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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冶及其生态难题回应

牛 庆 燕
(南京林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苏 南京 210037)

[摘摇 要] 全球性的生态难题暴露了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机。 马克思的“自然观冶
内蕴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之中,劳动的异化带来人的“类本质冶的丧失、人性的“物化冶以及人与自

然关系的“异化冶,透过劳动实践的中介,能够推进人的“类冶意识的觉醒与“异化冶的扬弃,它突

破了技术实践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超越了伦理实践基础上的道德自然观,实现了“自然观冶
之“实践—认识—审美冶链条的辩证契合。 因此,准确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论“自然观冶,为正

确认识并积极化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哲学的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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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

系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

机。 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能够在科学理性

的反思下,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

观和伦理观。 人类要从“自然观冶的认知层面实现

对生态困境的超越,就有必要重返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实践论“自然观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

唯物辩证法的视角透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系

统总结历代哲学家自然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通
过人类实践的中介,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困

境,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冶链条的契

合共生,为当下人类积极应对生态难题提供了“自
然观冶的道德认知凭藉和道德哲学的思考维度,具
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的“异化冶
“异化冶 一词源于拉丁文“ alienation冶,具有让

渡、转让、疏远之意。 黑格尔曾经在其主体的自我内

部精神的矛盾运动中指明,“异化冶实际上是主体内

部精神的自我否定过程,是转化、派生出自我的对立

面并压迫、制约自我与他物的过程。 费尔巴哈借助

“异化冶批判宗教中的神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过

程。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批判理论揭示了人

类面临的时代困境,“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
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但在同时,
它却又在维持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 个体由此付出

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欲望;而文明所

付出代价则是,牺牲了它向人们许诺的自由、正义和

和平。冶 [1] 这便是由人的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的异

化和文明社会的异化。
基于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对人性做出了原初

的“本真状态冶的假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

行,出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展

开了社会批判理论:人的能动创造本性作用于自然,
自然应当成为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的外化;然而

由于人的类的本真状态的丧失,出现了人的异化,自
然的人化也就不是真正人的自然,人类与自然为敌

必会带来自然与人类为敌,即自然以一种异化的姿

态奴役、主宰、压迫人,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 19 世纪工业社会所造就的商

品经济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

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冶 [2]。 然而,在发达资本主



义工业国家中,物质财富增值的背后却是人的世界

的贬值,当劳动成为异化于人的类本质而存在的机

械活动时,人的生命活动便同人相异化,人类原本的

类本质追求便成为人类个体谋求生存的手段,人类

便失去了作为能动的自由主体的性质,成为劳动的

异化存在。 马克思批判指出,劳动的异化促动着人

与自身“类本质冶的异化,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应当是推

动人类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动并不断实现人的“类
本质冶的过程。 人类作为生命主体和类存在,在意

识与道德自我意识的激发下,应当能够不断反观和

思考自身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生活,从而不断趋向生

命的自主与“自由冶。 马克思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却是以异化劳动的形态呈

现的,异化劳动的进行成为人的“类本质冶不断流失

的过程。 异化劳动下,人类的生活、生命与动物的谋

生活动相等同,人之为人的本质蜕化为谋求肉体生

存的手段。 然而,肉体生存一旦上升为人的生命的

本质追求,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就模糊了。
异化劳动伴随而来的是异化消费,物欲消费成

为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目的,“物冶的占有成为人类

生命本真状态的表征。 如此,物的世界反过来占有

和支配着人的世界,人类在物欲的牵引下成为物性

的人格化再现,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衡量标准便成

为对物质占有的多寡和等次高低,物质欲望的释放

和满足,使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度“物化冶,人拜

倒在“物冶的脚下,成为物的奴隶。 如此,人对物质

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成为生命的终极目的,贪欲的释

放和人性的堕落同时涌现,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

以及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征服必然成为自然世界的

景象。
在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中,自然成为人类物欲

占有和征服的对象,它不再是人的本真力量的表现

和确证,而人类则在丧失了自身的类本质的基础之

上成为臣服于物欲的工具。 当人类欲望的释放达到

一定程度,自然便成为人类的工具意义上的存在,人
类被物欲工具化,自然被人类工具化。 人类丧失了

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价值,蜕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

人,自然失去了作为系统生命的有机整体性,成为原

子化的孤立、静止、僵死的质料存在。 自然相对于人

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系统价值甚至内

在价值。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演变为纯粹的

目的与手段、征服与占有的关系,原本应当具有的生

命关爱和道德关怀被遮蔽,纯粹的物欲征服背后掩

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进一步引发人

类活动对自然的过度干涉,以及自然对人类滥用的

疯狂报复。
马克思曾经指出,当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

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异

化也就产生了。 这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由人的异化

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异化,也是近现代以

来生态困境的历史导因之一。
二、劳动实践与“异化冶的扬弃

(一) 劳动实践———必要的中介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从劳动实践的视角考察

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

辩证统一的中介,劳动实践使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成为区别于动物的生命存在,成为具有自身本质力

