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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Debate观点争鸣

潘岳在《和谐》一文中提出

了一个当前极具现实意义的命

题：如何认识环境保护与建设和

谐社会的关系。正如作者明确指

出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

会不是并列的关系，前者从属于

后者。环境友好型社会之所以特

别重要，是因为它是建设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坚实基

础 。

如果全面分析和考察和谐

社会的内容，就不难发现，人类

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千变万

化，千姿百态，无外乎两种基本

表现形式，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这两个和谐，如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

本内涵。

从认、知、行三者合一的角

度审视自古以来的和谐社会理论

与实践，就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

事实，进而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从来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

践主要关注和认真构建的是人际

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概而言

之，是人世间的和谐；对于和谐

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与

自然的和谐，无论是认识的水

平，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无法与

人际和谐相提并论。第二，有史

以来人类几乎所有建设和谐社会

的努力和实践，基本上都是为了

解决人世间的不和谐；致力于解

决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尝试，

虽然不是凤毛麟角，但在规模和

数量上也不可同日而语。第三，

应当承认，我们基本没有认真

考虑过，和谐社会理论包括两

个反映不同关系的和谐，而这

两个和谐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与人际和谐相比，人

与自然的和谐并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

指出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

的这种“不和谐”，丝毫没有指

责前人的认知行有缺失的意思，

因为显而易见，经验是认识的

源泉。在人类文明进程的绝大

部分时间里，人类与自然基本

处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和谐状态。

纵使先哲可以发现人与自然和

谐的重要意义，可以预见这种

天然的和谐一旦失衡会造成多

么惨重的后果，但人类有能力

改变大自然并遭到真正的报复

不过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人

们得以认识自然的规律，真正

熟悉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也是在现代科学昌明以

后 。

但是必须承认，人类在以

往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人

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经常被忽

视，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因为过

分关注人际和谐而被混同、虚

化和边缘化。我们迄今为止创

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主要是致

力于改进人世间的关系。我们

还必须认识到，出于自利的动

机，人与自然和谐在认、知、行

各个层面的缺失，事实上至今

还在似是而非地改变和影响着

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如果能够

天人合一　于今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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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识 到 这

一点，就不

难 解 释 为

什 么 环 境

保 护 的 重

要 意 义 无

可争议，保

护 环 境 的

行 为 却 步

履艰难。

今天的中国，已经被历史

的车轮推到了一个责无旁贷的

位置上，这就是全面、准确地建

设包含了人际和谐和人与自然

和谐两个方面的和谐社会的重

任。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世

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

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如此基

础、紧迫和深远的意义。

作者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

与和谐社会关系的精辟分析，

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而明

确的事实：重新认识人与自然

的和谐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

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

过去在环境与发展决策上的失

误，就在于以牺牲人与自然和

谐为代价去换取人际和谐。“天

人合一”一向被国人引为向世

界炫耀多么早就认识到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这更

多地只是学者的一种理念。不

管国学家们对“天人合一”的本

来意义还有多少争论，今天已

经到了必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的时候了。

编者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同志近日发表了《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和谐》)，

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国内一些著名学者纷纷撰文，对文章给予充分肯定。本刊选择部分学者的评论(摘要)

刊出，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