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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革命与私有制的联姻ꎬ放大了资本的魔力ꎮ 在私有制的架构中ꎬ资本

借助于工业革命成功实现了“两个剥夺”———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对自然界的剥夺ꎬ将利

润最大化逻辑演绎得淋漓尽致ꎮ 不到 ３００ 年的工业文明ꎬ生机勃勃的大自然被糟蹋得

面目全非ꎮ 于是ꎬ优化生态环境ꎬ成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ꎮ 然而ꎬ人类走向生态文

明的努力却收效甚微ꎮ 何以如此? 在私有化社会的资本逻辑下ꎬ是否进行生态文明建

设ꎬ一切皆以能不能带来最大化利润为终极标准ꎮ 要扫清生态文明之路ꎬ必须消灭私有

制并扬弃资本逻辑ꎬ代之以内蕴公共性和长远性的公有制ꎮ 可以说ꎬ所有制问题关乎着

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ꎮ
〔关键词〕生态文明ꎻ所有制维度ꎻ资本逻辑ꎻ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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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文明自毁ꎬ必须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态转型ꎬ走向生态文明ꎮ 而

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ꎬ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ꎬ必先厘清导致

生态恶化的源与流ꎮ 虽说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意味着对生态环境或轻或重的“加
害”ꎬ但在工业革命之前ꎬ人类从自然界索取物质财富的能力有限ꎬ且生态系统

本身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ꎬ所以ꎬ并没有引起生态环境的退化ꎮ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ꎬ为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提供了大行其道的平台ꎬ于是ꎬ工
业革命与私有制上下其手ꎬ在淋漓尽致地诠释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同时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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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掠夺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生态劫难ꎮ 工业革命与私有

制联姻孕生的“恶之花”ꎬ恶性生长ꎬ对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基础ꎬ进行着

釜底抽薪式的破坏ꎮ 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保护生态环境ꎬ净化“地球村”ꎬ成了全

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ꎮ 此后ꎬ人们的生态意识开始觉醒ꎮ 然而ꎬ人类走向生态文

明的道路并不平坦ꎬ生态环境退化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扭转ꎮ 何以如此? 私

有化社会中的资本逻辑使然ꎮ 口口声声保护环境的资本家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

化的资本逻辑ꎬ不惜牺牲人们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ꎮ

一、生态恶化的历史溯源

(一)工业革命与私有制的联姻

人类要生存发展就要索取吃穿住行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必然程度不同地使生态环境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改变ꎮ 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

中ꎬ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ꎬ加之大自然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ꎬ人类对自然界

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ꎮ 追根求源ꎬ人类有能力打破自然界的平衡ꎬ是从工业革命

开始的ꎮ 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ꎬ使人类在征服自然之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

义的一步ꎬ堪称人类在利用自然力方面的革命ꎮ 与工业革命进程一同发展起来

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文化ꎬ使人类拥有了凌驾于大自然之上颐指气使的资本ꎮ 当

私有制、资本逻辑与工业革命实现联姻ꎬ自然界便在劫难逃ꎮ 陶醉于在征服自然

之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人们ꎬ忘乎所以ꎬ对大自然的后发性致命报复ꎬ
对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全然不顾ꎮ

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ꎬ造成了人人逐利的惯性ꎮ 在工业革命之前ꎬ私有制之

恶尚没有循环放大的环境条件ꎮ 对宽厚的大自然而言ꎬ自私自利的人们ꎬ更像一

群顽皮的孩子ꎬ尚没有越过底线ꎮ 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ꎬ也催生

了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私欲ꎬ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呈几何级增长ꎮ 一个欲望

被满足之后ꎬ旋即产生新的更大的欲望ꎮ 就这样ꎬ在产生欲望、满足欲望、复又产

生新的欲望的过程中ꎬ私有制借助于工业革命ꎬ对自然界进行着根本性的破坏ꎮ
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认为ꎬ人类只要拥有了市场调节功能和技术

手段两个条件ꎬ经济增长就是无止境的ꎬ满足欲望的条件就会被不断创造出来ꎬ
从而导引了人类向自然界的盲目征服行为ꎮ 然而ꎬ大自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最终使人类自己陷入