量的类存在。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

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

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

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冶 [3]169 并且,“劳
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

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 而

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 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
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

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

动。冶 [3]57即,人类作为“类冶存在物,其超越于动物的

本能式生存方式,是在一种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指

导的生命活动中,依靠自身创造的文化和知识的力

量不断地确证自身,追求生命的自由和自主的过程

中实现的。 自然作为客观存在的生命本体,其存在

并不以人类的物质需要和意志愿望为转移;人类作

为能动的意识主体,只有在利用工具并积极地改造

自然的生命活动中,才能够在自然中获得物质资料、
能量与信息,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所以,人与

自然之间存在一个必要的中介转换,这就是人类的

劳动实践。
劳动实践活动促进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并把统

一的自然分化为“人化的自然冶与“自在的自然冶。
如前所述,人类作用于自然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消

极本能式的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人类通过实践活

动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自在的自然不

断被“人化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

的过程。 当然,通过实践活动的中介,人也不断被自

然化和社会化,这就是“人化的自然冶与“自然的人

化冶以及“自然的社会化冶和“社会的自然化冶相统一

的过程。
首先,“人化的自然冶与“自在的自然冶。 “人的

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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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冶 [3]126由于人类实

践活动的参与,自在自然被打上人类的目的和意识

的烙印,按照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规定物质的自在

存在形态,从而转化为“为我之物冶参与到自然规律

支配的自在世界的运动过程之中,因此,“整个所谓

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
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

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

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

通过感觉直观的。冶 [3]131 “自在自然冶相对于人类的

实践活动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先在性和客观性,而实

践活动相对于自在自然而言则具有历史局限性,它
永远无法穷尽自然许多未知的奥秘,因此又需要不

断的“人化冶的力量予以不断地探索。
其次,人的“自然性冶与“社会性冶。 实践活动是

人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与联系的纽带。 人类作

为自然存在物,依靠劳动实践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得

提升,并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冶,劳动的介入使得

人类从原始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超越于动物的本

能生存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在人化的自然中不

断地生产和创造属于自身的新的生存状况和规定

性,因此,人类的活动既依托于自然并符合自然的运

作规则,具有“自然性冶,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冶,在社

会实践基础上塑造着个人与他人的价值互动关系,
而“自然性冶与“社会性冶同样依靠劳动实践的中介

获得统一。
因此,只有在社会的劳动实践中,自然才成为人

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
被固 定 为 与 人 分 离 的 自 然 界, 对 人 说 来 也 是

无。冶 [3]178自然恰恰只有在依靠人类的理性和智慧而

获得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后,自然的存在、本质与

规律才在人类的理解下获得广泛而生动的发展,不
断印证着自然存在的内涵与价值,“社会是人同自

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冶 [3]57“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

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

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

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

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 而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

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

义。冶 [3]122即,人类的社会属性与在社会中进行的实

践活动共同推进人与自然的统一,续写着作为自然

史的人类历史。
因此,综上所述,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主体的

自然与客体的自然、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相统一的

中介和纽带,劳动实践的发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成为可能,并进一步推动着人类世界的历

史演进。
(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已经从实践本

体论的视角指明了人与自然界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

联系。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

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

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

机的身体。 自然界,就它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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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们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

体。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

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

部分。冶 [3]95 因此,人类应当把自然这种人的无机身

体作为自我生命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弃绝统治自

然的工具和目的性思维,因为遵循自然规律实际上

也是在尊重人的“类冶的内在规定性。 自然作为人

的无机身体相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

值、科学研究价值与审美价值,推动着人类精神生活

的丰富和完满,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己

的无机身体、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由某种“价
值之链冶和“存在之流冶联系起来,人在自然之中,自
然在人之中,人类自身的命运与自然自身的命运、自
然的未来与人类的未来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

分割的有机整体。
(三)“类冶意识的觉醒与“异化冶的扬弃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视角出发,必然会

使人突破传统自然观的局限,把伦理关注的范围扩

充到人与自然宇宙万物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扬弃人

与自然、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离和对立,使自然

在真正完整、稳定和美丽的意义上绽放自身的价值,
使人类在“类冶的生命完整性和丰富性的角度表现

自身的意义,因此,人类在理性自觉地掌握现代高科

技成就的基础上应当超越人与自然消极意义上的原

始的共生和谐,而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基础上

的动态平衡,在尊重自然与人类生命存在的基础上

建立良性互动和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是一种扬弃人的自我异

化、使人向合乎人性的“类冶的方向复归、实现对人

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过程,自然在不断的“人化冶过
程中也便成为真正的人本身。 马克思在其社会批判

