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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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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蓝天 6译7

摘
!

要!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

的思想如何帮助我们应对以及克服当前的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批判是我

们把握当前生态危机根源最重要的资源&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想也为我们研究

当今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材料%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因此他强调需

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导致他作品的生态学意义被忽视%但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马

克思的时代不同&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以不破坏人

类或环境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价值生产)自然)发展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今天我们正遭受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以至于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受到质疑%森林的采

伐*地下水的污染*世界海洋的掠夺*地表土的流失都不断加剧%由于生物圈的污染&每个

月即使没有上千种&也有上百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在所有的威胁中&人类活动产生的全

球变暖是对生态持续发展最大的威胁%年复一年&这些问题没有减轻&而是越来越严重%

地球上每个社会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一似乎无休止的破坏环境的进程中%显然&我们正在

走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尽管生态危机如此深重&许多人却继续逃避现实并否认这场危机带来的巨大威胁%

但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就足以唤醒这些忙于积累财富*金钱*利润的人去关心问题的严重

程度%全新世中期0始于
!!"""

年前1&地球温度趋向变冷%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
0"

世纪

初直至出现了由工业化引起的变暖模式%

!2""

2

!2"2

年&地球温度比过去
!!"""

年高

1\

)但
0"""

2

0""2

年&地球温度比过去
!!"""

年高
%0\

%在不到
!""

年的时间里&延续

了
1"""

年的自然降温过程就被人类改造环境的活动所逆转!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未

来的几十年中&变暖趋势还会加剧222即使所有国家都立刻停止使用诸如煤*石油*天然

气之类的化石燃料而停止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我们必须记住&生态系统重新吸收已

经排放到生物圈的大量二氧化碳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最大的威胁不仅仅是大气层温度的升高0精确的升高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论1&还

有海洋温度的升高222这没有人否认&海洋温度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上升%占地球表

面积
31\

的海洋控制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海水温度升高使洋流*蒸发水平*沉淀物产生

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对沿海地区意味着严重的灾难&对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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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升高还导致海水酸碱度降低&产生酸化%许多研究表明&海洋酸化会杀死大量生命形态&尤其是浮

游生物&它是海洋食物链的基础!

%最严重的威胁是&如果海洋温度升高到释放目前正位于海洋底部的

大量甲烷0它比二氧化碳对温室效应的影响大得多1的程度&将会导致全球温度不可逆转的迅速上升%

现在很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出现因人类而导致的*对世界大多数生命形态的#第六次灭绝$&这不是没有

根据的%

人们经常会忘记&当涉及自然环境时&没有所谓的#废物$%这个物种产生的#废物$是另一个物种的

营养%循环是一个自然法则%但在短暂的时间内&如此大量的废物被排放到土壤*空气和海洋中&以至

于地球简直无法处理它们%长期以来&我们都将空气*水和土壤作为处理高度商业文明产生的垃圾的排

污场%我们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否则&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将会被破坏%

很明显&生态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
0!

世纪产生任何关联&

它就必须对生态危机做出解释%着眼于现实&回到马克思的研究在面临这个挑战时能否担任重要的角

色- 当然&马克思不能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既然他是价值生产的最伟大的批判者&

既然为了价值增值而生产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那么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

想如何帮助我们应对以及克服当前的危机%

二*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毫无疑问&生态危机发生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对它们的过度开采会造成严重

的环境问题222狩猎社会*农业社会是如此&工业社会更是如此%在许多方面&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人类

作用于环境的历史&这种作用有时是积极的&但通常都是消极的%我们可以指出许多早期的消极例子!古

代苏美尔文明的衰落是由于过度灌溉导致的土壤侵蚀和盐渍化)罗马帝国的没落是由于密集采伐森林

建造大量的建筑物)古代玛雅文明的倒塌是由于过度开采水和森林资源%还有许多其他的消极例子"

%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对环境的影响更为恶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价值生产的系统%资本主

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物质财富&也不是为了满足使用价值%其目的是增加交换价值%使用

价值在数量上是有限的222一个人只能使用一定数量的鞋子*衣服和食物&但交换价值在数量上却是潜

在的无限的%为什么交换价值是无限的- 马克思说&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不

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实际时间所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必要平均时间所决定的%一个工人可

能花
!"

