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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转化应用
邹孟作 罗萍 赵秋霞 吴怡

四川传媒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1745；

摘要：“道法自然”理念，是传统道家哲学理念，其要求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同今天我

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一致。“道法自然”也存在一定局限，应该去粗取精。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道法

自然”的古老智慧被转化为实际行动，以适应时代需求，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平

衡；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确保生态要素良性互动；通过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打击污染行为，强化环保监管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等等。应利用好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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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这一精辟的论述，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

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丰富文化底蕴，也为中国式现代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特别是道家哲学思想中的“道法自然”，为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道家哲学强调顺应自

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与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的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将传统道家哲学思想元

素“道法自然”融入中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故本文试以“道法自然”为视角，

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转化及实践。

1“道法自然”的思想内涵

1.1“道法自然”的内涵溯源

“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最早出现在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
95。何谓“道”？

“道”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超越了人类的认知与感知，

故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2。王

弼云“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型，非其常也，故

不可道，不可名也”
[2]
1，可以说得出看得到的有形事物，

不是“道”的特征，“道”是不可言状的。“道”是无

边无际无影无形却深邃而博大，“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
[1]
16。一言而概之，“道”无声无

息、广阔无边，不受外界影响而改变，循环往复地运行，

是宇宙运行之规则，是天地形成之本源。

何谓“法”，又何谓“自然”？可以回到“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来讨论。汉代河上公注“人

当法地，安静和柔也。种之得五谷，掘之得甘泉，劳而

不怨，有功而不制也。地法天，天湛泊不动，施而不求

报，生长万物，无所收取。天法道，道清静不言，阴行

精气，万物自成也。道性自然，无所法也”
[3]
21。王弼

注云“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

地不违天，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

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
[2]
20。苏辙注言“人不

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一人复

性，则此三者人皆足尽之”
[4]
。吴澄注曰“人者，圣人

也。法者，水平之准，与之平等如一也，人之所以大，

以其得此道而与地一，故曰‘法地’……”
[5]
。至此可

见，河上公、王弼认为“法”指“准则、法则”。苏辙

与吴澄则认为“法”应取“恰似、犹如”之意。

再看所谓“自然”，除“道法自然”外，老子还提

出了“我自然”
[1]
67、“希言自然”

[1]
89、“辅万物之

自然而不敢为”
[1]
253 等，以上“自然”皆不同于今之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大自然，而是一种自然的状态。王弼

言“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词也”
[2]
20。吴澄言“自

然者，无有无名是也”
[5]
。可见“自然”同“道”一般

也是不可名状，无可穷尽的。可见“道”本性乃自然，

河上公亦直言“道性自然”。肖玉峰也指出：自然其实

就是道家之“道”另外一种说法。
[6]
《无能子》则言“所

以太古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和，

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

制……生自驰，死自仆，无夺害之心，无瘗藏之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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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然，遂其天真……。
[7]
2”可见唐朝无能子赋予了“自

然”更加丰富的内涵，他认为“自然”就是万物自然、

和谐地共处。归根到底，“道法自然”其实就是指万事

万物有其相应的运行法则，应该遵循自然而然，找到与

万物相处而不悖的方法。

1.2“道法自然”的局限性

首先，古代“道法自然”理念过分强调“自然而然”

而忽视人类主观能动性，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虽

然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但也可通过努力和创新来改善生

活条件，推动社会进步。其次，如果完全遵循古代“道

法自然”的理念，可能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

社会需要一定的规则和制度来维持秩序，促进合作和交

流。过分强调自然状态，可能会忽视这些必要的社会结

构和制度。最后，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可能导致

道德相对主义，即认为道德标准应该根据自然规律来决

定，而不是基于普遍的伦理原则。这可能会引发道德判

断的混乱，使得一些不道德的行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2“道法自然”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转

化

2.1“道法自然”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点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立足于时代基础。春秋战国

