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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文明

孙金华　张国富

[摘　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 、和谐发

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

响 ,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

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 关键 词 ]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5-0561-05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 , 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

这是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三种文明之后提出的第四种文明。 生态文明的提

出是中国共产党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

程中全面认识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 ,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实践意义 ,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 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 全

面实现小康社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提出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文明体系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 ,对文明体系建设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之初 , 中国的国民

生产总值甚至还不及一个发达的亚洲小国 ,人们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 国力不强的现实很难让我们全面兼顾 ,只能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解决。所以 ,最早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随后强调“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从党的“十二

大”到“十五大” ,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党的“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并列 ,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道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目标 , 从而使三个文明同时出现在党的代

表大会的报告中 ,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 是一个重大创新。它是对邓小平“两个文明”理论的深化和丰富 , 是对马克

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进步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开辟了对社会主义文明认识的新境界。

党的“十六大”之后 ,我们在三个文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持续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的同时 , 已

经深刻地感觉到生态环境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 , 生态文明对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发展的制约作

用也凸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文明建设理念上有新的突破。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

刻变化 ,相对过剩的经济替代了过去的短缺经济 ,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的生活 。为此 , 基于物质短缺而引发的社

会问题相对减少 ,而由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则相对较多 , 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尤为突出。据资料显示 ,我国

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 ,由于长江两岸植被遭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1998 年我国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 ,

损失巨大。我国西北 、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天气几十年来愈演愈烈 ,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 8 次 , 70 年代 3 次 , 90 年代 20 多

次 ,从 2000年春天起 ,我国西北东部 、东北西南部 、华北北部多次出现大风扬尘和沙尘暴天气。2004 年 1月至 4 月 , 我国

共出现 11 次沙尘天气过程 , 涉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共 19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 给农业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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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 生存环境的恶化 , 自然资源的短缺 ,严重影响社会的发

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

在统治与被统治 、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 而是相互依存 、和谐共处 、共同促进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 、人与

环境 、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 , 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 ,亦即不能以当代人

的利益为中心 ,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必须讲究生态文明 ,牢固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

明观。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建设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 ,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 ,并把

生态文明纳入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之中 ,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不只是想着创造

当代的政绩 ,还要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着想 。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作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作为党执政的新理念。这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情况的战略选择 。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 ,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二 、生态文明蕴涵着丰富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 , 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 ,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

为着眼点 ,蕴涵着丰富的内涵。生态文明是植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依据唯物史观理论 ,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

除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外 ,还有第三种需要 , 即“生态需要” 。而且 ,这个第三种生态需要是当前十分突出的需要 ,对生态

需要解决的如何 ,直接影响到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需要。“生态”在生态学中被解释为:是生物与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

境在一定空间的统一。依据这种解释 ,所谓“生态”是一个具有动态性 、协调性和无限性的范畴。人类作为高智能的生物

有机体 ,必然不断拓展其生存空间 , 因而人类的这种“生态需要”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复合体。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

不断被扩展和丰富其内涵 ,同样也是具有动态性 、协调性和无限性的特点。人类的第三种“生态需要”与其他两种物质和

精神的需要相比较而言 ,它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从生态需要的性质上 ,它反映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物质上拥有 ,故具

有物质需要的属性;另一方面 , 生态需要还反映了人类对生存环境在精神上喜悦与爽快的满足 , 故具有精神需要的属性。

因此说 ,生态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的组合形式 ,它内在的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和生活品位。 但是 , 在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由于对需要的认识是一种不全面的“二元结构论” ,只看到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 忽视了生态需要 , 结

果造成了人类社会不能整体推进。

第一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 , 人类最早的文明形态是原始的采集文明 , 后发展到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近代的工业文

明。随着文明形态的发展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原始文明时代 ,由于生产力低下 ,

人类的活动尚未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人与自然是平等共生的关系;在农业文明时代 , 人类对自然从被动适应 、

主动反应发展为积极干预 、改造 , 人类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垦和手工业的兴盛也曾对环境造成了局部的破坏 ,但其程度尚

在生态可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工业文明的到来 ,在不到人类历史万分之一的时间里 , 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总和还要多

的物质财富 ,也创造出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与制度。工业文明在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的同时 ,无视自然的价值 , 使原本

充满灵性的有机自然沉沦为机械的 、僵死的被征服与掠夺的对象。大工业带来了高消耗 、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过度消费

的生活方式 ,自然资源被掠夺式地开发 , 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 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因此 ,工业文明必然被

生态文明所代替。

第二 ,从生态文明同其他文明的关系来看 ,生态文明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 没有良好的生

态条件 ,人类既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 , 也不可能有高度的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 ,人类自身就会陷入

最深刻的生存危机。从这种意义上说 ,生态文明创造的生态环境必然为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提供必不可少的

生态基础;另一方面 , 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又分别体现着生态文明的物质 、精神 、制度成果。但在三个文明中 ,

