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文化的历史溯源及当代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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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文化是绿色发展的灵魂，绿色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绿色思想。经过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态实践，新时代绿色文化日臻完善。只有

不断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多途径践行绿色文化的

生态理念，充分发挥学校教育教学的引领作用，让学生成为新时代绿色文化的继承者和接班人，才能更好

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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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绿色环保的关注不断加强，绿色已

经成为一种发展理念和文化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１］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 国 策，像 对 待 生 命 一 样 对 待 生 态 环

境。”［２］绿色文化作为绿色发展的灵魂，浸润、支撑

着人们的生态思想，我们应该 “将绿色文化所包含

的意识观念和价值取向渗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以绿色文化涵养绿色发展，使崇尚绿色、崇

尚 自 然、崇 尚 环 保 成 为 社 会 主 流 价 值、主 流 文

化”［３］方能更好地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一、绿色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绿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 现 象，是 与 生 态 意 识、

环保意识、生命意识等理念共同体现了人类与自然

和谐相处，共进共荣共发展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现象的总和。［４］它

主要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绿色文化的形成具有传承性。文化是人

们在长期社 会 历 史 实 践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一 种 稳 定 状

态，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脱离原有社会文化条件独

立发展。绿色文化作为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观念表达，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绿色文化通

过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推陈出新，形

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新文化。

第二，绿色文化的内容具有时代性。文化具有

社会历史性，不同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不同风貌。虽

然绿色文化最基本的生态属性具有稳定性，但文化

的社会历史性又使绿色文化的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

性。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没有发生恶劣的生态危

机，人类的生态意识只是为了维护人类基本生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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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 生 产 力 发 展，近 代 社 会 以 来 生 态 危 机 频

现，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绿色文化内容也愈

加全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三，绿色文化的存在具有价值性。价值是文

化最基本的属性。绿色文化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５］，

引领社会生态文明新风尚，号召人类社会关注可持

续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

文化的价值性预示着我们应当坚守生态理念的价值

追求、精神支持。伴随生态意识增强，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大力推 进，许 多 学 者 对 绿 色 文 化 进 行 了 研

究，但大部分侧重对绿色文化的内涵、作用、措施

等方面，对 绿 色 文 化 历 史 渊 源 的 研 究 较 少。鉴 于

此，本文拟就绿色文化的历史溯源展开研究，并揭

示其当代意蕴。

二、绿色文化的历史溯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

凭空产生的，而是有一个历史传承过程。绿色文化

也不例外。

（一）传统文化中的绿色文化理念

绿色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

富、朴素的绿色文化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生

产领域要求耕作不违农时，不能过度围猎，更不能

过多损害树木和生物。在法制方面，我国历史上许

多朝代实行护林制度。在思想观念方面，古代先贤

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道德经》中，老子有

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任何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

面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使用自然时，必须考虑

自然的使用限度。在个体生活方面，中国历来有主

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传统美德。

（二）马克思主义中的绿色文化论述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李大钊在 《我的马

克思主义 观》中 介 绍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的 三 大 部

分。毛泽东在 《实践论》中阐述了生产方式对人的

认识的决定性作用，“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

实践活 动，是 决 定 其 他 一 切 活 动 的 东 西。人 的 认

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 活 动”［６］，逐 渐 地 了 解

自然以及 “天人”关系。他在阐明人的认识对实践

的依赖性时，已经看到了人类处于人与自然和人与

社会的关系之中，而这些关系都是人类在谋取物质

资料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把人和动物相区别，强调了

物质生产活动，而 正 是 人 们 在 进 行 物 质 生 产 劳 动

时，产生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且两

对矛盾 相 互 制 约。后 来，马 克 思 根 据 这 一 原 理 在

《资本论》里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对生态的

破坏，主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在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既要看到红色文

化，又要看到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绿色文化。

（三）治国理政中的绿色文化导向

邓小平 的 人 与 自 然 不 平 衡 思 想。在 分 析 国 情

时，邓小平运用人与自然关系原理分析中国的人口

状况、经济状况和资源情况，指出中国人口多、底

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资 源 占 有 量 少。

这些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要控制人口，保

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使人与自然关系保持平衡。

江泽民与可持续发展思想。江泽民主持党和国

家的领导工作后，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在党的十六

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应当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奠定了理论基础。

胡锦涛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

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兼顾政

治、文化、生态乃至社会发展，强调全面、协调和

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我们

党通过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创造了辉煌业绩，但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

大”［７］；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 发 展，必 须 “建 设

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持生态环境

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８］；“循环经济”

应着眼于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９］。

习近平与生态文明思想。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

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 绩，

但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环 境 污 染 严 重。

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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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 设 各 方 面 和 全 过 程。”［１０］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习近平就生态文明发表系列讲话，要求全党同

志真抓实干，整体推进 “五位一体”建设，并专门

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系列实施意见。如，在经济

建设中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毫不折扣地实施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实行最严格的制

度和法律，使资源的使用和保护达到应有标准；加

强环境治理，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使生产、生活

和生态在空间上有所区分，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保护型社会；倡导生态价 值 观，尊 重、顺 应 自 然，

且实施节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让全社会

自觉参与生态环境的整治和保护。

三、绿色文化的当代意蕴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做出新的 历 史 性 论 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 入 了 新 时 代，这 是 我 国 发 展

新的历史 方 位。”［１１］站 在 新 时 代 的 起 点，绿 色 文 化

与时俱进，正迸发出勃勃生机，为持续强化环境治

理、健全生态建设、满足人民需求提供新的绿色指

引，并不断丰富其自身内涵。

（一）新时代绿色文化的时代意蕴

绿色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应有之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了具体阐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重要要求，在坚定不移地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努力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１２］。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坚持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１３］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的绿色文化，对绿色文