理论中指出,在一种自发的形成的社会当中,只要私

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还存在分裂,并且分工还不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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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自觉自愿的活动,那么,人类的劳动就是异于

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化劳动。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

人的解放,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自然成为对象

性的人本身。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

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

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

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

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

的。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

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
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

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

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冶 [3]120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上扬弃了人的本质异

化的社会条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并能够

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

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

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

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
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

这种物质变换。冶 [4] 这是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

系的发展路径,彰显着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冶的伦

理意蕴。
三、实践论“自然观冶及其生态难题回应

马克思的“自然观冶强调人类生活实践是人与

自然交流与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实际上,人类生活实

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式谋生的根本方

式,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

主体能动体现,是人类超越了生物性的本能式生存

之后,在伦理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生命意义

追求。 因此,“自然观冶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内蕴

于人类的生态实践之中的,这样的生态实践“自然

观冶突破了技术实践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超越

了伦理实践基础上的道德自然观,在精神文化追求

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冶之“实践—认识—审美冶链

条的辩证契合。
(一)技术实践与“机械论自然观冶
求生存是人的生物本能,动物依一种生存的本

能从外部自然中直接获得物质满足,而人类不同于

其他生物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获得物质资料的方

式,在一种思维意识的作用下,人类能够借助于劳动

工具的中介,通过劳动实践活动间接地从自然界获

得物质满足。 人类这种实践活动是借助于技术的手

段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称为技术生活实践,

这是历史上自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以来,在人与自然

关系中出现的最基本的实践关系模式。
“文艺复兴以来日益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促进

了机械技术的发展,并激发学者们借鉴机械技术的

成功,用机械论的思想理解大自然的运行。冶 [5] 人类

以技术实践主体的身份把自身的需要和尺度赋予自

然万物,作为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尺,因此,人类的技

术实践活动成为直接的、有限性的目的活动,以无限

性地满足自身物质需求为目的,并发展为向自然征

服和掠夺的实践活动,自然成为单纯满足人类需要

的有用物,在客观对象性的意义上被解析和探索,自
然生命系统的丰富性和有机性被忽略甚至放逐,这
就演化为“机械论自然观冶。 “主体是高级的,意味

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
则是低级的, 处于被动、 受动、 消极、 受控等地

位冶。[6]传统“主客二分冶的工具论思维模式割裂了

自然的科学认知价值与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关

系,并且,这种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的二分式思维模式

在张扬和增强了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也同时暴

露了人类生命物种发展进程中的狭隘性和片面性,
在物欲膨胀的精神背景下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一体相

关性和自然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囿于人类狭隘

的物种利己主义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从而忽略了人

与自然关系的审美维度,实践和认识活动成为人与

自然相关联的唯一纽带, 从而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

失衡,近代文明时期这种“主客二分冶的工具式思维

使得人与自然进一步分离和对立。 “‘技术理性统

治爷是现代文明困境的技术根源,当工具理性占据

主导地位并成为攫取自然资源的有效手段时,科技

异化了。冶 [7] 由此,自然界在人类初年作为大地之母

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被彻底颠覆。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

发展,当自然界被机械僵化的观念所重构时,自然的

世界便演化为死寂被动的物的世界,科技发展史在

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野蛮史,
因此,人类早期的技术实践内蕴着需要加以辩证否

定的机械论自然观的设定。
(二)伦理实践与“道德自然观冶
人类在伦理生活实践基础上不断建构着属于自

身的“道德自然观冶。 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担保,道德

生活是人类生存基础之上的核心体现,当人类以人

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生命时,既展现了自

身的生命价值,同时也赋予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伦

理关系,这是人与自然本质实现统一之后的内在规

定,推动着人类在对技术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

上实现伦理实践的跨越式提升。 作为“类冶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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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是人类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

然生境、社会以及物种自然界的系统完整的道德关

怀,更是人类对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道德意识的觉

醒和自身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完善,在传统人际伦理

的文化背景上开拓生态伦理的崭新视野,要求人类

在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层重新检讨和审视自身。
“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不是

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

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冶 [8] 人源于自然并与自然一

体相依,人类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
人类的生命存在与命运以及自然的生命机体的持久