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包容生态文明的全部内涵。因此 ,生态文明与三个文明相提并论 ,四位一体 , 共同支撑起中国文明建

设体系的大厦。

第三 ,从生态文明涉及的内容来看 , 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和利用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 ,通过对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来

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断克服自然生态环境对人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 、精神 、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生态环境 、生态意识和生态制度。

第四 ,从生态文明的文化思想特征上来看 , 生态文明是一个生态文化思想体系 , 它包括生态价值观 、生态道德伦理

观 、生态审美观等内容。生态价值观认为自然整体价值和人类价值同等重要 , 走出了一切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 、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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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安排整个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 , 认识到人类的健康生存和发展与自然有机整体的进化是相互联系和

相互制约的 ,即将人类自身发展融合到自然的普遍的进化过程中去 , 将人的自身价值 、社会价值和自然价值有机结合起

来。生态价值观是实现“利人利自然”的双赢式发展。生态伦理观把伦理道德从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 扩

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将尊重自然看成为一种道德 、一种文明 , 要求人类不仅善待自己 , 更要善待社会 、善待自然。生态

审美观首先承认自然之美 ,认为人对自然的塑造只有遵循生态规律 , 在符合人的天性 、符合自然整体和谐美的创造法则

去塑造才是美的。而生态文明正是生态价值观 、生态道德伦理观 、生态审美观的科学体现。

三 、生态文明理念的现实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 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理念的重要体现。 因

此 ,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第一 ,建设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应该是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 、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 、安

定有序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 , 既强调了社会内部的和谐 ,也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两大和谐 ,即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要解决的基础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

因为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 ,就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 ,就谈不上人与人的和谐。因此 ,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需要我们彻

底扭转长期沿袭的生产生活观念和行为 ,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 ,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 ,建设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证。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建设目标时指出: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

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第 18 页)而在“十七大”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

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 [ 2](第 20 页),并进一步强调“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 可再生能

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 2](第 20

页)。由此可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必须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保障。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

间存在着严重矛盾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的情况下 ,只有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 ,下大力气改善生态环境 , 大力节约各种自然资源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如期实现。

第三 ,建设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 核心是以人为

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2](第 14 页)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发展的发展观 ,是协调发展的发

展观 ,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种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 、

资源 、环境相协调 , 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 保证一代

接一代永续发展。而生态文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生态文明着眼于人类与自然整体协调发展 , 兼顾人类当前与

长远利益 ,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及其可持续地发展。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的” 。而“以人为本”正

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可见 ,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 ,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同

时 ,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强调“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 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互相协调 , 共同进步 , 全面发展。 可

见 ,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都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 ,强调人与自然 、人与人 、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 、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从实际出发 , 着眼于长远 ,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

和措施。

第一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 ,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道德保障。为了防止我们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被破

坏 ,避免生态危机加深 ,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生态文明 , 除采用经济与法律的手段外 , 还必须依赖道德的约束 ,即用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 ,在社会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发挥聪明才智去保护环境

和改善生态 ,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道德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先导。如果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念淡薄 ,建设生态文明的各项措施就难以发挥作用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就难以从根本

上得到遏制。因此 ,要加强生态教育 , 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 不断增强人对于自然的道德责任感 ,养成良

好的“生态德性” 。为此 ,就需要通过以下途径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一是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来传播绿色理念 ,加强生态伦

理教育 ,帮助人们树起崇尚自然 、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 , 唤起人们关爱生物 、善待生命的道德良知 , 重树勤俭节约的传统

美德 ,使人们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 , 树立正确的自然观 、环境价值观和资源观 ,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思想。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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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生态建设理念和知识的培训工作。如做好各级领导干部 、公务员的培训工作 ,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能系统掌握

生态理论知识 ,不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 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真正做到科学决策;做好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 ,向他们讲授生态环保 、清洁生产 、绿色产业等方面的知识 , 培养企业逐步建立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理念和营销理

念等;做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形成全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 , 从而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 ,加强党和政府的生态执政建设。新时期实践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必须从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出发 , 加强生态

执政建设 ,即把生态和生态保护问题作为党和政府领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党

和政府的生态执政建设 ,一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 进一步形成体现

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理论 、观点和政策 ,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政治保障。

二是要提高党 、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执政的素质。党 、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担任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的重

任 ,而生态管理是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大课题 ,党政机关合法地掌握和支配着公共财政和各种资源 , 是构建和

谐社会 、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力量 , 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决定性作用。为此 , 必须加强对各

级党政干部的生态文明教育 ,提高党政干部的生态管理素质和能力。要正确引导各级党政干部学习生态文明建设的基

本知识 ,培养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 , 增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三是各级党政

干部要发动群众 ,做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动员工作。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主体作用的发挥 ,生态文明建设将一

事无成。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 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 , 必须广泛做好社会动员 ,让人

民群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来。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建设

