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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人与自然观及其批判

        王 诺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361005)

    摘 要:《圣经》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观支配了西方人的忍想和行为长达数千年，鼓励着人们以

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基础，是生态危抓最深远的思想根源。不过 《圣经》的思

想是复杂而丰富的，它也包含了敬畏与爱护自然万物、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思想。

    关键词:《圣经);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B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152(2003)03-0062-06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明

显和严重，也随着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生态思想

家和生态批评家对促使人类征服、掠夺、改造和统治

自然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日趋加强。《圣经》里的人

与自然观是这种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

    最早直接批判《圣经》的反生态思想的是美国

生态思想家和文学家雷切尔·卡森。早在1962年

卡森就指出，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暴虐行径有着深刻

的思想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支配了人类意

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她指出，

“犹太— 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

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

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 有生命的

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 甚至就连地球本

身— 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f p(P120)卡森进一步
指出了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征服自然的严重后

果:“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

没有成熟到IM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

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

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

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人类能

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
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

智慧的约束，而.巨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

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o[sl(rooi)正因为如此，
卡森呼吁人们深人批判和彻底抛弃发源于《圣经》

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

    1967年，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那篇被誉
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

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 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

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

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

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

然”。[51(“一『叫怀特的这篇文章在西方思想界、宗教
界和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生态思想的发展产

生了重大推进作用。怀特以后，许多学者对犹太

— 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当代环境危机的宗教背

景》里说，《创世纪》“读起来就像给人口爆炸的一张
许可证，又像鼓励机械化和污染的许可证”。[<lU}un
    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西方对自然的态度

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

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WW的俘

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创世纪》就是我

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

对的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
的。”“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

程度上来白它的人类中心。o(51(e5,ru)
    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分析道:“开发的态度是

当今大多数人— 至少是西方文明里的大多数人

— 对待自然界的主要态度。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

时候都把自然只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供

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自然只为

我们而存在，而不为其他生物存在;唯有我们有权把

收稿 t3期:2003一05一12

作者肺介:王 诺(1958-),男，吉林长春人，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学和生态哲学。

万方数据



2003年第3期 王 诺:《圣经》的人与自然观及其批判

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过是这么

一种东西，它‘制服’荒野，‘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

类服务从而使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n [s](P95)
    社会学家威尔森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

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

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r [7](P17)
    《圣经》中备受人们抨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

第26一30节(其它部分也有类似观念，如《诗篇) 8:

5 -8等)里关于上帝授权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一

些段落，如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

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

动的活物”等。“治理”( kabas)和“管理”(rada)这
两个希伯莱语单词都有“践踏”和“压榨”的含义。

古希伯莱文和《圣经》研究专家希伯特指出，kabas

(英译是subdue，意思是“制服，使顺从，',subdue na-

ture是conquest of nature的又一说法)用来描述用
强力迫使别人屈服，特别是军队征服敌人、占领敌人

的领地并迫使敌人为奴隶;rada(英译是 have do-

minion over或rule, rule有“管理”之义，更有与do-
minio。相近的“统治，控制，支配”的意思)最初用来

描述对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军事入侵、摧毁和统治，以

后也用来描述一家之主对家庭和家奴的统

治。[，]〔P，，卜Pu7)
    英国生态思想家彼得 ·马歇尔在《自然之网:

生态思想探索》一书里也对这两个词进行r分析，

他指出:“《创世纪》1;28里最重要的词语 kab二和

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

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

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

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囚此，出现

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纪》里

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

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利川自然。"r [91(3̀78)
    怀特等人对《圣经》的生态学角度的批判，激怒

