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3 卷，第 4 期，2022 年 7 月

Journal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Vol． 23，No． 4，Jul． 2022

邵发军，冯哲．“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J］．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23( 4) : 28-34．
DOI: 10． 16698 / j． hpu( social． sciences) ． 1673-9779． 2022． 04． 005

“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邵发军，冯 哲
(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 “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丰富、独具特色、意蕴深远，它在 “生命

共同体”本体论的基础上，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改善为基点，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

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与西方文化中的系统论为营养，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的

生命系统观、生命发展观、历史命运观、生态民生观和全球治理观。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在情

怀、风格、特质与底色上体现出独特的魅力，完成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上的定向与实

践上的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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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ife Community”

SHAO Fajun，FENG Zhe
( School of Marxism，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Henan，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rich in content，unique in feature and profound
in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if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ontology of“Life Community”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Marxist eco-
logical view of nature and the systemic theory of western culture． It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view of life
system，life development，historical destiny and global governance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s a unique charm in terms of sentiment，style，qualities and undertones，
completing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
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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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共同体”理念作为界分机械自然观的 原创性范畴，整体性地揭示出人、自然、社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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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在、共生、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体

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性的系统思维、辩证

性的哲学思维与方法性的科学思维的有机统一，解

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同生态中心主义二元对峙的抽象

性论争，界化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在

生态问题上的值域，宣示了自然的 “内在价值论”
片面性成见的不可能性，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基础。

一、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在新时代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的理论独创，它的提出标示着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

整体性出场，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贯穿当代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同时也是习近平基于自身

在基层实践中关于生态思想的提炼升华，是富有创

新性、原创性的思想论断。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首提生

态问题的 “命脉”理论。 “命脉”是指生命与血

脉，人与自然要素的同构性关系就像人的血管中那

种连贯而自成系统的血脉一样，可以说它们就是

“骨著脉通，与体俱生”的关系 ( 王符 《潜夫论·
德化》) 。命脉理论与生命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对

解决当代中国生态问题及其构建生态文明的基本理

论，这一理论为十九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提

出做了理论上的奠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高度总结了人与

自然的基本关系及人类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其生

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拱顶石与本

体论范畴，呈现 “天人一体”的绿色生态情怀和

“天人合一”的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是将马克思主义贯穿 21 世纪新的发展实践的绿

色生态宣言，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荣时代律动的理论指针。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可以阐释为作为有机统

一体的生命共同体、作为一种和谐共同体的生命共

同体、作为一种正义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以及作为

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
第一，作为有机统一体的生命共同体。作为有

机体的生命共同体，其生命要素包含着人的自然生

命、人的社会生命、自然的生命及自然的社会生

命，这四种生命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组成了相互

依存、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的有机体生命体。单列

一种生命做静态的研究与理论分析可以为之，但是

强势分离这种生命体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引致生态

生命的失衡与衰竭。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的

自然生命与自然的生命不断生成为人的社会生命与

自然的社会生命 ( 人化自然或第二自然) ，从而使

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更为复杂更为高级的一损俱

损、一荣俱荣的生命共同体。
第二，作为一种和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人

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既是 “人的无机的身体”，也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性对象和精神性对象。然而，人

类在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一度按照自己的

意愿勾画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图景，试图成为

大自然的主宰者，这种 “人类中心主义”的狂想

曲最终因人类的肆意妄为造成生存环境恶化而画上

了休止符。只有将生命系统与人善待自然界的善良

意志有机地统一起来，把道德及伦理触及自然的万

物之上，从而在善待自然中也善待自己。
第三，作为一种正义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以

人的“类”存在的类属性思维出发，思考人类社

会的合目的性和道德正当性的价值规范作为社会范

畴的正义规约，将这种社会正义扩展到连带自然于

一体的生态正义，延展为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三者

和谐统一的正义共同体。这种生态正义更具整体性

和关联性，超越了人类社会范畴的政治性正义而达

至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性正义，体现了

对人 类 生 命 与 非 人 类 生 命 的 整 体 性 关 怀，以 及

“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理想。
第四，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共同体。西