小时生产一个机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做了
!"

小时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世界市场上&如果生产

这个机器的必要平均时间是
&

小时&那工人做的额外的
$

小时劳动就没有创造价值%这意味着工人不

断被压迫&使其生产时间与抽象平均数22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一致%工人不控制时间&反而时间使工

人成为#孤立的人$并且使工人服从于时间%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杜娜叶夫斯卡娅写道!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机器的婢女&它完成了把所有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群集的奇迹%持

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改变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度%如果昨天需要一个小时生产的东西&今

天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工厂的时钟就会设定在半个小时上%

#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断变化的&每种新机器或省工法的发明都会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了

符合不断变化的抽象平均数&工人处于恒压中%这个压力会结束吗- 迫使工人遵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的命令是有限的吗- 不&恰恰因为支配工人的是抽象平均数&所以这种压迫是无限的%根据定义&抽象

即没有限制%因为迫使工人遵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行为是无限的&所以追求价值增加也是无限的%

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榨取工人的价值是没有止境的%一旦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给定数量的价值被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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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了出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进一步减少&而这会使之前被计入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失去价值%因此&

工人为了保持与先前循环中价值生产相同的水平&需要用较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个过程永无

止境%价值生产从本质上说是对数量的无限追求%

然而&自然资源在数量上却是有限的%地球上只有这么多的水*森林和石油%但资本家不顾这些&

他们忙于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这要求他们在更少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除了加大对自然资

源的开采&资本家们无法在更少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并认为这就是经济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

结果&自然资源被认为是纯粹的#外部事物$&而不算为生产成本%为了达到价值生产的要求&自然遭到

了随意的破坏%开采和掠夺自然资源的过程与追求价值增殖的冲动一样都是永无止境的%

但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在某一刻达到极限- 不断追求价值增殖与有限的

自然资源会不会在某一刻相冲突- 价值生产的代理人222不管是公司官僚们还是政府官员222不关心

这些%他们所关心的是在给定时间内榨取的价值总量%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家的座右铭是#我死之后&

哪管洪水滔天$&他的话是多么的正确4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任何生态批判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立足于马克思对价值生产的本质的理解%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现代社会环境破坏如此严重的原因&我们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它%当然&采取即使是

最温和的方式&如在日常生活中降低个人消费水平*更好地关心自然环境都是有成效的&但如果不消灭

价值生产系统&我们就无法停止对环境的破坏%这个系统现在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看起来消灭价值生产222当然也包括消灭它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使其不再作为一切社会关系

的中介222是遥远的&甚至是乌托邦的想法%有可能消灭价值生产么- 我认为那些认为如果不消灭价

值生产人类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想法更具有空想性%以价值和交换价值为逻辑基础的系统不顾自

然的限制是一个极度破坏的过程&以至于最终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根基%我们知道&土壤破

坏*污染失控*气候剧烈变化会威胁人类文明%这真的是无限期的吗- 假定这是无限期的是不是具有空

想性- 当然&超越价值生产是很难的%改变世界从来都不容易%但这就是马克思花了
4"

年写作'资本

论(的原因&即为改变世界的努力提供理论上的指引%毫无疑问&只要认真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不能否

认马克思是极度反对价值生产的4 如果说消灭交换价值是#乌托邦的$&那整个马克思主义也是#乌托邦

的$%但是这一主张会遭到很多反对%

不幸的是&即使有些人对资本主义向自然宣战的行为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在面临需要将价值增殖

的冲动指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时&也倾向于回避%福斯特0

TE;;:9

S

X>/7E6

1和克拉克0

T6E77

P;:6*

1在强调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都把自己的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他们的

思想都很有见解%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人类将自然作为对象进

行操纵和破坏的主要原因%他们还认为追求#私人利益$是产生环境危机的唯一原因!