了大多数神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圣经》

里的这些反生态的观点进行重新论释，并努力发掘

丈圣经》里的生态思想。于是，在当代产L态思潮中占
有重要地位的生态神学应运而生。不过，即便如此

生态神学家们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圣经》完全

是绿色的 。

    即使是以系统的“生态创造论”来白圆共说的

著名神学家莫尔特曼，也不得不承认:两千多年来在

基督教文明范围内，人们把《创世纪》的有关部分

“误解”为“命令人类支配自然、征服世界并统治世

界”的具有宗教合法性的授权。“因此，欧洲和美国

西方教会的基督教所坚持的创造信仰，对今日世界

危机不是毫无责任的。”这样，莫尔特曼尽管在经文

的理解上与怀特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被

“误解”的《圣经》构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对西方

文明征服和统治自然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为如

此，莫尔特曼才说，“今天，我们再一次，也许是人类

历史上最后一次处于对地球母亲的粗暴剥削和破坏

的时代。为了克服这种危机，我们需要在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上来一个彻底的、全球性的转变;这是从主

宰地位到共同体，从对自然的破坏到对自然的解放

的转变，”当然也包括对基督教教义认识上的转

变。[ID](P3，一”32)
    著名的生态神学家、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考夫

曼1998年在哈佛召开的、有80多位世界一流基督

教神学家参加的“基督教与生态学”研讨会上指出，

“我们所接受的大多数关于上帝的概念和形象所蕴

含的拟人观(指赋予神、人、动物和其他事物以人形

或人性的思想— 引者注)— 深深地根植于犹太

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残

留至今— 需要被解构。”因为唯有这样才可能消

除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毗}
    其实，尽管在卡森和怀特之前人们还没有把批

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圣经》，但在近一千多年来的生

态思想发展史中，已经有许多人提出了与《圣经》完

全相反的生态思想，并间接地批判了《圣经》的人类

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观。

    中世纪的神学家圣弗朗西斯就是较早的一个。

怀特称圣弗朗西斯是“统治自然的基督教传统的狂

妄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伟大的例外”，并赞美他

是“生态学圣徒”。怀特指出，“圣弗朗西斯试图把

人的君临万物的地位废黝，建立所有生物平等的生

态民主。在他看来，蚂蚁不再是布道里的懒散的代

名问 火苗是把灵魂向与上帝同在的世界大同延伸

的象征;它们现在是蚂蚁兄弟和火苗姊妹，以它们的

方式赞美创世主。"" [11](P52)
    哥白尼和布鲁诺的日心说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

个巨大的打击，正如布鲁诺所说，“我们地球的统治

者不是人类，而是太阳，它的生命与所有宇宙万物共
同呼吸。u [73](YIZI)美国诗人杰弗斯清楚地意识到日
心说的重大意义:对人类的自我中心论的强烈反讽

和有力否定。杰弗斯在《非人本主义者》(The Inhu-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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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ist)一诗里为哥白尼竖立了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足为谁竖的?为那稣. AC撤或人类之

    毋夏娃?”

        “不”，他说，“是为哥白尼，尼古拉 ·哥白尼，他第

      一个把人类

        从狂热的自高自大和世界的中心

        推出来，教人类认识自己的位且。，ll’川rnol

    16世纪的哲学家帕拉切尔苏斯也反对人类把

自己摆在与万物脱离和对立的地位。他指出，人们

存在于自然之中，与整体和谐而不是在整体之上。

“把自己吹捧为最高贵的创造物是傻子的行为准

则。存在着许多世界，我们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

唯一的存在物。rr[ul(POn)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与其他生物之亲密关系的

发现，从根源上否定了人类的万物灵长的地位。所

以，美国哲学家芒福德称达尔文是“第一个、也许是

最伟大的生态学家”，[15](.BB)著名的生态思想史研

究者沃斯特也称达尔文是“三百年来生态学历史卜

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人物”。t161(P144,PU7)
    英国小说家哈代这样论述进化论的意义:“看

来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确立物种共同起源的学说

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道德领域，与通过对必要权利

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大的方式来重新调整利他的道德

密切相关··，⋯把所谓‘金规律’从只适用于人类调

整到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rr ( 17](.49)美国著名生态
文学家利奥波德也认为，揭示物种问的联系是达尔

