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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对马克思人是自然界一部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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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命题，它不仅科学地继承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思想，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推进到一

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 一是基于“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的科学认知，清晰准确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

了“合而为一”和“同生存、共命运”的“生命共同体”意涵; 二是以“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认知为基

础，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提供了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支撑; 三是顺应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潮流，结合当

今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创造性地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作为核心命题和逻辑起点，为形成和发展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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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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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8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

会的讲话时，对应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由此表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源头就是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生态文明建

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

展。因此，人们要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

渊源和科学内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

握，就必须在充分掌握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

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

系的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博

大精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系统全面，人们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探讨，也必须系

统、完整、全方位、多角度进行。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 中 具 有 基 础 和 核 心 意 义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思想的科学继承和重要发展。
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的思想主要有哪些论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中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又是

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思想的?

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思想基石: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石。马克思

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

证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诸多著作都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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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人化着的自然，比作人的无机的身体，明确指

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界，就它自

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

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

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
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

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

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明确地将自然界

看作一个有着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序整体，

明确指出“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

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

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

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

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

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它们是互相作用着的……只

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

整体，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我们连同我们

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

中的”，随着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

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

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
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

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

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

不可能成立了……”。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所

说的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同马克思说

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样，都是指人类本身

具有的始终归属于、依存于自然的属性，其所反

映的都是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关系。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都一致认为，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和

不断变化的物质世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

着的统一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靠自然界生活。
笔者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的其他一系列重要观点，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

界密切关联、互相制约的观点，社会物质生产过程

包括人的生产活动和自然生产力的观点，劳动加上

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观点，城市有机废弃

物必须循环利用的观点，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

经营的观点，人口、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

点，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观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必然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观点，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观点，等等，都

无不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人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思想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可

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这一系

列重要观点，都是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想

派生、延伸、拓展而来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

们把“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石。

二、继承发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的基石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思想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石。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同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的相关论述可见，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基石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正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思想的科学继承和重要发展。这在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不同语境表达的看似不同实

则一致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山水林田

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命题中都得到充分体

现。其中最明确、最具普遍意义的，就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谈及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

强调人类要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友好

保护自然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的科学命题。
2016 年 1 月 18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因自然而

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

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

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

铭记于心、落实于行。”［1］( P11)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

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

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

律谁也无法抗拒”，并重申“人因自然而生，人与

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

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

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2］( P394)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

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

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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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

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

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2018 年 5 月 4 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 “马克

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

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

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
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

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

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

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

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018 年 5 月 18 日，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

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时，进一步指

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

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

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

常是慷慨的; 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

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

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方面有很多鲜

活生动的事例。”［3］( P360 ～ 361)

不难看出，上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思想，无论从广

度还是深度看，都有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
一是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界一部

分思想的基础上，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

慧，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同生存、共
命运”的客观规律，在文化层面上为“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在

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

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

母归’的经典诗句，……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

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警示和启迪”。［1］( P6) 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引用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万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3］( P360 ～ 361) 等中华

民族的传世名言，更是精准、透彻地为人与自然的

关系赋予了“合而为一”和“同生存、共命运”的意

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还以战国时期都江堰的成

功建设为例，特别加以印证，指出:“始建于战国时

期的都江堰，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就是根据

岷江的洪涝规律和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特点，因势

利导建设的大型生态水利工程，不仅造福当时，而

且泽被后世。”［3］( P361) 这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态智慧提供了历久不衰的成功例证，也从一个

侧面彰显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

的理论源泉。
二是借鉴、运用了现代生态学关于生物间存

在“共生关系”的科学原理，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

之间形同母子，互相依存、互有裨益的共生关系，

提出了人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严格

要求。这就是说，一方面人因自然而生、人靠自

然生活，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生存繁衍和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自然，人类就不

能生存，经济社会就不能发展; 另一方面自然的

生存发展也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自然界

万物的整体平衡和持续发展也有赖于人类的尊

重和保护，甚至在自然界遭受干扰破坏时还有赖

于人类的修复和完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

说，“只有赋之以人类智慧，地球家园才能充满生

机活力”［3］( P375)。这就告诉我们，人虽然贵为“万

物之灵”，但是人的生存、生命，乃至生产、生活都

是同自然界的万物紧密相连的，人与自然也因此

成为协同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还要指出的是，为

了使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容易地懂得这个

深刻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中多次引用我国古代先贤、名著的

经典名言，循循善诱地指出:“孔子说:‘子钓而不

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

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

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鳝孕

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 而

明年无鱼; 焚薮而田，岂不获得? 而明年无兽。’
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 P11 ～ 12)

三是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中深

刻蕴含的“人类必须爱护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

思想作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人类发展活

动的根本遵循。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

“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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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抗拒”［2］( P394)。“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