%他们认为私有

财产和追求私人利益都对环境有极大的破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分析没有考虑已经废除私人

利润和私有财产的社会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苏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苏联要对地球上一些

最广泛的环境污染负责222在某些情况下&苏联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许多西欧国家还要大%对地球上

最大内陆海之一的咸海的破坏只是众多例子之一222

0"

世纪
1"

年代以后&苏联抽走咸海大部分的水

进行大量的棉花生产%

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并不仅仅局限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追求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

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也按价值规律运行%因此&他们与自由资本主义一样破坏环境%

三*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构想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价值生产的批判&它虽然是把握当前生态危机根

源最重要的资源&但马克思研究的许多其他方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将简要地介绍其中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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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思的'

!%$$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阐述异化理论时&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引

人注目的构想%马克思强调人的#普遍性$*人的能动性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自然环境做出反应&而且还通

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来改造自然环境%他指出&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是我们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不

仅是出于生理的需要&而且还遵循#美的规律$%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

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

%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的有目的的创造能力为

媒介%但同时&马克思没有提到人类和自然的二重化%虽然人类有一个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类存在&我们

与自然仍然是不可分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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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交

往的&人的身体%$

"然而&异化劳动把人的类存在简化成指向目的的手段%人类的创造性被用来追求物

的价值的增加%异化劳动使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人与他的类存在相异化%结果&我们不再与大自然进

行不断的交往&而这种交往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写道&#自然与人类相分离$%一旦联系人类

实践和自然的纽带被破坏&就有可能将自然看作是与人分离的&看作是一个将要被拥有*占有或者破坏

的异己存在物%

马克思反对自然能够被完全纳入人类主观活动的观念%人的活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及其延伸%人

类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一个社会或人为的存在来超越自然)但自然永远不会成为人类的附属

品&因为人类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

#

%他拒绝任何将自然消解为人的主体性活动的观

点&理由是!#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55将55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

$这对后资

本主义社会的构想有重要启示%人类的实践与自然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不管人类如何努力地克服它&

这个差距还是会存在&应该要理解和接受这个差距%但资本主义否认这一点&因为它将每一事物&包括

自然界的对象物&都归结为占有和消耗%资本主义不顾自然的限制&为满足占有的需要而牺牲其它一切

需要%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资本主义将自然看作是将要被占有*消费和破坏的异类&这的确带给了我

们一个#无生命的*单独的*孤立的$的世界%

!%$$

年马克思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人本主义者&但他的人本主义并不忽视自然的限制%当他认为自

然与人类不可分离时&就意味着他认为不能为了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是因为&人与所有

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

%

%所以他提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是可以相互替换的用

语%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连续交换$的强调肯定以及尊重了自然的限制&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

批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早在
!%$$

年手稿中&人们发现马克思至少已经隐晦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坏的无限$0使

用黑格尔的短语1%在使具体的感性活动从属于一种抽象的支配形式0价值和利润增殖的冲动1的过程

中&资本主义不懈地寻求无限的扩张%你可能会问无限扩张为什么是错的- 当然&如果无限扩张意味着

以人类自身的发展为目的本身&那它并没有什么不对%从来不会有太多的教育&太多的智慧&太多的文

化&太多的友谊&或太多的爱%这些#无限的追求$不会危害自然%但这些与资本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进行

扩张的无限冲动也毫无关系%对利润和价值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一个消费社会的产生&这个社会认为

自然界的资源和原材料都是无限的%但这是一种错觉%

第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再次提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

%人

们不再认为自然具有其内在价值%只有它能够用来换取货币时&它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自然不再

是因其自身而受到尊重&社会#旨在使其听命于人类的需要&不管是使其作为消费对象还是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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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其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自然不再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被神化%它不再被看做奇迹或视为谜%#它破坏了所有的一切55$&

马克思指出这个进程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然而&他绝不是对这个进程毫无批判%

因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是资本要克服一切人为的或自然的障碍以实现其自我扩张的无限动力%资本

不接受有限的限制&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

!