文留给后人的主要精神遗产。达尔文让“我们知道

了所有先前各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人们仅仅是在

进化长途旅行中的其他生物的同路者。时至今天，

这种新的知识应该使我们具有一种与同行的生物有

亲近关系的观念，一种生存和允许生存的欲望，以及

一种对生物界的复杂事物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感到惊

奇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应该使我们醒悟了。然

而，我担心还有很多人未能醒悟。川[a] (PIU，一’叫
    19世纪，尼采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

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

上。rr [ 19] ( No)俄罗斯思想家奥斯宾斯基认为，“地球
是一个完:N3的存在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 它

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 的

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

为有用 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 命的存在物

一 。(xo](P45、9世纪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华兹华
斯和梭罗也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针锋相对的思

  ·64·

想。华兹华斯说，自然不是人类征服、统治的对象，

而是人类的老师，是“心灵的保姆、向导利护卫”。

因此，人应当永远是大自然谦恭的学生，永远是“大

自然 的崇 拜者，精 神抖 擞地 来 到这 里朝

拜”。[xq(.I-Pez)梭罗告诫人们，如果人类对自然的态
度只是“能利用它就利用”;那么，“人类是不会和地

球联系在一起的”。[ 2x ] (PIZZ,.60 -.6s)
    20世纪_L半叶，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利奥波德提

出了与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对立的生

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

是:“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

定和美丽(integrity, stability and beauty)的时候，它

就是正确 的，当它走 向反面 时，就是错误

的。rr [18)(.13)利奥波德的这种生态整体论思想，标志
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美国哲学家克里考特对大地

伦理的整体观特征有这样的评论:“大地伦理学并

不公开地把同等的道德价值授予生物共同体的每一

个成员;个体(包括人类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要

根据它与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共同体的特殊关系加

以衡量。”“整体，即生态系统本身，完完全全地创造

并模塑着它的组成部分口”[30](Po55)
    英国作家刘易斯发表于1947年的散文《人之

废》是生态文学的杰出篇章。在这篇文章里刘易斯

激烈抨击了以征服为特征的人类文化:“人类对自

然的征服常常被用来描绘应用科学的进步”，然而，

正是这种征服性的进步“使自然不堪重负”。“人的

最后的战利品到头来却是人类之废。”著名的生态

经济学家戴利说他最崇敬的作家有两位，一个是卡

森，另一个就是刘易斯，他特别强调刘易斯比卡森更

早意识到征服自然的灾难。他评价道，“刘易斯让

人们看到:控制自然一旦越过界点就会变成危险的

举措，如果达到极限，那么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全部
业绩毁于一旦— 人类征服自然大功告成之日正是

自然征服人类之时。rr (7)](.59,},PIS[)
    爱因斯坦也赞同生态整体主义。他指出:“人

类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

宙的其他部分。·一 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

悯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o [x4](.6)
    怀特海也认同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以及建立

在这种观念之上的生态伦理观。他把自己的哲学叫

做“有机论哲学”( philosophy of organism)。在《科学
与现代世界》一书里他指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

赖、相互编织在一起的存在之网(web of being，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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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网”)，每一个事物都与其它一切事物钩连

在一起，没有任何部分能够被单独抽出来而又不改

变其特征和自然整体的特征。“整体的有机统一

性”教给我们一种相互依存的新的伦理，我们只能

与整 个 存 在 之 网 “完 完 全 全 地 患 难 与

共”。[25](P31‘一P318)
    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克鲁奇断言:人类最大的

问题 是与他在地球上 的伙伴— 所有其它物种严重

的隔离，所以，
        我们不仅一定要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而且还

    必须作为整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承认某种形式

    的同一性，它不仅存在于我们与邻居、国人和我们的文

    明之间，而且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种尊

    敬里。我们共同拥有的不仅仅是通常字面意义所讲的

    “一个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地球”。⋯⋯这不是多愁

    善感的担心而是严酷无情的事实，那就是除非我们与其

    他生物共同分享这个地球.否则我们不可能长久地生存

    下去。[,ax- )