时期权力的角逐与制度的变革使当时的政治社会与自

然环境皆处于剧烈的动荡中。《史记》载“春秋之中，

弑君者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

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8]
”诸侯宴享、狩

猎、征伐、战备、军用、战后掠夺等等对自然环境也造

成了极大危害，《列子》载“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

藉芿燔林，扇赫百里”
[9]
《墨子》载“除城场外，去池

百步，墙垣树木大小俱坏伐，除去之”
[10]
。“道法自然”

的提出是因时人已不能自然，故无能子言“自然而虫之，

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彊分贵贱尊卑

以激其争，彊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俾遂其末而忘其本”
[7]
3。

如今，科技飞速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我们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挑战。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

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在这样的背

景下，道家哲学中的“道法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应对这

些挑战的智慧。它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倡导节制欲望、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至此，“道法自然”的理念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古代哲学思

想，而是转化为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

2.2 对传统“道法自然”思想的扬弃

道可道，道也必须可道，“道”是社会之本质，生

命发展之规律，是精神之追求，是道德之标准,在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中，“道法自然”思想必然要进行扬弃，

继承其合理内核，摒弃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陈旧

观念。前文所言古代的“道法自然”过度强调顺应自然，

而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但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意味着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

础上，人类应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实

现可持续发展。在扬弃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到“道

法自然”思想中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和谦卑态度。这种

态度提醒我们，人类并非自然界的主宰，而是其中的一

部分。

此外，传统“道法自然”思想中还包含了对平衡与

循环的重视。老子言“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认为“道”的运行是循环

往复的，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可以借鉴这一理

念，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

物循环利用。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构建一个既满

足人类发展需求又不破坏自然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2.3“道法自然”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转化

及实践

将“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融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实际行动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以适应时代的需求。首先，应加强绿色的生活方式，促

进绿色的生产方式，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动环境保护

和生态平衡。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

减少浪费，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这些措施，我

们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真正达到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例如在浙江安吉，当地政府秉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道法自然”

的智慧，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通过退耕还林、

水土保持等措施，不仅恢复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还

带动了生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

赢。习近平也指出“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问题”
[11]

其次，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

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

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12]
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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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确保各个生

态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循环。这不仅需要科学规划和

合理布局，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在实践中，

我们应注重生态修复与生态建设相结合，通过生态补偿、

生态移民等措施，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改善了当地居

民的生活条件。同时，加强生态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

及时发现和解决生态问题，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我们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要用最严格的规章制度、法律制度来保护生

态环境。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3]
”这

不仅包括对污染行为的严厉打击，还包括对环境保护的

有力监管，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通

过这些法律手段，我们能够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

护，从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地球。具体来说，

严厉打击污染行为意味着对那些排放有害物质、破坏生

态环境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格的处罚，以遏制其行为。

同时，有力的环保监管则体现在对各类环境指标的持续

监测和评估，确保各项环保政策和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此外，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要求我们在开发和使用资源时，

充分考虑其可持续性，避免过度开发和浪费。科学管理

则强调运用现代科技和管理方法，对自然资源进行高效、

有序的管理，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长期利用。通过这

些综合措施，我们不仅能够保护和改善当前的生态环境，

还能为未来的世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

最后，要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中弘扬正确的“道法自

然”思想，让更多人正确了解和认同新时代“道法自然”

的理念，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

风尚。这不仅需要通过学校教育，让年轻一代在课堂上

系统地学习和理解这一思想，还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文

化活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理念。通过举办

讲座、研讨会、展览等形式，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道

法自然”的深层含义，从而激发他们对这一思想的兴趣

和认同感。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编写相关书籍、制作

纪录片、创作文艺作品等方式，将“道法自然”的理念

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3 结语

“道法自然”理念，作为我国古代智慧的瑰宝，充

分彰显了我们祖先对自然规律的深邃洞察和崇高敬意。

然而，它亦有其时代局限性，我们应秉持科学的态度，

取其精华，去伪存真，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面向未来，深化“道法自然”在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应用，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一

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生态政策，

鼓励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深化国际

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经验与成果，共同守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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