%我认为这是一个洞察资

本逻辑的重要的生态学视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其他地方对此做了展开!

资本是力图超越自己极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

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如果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

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

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

一下子创造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而它是力图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

"

第三&'资本论(第
!

卷中有许多关于自然的重要的论述&进一步扩展了马克思早期的见解%他写

道!#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

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与自

然相互作用的媒介%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脱离或外在于自然的%它不是抽象的#自为存在$%只有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过程中&劳动才是独立于包括自然在内的其他实体的

#自为存在$%这是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才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二重性%通过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使劳动抽象化&抽象劳动作为独立于人的形而上学的超主体存在&因为这是一种异化的劳动

形式%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认为劳动是高于自然的并且可以无视自然%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对#劳动$

的态度是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即抽象劳动的意识形态表现%马克思没有

#神化$劳动%他承认了它的重要性&同时否认它有任何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第四&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甚至更明确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哥达纲领(是拉塞尔派

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合并纲领&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马克思非常反对这一论断%他写道&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

现及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当拉塞尔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赞颂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时&他们无疑认

为他们这样做有益于劳动%但马克思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

超自然的创造力$

$

&因为这给资产者为创造利润压迫工人提供了合理的辩解%此外&应该指出的是&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并没有为劳动增光%只有当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存在时&它才能作为价

值的源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正是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基础&因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质%

马克思不赞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以价值形式呈现出来)相反&他希望通过#自由联合的劳动$来完

全废除价值生产%

这个简要的介绍表明&马克思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当代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宝贵材料%马克思

思想的这一维度被忽视太久了%

四*结语!人类社会呼唤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作品的生态学意义被忽视有一个客观原因%这与他的主要理论作品形

成的具体历史时期有关%马克思写作的时期&资本主义只出现在世界的小部分地区222欧洲与北美%

世界上大多数社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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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产力水平也十分低下%马克思明白生产力水平是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强

调需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结果&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不像要求最大限度地

发展生产力那样重要%

这对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们大多都能理解马克思关于要求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特

别是那些生活在技术较落后地区如俄罗斯和非西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

家的技术非常落后&但他们没有充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他们很少有人重视马克思的价

值理论&并认为仅仅是生产力本身的数量增长就会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热情地拥护现代化并将它视为目的本身&完全忽

视现代化对环境的影响%他们将自然看做是与人分离的并且认为自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当

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但因为他确实强调需要发展生产力&导致他理论的其他方面被忽视%

但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今天不仅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以不破坏人类或

环境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当今大多数生产力的破坏本性%技术的进步走得过远&

为了无限扩张而不顾自然的有限性的做法在生产系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限定了整个世界经济&这

使得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提高生产力而是限制或者消除某一些生产力%大多数生产力都有其破坏本

性&如大量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就可以证明生产力的破坏性%我们再也不能通过简单地复制西方国

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衡量社会的进步%那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甚至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都

需要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重点%

梅扎罗斯0

H/7M:)Cc/Z:6d/

1这样写道!#如果某些可行性过渡策略成功地冲破破坏性的资本主义技

术的社会包容的恶性循环&那么&资本的+生产力,将不会继续投射威胁生存的阴影&而且&相反的是&马

克思通常赞同的解放的物质条件将会得以完成%$

!

当然&极度贫困使人类受尽折磨&所以必须要发展经济%但是我们不能再按照西方社会为人类提供

的发展道路来发展经济%我们必须通过同时消除价值生产来实现经济发展%这样做需要一个不同于目

前存在的发展模式%制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并且在某些方面它才刚刚开始%

但必须制定出这个模式%人类未来的存在很可能取决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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