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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态平衡

李佩 成
(西安工程学院 ,西安 710054)

　　摘　要　作者认为要想实现生态的真正平衡 ,必须作到生态、群体人的“心态”和社会的

“世态” ,亦即三态—— 生态、心态、世态的相互平衡。论述了三态关系的演化历史和辩证关系 ,

指出 17世纪以来 ,人类对自然的轻视和对自身能力的日渐迷信促进了机械论世界观的形成

和传扬 ,这种世界观又反作用于人的心态和世态 ,在这种心态和世态驱使下 ,相当一部分人唯

利唯我 ,物欲膨胀 ,掠夺资源 ,放纵地伤害和破坏自然 ,破坏生态的平衡。 由此 ,作者提出了三

态相互平衡的理论 ,并阐述了实现三态平衡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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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即将到来 ,长期自以为是的人类 ,开始警觉到他们自己并非生活在一个人定

胜天为所欲为的世界 ,并非自然界的一切都屈从于人的意志。 1994年公布的《中国 21世

纪议程》指出: “如果不把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发展之中统筹考虑 ,经济

增长就难以持续 ,也难以为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这种论断也适用于全人类
[1 ]
。如

果自然资源更加严重的被浩劫 ,生态环境更大规模的被破坏 ,终有一日 ,自讨苦吃的人们

难逃灭顶之灾——无论是穷人或富人 ,也无论弱国或强国。

正由于这种可怕但却是可信的预见 ,启示哲人和明智者惊呼“只有一个地球” ,高喊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 ,企盼着环境的美好 ,憧憬着生态的平衡…… !然而这一切将如何实

现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上述灾祸多数由人类不文明、欠科学的放肆行为所招致 ,那

么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人和人类社会本身下功夫。如果脱离对人及人类社会的改造 ,如果

失去人的心态和社会世态平衡 ,要想追求生态的真正平衡不仅是不明智的 ,也将是徒劳无

益的! 只有生态、心态、世态的和谐平衡 ,才能获得生态的平衡。这便是本文的立题依据。

2　对三态关系历史和辩证的认识

2. 1　生态、心态、世态名词的界定

　　在开始正论之前 ,先对三个名词—— “生态”、“心态”和“世态”加以界定。

1866年德国学者 E.汤克尔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概念 ,传统上认为: “生态学是研究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而生态便指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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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状况及态势。 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提出了人类生态学这一术语 ,到了 70年代人类生

态学被公认为“研究以人为主体 ,以生态系统为重心 ,以参予解决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为

己任 ,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 2]。这里的生态指人与环境的关系

及其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态势。本文所说的生态主要指人类生态。

所谓心态 ,是指驱动人的行为的心理态势。影响心态的因素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伦理道德素养 ,行为准则及习惯、信仰等。

所谓世态 ,是指驱动众人行为 ,影响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社会态势。影响世态的因素

包括属于社会主流为社会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风气、文化教育、社会信仰、伦理

道德、政策导向 ,以及社会成员的精神文明素质等。

2. 2　影响三态关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变化

“三态”关系反映着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反映着人对自身以及人对自然的认

识。而人类对自身和自然及其关系的认识 ,或者说人对天、人与天人关系的认识 ,在历史的

长河中是不断演化的。

在远古时期 ,人类还没有能力在主观上把自己与自然环境或者说与天分离开来 ,天、

人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庄子》曰: “至德之世 ,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并”
[ 3]
,这是一个原始

的天人合一时代。 那时的人主要屈从于自然 ,相当被动地适应自然 ,以原始的生吞活剥的

形式利用自然。加之人口很少 ,人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力趋近于零 ,而人类更多的受制于

自然。

后来 ,人类发展到靠天、敬天、怕天 ,也就是将人和天开始区别开来 ,但人们仍然认为

人的生存依赖于天——包括自然环境的天和精神世界的天命。人们崇敬天 ,依赖天 ,畏惧

天 ,行为谨慎 ,不敢得罪于天 ,若做伤天害理之事担心五雷击顶。

再向后 ,便是天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以及天被劳苦大众所迷信 ,皇帝被看作下凡的真

龙天子。天人关系变成为神化了的统治者与其奴役下的“凡夫俗子”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