方发达 工 业 国 家 所 建 构 的 “两 端 模 式”是 一 种

“生态帝国主义”，把人类的发展极其关切人类命

运本身的问题归为制度性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使得

在生态向度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命运窘

境的映照。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思想跨越了国家与民族之界

限，在人类生死存亡的终极性视域下来谋划人与自

然的友好型关系，其以共同体为基本单元来考察人

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建构一

种文明的生态方式，把生命意识、生命空间、生命

时态、生命感觉、生命色彩与生命荣损绾于一体，

构建一种生态生命价值意义上的文明观，本质性地

界化了以工业文明为背景的机械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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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实际，习近平系

统性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这一思想以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坐标轴，以中国生

态和世界生态问题为反思对象，以消解人类中心主

义与自然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峙为切入点，以保

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旨归，全面性地阐释了

生命、生态、文明、民生、命运的一体化关系，以

政治家的勇气、理论家的思维、战略家的卓识擘画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的未来愿景，贡献了基于

中国生动故事与中国生命情结的中国生态智慧。

( 一) 理论渊源

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底色的生态文明思想，

是以马克思主义 “自然与人一体”的自然生命观

为生态底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和

谐生命观为哲学底色，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思想中 “绿化、保护与改善”的发展观一

脉相承基础之上的理论结晶。
首先，马克思主义 “自然与人一体”的自然

生命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底蕴。习近平

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行程中，对自然生命观及

人类的社会活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批判性

的反思，在肯认自然界先在性的基础上，将作为人

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

的生命共同体。这种生命共同体是基于自然界的生

命观与人的自身生存的生命观协调统一而存在的，

马克思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3］，恩格斯也

提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4］，其中透露出的自

然生命与人的生命相互交织的生态思想，标识出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底蕴，

这些思想为习近平生命共同体视域下生态文明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其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

和谐生命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底色。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蕴的博大精深的和谐生命观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习近平汲取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并

对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精髓进行了创新性发

展与创造性转换。习近平借用孔子、孟子、荀子等

人的原典型思想，弘扬了儒家生态思想中所张扬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生、“天人合一”以及人对自

然取之有道、有度的辩证思想。在吸取儒家生态文

化思想的同时，习近平还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

相生相克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太极生万物的观点出

发，形象地阐释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生态思想，积极建构出一个统一保护与修复的生态

系统一体化格局。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科

学发展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宝库。在新

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70 余年风风雨雨

的伟大进程中，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擘画了

“绿化、保护与改善”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思想，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丰

富的思想资源。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绿化工作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

活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 “要根据当地的

自然 资 源 和 环 境 保 护 要 求， 合 理 调 整 农 业 结

构”［5］。另外，邓小平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在保护生

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江泽民把邓小平的生态文

明思想继续向前推进，他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

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胡锦涛特别重视生

产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生态环境建设的良性互动关

系，他强调要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大保护

生态环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为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7］。这些思想都为当代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与

理论基础。

( 二) 科学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广博、守正创新、自

成一体，体现了其自然观、社会观与生命观的辩证

统一，丰富了党的理论宝库，为 21 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在生命共同体与生态文明的向度上拓展了新的

发展空间。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进化的生命系统观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人类基于对自然的无知而引起的恐惧、崇拜和依

赖阶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的

自然共同体状态; 第二阶段是人类在科学抽象力的

助跑下完成了从自然母体抽离的控制、宰制与征服

阶段，这是一种对于自然共同体的抽象化与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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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共同体阶段; 第三阶段是基于自然界对于人

的报复而产生的生态危机阶段，人类开始转向敬畏

自然、顺应自然与协调自然的绿色发展意识，从而

开启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阶段，这是一种人类极

力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的理想化阶段。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中心主义重要流

派之一的 “深 层 生 态 学”所 建 构 的 “内 在 价 值

论”，承担起了生态学的本体论基石，同时也成为

生态中心主义核心理论。“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生

态哲学提出的一个与浅层生态学相比较的概念，将

生态学发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并提出生态自

我、生态平衡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该

理论由挪威著名哲学家、“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

物阿伦·奈斯于 1973 年提出。在 “深层生态学”
的理论中，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各种事物自