生存困境之中ꎮ 在工业文明时代ꎬ“上下交争利”的私有制之恶暴露无遗ꎬ从而

诠释了欲壑难填的全部内涵ꎮ 当年ꎬ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ꎬ孟子就发出了

“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的告诫ꎻ今天ꎬ面对掌握大自然生

杀予夺之权的人类ꎬ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上下交争利而地球危矣!
(二)财富倍增与大自然的劫难

如果说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属于谋生性发展范式ꎬ那么ꎬ工业文明则走上了

一条危机重重的增长性发展道路ꎮ 在这条发展之路上狂奔的“经济人”ꎬ视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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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切ꎬ以创造财富的效率为最高道德评判准则ꎮ 于是ꎬ做人的大道学问无人问

津ꎬ而在追名逐利的道路上却趋之若鹜ꎮ 在发财致富的喧嚣声中ꎬ道德英雄式

微ꎬ而财富英雄凌驾于社会之上ꎬ俨然成了全社会争相效仿的榜样ꎮ 私有化的环

境加上工业革命的推动力ꎬ二者联手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疯长提

供了绝好的温床ꎬ人类进入了消费时代ꎮ 在此情况下ꎬ人生的所有价值和意义被

归结为四个字:发财致富ꎮ 对此ꎬ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ꎬ世
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ꎬ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ꎬ因为他们活着

就是为了赚钱ꎬ除了快快发财ꎬ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ꎬ除了金钱的损失ꎬ不知

道有别的痛苦ꎮ” 〔１〕

说到底ꎬ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ꎬ是一种剥削阶级的人生观ꎮ
秉承剥削阶级人生观的既得利益集团ꎬ若要践履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ꎬ必须借

助于工业革命成功实现“两个剥夺”———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对自然界的剥夺ꎮ
通过占有资本而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ꎬ完成对劳动者的剥夺ꎻ通过占有资本和

技术而掠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ꎬ完成对大自然的剥夺ꎮ 利润最大化的

资本逻辑ꎬ将资本家和资本家联合体格式化成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怪兽”ꎮ
这头通过占有资本和技术专事“两个剥夺”的“怪兽”ꎬ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ꎬ必
然同时导致“三大异化”———劳动者的异化、自然界的异化和剥夺者自身的异

化ꎮ 在剥夺文化的架构下ꎬ劳动者作为而且也仅仅作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

环节而存在ꎬ因此ꎬ劳动者的收入始终维持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水平上ꎬ劳
动者生存和繁衍的意义ꎬ被局限于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范畴内ꎬ而作为活生生

的人的终极意义ꎬ被严重异化ꎮ 被异化了的劳动者的存在意义是生产ꎬ而不再是

生活ꎮ 在通过掠夺自然界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话语体系中ꎬ自然界的

意义被锁定在提供资源和能源的框架内ꎬ可想而知ꎬ作为只是供人类索取对象物

的自然界被严重异化ꎮ 在资本增值视野下ꎬ被异化了的自然是有用的自然、利我

的自然ꎮ 这样ꎬ在财富倍增的光鲜外表背后ꎬ是与劳动者一同呻吟的满目疮痍的

自然界ꎮ 在幸福和痛苦皆被量化为占有金钱多少的资本社会中ꎬ通过占有资本

而占有别人劳动同时掠夺自然的剥削者ꎬ在迫使劳动者和自然界双双异化的同

时ꎬ也必然使自身走向异化ꎮ 奴役劳动者和掠夺自然界的剥夺者ꎬ自身注定也是

不自由的ꎬ他们给劳动者和自然界套上的沉重枷锁ꎬ最终势必将自身连带着套牢

在奴役和掠夺的坟场中ꎮ 被反复验证了的“自作孽ꎬ不可活”的古老的历史辩证

法ꎬ将在资本的“坟场效应”中被再一次证实ꎮ 置身于资本强大的“坟场效应”裹
挟中ꎬ剥夺者、劳动者、自然界都不能独善其身ꎬ尤其是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却没

有话语权的自然界ꎬ在劫难逃ꎬ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正在酝酿着ꎮ

二、资本逻辑下的生态文明悖论

(一)资本逻辑下的生态保护

今天ꎬ当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再次成为现实威胁时ꎬ人们如梦初醒ꎮ 自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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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救ꎬ成为地球人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ꎬ作为将地球

生态环境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始作俑者ꎬ西方世界中的一批先行者来到了环境保

护的前沿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发现ꎬ人
们的生态意识逐渐强化ꎮ 实际上ꎬ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ꎬ居住在同一片蓝天