关系。人的概念逐渐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但在自然力的范畴内 ,人类对自然仍然采取

崇敬和消灾避祸的态度 ,他们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是轻微的和不自觉

的。

人类对自然的轻视和对自己能力的迷信 ,明显地出现在 17世纪以后。 1620年弗兰西

斯· 培根出版了论著《新工具》 ,他认为一个认识世界的新方法已经出现 ,它能“大大开拓

人类帝国的疆域 ,并将是无所不能”的。他所说的新方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学方法。培根

认为客观认识能使人类“驾驭自然万物”。 接着与他持同样认识的是数学家勒奈· 笛卡尔

和物理学家依撒克·牛顿。他们相继建立起机械论世界观 ,认为人只要掌握了宇宙这部机

器的规律 ,便可以主宰世界 ,这种世界观一直影响到今天。坚持机械论世界观的人认为“对

自然的否定 ,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4 ]
;他们不仅把人与自然对立 ,而且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础

是物质的私利。

资产阶级世界观把道德概念从经济学里剔除出去 ,把人类的一切欲望降低到以满足

生理需要为目的的那种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在机械论世界观和功利主义的驱使下 ,加

上技术的发展和人类作用于自然的能力空前增长 ,人类便开始傲慢地自欺欺人 ,相信技术

正把人类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而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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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三态的辩证关系

三态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关于生态环境对人和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已

有众多的文章作了论述。在本文中将主要剖析心态、世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已如前述 ,如果社会人的心态失去平衡 ,如果这种人既盲目崇拜自己的能力 ,又抱着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之自私目的 ,把享受第一发财第一作为处世哲学并受到世态的唆使

或认可 ,则这种心态失衡的人便会只顾交易 ,只顾获利和只顾赚钱 ,他们以获取最大利润

为目的 ,以掠夺资源的手段 ,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在交易市场上这些人很难顾及到别

人和后人 ,甚至也不会认真考虑自身的明天和后天。他们一味地向他人掠夺 ,向自然掠夺 ,

也向后人掠夺 ,一种浮躁疯狂贪得无厌的物欲心态占据了他们心灵的每个角落!人的心态

失衡了 ,便可能作出伤天害理之事 ,包括放纵地伤害和破坏自然。

因此 ,在这种心态得到平衡之前 ,要想使生态获得真正的平衡 ,环境得到持久的保护 ,

将是十分困难的 ,甚至是难以办到的。

从上面的论述还可看出 ,人的心态与其世界观有关 ;众人的心态必然作用于世态 ,而

世态又影响和决定着人的心态。例如社会认可甚至鼓励个人随意采矿 ,发横财的心态便驱

使一些人乱挖金子乱炼焦 ,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掠夺和破坏。

众多人大规模较长期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现象 ,一般都是某种社会力量也就是某

种世态在驱动。因此 ,要使生态、心态得到平衡 ,就必须平衡世态。三态的关系是辩证的和

相互影响的 ,三态的平衡需要人类和人类社会作出巨大的努力!

3　实现三态平衡应认识两个常理—— “报应规律”、“易毁原理”

3. 1　“报应规律”

　　对于这个规律所反映的现象 ,从古人到今人、从神学家到哲人都曾念念不忘 ,而且人

们已为它作了最透彻最明确的解释 ,那就是:对于人的作为“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

报 ,时间未到 ,时间一到 ,一切都报”。 恩格斯说过 ,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每一次胜利 ,在第

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

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5 ]
。他还列举了毁林开荒、引发水土流失的例子

[6 ]
。

这就是报应。

报应规律从历史长河看 ,从宏观的人类社会看 ,确属真理 ,但它却常常被现代人所轻

视 ,甚至斥之为迷信。其所以如此 ,一是由于人的生命的短暂和认识空间及时间的局限 ;二

是由于报应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和在空间上的错位性。也就是说报应的发生常常不在当时 ,

先人造的孽可能报应于后人 ;报应也未必一定发生在当地 ,可能是甲地犯事乙地遭殃 ,这

就让肇事者本人或某个群体有可能逃脱惩罚而移祸于他人。 例如在干旱沙漠地区修库引

水可能形成新的绿洲——灌溉农田并获丰收 ,如果引之失度 ,就可能在庆功的锣鼓声响过

之后 ,原来受到河水滋润的老绿洲便开始了消亡过程。浩瀚咸海的萎缩以及由此引起的生

态环境恶化便是例证。然而这种人为的兴衰 ,人为的破坏 ,时过境迁 ,又有谁去寻根问底追

究功过呢?! 对于前人失误引起的报应 ,后来人只好面对现实接受自然的惩罚!