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

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1］( P131)。为此，习近平总

书记还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特别

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论及人类对待自

然问题的一段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

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

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最初确实

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

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

结果又消除了”，要求各级干部认真汲取这一深

刻的历史教训。在其他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

还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

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

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

图征服老天爷。”［1］( P24)“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

识，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指导行动。”［4］( P12) 在笔者

看来，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思想创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系统深化: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上述创造

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命题

外，还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谈及人与自然界各生态

要素( 生态系统) 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生态是统

一的自然系统、人们对各生态要素( 生态系统) 的

保护利用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

之道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

同体”的科学命题，系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想的科学认知。
2014 年 3 月 14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 “山水林田

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

的命脉在树。……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

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

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

土流失、沟壑纵横。”［1］( P55 ～ 56) 用“命脉”二字追本

溯源地揭示出人与自然界各要素之间不可分割

的系统联系与相生关系。进一步告诫不能以破

坏生态为代价，谋求发展。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又把“山水林田湖”完善为“山水林

田湖草”，并指出: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充分体现出，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是基于实践的思想，在实践中与时俱

进深化认识; 是指导实践的思想，引领制度建设

保障实践效度。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上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论述尽管不

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表述，但就其实质而

言，其揭示的仍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表达的

仍然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意涵。
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总结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

经验，系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界

一部分思想的科学认知的体现。
在笔者看来，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科学命题的创

新、发展之处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

一是明确指出了人类面对的现实世界是一

个由天然的山、水、林湖、草等自然生态系统和非

天然的山、水、林、湖、草等半自然( 半人工) 生态

系统以及非天然的田等人工生态系统组成的统

一的整体，而且这个统一的整体是一个被视为

“有机链条”的“生命共同体”。从中我们既可以

领悟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自然界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源性和整体性，领悟到“自

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领悟

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

作出验证》札记中所强调的人类的劳动实践对于

改变自然界的重要作用，领悟到“人也反作用于

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的深刻含义。由此更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这一

科学命题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思想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
二是在确立“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的基础上，通过“人的命脉在田”的科学命题，将

“田”这个“有机链条”的关键环节 ( 田是人的食

物来源，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不可或缺的第一命

脉) 作为桥梁和纽带，将“人”与山水林田湖草这

个“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人

类与现实自然界的其他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

( 半人工) 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之间也呈现

出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对于人与现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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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各种生态系统的这种共生关系，习近平总书

记还以人类对山林的破坏会最终导致人类毁了

自己的家园为例，特别加以阐释和强调，指出: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

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全国绝大部分水资源涵养

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

就破坏了水，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

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

流失，沟壑纵横。这样恶性循环，人类就毁了自

己的家园，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1］( P55 ～ 56) 由

此表明，正是“人”与山水林田湖草这个“生命共

同体”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更加

广泛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换句话说，正是

借助“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和“人的命脉

在田”这两个命题的有机链接，“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这个科学命题便得以成立。
三是从现代生态学理论的视角看，“山水林

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连同“人的命脉在田”观点

的提出，无异于用一种通俗化的语言形象生动地

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赋予了人与地

球生物圈关系的意涵。这是因为: 在现代生态学

的语境中，正是自然界的海洋、湿地、森林、草原、
山脉、河流、湖泊、荒漠、冻原等无数大小不一、结
构不同、功能各异的生态系统( “山水林田湖草”
是其简化和通俗表达) 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

信息交流，构成了一个多元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这个生命共同体就是地球生物圈，人只是地球生

物圈中的一员。而且，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不同

的生态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密
不可分的，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生态学

研究甚至认为，“如果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灭绝，那

么就会有 28 个物种相继灭绝，28 的几何次级方

最终使人类也灭绝，可以将此视为生命共同体的

重要法则”［5］( P180)。这也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是对马

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科学继承和系

统深化，还充分吸收、体现了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成

果，具有深刻的科学依据和生态法则的支撑。

四、思想启示: 两个看似不同
命题的实质意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两个看

似不同命题的比较中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语境中分别提出

的两个看似不同的命题———“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尽管其

具体表述和含义各有不同，但其论述的都是人与

自然的关系。其中，前者是就人类与大自然之间

的整体性关系而言，意在强调人类要遵循自然规

律，合理利用自然、自觉保护自然，后者是就人的

生存命脉与大自然各生态要素之间的相关性而

言，意在强调人类与现实自然界各生态系统之间

的共生关系，是对前者的系统深化，两者的实质

含义完全一致。故此，我们可以将这两个看似不

同的“生命共同体”命题视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这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因而也都是对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思