下ꎬ因此ꎬ“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ꎮ 为了优化地球生

态系统ꎬ人类可谓煞费苦心ꎬ仅仅由联合国牵头的高端会议、倡议、文件就不计其

数ꎬ同时还设立了多个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节日ꎮ 由此ꎬ人们看到了地球生态

系统恢复勃勃生机的希望ꎮ
然而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ꎬ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ꎮ 边

治理、边污染的现实ꎬ使我们致力于生态保护的努力常常如“竹篮打水”ꎮ 其中

的缘由ꎬ除了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之外ꎬ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重要

的推手ꎮ 在强势的资本逻辑主导下ꎬ一切皆以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为转移:如果

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ꎬ那么ꎬ资本家就会高举生态保护的大旗ꎬ
在生态保护的幌子下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ꎬ假借上节能项目、开发环保

产品的名义ꎬ赚得盆满钵满ꎻ如果保护生态环境有碍于实现利润最大化ꎬ那么ꎬ资
本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将生态保护的大旗踩在脚下ꎬ或者“口言善ꎬ身行恶”ꎬ举着

生态保护的大旗ꎬ而行恶化生态环境之实ꎮ 秉持资本逻辑ꎬ资本的巨轮正继续无

情地碾压生机勃勃的自然生态ꎬ一切有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因素ꎬ必须统统让

路ꎮ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ꎬ“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ꎬ把
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ꎬ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

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ꎮ ” 〔２〕对资本家来说ꎬ可以高谈阔论生态保护ꎬ
前提是不影响资本逻辑ꎮ 而且ꎬ由私有制的狭隘性和即时性所决定ꎬ资本集团即

使在口口声声保护环境时ꎬ也只是保护一时的环境ꎬ而以破坏子孙后代的环境为

代价ꎮ 这就不难明白ꎬ为什么口口声声保护环境的资本家及其集团ꎬ将高污染产

品的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ꎬ将电子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ꎬ这是由私

有制下的极端环境利己主义决定的ꎮ 由极端环境利己主义主导的环境保护ꎬ注
定是有利于实现资本逻辑的“环境保护”ꎮ

(二)生态文明悖论与现实困境

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善良本性是文明层面的ꎬ而资本的血腥本性是野蛮层

面的ꎮ 人们的善良与资本逻辑存在着天然的冲突ꎬ当道德遇到野蛮ꎬ理性的道德

常常溃不成军ꎮ 何以如此? 因为资本逻辑是利润最大化逻辑ꎬ而不是道德逻辑ꎮ
资本逻辑只讲利润ꎬ不讲道德ꎮ 时代变了ꎬ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实现形式可

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ꎬ但这一逻辑的核心要旨没有变ꎬ也不会变ꎮ 如果有变

化ꎬ那么ꎬ这种变化就是:资本逻辑的实现方式变得更加凶残ꎬ更加露骨ꎮ 如果有

源源不断的无限极利润ꎬ那么ꎬ资本即使毁灭所谓的“垃圾人口”也在所不惜ꎮ
因此ꎬ资本逻辑与生态保护不兼容ꎮ

生态恶化的现实ꎬ正在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ꎬ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ꎮ 但就是

—１２１—

生态文明何以可能



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道理ꎬ为什么一具体到人们的行动中就要落空? 道理

谁都清楚ꎬ行动往往事与愿违ꎮ 实际上ꎬ这种违背常识的生态文明悖论ꎬ完全是

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所导致的ꎮ 在资本的快速循环和周转中不断实现利润最大

化ꎬ是资本逻辑ꎬ也是资本的灵魂所在ꎮ 如果背离了这一血腥味十足的逻辑ꎬ资
本就不成其为资本ꎻ如果背离了这一活力十足的灵魂ꎬ资本就会立即走向死寂ꎮ
在资本巨轮面前ꎬ一切不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态道德说教都将被无情碾压ꎮ
和谐伦理———不管多么高尚ꎬ只有纳入资本话语体系中并接受资本逻辑的格式