3. 2　“易毁原理”

“易毁原理”是说事物的被毁坏比之它的被造成容易。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拆墙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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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墙难”。

“易毁原理”也有普遍的真理性 ,其例证满目皆是。例如长出一片森林不易 ,但毁掉它

一把火便可 ;净化河水不易 ,污染它一丁一夫便可得手 ;……

如此简单明了的“易毁原理”之所以也被忽视 ,除了前述的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之外 ,也

常因其后果形成的滞后性以及发生原因的隐蔽性和可转嫁性 ,也可能由于失衡心态和失

衡世态的认可和纵容。

4　实现三态平衡的途径和措施

本文不谈具体的技术问题 ,而是从哲理及宏观决策上谈几点建议。

4. 1　加深理解“报应规律”和“易毁原理” ,坚持决策的严肃性

由于报应是必然的 ,毁坏是容易的 ,因此在涉及生态问题的人类活动决策之前要三思

而行 ,严肃决策 ,其严肃的要求是尽可能地预见到报应的程度 ,换句话说 ,就是要对人的行

动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作出认真的客观评价 ,同时设计出相应的对策。

为保证这种决策的严肃性 ,也要在法律上加以维护。

4. 2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特别重视在全社会 ,首先在干部队伍中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既强调物质的第一性 ,又要重视人类正确认识和文明行为的重要性 ;正确对待物质和

精神的关系 ,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按照是否推动历史 ,是否有益于生态平衡 ,是

否有益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来衡量个人、群体和社会行为的正确性 ;要抛弃唯利是图、

损人利己 ,以及把消费和个人享受置于第一位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而代之以大公无私、顾

大局、识大体 ,具有社会公德 ,一切从有益于人民大众最高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要对社会成员进行保护生态环境的知识教育 ,使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认识保护

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及其保护途径。

只有具有上述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 ,又具有生态意识和环保知识的人 ,才能作到

心态的平衡 ,世态的平衡 ,才能促进生态的平衡 ,从而实现新的天人和谐和天人合一。

4. 3　制订全面实现三态平衡的规划 ,建立节约型社会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节约自然资源。因此 ,在促进三

态平衡建设中要特别重视“节约型社会”的建立 ,要防止高消费和超前消费。高消费和超前

消费是社会不成熟的表现 ,是世态平衡的破坏力! 这种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往往刺激超

前开发和失衡生产 ,从而引发当时社会难以防治和难以承受的生态环境破坏 ,因而是必须

防止的。

一个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的社会 ,一个能够保证持续发展的社会 ,一个文明的社

会 ,必须是一个节约型社会。

世界演化到今天 ,人类活动能够严重影响自然 ,而自然又以逆反作用影响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深入全面地认识和处理好自然-人 -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实

现新的天人合一 ,天人和谐 ,作到三态平衡 ,才会有生态的良性循环 ,才会有生态的有益平

衡 ,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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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lance of the Th ree Conditions

Li Peicheng
( X ian Eng ineering Col lege,X ian 71005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impor tant view put fo rw ard by the autho r is that reali z-

ing the real ecological balance must be on the basis of balancing humans mentality con-

di 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 namely balancing the three conditions—— eco logical, human

and social. Mo reover, the evo lution and dialetical logic of the th ree conditions is dis-

cussed. Since 17 century , peopl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underestimating natural capabi l-

ity and trusting blind fai th of self-capabili ty, w hich thus has promoted the forma tion and

spread of mechanica l view. This view about the wo rld meanwhile reacts to the humans

mentali ty condition and social condi tion. Hastened by this human and socia l condition, a

few people a re obsessed w ith the desi re o f g ains, resources plunder, nature dest ruction

and ecological unbalance. Therefore, the autho r raises a theo ry on the three condition

balance, and expounds the way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Key words　 eco logy , mentali ty , society , the balance of the th re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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