想的科学继承与创新发展。正因为如此，本文只

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是自然界的

一部分”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核心命题加以讨论。
二是从现代生态学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视

角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思想还深刻蕴含了“自然—人—社会”复合

生态系统 ( 或“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

统) 的思想。这是因为: 在这个复合生态系统中，

包含了自然、人、社会( 或自然、经济、社会) 三个

子系统，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

“自然—人—社会”( 或“自然—经济—社会”) 生

命共同体，其中每一个子系统的生存发展都与其

他子系统，乃至与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

密不可分。鉴于“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

主体都是人，因此，我们同样可以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视为同

“自然—人—社会”( 或“自然—经济—社会”) 生

命共同体的意涵一致的准确表达。在笔者看来，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创新发展还体现在:

顺应人类文明转型的历史潮流，结合当今中国和世

界的实际，创造性地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思想作为核心命题和逻辑起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生态文明理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原
则、要求的新思想、新观点，为形成和发展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推进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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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行动指南。正是因为习近平

总书记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的思想，才得以将其作为大前提，结合人类

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合

乎逻辑地衍生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

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等一系

列重要观点，进而构建起系统、完整、科学的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也正是因为有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确指引，我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才得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进步，并赢得

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

五、理论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核心命题和逻辑起点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起点

和核心命题，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

是自然的一部分”思想的科学继承和创新发展

外，对于我们系统学习和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其他重要论断乃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和

本源性意义。这是因为懂得了“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我们就会懂得:

一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大

自然生存状态的“生态”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状

态的“文明”之间也就必然是命运与共、协同共进

的关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含义，进而也就为人们切

实提高对“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

思想认识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和科学的依据。
二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在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就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也就是“既要绿水青

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

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要在生态环

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

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

利”，［1］( P8) 也就为人们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三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要懂

得人类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己，伤害自然就会

伤及人类自身，因而也就“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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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8) 进而也

就要将人与自然平等共存、互利互惠的文明理念贯

穿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四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意味

着社会生产与自然界生产、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

产力也同样是“生命共同体”，也就意味着生态环

境生产力也是生产力、意味着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能力也是生产力、意味着生态环境也是生产

力的重要因素，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保护生态环

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的深刻道理。
五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意味

着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越好，人们的生

产、生活条件就越好，身体就越健康，幸福感就越

强，也就意味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 P4) 意味着“环境就

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 P362)

六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意味

着人们对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

修复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规划、整体施策、综合治

理，也就会促使人们真正懂得“如果种树的只管种

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

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进而提高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的自觉性。［6］

七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意味

着保护自然( 生态环境) 是事关人类生存和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的具有基础性、整体性、根本性和

持久性刚性约束的硬任务，也就意味着“保护生

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要“让制度成

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3］( P363)

八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意味

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好坏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息

息相关，意味着“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

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

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

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
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3］( P362)

九是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就意味

着人类自身也是“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保护生

态环 境 是 全 球 面 临 的 共 同 挑 战 和 共 同 责

任”，［3］( P360) 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

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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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

同努力，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

身”，也就意味着必须“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

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3］( P364)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不仅科学传承和丰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的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和

世界的实际，将其升华、衍生、拓展，形成了一系

列关于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
务、原则、要求的开创性、基础性、根本性的理论

观点。正是这些观点的有机联系，构建起了系统

完整科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个理

论体系的核心命题和逻辑起点，也可以说“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是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一条主线。把握住了这个逻辑起点和这

条主线，也就如同把握住了进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理论宝库的金钥匙，其对于学习、领会和树

立、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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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Thought Man being a part of Nature
Li Zujiao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21st Century Marxist Research Institute，

Nankai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2，China)

Abstract: “Man and nature being a community of life”is the core proposition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inherits the Marxist idea that“human beings are part of nature”，but also creatively
advances this idea to a new stage and a new realm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First，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the view that“man and nature are a community of life”endows clearly and accu-
rat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the meanings of“combination as one”and“living together with shared fate”in
the“community of life”． This embodies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heaven and earth
coexist with me，and everything is one with me”and that“all things grow and live in harmony and benefit from the nourishment of
nature”． Second，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that“mountains，rivers，forests，fields，lakes and grasses are a community of
life”and with the link that“people's lifeblood is in the fields”，the community of life composed of“human beings”and
mountains，rivers，forests，fields，lakes，and grasses is connected organically． It shows that there is also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humans and other natural and unnatural ecosystems in the real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arth's biosphere，and it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modern ecology for the idea of commu-
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Third，with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as core proposition and logical
starting point，a seri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s and new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have been advanced，including respect-
ing nature，conforming to nature，and protecting nature and the goals，tasks，principles，and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combines with the reality of
today's China and the world，and this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ction guide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for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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