化ꎬ才有真实的内涵ꎮ 私字当头的社会基础ꎬ不可能矗立起牢固的生态文明大

厦ꎮ 生态文明之花ꎬ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将来也不可能绽放在私有制和资

本逻辑的土壤里ꎮ〔３〕一边讴歌私有制和资本逻辑ꎬ誓将私有制和资本逻辑进行

到底ꎬ一边高唱生态文明ꎬ无异于南辕北辙ꎮ

三、通往生态文明的公有制基础

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和工业革命ꎬ是人类生态困境的两大推手ꎮ 意图沿用

私有制的资本逻辑去纠工业文明之过ꎬ等于抓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可笑ꎮ
用产生问题的思维去解决问题ꎬ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ꎮ 因此ꎬ绝不能用造成生态

困境的思维去解决生态文明问题ꎮ 资本逻辑下的生态文明悖论ꎬ促使我们对生

态文明借以实现的机制进行追根究底式的拷问ꎮ 既然生态困境是工业革命与私

有制的联姻所致ꎬ因此ꎬ欲要建构生态文明ꎬ就必须从私有制的另一极———公有

制中寻找答案ꎮ
生态文明建设ꎬ要求相应的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ꎮ 而基于公有制的制度设

计ꎬ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耦合ꎮ 公之大义ꎬ在于“两性”———全局性和长远

性ꎮ “公”乃会意字ꎬ本义为公正ꎬ从八从厶ꎬ八即分也ꎬ厶即私也ꎮ 韩非以八为

背ꎬ言道:“古者仓颉之作书也ꎬ自环者谓之厶ꎬ背厶谓之公ꎮ” («韩非子五

蠹»)“厶”ꎬ奸邪也ꎬ象形字ꎬ乃私的古字ꎬ意指自营ꎬ为自己利益不择手段去营

求ꎮ «说文解字»释公曰:平分也ꎮ 从八从厶ꎮ 八厶ꎬ背私也ꎮ 公之深意ꎬ在于去

私ꎮ 就是说ꎬ与私相背ꎬ就是公ꎻ或者说ꎬ平分私就是公ꎮ 因此ꎬ全局性和长远性ꎬ
是公有制的天然思维向度ꎮ 可见ꎬ作为公有制思维应有之义的全局性和长远性ꎬ
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广阔的全局视野和持久的长远眼光耦合ꎮ 公有制内生的公共

性原则ꎬ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他人、他地、他国的关照成功对接ꎻ公有制内生

的历时性原则ꎬ能够与生态文明要求的对子孙后代的持续关照成功对接ꎮ
(一)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使人类的生态共同体成为可能

在私有制下ꎬ“经济人”及其联合体ꎬ为生产而生产ꎬ狂热地追求价值增值ꎬ
奉效率最大化为唯一宗旨ꎬ甚至把历史理解为 ＧＤＰ 增长的一元函数ꎮ 在“经济

人”视野中ꎬ这个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上ꎬ除了自私自利人ꎬ其他人皆不在“正
常”范围内———即使偶尔有利他行为ꎬ也必须用私利去解读ꎬ因为其最终目的还

是通过利他而利己ꎻ除了经济增长ꎬ其他任何事业都是多余的ꎮ 有时ꎬ“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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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ꎬ在一定时期也能够实现某种范围的联合ꎬ结成某种形式的

所谓“共同体”ꎮ 但事实证明ꎬ这种基于私利、各怀鬼胎的联合注定不能持久ꎮ
与私有制下将人格式化成有水快流、有油快采不断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快化的

“经济人”不同ꎬ公有制条件下ꎬ人是具有奉献精神的致力于心和、人和、天和追

求的和谐人ꎮ 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ꎬ为人类生态共同体所要求的“三和”ꎬ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平台ꎮ

心灵界的和谐ꎬ即心和ꎬ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炼成ꎮ 心和ꎬ是和谐人

的基本要义之一ꎮ 在私有制环境中负重前行的弱者和凌驾于弱者之上的强者ꎬ
身心无时无地不处在失衡中———劳动者的身心失衡是因为金钱短缺(包括绝对

短缺和相对短缺)ꎬ剥夺者的身心失衡是因为对金钱的无止境占有欲ꎮ 内心世

界极度失衡的人ꎬ是不可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者的ꎮ 生态文明ꎬ从心开始ꎬ此之

谓也ꎮ 唯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ꎬ才能练就一颗素朴之心ꎮ 宠辱不惊ꎬ得失不忧ꎬ
重奉献轻索取ꎬ作为身心和谐的基本内涵ꎬ与公有制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ꎬ或
者说ꎬ是公有制天然内生的和谐之维ꎮ