身存在价值的独立性，它排除了人的参照系或参照

物的功能，因此不需要应用 “有用性”范畴来与

人的存在发生联系，并因具有唯心主义与种族主义

的基本属性而受到批判。它所批判的对象乃是与工

业革命共谋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基于人类狭隘利

益视角出发的理念支撑了人类无节制征服自然和无

限度发展生产的狂妄计划的不断落实，这种基于工

具理性的人的主体性张扬与资本扩张的计划一起把

启蒙运动送上了自己的反面。
习近平生命系统观消解了这种二元对峙的论

争，在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

属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并把自然界的先在

性、客观性作为这种生命自然观的前提与基础，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精髓，把生命自然观

奠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摒弃了自然内在价值论的

唯心主义，同时也否弃了以人类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实在论，这种绿色发展理念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生命情怀、生态情节与系统思维特质。生命

共同体理念把人类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中的无机的、
有机的与社会的各种关系统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

一种生命系统，这种生命系统的各个独立的生命子

系统之间协同进化、互惠共生。因此，生命共同体

就赋予了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系统眼界，在宇

宙的亿万年演化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的有机与无机

的生命一起构建了一种具有 “递阶秩序”的整体

性生命共同体。基于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

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协同进化互惠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持续性存续的生命系统的完整性。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命发展观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历的文明有农业

文明、工业文明与正在经历的生态文明，在这三大

文明里，人们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呈现出

三种不同的形态，从而在这三种形态里展露出三种

异质性的生命发展观。
在农业文明时期，绿水青山作为纯粹意义上的

物质世界，自在地存在着。一方面，它是人们栖息

的诗意家园，更是人类生命的背景与生命发展的一

种自然底色; 另一方面，也有自然生命自身发展所

带来“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悲催后果与生态

灾难，人类的生命发展匍匐在自然生命自身发展的

威权之下。人的自然的生命发展与自然的自身的生

命发展是两条基本平行的轨迹，人类获取基本生存

的生产资料与自然界本身运动所产生的自然灾难相

互交织，演绎了生命共同体的最初图景。在自然共

同体时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还没有发生本质意

义上的联系，自然的自在生命兀自地持存着，人的

社会生命与自然的社会生命并没有真正在农业文明

中凸显出来。
由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文明，一方面把

知识变成力量，通过对绿水青山的祛魅，为人类累

积了数以万计的“金山银山”; 另一方面则是绿水

青山的耗尽与消失，“金山银山”的获取是以毒水

污山和恶水穷山的存在为其背景。人类的自然生命

与自然的自身生命急速地向人的社会生命与自然的

社会生命转化，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打破了自

然界原有的那种宁静与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出现

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这种被马克

思所指认的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异化现象，把人

的社会生命发展与自然的人化生命发展推到了极致

状态，生命共同体破败不堪，伤痕累累，奄奄一

息。
在当代世界，人类正面临着由劫掠式开发自然

的工业文明向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历史性转向，当

人类从工业文明所携带的单向度的破坏自然生命、
不计代价向自然索取所造成的恐怖后果中惊醒时，

绿色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维持生命共同体的

平衡发展就成为新时代的基本主题。
3． 生态兴衰则文明兴衰的生态历史命运观

生态历史命运观就是基于生态的视角来考量人

类历史命运的兴与衰，就是揭示人类如何协调生态

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客观规律之间

的本质性关系。人类的历史命运与文明的兴衰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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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同自然生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人类社会

的初期，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人类文明的孕育主

要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客观因素。古代农耕文

明就是得益于河流两岸优美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

了“大河文明”这一古代文明的摇篮。世界四大

文明的出现皆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

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是，

由于人们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使得青山不再绿、
沃野变荒原，三大文明相继陨落，最终消逝于历史

的长河之中。生态环境虽不能决定人类文明的兴

衰，但是却能对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人类多种

多样的文明在优美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不断发展

兴盛，但人类采用的掠夺式发展方式不仅导致生态

危机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延续，从而影

响与改变着人类历史的命运兴衰。
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透视了人

类历史兴衰与自然生态兴衰的必然联系，提出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8］6 这一生态

