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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
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已有一批博士毕业。
他们已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文章
，也有把论文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
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
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
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
因此名为“技术哲学博士文库”。
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
因此，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
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
也需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仅仅是开始。
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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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尔斯顿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
国内学界还缺乏对罗尔斯顿的理论观点作全面研究，因此，本书以罗尔斯顿整个思想历程为考察对象
，通过追溯其思想的理论渊源，阐释其思想的理论体系，达到对其生态哲学思想全方面的把握，从而
揭示罗尔斯顿的思想在环境伦理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
    罗尔斯顿的思想是在一定的学理背景下产生的，进化论和生态学为其提供了科学背景；浪漫主义的
文化意识和宗教中的环境伦理意识作为文化传统，为其提供了精神养分；近代西方哲学对“人类中心
”的否定及西方有机论自然观和西方伦理文化的应用性变革，为其提供了哲学依据。
    本书梳理了罗尔斯顿的生平及著作，总体概括了其理论思想内涵，探寻其思想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罗尔斯顿从体验自然，以论证生态伦理存在的合理性为逻辑
起点，开始产生其生态哲学思想，构建了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转换通道。
    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叶，罗尔斯顿创建了其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核心——自然价值
论。
他从传统的价值论出发，论证了价值存在的客观性问题，提出价值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价值属性的最
主要特征是它的创造性。
他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拥有客观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中，除了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外，罗尔斯顿创
造性地提出了“系统价值”概念，这三种价值构成一个金字塔形的价值模型。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本主义序列和自然主义序列相结合的价值评价模型。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到现在，罗尔斯顿针对20世纪社会生物学将人类的文化现象还原为生
物现象，进一步追问了价值的起源。
他围绕价值在自然史和人类文化史中的创生与传递，将文化创生同自然创生关联起来，通过自然史和
文化史，特别是在科学、伦理和宗教这三个产生、保存与分配价值的领域，探究了价值的起源，论证
了价值的客观属性，为其自然价值论作了后续性的补充。
    罗尔斯顿不仅从哲学层面阐明了人对大自然的基本态度和义务。
而且把生态哲学理论系统地应用于政策抉择、商业活动和个人生活领域，探讨了生态哲学与现实生活
相互结合的具体途径。
这是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中较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
    在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史中，罗尔斯顿继承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他把利奥波德没有充分论述
的关于自然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生态哲学思想又不是简单地凌驾在人类中心主
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等之上，也不是与它们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而是与它们相
互补充、并行发展的。
罗尔斯顿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生态整体论的环境伦理思想
。
    罗尔斯顿的生态哲学思想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它突破了传统的事实与价值截然两分的观念，
从价值导出道德，将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紧密结合；他创建了系统价值的概念，突破了传统的价值主
客二分性，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将生态哲学理论融入实践，探讨了环境伦理学与现实生
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这为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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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的渊源　　探究一种学说，如果忽视学理背景，那么就丧失了其
发展的内在依据。
因此，要分析和理解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的内容与特质，就必须首先考察它产生和发展的学理背景
。
罗尔斯顿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关于怎样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学问，它逻辑地要求揭示自然观念在科学和
哲学中的演化。
研究现代科学，尤其是进化论、生态学的兴起，以及研究自然观的演进及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对罗
尔斯顿的生态哲学思想来说，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们共同构成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学
理背景。
由此出发，才可能从一种更广阔而深远的学理层面把握和透悟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
　　第一节　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的科学背景　　俄国著名伦理学家科兹洛夫斯基（D.G.Kozlovsky
）认为，要从生态学角度改变现代文明方向所必需的广泛的精神变化背景中去考察环境伦理学。
他把这些变化同今天的生物学知识联系起来，同使现有一切知识变成完整学说的“社会综合”联系起
来，他认为“进化的和生态的伦理学”是评价和指导人类行为所十分必要的。
因此，要探究罗尔斯顿生态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科学背景就不能割舍它与进化论及生态学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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