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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朴门永续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

李摇 捷, 李奋生
(成都理工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朴门永续是通过朴门理念的实践和朴门方法的运用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系列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集合,主要由朴门农业、朴门设计和朴门文化三个部分构成。 朴门永续与可持

续发展理论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为了保持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朴门永续

秉持着遵循自然、关爱地球,绿色经济、伦理经济和公平分享、回馈盈余的核心理念。 在朴门农

业、朴门设计和朴门文化的理念目标和实践原则中也分别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公平性

和共同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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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朴门永续的概念

(一)朴门永续的含义

朴门永续,又称 Permaculture,这个英文单词结

合了永久持续的( permanent)与农业( agriculture)、
文化(culture)这几个词的含义。 尽管国际上目前并

没有关于朴门永续的确切定义,但各地的朴门实践

者总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这一概念。 澳大利亚的

朴门农人倾向于将朴门永续看作是一门遵循永续发

展原则的农业科学。 随着以朴门永续理念为背景的

设计课程的兴起,朴门永续的概念也逐渐地扩大到

“永续生活设计冶方面,而一个能真正维持永续的生

活系统,必然需要涵盖各种社会面向,所以朴门永续

也要兼顾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元的文化内涵,“朴
门文化冶的概念也由此应运而生。

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朴门永续的各种定

义,认为朴门永续是通过对朴门理念的实践和朴门

方法的运用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学说。 具体来

说,就是以实现人类与其他所有元素在生态系统内

永续安居为目的,指导人们从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

自我运行模式以及各生物元素与自然作用的相互关

系入手,效法自然的永续发展方式,规划重建生命支

撑系统的一系列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合。 朴门永续

既是一种与自然合作,包含一系列重视和重识自然

系统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文理念,又是一种向自然

学习,整合了气象学、生态学、土壤学、设计学、规划

学等多个学科的生态设计方法。
(二)朴门永续的分类

如今的朴门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朴门农业、朴门

设计和朴门文化。[1]朴门农业泛指人们通过对小区

域内动植物固有性质的利用以及那些不断变迁但相

对无害的能量的转换,来达到生态系统的总产量和

稳定性最高,并尽量降低人的劳动付出、对自然的干

扰和对环境的污染。[2] 朴门设计泛指朴门理念指导

下的整合性的设计系统和设计途径,设计者们运用

生态学、能源保育、景观设计及环境科学的知识,将
气候、土壤、水资源、动植物和人类需求交织连接在

一个复杂的生产性小区内以创造永续的人类居所。
而朴门文化的概念相较于朴门农业和朴门设计要更

宽泛,如今的朴门文化不仅是适用于农业生活、设计

艺术上的可持续文化,更是引导国际合作、助力区域

协调的发展思路,通过朴门文化的运用可以解决人

们在农耕文明或是在都市文明中的人与人、人与社

会以及人与环境的矛盾。
二、朴门永续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朴门永续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点

从时间上看,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与朴门永续概

念的提出时间相近。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日渐

恶化的环境危机引发了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经济发展



模式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随后,世界范围内展

开了关于人们发展观念的争论。 1972 年,罗马俱乐

部发表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中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被明确提出来。[3] 1978 年,戴维洪葛

兰和比尔莫里森合作出版《永续农业概论》一书,共
同开创了朴门永续设计的主张。

从定义和核心理念上来看,可持续发展与朴门

永续都象征着人类对生存与环境的认识的新境界,
也都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存进步与自然环境关系的

反思。 两者的理论、概念最初都是由生态学范畴中

引申而来的,可持续发展所主张的人类长期发展的

战略和模式是立足于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

境综合考量的结果,而朴门永续同样也强调认识自

然系统的重要性,其核心理念———通过人为的努力

合作以实现人地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也是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内容。
(二)朴门永续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点

尽管有相同的目标追求,朴门永续也仍然有其

不同于可持续发展的特色。
首先,朴门所追求的永续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出

发,通过分析系统内部各元素的特性与潜在关联,将
它们转为实际的应用以形成可供系统自行演替的能

量循环。[4]人在这一过程中是与气候、水资源、动植

物一样的元素存在,没有任何优越特权,也就是说,
朴门永续追求的可持续发展除了要满足当代人和后

代的需要外,还要满足系统内部一切要素的生存需

求,这一点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没有重视的。
其次,两者实践路径不同,可持续发展理论更多

是在国家这样的宏观层面上的讨论,自从 1992 年在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要领得到参会

国家的共识与承认后,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理论关注

的焦点都是在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上。
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是一种由世界到国家、再
由国家到个人的由上而下的路径。 而朴门永续的关

注点大多是由自己家的庭院开始,逐步向小区内的

池塘等为代表的小规模集约系统进发,最后上升到

国家层面,朴门运动宣扬的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实

践路径。
最后,两者作用形式不同,今日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已经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论体系,各学科对可持续发