社会界的和谐ꎬ即人和ꎬ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ꎮ 人与人的和谐ꎬ
是和谐人的基本要义之二ꎮ 私有制社会流行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野

蛮竞争文化ꎬ从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横行无忌的社会条件ꎮ 在强调“我
为人人ꎬ社会将更美好”的公有制社会中ꎬ强者更强ꎬ弱者不弱ꎬ个人价值的实现

非但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ꎬ反而为他人价值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ꎬ因而有助

于他人价值的进一步提升ꎮ 在公有制条件下ꎬ达尔文主义被框定在清晰的边界

内ꎬ社会达尔文主义被驱逐出最后的避难所ꎮ
自然界的和谐ꎬ即天和ꎬ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达到ꎮ 人与自然的和

谐ꎬ是和谐人的基本要义之三ꎮ 与人人逐利的私有制社会将自然界看做可供榨

取的对象物不同ꎬ公有制社会将富有生命的自然界纳入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ꎮ
换言之ꎬ人类文明的进步理应包括自然系统的优化提升ꎮ 在公有制的视域内ꎬ自
然不再是吃喝自然ꎬ不再是或仅仅是索取对象ꎬ而是与人类共命运的同胞ꎮ 自然

之于人类ꎬ不仅仅具有作为利用对象的单边意义ꎬ而且具有作为手足同胞的共生

意义ꎮ 基于这样的认识ꎬ人们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以不危及生态环境的平衡为

原则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ꎬ此道非他道ꎬ乃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ꎮ 在赚取利

润时ꎬ必须合乎自然之道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洛杉矶的有轨电车系统十分健全ꎬ
如果在市内出行ꎬ非常便利ꎬ根本用不着私人汽车ꎮ 为了打开汽车市场ꎬ实现利

润最大化ꎬ通用汽车公司一举买下整个系统ꎬ并分步骤将这一系统废除ꎮ 为了出

行ꎬ更多人不得不考虑购买汽车ꎮ 只要有利于发财ꎬ即使付出浪费资源和能源导

致生态环境退化的代价ꎬ也在所不惜ꎬ这就是资本的逻辑ꎮ 在环境和金钱之间ꎬ
资本家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金钱一边ꎮ 面对金钱ꎬ生态系统分文不值ꎮ 大自然

既然化生了人类ꎬ自然会理解作为天地骄子的人类的合理需求ꎬ但绝不会容忍人

类的过度贪婪ꎮ 一旦人类的贪欲达到一定阈值ꎬ大自然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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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剃刀”ꎬ将人类和人类创造的文明一同剃除ꎬ重演上一属未知的文明被无情剃

除的悲剧ꎮ〔４〕为了避免文明自毁ꎬ必须实现以公有制为导向的经济转型ꎮ 天人

合一ꎬ道法自然ꎬ客观上成为生态共同体合格成员的自然和谐之维ꎮ 可见ꎬ只有

在公有制内蕴的公共性原则的基础上ꎬ私有制下的失衡之人ꎬ才能实现华丽转

身ꎬ成为致力于“三和”追求的和谐人ꎬ进而使广延意义上的生态共同体成为可

能ꎮ
(二)公有制内蕴的历时性原则使人类生态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能

如何使已经结成的人类生态共同体世代延续ꎬ确保子孙后代应有的生态份

额和发展权利ꎬ是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关键问题ꎮ
在私有制社会中ꎬ即使某些特定群体基于即时的经济利益或其他考量ꎬ在生

态保护问题上暂时结成一定范围的共同体ꎬ达成一定共识ꎬ但不可能持久ꎮ 私有

制下参与利益博弈的共同体的相关方ꎬ结成共同体的初衷还是为了实现利润最

大化ꎮ 如果有利于实现资本逻辑ꎬ各方自然就会委身共同体中ꎻ一旦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冲突不可调和ꎬ资本家会立即露出狰狞面目ꎬ本着利润最

大化逻辑选择经济效益ꎬ从而使基于资本逻辑的共同体土崩瓦解ꎮ 在私有制的

架构下ꎬ因资本逻辑结成的利益共同体ꎬ迟早会因资本逻辑而解散ꎮ 因利而聚ꎬ
利尽则散ꎻ因义而聚ꎬ必能久同ꎮ 与私有之小利不同ꎬ公有之大义ꎬ决定了公有制

下共同体纽带的牢固性和持久性ꎮ 公有制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ꎬ不仅体现在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上ꎬ而且体现在三者一以贯之的统一上ꎮ 公

