意义#增强适度消费意识&

!>!

!

,物无贵贱-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公平

消费-伦理观

!!

现实生活中消费的不公平现象大量存在#主要

体现在!一'人类与其他自然物之间不公平#人类的

过度消费已经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物的多

样性#对其他自然物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二'代

际不公平#当代人的无限制消费导致资源缺乏'环境

污染#将可能影响后代持续生存发展的权利&三'国

际不公平#西方发达国家占有着最好的生产性和生

活性消费资料#广大第三第四世界的国家却沦为西

方消费大国的能源基地和垃圾站&四'群际不公平#

国家内部各个不同层次的群体"如地区'阶层$间#占

用的资源'享受的权利不平等#群际之间的板结现象

加深&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他们如何看待

这些现象#如何采取行动#将决定着未来社会生态发

展的走向&道家,物无贵贱-思想倡导人与人'人与

万物的平等#这有助于大学生正确看待不公平消费

问题#培养,公平消费-伦理观具有重要价值&道家

思想中所体现的,大小俱足-的思想#同时也有助于

大学生认清公平消费与绝对平均主义的分界&

!>B

!

,慈而重生-思想有助于大学生理解生态消费

伦理基础理念

!!

敬畏生命'尊重一切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是生态

伦理思想的基础理念&而现在社会人们被广告所包

围#被它们制造的需要所控制#陷入了无止境的物质

欲求的泥潭#一切以人类需要为价值标准#忽视了他

物存在的内在价值#造成了生物品种的绝迹速度飙

升'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等生态恶化现象&大学生受

这些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漠视他物生命的现象#如

硫酸泼熊'虐猫事件等#这与大学生的高素质要求

不符&

道家视万物同根同源#提倡,慈而重生-',爱人

利物-#这些思想是对大学生理解敬畏生命'尊重自

然物的内在价值的生态消费伦理基础理念非常有帮

助&而且道家关于,慈而重生-的思想都是通过极为

简洁的语言和寓言阐述的#具有理性的趣味性&通

过对,慈而重生-思想的理解和剖析#有助于大学生

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变传统,主客二元对

立-的思维模式#认识到每个生命和非生命体都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主体客体之分'贵贱之分#都有

其内在价值#并不因为人类的好恶而转移%认识到利

奥波德"

J

0

X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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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权利并非人类的专用

品#必须把它延伸到自然的一切实体和过程&花草

树木'飞禽走兽都有生存和繁殖的权利#不容任意

践踏&-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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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逍遥-思想有助于大学生重视精神消费

生态消费突出人的精神需要#与消费主义一味

追求人的物质需求满足有明显区别&消费主义思想

影响下的大学生相对比较注重物质享受&当大学生

忙于跟随时尚潮流'蔽于物质享受时#他们用在拓展

精神世界方面的时间就少了&而且他们更多地关注

别人的所得和自己的所缺#因而容易陷入欲求折磨

的痛苦中&在一些大学生身上#应有的,健康-',向

上-的青春形象被,焦虑-',郁闷-等状态代替#心理

健康问题也随之日益凸显&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倡

导大学生重视精神消费#减少物欲#保持内心的平和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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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道家所提倡的不被物累的,心和-和内心,逍

遥-对消解消费主义的桎梏很有帮助&大学生可以

借鉴道家,心斋-',坐忘-的办法#在诱惑面前保持淡

泊心境#逐渐脱离非理性消费#各适其性#自然而然

地生活#,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

形&-

(

A

)从而获得内心的平和与愉悦&同时#学校应

该充分运用传统文化优势#强化审美消费和文化消

费#以获得持久'深层的幸福感%教育学生通过学习

和实践等有形的精神消费#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真正达到,心和-和内心的,逍遥-&

$

!

道家生态消费伦理智慧在大学生生态消

费伦理教育中的落实路径

!!

大学生生态消费伦理素质的形成#体现为理性

认知和实践行为的统一&因此#让大学生了解道家

生态消费伦理智慧#真正发挥其在大学生生态消费

伦理教育中的作用#需要在课堂教育'实践体验'环

境合力等多个路径中共同落实&

B>%

!

课堂教育

课堂教育是学校进行生态消费伦理观教育的主

渠道#随着社会对生态问题的日益关注#许多学校根

据专业基础和专业要求#不同程度地开设了生态类

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我们可以在该类课程中设置

专门的章节进行讲述&高校也可以结合1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2课程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例如#

该课程第四章关于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内容和

第五章关于,保护环境-这一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

时#我们可以介绍道家生态消费伦理智慧的部分内

容&在教学过程中#让大学生明白!生态消费伦理不

是一个单纯从西方,拿来-的理论体系#它也是我国

历史上以不同形式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且道家思

想等蕴含我国传统生态消费伦理智慧的学说#在绵

延千年的我国历史中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意

识的养成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它们也

是现代社会开展生态伦理教育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资

源&从而激发大学生自觉地探究道家生态消费伦理

思想的内涵及价值发挥途径&

B>!

!

实践体验

生态消费伦理素质的养成不仅需要学习知识#

更需要实践体验&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

女#经济条件好'父母宠爱#很容易形成攀比'浪费的

习惯#这些习惯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改变&高校可通

过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

如通过沙龙'生态消费伦理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各

种方式#树立大学生,知足'知止-的适度消费伦理

观%通过社团组织开展一些有益健康的生态类文化

活动#鼓励大学生参与调查'研究性的工作#在数据

分析和理论研究中#体验,物无贵贱-的公平消费思

想和,慈而重生-的尊重生命的伦理观%通过参观生

态景点等#体验,心和'逍遥-'内心和谐的幸福感%通

过生态消费'节约标兵的评比活动和制度安排#使生

态消费伦理教育真正转化为一种实际行动&

B>B

!

环境合力

个人伦理素质的养成需要外在环境保障#家庭'

高校'政府'社会都是外在环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课题组进行的一项最新的调查中#关于,对您

消费观形成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的问题#占

#AkDDj

的大学生选择,家庭教育-选项#这有力地说

明家庭教育在大学生生态消费观的养成方面的重要

作用&因此#家长应对孩子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以

身示范#帮助孩子养成健康'适度消费的好习惯&高

校要创造良好的校园生态消费文化氛围#良好的校

园生态文化氛围包括校园优美生态环境的形成#对

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网络生活已

成为当代大学生的重要生活方式的今天#政府相关

部门应大力加强网络建设#让网络形象生动地展现

生态现状'生态消费的必要性'道家生态消费思想等

传统消费伦理思想的内涵和现实价值等#引起大学

生的关注和共鸣&同时#社会大众要坚守,崇俭黜

奢-的优良传统&,崇俭黜奢-是我国传统消费伦理

思想的主流#除道家倡导知足知止等生态消费伦理

思想外#儒家提倡,节用-',爱物-等思想#墨子亦主

张,节用为民-等思想#这些观念都具有生态伦理价

值#对大学生形成生态消费伦理观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在当今中国#,崇俭黜奢-的思想面临被消费主

义疏离的境地#但它毕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基#是我

国长期以来一直认同的伦理观#并已经深入到全民

族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之中&与消费主义相比#

,崇俭黜奢-是一个更为深层'更为坚固的思想观念

环境'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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