展模式的不同诠释为可持续发展学说注入了新的活

力,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也在各个学科的实践过程中得

到逐步完善,可以说可持续发展就像是一把解决一切

问题的理论总钥匙,任何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都

可以由可持续发展理论来解决,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的方法和实践却并不能由其理论直接提供。 尽管与

可持续发展一样,朴门永续支撑理论学说也有很多,
但由于朴门理论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朴门运动

的开展,且朴门的基石本身就是奠定在东方传统农业

和澳洲原住民的生活实践基础上的,所以朴门永续往

往不仅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钥匙,更可以直接教会我们

如何开锁,用古话说就是知行合一。
一言以蔽之,朴门永续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既

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的交集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

性发展的路径有很多,可以支撑的理论也有很多,朴
门永续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三、朴门永续中体现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一)朴门永续中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价值

1. 遵循自然、关爱地球

朴门永续的第一个核心价值是遵循自然、关爱

地球,这蕴含了可持续发展对保持生态可持续性的

要求。 在朴门实践者看来,过去的人们在向自然学

习的过程中太过浮躁,自以为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

后就企图征服自然。 如今朴门永续提出重新向大自

然学习的任务,美丽又神秘的大自然有无限的奥秘

等待人类去探索,从观察生态系统入手,认识气候、
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大自然里的各项元素,了解

它们彼此之间的运行规律并将它们适当地运用在人

类社群的生活设计之中。 如此坚持下去,人类才能

以自然为范本从中学习永续生存的智能,和谐地整

合人与土地,通过环境系统内部各元素的交换、循
环、反馈来持续地提供人类的基本需求。

2. 绿色经济、伦理经济

朴门永续的第二个核心价值是绿色经济、伦理

经济,这蕴含了可持续发展对保持经济可持续性的

要求。 过去的经济系统大多建构在不可再生的自然

资源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污染后果。 朴门永续的目

标在于推翻这样的经济系统,建造一个经济可行、生
态合理的系统,将经济放在与社会、生态、伦理相互

依存的状态下。 从个体的生物区开始实行绿色、伦
理的经济结构,个体的所有经济活动加入道德的考

量,当个体的力量融汇成社会的力量时,让社会上的

金钱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中如个人健康、环境

质量、社会安全等领域流通循环。 同时,个体成为自

己所在的生物区的管理者,并由此衍生出各式各样

的工作机会,既满足我们基本的生存需求,又滋养我

们的情感追求。
3. 公平分享、回馈盈余

朴门永续的第三个核心价值是公平分享、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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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这蕴含了可持续发展对保持社会可持续性的

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要用经济发展的手段在

环境资源的可承载范围内改善和提高全人类的生活

质量和健康水平,努力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

的社会环境。 农民、搬运工、加工工人满足了我们的

生存需求,作为回馈,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阳光、
土壤、动植物满足了我们的生存需求,作为回馈,我
们能为它们做什么? 基于这样的思考,朴门永续始

终秉持着公平分享、回馈盈余的理念,旨在确保地球

上各种有限的资源,都以公平而明智的方式被使用,
并分享多余以满足其他生物的需求。[5]

(二)朴门永续中体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1. 朴门农业中体现的持续性原则

朴门农业就是要让人们摆脱对工业化农业的依

赖,达到完成持续喂养自己的目标。[6] 它具有无污

染、自循环两大特点。
所谓无污染,就是所有的朴门农场都不进行现

代化的耕地、杀虫、除草、使用化肥等行为,不因为这

些现代化的农业措施给自然带来污染。 过去的农业

模式中,年复一年的翻地破坏了土壤的结构,运用化

学产品除草除虫,化学污染残留在土壤里不说,还破

坏了区域内动植物、微生物的能量循环。 不进行耕

地,土壤中的生态结构系统就可以持续稳定地作为

生态系统的一环而发挥作用。 放任野草自然生长,
草用竞争养分的方式来促进作物的生长,让各种作

物杂乱无章地种植以吸引不同种类的虫子之间彼此

竞争和抑制,最后在一个无害于人类的规模上达到

平衡共存。 更广泛地使用农家肥和自然肥,将野草、
秸秆、落叶等自然生长的植物覆盖在地表,待其自然

腐烂后,营养物质就自行渗入土壤做肥料。 这样

“返璞归真冶的农业方式既是对生态系统内部各种

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合理利用,又使再生性资源能

保持其再生产能力,使非再生性资源不至过度消耗

并能得到替代资源的补充。
所谓自循环,就是生态系统中一个元素的需

求可以由另一个元素的产出来满足,一个元素所

需要的输入是由系统内其他元素产出的,朴门农

业帮助人类利用不断变迁但相对无害的自然能量

获取永续生存的能力。 在一个朴门农场中,可以

划分为水塘生态系统、园林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

系统三个基本层次的循环,人们可以根据可持续

性的条件调整自己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生活方

式,在生态系统能承载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

标准。 让一切自然能量在生活区域内流通而不是

耗散既是朴门农业的成功秘诀,也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的最好表现形式。
2. 朴门设计中蕴含的公平性原则