文明的辩证思想，在承继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

基础上，发展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习近平把人类文明之进程与生态之兴衰紧密相

连，并且提升为当代世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与构

建世界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高度阐释了人类

生态历史命运所展现的客观规律。习近平认为当代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先进国家

的特质，它是一种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

明于一体高度叠加的复合型文明建设，具有复合性

的中国特色。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命运中来

考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前瞻性的生

态历史命运观，是生态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与理论逻辑的同构性在场。
4． 良好生态环境的生态民生观

生命共同体所要求 “生命的善”所指向的乃

是一种生态正义，这种生态正义首要的指向是对于

“人的生命的善”的维护，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

一种 “稀缺品”与公共产品，在维护 “人的生命

的善”中呈现出一种 “公共善”的基本属性，这

种“公共善”的政治伦理性的指向就是生态民生

观。习近平把人民群众对生态问题的期待作为民生

的根本性出发点，就如何促进生态民生的不断完善

阐释了一系列新思想，提出了具有前瞻性与接地气

的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基于生命共同体视

域下的生态民生观。
民生幸福是国之根本，是人类的永恒祈求。作

为动态范畴的民生，在生态危机由地域性扩散到全

球性时，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成为民生幸福的关键性

要素。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8］8。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中，存续着一种人与人之间在环境上的利益关系，

这种利益关系是一种环境生存权。树立生命共同体

的基本理念，协调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落后

国家人民的环境生存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存

续的基本性原则。统筹好一国之中发达地区与不发

达地区的区域主体之间的环境生存权，是落实共享

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擘画好环境的代内正义

与代际正义，是人类永续发展能力的最为前瞻性的

体现。
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及其生态民生观体现了共

生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于一体的民生正义特质。共

生正义体现的是生态环境的公共性善的伦理性正

义，在生态环境面前，任何人无特权，只有平等地

享有这种权益。这就是生命共同体的最为本质性的

民生幸福价值指向，它是一种带有本体论色彩的理

想性正义。所以，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8］8。
分配正义则是为满足生命共同体里的生命利益与权

益而对生态环境进行划分与规定边界的 “制度性”
正义。基于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态问题在时间与空

间的双重断裂及其 “人与自然”及其 “人与人”
关系的双重裂缝，“分配性正义”通过制度性分配

进行调适，通过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制度性补偿来

趋向共生性正义，这种正义也是人类生命共同体对

非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伤害行为所形成的生态危机而

进行修正的一种正义。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生

态文明思想是基于对生命共同体中的生命权益的保

障，在维护“生命的善”同时凸显 “公共善”的

属性，充分体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的民生正义特质［9］。
5． 共谋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生态治理观

习近平基于生命共同体视角所阐释的生态文明

思想，既指向了当代中国的国内生态环境治理，又

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建构了指导性的基本

理念，主要体现在: 其一，中国要深度全面积极参

与全球生态环境的国际治理，努力建构一个公平、
公正与合理的国际治理合作规则与制度; 其二，中

国要积极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主体责任与大国担当，

全面落实联合国制定的《巴黎气候协定》《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积极维护生态多边主义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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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果; 其三，积极构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伙伴关系; 其四，中国将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升国际生态环境治理的话语主导权，积极提

供更多更有效的国际生态公共物品。中国主动承担

应尽的生态治理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与西方发达国

家的做法截然有别，西方发达国家把不发达国家当

作他们发展生产提取资源的 “集装箱”与抛弃垃

圾的“垃圾箱”，把 “生态侵略”作为其经济战

略，“生态帝国主义”与“生态殖民主义”理论大

行其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应对

气候变化、倡导绿色低碳发展与构建公平公正、合

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
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

宜，统筹兼顾，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10］。这

种多元共生的生态命运共同体，需要全世界各国共

同打造，需要西方大国放弃自己单边思维的成见，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的基点上，与发展中

国家及落后国家达成共识，一道行动，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落实。

( 三) 基本特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时而发，习古化今，鉴

取外来，融通中外，守正出新，自成一体，闪烁着

中国生态思想的大智慧，萌生着中国生态文化的新

话语，其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体现生命、生态、生活情怀

以生命共同体为本体论基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在生命、生态、生活向度上体现出了以生命

为体、以生态为基、以生活为本的 “三生”情怀。
生命 共 同 体 视 阈 下 的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将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关联到了人的自