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 , 让人民群众从生态文明建设中体会和认识到自己的利益 , 并自觉地在实践中加以逐步实现[ 3]

(第 80-81页)。

第三 ,加强政策和立法建设 ,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当前 ,我们正面临着发展经济 、消除贫困 、走向富裕和

生态保护的严峻任务 ,要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必须有政策和法律作保障。首先 , 要建立综合决策制度 ,政府有关部门要

把生态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 , 统筹考虑 , 进行综合决策 , 适时出台相关政策 , 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

设。如制定引导生态型项目开发的扶持性政策 ,防止和遏制破坏性经营的约束政策 ,恢复生态植被的资源补偿性政策 ,

以及智力支持的科技投入政策等等 ,真正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保障。其次 , 完善立法 , 加强法律约束机制。尽管目

前我们已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 , 但是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不适应 ,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还

不健全。适应生态建设的需要 ,必须加强环境立法工作 ,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 、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环境保护法律体

系 ,依法防止放纵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和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真正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法律保障。

第四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 建设节约型社会。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 ,就是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 ,遵循生态学规律 , 将清洁生产 、资源综合利用 、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 , 实现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

化 ,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 ,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为此 , 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要开发可

再生性资源 ,在石油煤炭短缺 、资源安全出现问题的今天 ,要大力开发新型的可再生能源 ,在资源能源的利用上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要把发展绿色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 , 要改变一味索取 、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做法 , 把土壤侵蚀的程

度降到最低的程度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三是要重新设计未来的城市。要让城市尽可能回归“自然”状态 , 注

重城市绿地与公园建设 ,并要基于人口增长 、产业布局等因素全面优化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四是建立生态经济 ,改变

不重生态效益只重经济效益的理念。要注重催生新产业 , 淘汰那些高能耗 、高污染的行业。要对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进

行调整 ,协调好企业之间 、产业之间 、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的资源循环利用。建设节约型社会 , 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 、

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 、产业结构 ,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以消除和减少工业生产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五 ,发展绿色科技 ,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保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 人类运用科技改造自然和社会 , 创造了巨

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它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 , 又由于对科学技术应用不当 , 缺乏对科

学技术消极后果的强有力的控制 ,也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对资源能源的浪费。为此 ,必须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作

用的前提下 ,一方面要继续强化再生产科学技术的能力 ,使科学技术获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 , 还要按照生态文明发展

的要求 ,合理规划科技发展的布局与类别 , 确立科技发展的正确走向 , 要把发展高水平的绿色科技放在突出的位置。绿

色科技实质上是能够促进人类长远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 有利于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科学技术。它不仅包括硬件 ,如污染

控制设备 、生态监测仪器以及清洁生产技术 , 还包括软件 ,如具体操作方式和运营方法 ,以及那些旨在保护环境的工作与

活动。因此 ,发展绿色科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

第六 ,树立生态消费理念 , 实现消费模式的转变。人类应改变过去那种高消费 、高享受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方式 ,提倡

·564·



　第 5 期 孙金华等: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消费 ,即提倡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 , 又符合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 , 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 ,又不对生态环境造

成危害的消费观念 ,突出人的精神心理的需要 。长期以来 ,由于对消费和财富的追求 , 从而诱使一些人追求物质享受 , 破

坏了生态平衡 ,造成了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 、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生态消费理念 , 重构新的消费

模式。就目前来看 ,构建生态消费模式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作为消费者要重视环境卫生 , 提倡勤俭节约 , 反

对挥霍浪费 ,选择科学合理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达到资源永续利用 ,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与人类文明的不断

进步。二是作为企业要生产和提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商品 ,引导消费者有意识地选择对环境有利的商品 , 逐步培养和形

成绿色消费行为。三是通过改变产品的制造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消费模式 , 建立可持续的交通模式 、住宅模式 、奢侈品消

费模式 ,等等。四是政府采取必要的手段 , 进行政策干预 ,为建立可持续的生态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保障 , 营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为可持续的生态消费模式的实现创造条件[ 4](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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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limation of Concept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Conserv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Sun Jinhua , Zhang Guofu

(Schoo l of Humanities & Law , H e' nan Ag ricultur al Univ ersity , Zhengzhou 450002 , He' nan , China)

Abstract:In the report of the Seventeenth National People ' s Congress , it puts fo rw ard

“ const ruct ing conservat ion cul ture , basically fo rming indust rial const ruction like saving energy

resources and pro tect ing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 the w ay of increase and pat tern of consumption”.

Proposing conserva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sublimation in CPC' s scientif ic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 tant embodiment of st riving for the happiness for the vast

people.It not only has profound ef fects upon the China' s development , but it is also so lemn promise

w hen the Chinese N ationali ty faces mo re and mo re severe problem o f w orldwide ecological

environment.It must produce long-term and profound effects tow ards China' 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zo ology ;civilization;const 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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