    被誉为“生态主义的形而上学家”[ 2r ] ( 067〕的海
德格尔认为，人类的拯救离不开他所谓的整体性的

“四重存在气“拯救地球靠的不是统治和征服它，只

需从无度的掠夺破坏向后退一步”，进而迈向“最根

本的四位一体— 大地与天空、神性与道德— 结

合成一体”。[xe](PZ3e一-7 )
    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要转变征服自然的态度，

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要广泛地树立关于‘人无

力去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把他

从骄傲的地位上击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放弃

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使“他承认自己

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事物”。[aa](P3na)
    然而，仅仅批判《圣经》里的反生态思想是片面

的，也是不够的。近几十年生态神学研究的成果充

分显示，《圣经》里也蕴含了许多生态思想。
    哈鲁文尼在《<圣经>里的生态学》一书里指

出:“《创世纪》第13章明确表达了对生态平衡的重

视。亚伯拉罕和罗德各拥有大群大群的山羊和绵

羊，而‘士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一 ;因为他俩拥有
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意识到了这种生态

危机，便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

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就这样，他们避

免了一场潜在的生态灾难。; [3o7(ria)
    《圣经》还包括了保护濒临灭绝物种的思想。

在大洪水之前，上帝让诺亚把所有的物种都保留下

来，没有一个物种受到遗弃，所有物种不分贵贱，都

有生存的权利:“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场鸟

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

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诺亚的。”〔《创

世纪》第7章第9节)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认为这

一节所蕴含的意义在于，“上帝不仅与人类、而目与

‘每一种有机体 ⋯鸟、牛以及地球上所有的兽类’

重新订立了契约。诺亚的方舟行动计划是挽救濒危

物种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因此，在上帝的契约中，其

他有机体与人类是同样重要的。n [33)(Pt1B)
    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圣经》最主要的生

态思想是“卜帝存在于世界之中和世界存在于上帝

之中”。他把这一思想称为“生态创造论”。f’州Pis)
包括人类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

内在于世界，并出现在他的每一个创造物之中，就像

《所罗门的智训》(11;24-12;1)里所说的那样，“主

啊，你爱有生命的，你的不朽的灵居住在万物之

中”。正因为如此，人类必须敬畏和热爱自然，爱自

然万物就是爱上帝;人类还必须学会与万物共生共

存，靠对方生存和为对方生存。只有这样，人类才能

与上帝同在。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15节，上帝要人“修理看

守”伊甸园，像园丁那样保护那美好的自然界。这

里 的描写成 了生态神学“保 护论”的一个主 要依据。

生态神学家指出，为创世主保护和代管自然才是

《圣经》的基本精神。“如果世界是上帝的创造物，

那么，世界仍然是卜帝的财产，人类无权提出要求。

它只能被当作信托财产来租赁和保管。它必须根据

神圣的公义标准、而不能根据与人类利欲有关的价

值观来处理”o[io](ras)
    此外，《创世纪》第二章第7节里描述说，人祖

亚当(Adam)是由泥 }造成的。这种属土的创造物

与大地(Adama)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死后还要

重归大地。这种描写揭示了人类与大地不可分离的

从属关系。《义赛亚书》(40;6)指出，“一切生命都

源于植物”，这显然说的是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密切

联系。《篇言》(12;10)里说，“义人顾惜他牲畜的
命”，表达了人类应当珍惜和爱护自然万物的思想。

    由此可见，《圣经》的人与自然观是复杂而丰富

的。从生态的角度对《圣经》进行的研究，不仅要剖
析其中反生态的思想及其危害性，而且还要发掘和
张扬其中珍贵的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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