然生命与社会生命、自然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中

去，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同进化、命运与共

的生态命运中来为人民的美好优良生活进行擘画，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 “要倡导尊重自然、爱

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

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11］

2． 突显民族、民生、民本风格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五行相生”等思想精华，为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倡导绿水青山美

好生活是金钱不能替换的一种民生幸福，把解决我

国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共产党

执政之基的民本观，强调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

领域，把积极培育公民的环境意识与生态文化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智力保障，把尊重生命的绿色

发展观与珍爱自然的生态美德观结合起来，把坚持

走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作为改善生态民生的根

本出路。
3． 展现系统论、辩证论、全球论特质

“生命共同体”的论断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中的系统思维特质，在此基础上，他特别

强调要运用系统论来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

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

机生命躯体［8］56，并进一步指出， “环境治理是一

个系统工程”［1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蕴着丰富

的辩证论特征，他提出的 “生命共同体”论、“两

山转化”论、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论、
“生态修复”论、 “生态补偿”论、 “文明兴衰”
论、“生态民生”论、“底线思维”论、“生态红

线”论及其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 “最严格法治”
论等生态文明思想，处处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特质，

时时展现着联系、发展与对立统一的思维气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类的生命与人类的命运在生

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性危机的应对中勾连起来，任何

民族、任何国家及其任何个体都不能独善其身，生

态与生命的阈值因其全球化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与文

化交流而达至全球化的最大值。生态环境的 “蝴

蝶效应”把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人类生命

之舟将从生态文明的全球性共商共建共享中起航。
4． 彰显继承性、创新性、主体性底色

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忘

“本来”的中体，鉴取“外来”的西用，结合当代

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际，系统地凝练了习近平对生

态问题的宏观思考、中观战略与微观建设的思想，

为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一

思想继承了马克思的 “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思

想、恩格斯的 “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思想，

在中体上吸收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五行

相生”等思想，在西用上鉴取了利奥波德的 “大

地伦理”中 “共同体”理论、 《1997 年首尔环境

伦理宣言》中的 “全生命系统”理论及其英国生

物学家坦斯莱的 “生态系统”等理论。习近平的

生命共同体论断作为原创性范畴，发人未发，言简

意赅。生态文明思想中的许多论点，奇思妙想新意

连连，彰显创新底色。如“两山论”“生态红线与

底线”“绿色 GDP”“绿色银行”“自然修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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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与生态修复”“海绵城市”“海洋命运共同

体”“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等论点。习近平把生态文明建设当作人民自

身生存与发展的千年大计，积极倡导人民群众行动

起来，打一场人民群众战争，真正体现了人民的主

体性地位与环境权益的人民主体性，把生态正义、
生态伦理与政治伦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开掘人

民群众的主体性潜力，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而进行伟大的斗争。

三、生命共同体视阈下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命、生产、生态、生

活四位一体的向度上，把生命与绿色、生产与红

线、生态与命运、生活与美好连接在寄托着希望的

共同体之上。这种共同体既是绿色之梦，又是诗意

栖居; 既是人与自然的生命的协同进化，又是人与

人关系的生态灵性的互动; 它既从古老的东方大国

升腾起绿意盎然的“生态之道”，又从寂静的春天

里共筑绿色生命之舟。其当代意义主要体现以下方

面。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理论上解构了生

态问题上“二元对峙”的论争，坚持并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生态观。习近平基于 “生命共同

体”视阈下的生态文明思想，把人与自然指认为

人类社会实践关系中的有机生命躯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系，彻底消解了奠基于 “内在价值论”之上的

生态中心主义与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

主义的二元论抽象性论争，本质性地界化了与生态

学社会主义的边界。
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 “五位一体”

的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中，补齐了我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最后一块绿色发展之

板。美丽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
和谐中国共同构成了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它们相互

拱卫，缺一不可。只有协调协同，共同发力，当代

中国才能够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到美起

来。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发展规律与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党建执政规律有机地统一起

来，实现了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领

域的深度转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自然生态

的美丽、政治生态的清新与党建生态的健康三位一

体的基础上，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生态学”
与“生命学”，使得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焕发出“生态活力”与“生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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