存续与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热爱自然、关爱生命不

仅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要求和终极使命,也成

为人类趋善的行动诉求和实现生命崇高的道德承

诺。 居于自然与社会联结枢纽之上的人类应当进行

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思考,站在狭隘的人类

中心立场难以真正对自然生态系统引发一种由内而

外的热爱、尊重与敬畏情感,人类只有依靠生态道德

意识的觉醒,动员情感的“道德冲动冶力量,基于“类
本质冶的人性“普遍物冶,用真心、伦理精神和道德思

维去培养对自然的“爱冶的情感,关爱自然万物,真
诚关注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困境难题,进行

道德哲学形上高度的价值了悟和统摄性的生态把

握,为当前的一系列生态难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的

指导和探究。 如此,不仅是关爱人类自身的情感影

射,而且是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生

态难题的可能的有效之途。
这是人“类冶的生态道义责任,也是应对生态困

境的理论突破口。 由于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在人

类伦理实践观的作用下,伦理与道德的关注视野由

传统的人与人拓展到人与自然,以伦理和道德的人

性把握方式关爱作为“人的无机身体冶的生命自然

界,这就是生态伦理所极力倡导的伦理实践及其

“道德自然观冶。
(三)生态实践与“自然观冶之“实践—认识—审

美冶链条的辩证契合

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能够在生态实

践的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冶,这是人

类全面发展的表征和人类自然使命的觉悟和觉醒,
它应当超越人类技术实践的有限目的性和伦理实践

的价值抽象性,从“实践—认识—审美冶链条的辩证

契合的高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话、融合与交

流的视野中建构辩证与开放的“自然观冶体系。
“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

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冶 [9] 整

个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不仅是人类同大自然相互

作用、共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与整个自然生

命系统协同进化的历史。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
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

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

界冶 [10],人类是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内部要素,人类

作为自然之子,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与自然二者

具有内部同一性,人类依靠自身理性的力量可以能

动地改变自然却不能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因为

“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

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冶 [11]。 所以,人能

够超越自身却永远不能够超越自然本身,只有在有

意识地维护自然的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够确保

人类自身的永续与繁荣。 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

稳定运行有利于维护地球生物圈的稳定、完整和美

丽,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运行本身的

内在目的和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
生态伦理实践是人类在经过痛彻的自我反省之后的

“自我发现冶,是拯救生态危机并探求可持续发展的

深切的人文忧患,是一种对客观自然规律科学认知

基础之上产生的谦恭和敬畏的伦理心态,是“真冶与
“善冶相伴而行的伦理使命和伦理责任。

从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到对“人定胜天冶的执

着,直到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确认,显现着人

类道德不断进化的足迹,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的存

在,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和精神价值意义的存在,人
类能够通过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反观冶将自然物作

为审美对象,将自身的“自由冶建立在对自然的爱抚

和尊重之上,在遵循自然之“是冶中不断超越,达到

“应是冶状态,在“精神自由冶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达
至“物我一体冶的诗性境界。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道

德关系的存在是为了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需要,
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则是为了修护人与

自然生命系统的整合与互动,这既是自然生态秩序

平衡的维系与构建,更是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的需

求。 在此种“自然观冶的关照下,人们以道德的情怀

关爱自然,关注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的丰富性

与多样性,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最终解放与自由为

旨趣,实现人类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并释放自然

丰富全面的多维价值。 生态实践论“自然观冶站在

“全球视野冶的文化高度关注整体的生态难题,力图

融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共同面

对和处理人类世界的生态困境,寻求一种“诗意栖

居冶的绿色文明生活境界,它既是人类道德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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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完善和进步,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展和飞跃。
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包含一定的伦理关系,

人类理应“有德性冶地对待自然,为了人类的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人类应当积极修复被损坏的环境,对
自己的生存家园进行自觉的护理和照管,并努力为

自身的行为后果承担生态道德责任,这是人类对其

“类本质冶不断把握和占有的表现,是“类本质冶力量

不断彰显的生命过程,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冶走向

“自由王国冶的必然之途,是绿色文明时代“人与自

然完成了的统一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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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謖s "Nature View" on Practice and Response to Ecological Dilemma

NIU Qingy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exposed humans謖 idea crisis of recognizing the nature. Marx謖s " nature view" grew up from
humans謖 labor practice,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brings the loss of people謖s " species nature" , the humanistic "materialization" and the " al鄄
ien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labor practice, will awaken the people謖s " species con鄄
sciousness" , and discard " alienation",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mechanism nature view based on technology practice and transcends the
moral nature view of ethics practice, having realized the dialectical fit of " practice鄄awareness鄄aesthetic" chain of " nature view" .
Therefore, accurate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Marx 謖 s " nature view" on practi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ctively resolve ecological challenge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dimension.
Key words: alienation; labor practice; nature view; ecologic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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