朴门设计认可每一个有生命和无生命事物的内

在价值,尊重并努力发掘自然系统中每个元素的存

在价值和表现特征,从中找寻各种可仿效的生态关

系,在设计时合理选择和配置每个元素,促使其尽可

能地发挥多种作用,通过将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有

用的关系运用在设计中,最终建构人类和自然环境

和平共生的平衡点。
朴门设计的主要原则是建立联系,公平对待。

首先用设计将各个元素相互联系起来,并不是简单

地呈现个别元素,而是要将这些元素配合起来同时

应用于一个系统中。 人类近百年来追求科技进步的

过程,也是与自然逐步脱节的过程,我们以一棵樱桃

树为例,在没有农药和化肥的情况下,樱桃树会自己

拼命生长根部,并且昆虫、杂草、细菌会让泥土温度

上升,肥沃起来。 然而现在是人们拼命使用化肥,让
樱桃树不需要自然的滋养就可以成熟,正是这些化

学产品让樱桃树与昆虫、杂草、细菌抽离开,最后导

致土地贫瘠,樱桃树也就只能默默地靠来自于人类

的食物和药品存活。 朴门设计通过重拾人与人、人
与自然甚至其他生物与自然之间精致又复杂的连结

性,将所有的元素都联系结合在一个系统上,形成一

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环境。
所谓公平对待,是不把任何人和任何生物排除

在发展之外,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发展发声,发
达国家的人民想要绿水青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

想要蓝天白云;每个生命体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存在

发声,绝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国家掠夺别人或别的生

物的环境资源。 为了实现这样的公平发展,朴门设

计尝试整合自然、生物等各个元素以建造满足生命

所有形式的模式,给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提供一种可

以持续的、安全的发展方式。 然而公平既不是绝对

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朴门设计是一个永不停

止的过程,一个成功的朴门设计可以吸收先进的经

验,并在实践摸索中改进。
3. 朴门文化体现的共同性原则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性要求,地方性的主张

和行动要服从于全球的整体协调,全球性的决策和

行动要尊重地方的文化特色,所以朴门文化的目标

是通过因地制宜的生态规划法等将当地的传统文化

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改善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农业面貌和经济模式,并运用朴门永续的内涵,发
展并壮大朴门永续在全球的影响力,提高进一步解

决发展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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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门文化的实践原则是寻求合作与分享价值。
朴门文化既寻求人与自然间的合作,也寻求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帮助与扶持。 其实,人类可持续性发展

的实现是很仰赖社会关系和国际格局的,但以都市

文化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可能已经习惯了“各人自扫

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冶的冷漠,都市的生活型态

集中,人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公寓住所内,与大的文

化环境几乎没有关联。 而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发展中

国家大多保留着“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邻里相恤冶
的温暖,农村生活型态分散,人的活动范围广阔,空
旷开放的田野有助于让大家尽情讨论有关议题。 朴

门文化推崇这样的睦邻友好的合作状态,鼓励所有

的实践者通力合作,以包容、接纳、学习的态度为整

个生态的可持续服务。
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特色,现代文明也有自己的

价值,朴门文化所崇尚的不是一味地倒退发展,也不

鼓励抛弃一切现代工具或摈弃全部的科学技术。 比

如:在肥力已经退化的土壤中施用化肥来种植绿肥

可以积累生物肥力,或是为了创造长期的、可持续的

生物系统和耐用的基础物理设施,谨慎而适当地使

用非生物资源。 目前世界上,南北差距、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

为经济落后的国家缺少这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技术。
朴门文化通过全世界朴门爱好者的实践,将更多有

价值的科学技术带往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除了帮

助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外,也深深影响

着当地的社会环境。

摇 摇 四、结语

作为一个还在不断发展壮大的理论学说,朴门

永续主张通过认识自然、仿造自然设计、分享文化价

值等手段建构一个有益于所有自然元素的可持续发

展系统,为了保持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朴门

永续始终秉持遵循自然、关爱地球,绿色经济、伦理

经济和公平分享、回馈盈余的核心理念,在朴门农

业、朴门设计和朴门文化的实践中也分别体现了可

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公平性和共同性原则。 当然,一
般的朴门运动通常不会将这三者分离开来,农业需

要设计,设计又涵盖文化,三者交叉应运而生,共同

再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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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ough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ermaculture

LI Jie, LI Fensheng

(College of Law,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Sichuan 610059,China)

Abstract: Permaculture is a collection of a series of world views and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Permaculture concep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ermaculture metho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Permaculture agriculture,
Permaculture design and Permaculture culture. Permacul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re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differ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Permaculture upholds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caring
for the earth, the green economy, the ethical economy ,the fairness of the economy and sharing earnings.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irness and commonality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Permaculture agriculture,
Permaculture design and Permaculture culture.
Key words:Perma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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