化的进一步阐释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更为丰满、全面，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推

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了更为现实的依据。

绿色文化是我国环境资源状况的现实需求。一

方面，我国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有限，尤其是耕地

面积、淡水资源、森林资源、煤炭资源、铁矿资源

等人均占有 量 都 低 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１４］另 一 方 面，

我国在发展初期时，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导致大量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因

此，只有坚持绿色发展，以绿色文化为引领，才能

尽快达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拐点，实现

可持续发展。

绿色文化是新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绿

色引领。生态环境问题，从一定层面上说也是经济

发展模式的问题。要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齐头

并进，一方面要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深刻认识自然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内在

联系和转化渠道，认识到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自然

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的过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经

济社会发展 潜 力 和 后 劲 的 过 程”，［１５］将 绿 色 文 化 践

行于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以节能环保产业、清

洁生产产业、绿 色 金 融 产 品 等 取 代 传 统 的 发 展 模

式，从而实现转型升级，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

来金山银山。另一方面，要借助新兴绿色产业反哺

生态环境，将绿色产业的经济优势转化为低 能 耗、

低排放、低污染的环境优势，让金山银山持续性地

打造绿水青山。

绿色文 化 是 美 丽 中 国 发 展 的 要 求。进 入 新 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山青水绿，离不开天朗气清，离

不开优美的生态环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过

去的 “盼温饱”“求生存”发展为 “盼环保”“求生

态”。［１６］环境优 美 才 能 带 来 生 活 美 好，新 时 代 的 绿

色文化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新诉求，有利于我

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严把生态环境质量

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二）新时代绿色文化的教育启示

习近平强调，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

着人类的未来。［１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绿色文化需要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才能实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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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化，进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卓有成效地展开。学

校教育作为个人受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决

定着个体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

要基地，更是弘扬绿色文化的主课堂、主渠道和主

阵地。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学校教育 的 引 领 作 用，

让学生成为新时代绿色文化的继承者和接班人，是

摆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一要不断汲取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

念。中国优秀传 统 文 化 无 论 在 政 治 和 社 会 制 度 层

面，还是在哲学、伦理、艺术乃至治国理政层面都

富含绿色文化的生态理念，这与当今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精神理念相契合，值得挖掘、继 承 和 弘 扬。

教师应时刻坚守、借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把可

行的实践经验与可持续发展观、绿色生态理念与课

本、教材以及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持续增强学生

的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自然观，提

升生态文化素养，主动探寻社会发展需要的生态保

护模式，全社会共同参与探索绿色生态文明 之 路，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明天。

二要不断加强绿色文化在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

透。教师和学生是绿色文化的宣传者、实践者和监

督者，课堂教学 是 开 展 绿 色 文 化 教 育 最 普 遍 的 途

径。因此，学校教育应充分考虑各学科之间的助推

剂作 用，互 动 共 长，平 衡 发 展，共 同 提 高。一 方

面，各科教学都要体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把绿

色文化教育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相结合，挖掘学科

教材中的绿色文化内容，并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点滴

渗透。另一方面，要寻找学科绿色文化教育的切入

点，必须深刻理解本学科的教学大纲，把握学科的

性质和 特 点，体 现 学 科 生 态 文 明 教 育 的 作 用。因

此，教师要制订符合学科特点并切实可行的 计 划，

使绿色文化教育在学科教学中得到真正体 现。如，

历史学科 “工业革命”内容的教学，可以工业生产

与环境污染问 题 为 切 入 点，渗 透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存、可持续发展等绿色文化理念；政治学科 “基本

国策和发展战略”内容的教学，可以环境资源现状

分析为切入点，渗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生态文

明理念。

三要不断深化绿色文化在校本课程中的开发和

利用。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学生对绿色文化的实际

感悟，不仅要注重课堂理论教学，而且要以社会实

践为平台。校本课程的深入开发和充分利用，是绿

色文化在学 校 教 育 的 又 一 重 要 精 神 源 泉 和 内 在 动

力。这要求教师 在 教 学 工 作 中 应 转 变 传 统 教 学 观

念，开放教学思想，在课堂教学中拓展、提升开展

绿色文化教育的有效性。如，可以让学生对生态文

明进行调查，也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有关生态环境的

探索活动，提升课堂教学的开放性与体验性，帮助

学生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让学生自觉地约束自

身的行为，为倡导生态文明作贡献。

参考文献：

［１］［２］［１１］［１２］［１３］习 近 平 ．党 的 十 八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Ｎ］．２０１７－１０

－１９．
［３］四 川 日 报 评 论 理 论 部 ．以 绿 色 文 化 涵 养 绿 色 发

展———把绿色 作 为 四 川 发 展 的 鲜 明 底 色［Ｎ］．四 川 日 报，

２０１６－９－８．
［４］韩基韬 ．习近平 谈“十 三 五”五 大 发 展 理 念 之 三：绿

色 发 展 篇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ｘｕｅｘｉ／ｎ／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ｃ３８５４７４－２７８０６２１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５］陈丽 ．全力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２０１８－０５－０４．
［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思想年谱［Ｍ］，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５２．
［７］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编 辑 委 员 会 ．胡 锦 涛 文 选（第 二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１６．
［８］［９］［１０］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胡锦涛文选（第

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２８、６２８、６４４．
［１４］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理 论 局 ．全 面 小 康 热 点 面 对

面———理论热点面对面［Ｍ］，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６．
［１５］［１６］李干 杰 ．坚 持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Ｊ］．求 是，

２０１７（２４）：２２、２１．
［１７］赵婀娜 ．清华大学苏 世 民 学 者 项 目 在 京 启 动［Ｎ］．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３－０４－２２．

９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