有制不但代表着人们的共同利益ꎬ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ꎬ而且代表着人们的长远利益ꎬ从而使生态共同体的世代延续成为可

能ꎮ “功成不必在我ꎬ在乎万世基业也”———这是也应当是公有制社会中人们的

思想共识! 这样的思想共识源于肯定万物价值的生态类意识ꎮ 万类皆有特定的

价值ꎬ这种价值是天赋的ꎬ不以我们是否认识到为转移ꎮ〔５〕 当生态自觉的浓厚社

会氛围形成之时ꎬ人们自然会在人类价值与万有存在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ꎬ并在

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ꎮ
当然ꎬ这并不是说只要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ꎬ生态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

实现ꎮ 即使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ꎬ如果疏于监督ꎬ私有制成分也会按资

本逻辑掠夺自然界ꎬ时不时流出狰狞面目ꎬ甚至造成严重的生态事件ꎮ 公有制的

制度设计只是开辟了通往生态文明的光明大道ꎬ然而ꎬ生态文明的实现还需要人

们的认知自觉和行动自觉ꎬ还需要人们付出艰辛的努力ꎮ
已有 ３００ 万年历史和 ８０００ 年文明史的人类ꎬ目前已经走到自毁还是自救的

岔路口ꎬ而走向生态文明是自救的唯一出路ꎮ〔６〕 天道为公ꎬ立于天地之间的人ꎬ
理当法天象地ꎬ以自然之公道为师ꎬ以天地之无私为范ꎬ方能适天配地ꎬ与天同

毕ꎮ 此诚如老子所言:“天长地久ꎬ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ꎬ以其不自生ꎬ故能长

生ꎮ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ꎬ外其身而身存ꎮ 以其无私ꎬ故能成其私ꎮ” («老

子第７ 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ꎬ生而无私ꎬ为而不恃ꎬ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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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至尊品格ꎮ 有鉴于此ꎬ老子在«道德经»的最后告诫为营私所累的芸芸众

生:“圣人不积ꎬ既以为人己愈有ꎬ既以与人己愈多ꎮ 天之道ꎬ利而不害ꎻ圣人之

道ꎬ为而不争ꎮ”(«老子第 ８１ 章»)背公而营私ꎬ天地之恶也ꎻ大公而小私ꎬ天地

之配也ꎮ 是背道而驰ꎬ以“小我”为中心ꎬ放任私有制下的私心、私利、私欲、私
德ꎬ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文化垃圾ꎬ还是顺天而行ꎬ彰明“大我”正道ꎬ重建

公有制下的公心、公利、公义、公德ꎬ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公天下精神ꎬ反
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ꎮ 当下ꎬ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ꎬ缺少的是驾驭

力量的智慧ꎻ我们已经拥有了制度设计的智慧ꎬ缺少的是设计制度的决心ꎮ 可以

肯定的是ꎬ人类要规避已经和即将到来的生态风险ꎬ打通生态文明之路ꎬ就必须

尽快实现有决定意义的所有制转向———由私有制递进到公有制ꎮ 但无论如何ꎬ
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ꎬ走向生态文明与迈向不测深渊的力量和制度ꎬ都在我们手

里掌握着ꎬ何去何从ꎬ选择权在人类自己ꎮ
马克思、恩格斯那富有穿透力的经典箴言言犹在耳ꎬ“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

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ꎮ” 〔７〕 共产党人的五字真言———消灭私有制ꎬ
直捣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的要害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我们不得不说:所有制问

题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ꎬ尤其关乎着生态文明的走向!

注释: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７６ 页ꎮ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８４ 页ꎮ
〔３〕刘长明:«和谐伦理何以可能———一种基于所有制维度的研究»ꎬ«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刘长明:«论“和谐剃刀”———以生态系统的自平衡机制为线索»ꎬ«烟台大学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１ 期ꎮ
〔５〕刘长明:«万有价值论———以万有存在和谐共同体的名义»ꎬ«文史哲»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６〕刘长明:«哲学文化隆起带现象观止»ꎬ«东岳论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４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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