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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的生态逻辑: 问题本质与伦理自觉
*

陈 忠＊＊

【摘要】我们正在进入城市社会，生态意识是城市与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但生态不等于自然，生态性不等于自然性。
客 － 客关系、主 － 客关系、主 － 主关系、主体自身关系，是生态关系的基本内容。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具有深刻的城

市性。伴随城市社会的推进、城市化所导致的综合失序，人们日益认识到，所有的涉人关系、非涉人关系都是复杂性、
互动性、多样性、变动性的统一，都具有生态性。城市是多重涉人关系、全面生态关系的感性节点，不合理、缺少伦

理反思的城市化是导致诸多涉人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转换城市发展方式，推进城市生活的伦理化，对解决包括自然

环境等问题在内的所有生态问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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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是文明转换的重要趋势，我们正在

进入城市社会，生态意识是当代城市与社会理论

的重要构成。一方面，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凸现标

示着城市与社会理论的深化; 另一方面，生态意

识的问题与不足，也说明当代城市与社会理论有

待进一步完善。关于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当代

城市与社会理论面临一些基础性问题: 生态是否

就是自然; 生态性是否就是自然性; 生态性的特

点是什么; 生态性是否是世界关系、涉人关系的

基本特征; 如何理解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生成

时代、演变场域、转换方向。我们认为，结合城

市史、文明史，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角

度，反思、确认生态问题、生态意识的城市性、
历史性，对树立更为全面的生态意识、营建更为

合理的生态关系、推进城市社会的合理可持续，

具有基础意义。

一、生态意识与城市研究

霍华德是现代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重要起点人

物，生态意识的自觉是霍华德城市理论的一个重

要特点。为了同时性地解决城市中的高物价、高

地租、交通拥挤、空间污染等问题，以及乡村的

停滞、衰落、环境恶化等问题，霍华德提出了一

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建设新思路。霍华德主张营建

一种兼具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社会城

市、生态城市。他认为 “城市与乡村必须成婚，

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
新的文明”。①霍华德的生态意识主要有三方面内

容。其一，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是田园城市、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点。“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

本应兼而有之。”②理想的城市是人们可以享有城

市的一切优越性，“然而乡村所有的清新乐趣

———田野、灌木丛、林地———通过步行或骑马瞬

时即可享用”③。其二，交织在自然中又彼此联

通的适度城市，是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形式。“城

市一定要增长，但其增长要遵循如下原则———这

种增长将不降低或破坏，而是永远有助于提高城

市的社会机遇、美丽和方便。”④为了方便人们同

时获得社会与自然的优点，城市的规模不宜过

大，不同城市之间的距离也不宜太近或太远。其

三，城市各阶层主体的互惠行动，是达至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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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城市的重要路径。霍华德认为城市问题是所

有城市相关主体共同造成的，也需要并可以通过

大家的协作予以解决。“把目前社会的可悲状态

全部归咎于人类的单一阶级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么?”① “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改革天性; 每个

人都有一些对其同伴的尊重。”② 通过建立公平

的体制，完全可以营建兼具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田

园城市。
格迪斯是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重要节点式人

物。作为“进化城市”的倡导者，格迪斯的城市

观的生态意识既来源作为生物学家的专业背景，

更来源于对城市发展、城市问题的观察与反思。
格迪斯的生态意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自

然所内涵的深层秩序，是人们获得解决城市问题

自信的重要基础。面对不断严重的城市问题，不

少人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但格迪斯对解

决城市问题、优化城市生态充满信心，认为 “信

心在于大自然的秩序方面……只要我们改善环

境，激发功能，大自然一定能重新给我们以健康

和美丽———重新复兴，必将超越过去的最高纪

录”③。其二，诸多城市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问

题，不能孤立地解决，而是需要厘清不同城市问

题之间的有机关联，并寻找系统的解决之道。城

市问题“不应被个别地、过于专业化地处理，它

们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不可分离。”④

其三，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生态，应建构以不同

的地理生态等差异为基础的城市个性。“每一个

真正的城市设计，每一项正当的规划方案，应当

且必须体现出对当地及区域条件的充分利用，展

示当地的和区域性的个性。”⑤ 其四，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是城市生态的重要内容，解决城市问

题、建构更美好城市的重要基础是恢复、回归城

市主体的社会性、公共性。以个体为本体的功利

主义是造成城市问题的重要原因。“城市的进化

和人的进化必须同步前进。”⑥ “人类伙伴与互助

关系的理性回归，能重新点燃信仰的精神; 在我

们正在进行的城市重建中，公民关系的复兴将开

辟一个社会及政治进化的新时代。”⑦

一方面，格迪斯的“进化城市”同霍华德的

“田园城市”一脉相承。霍华德的 “拥有新技术

秩序，以电力、卫生、艺术为特征，拥有高效和

美丽的城市规划以及相关的农村发展，拥有社会

合作和有效愿望的相应提升”等观点，是格迪斯

“所坚持的主要论点”。⑧ 另一方面，格迪斯的城

市观又与霍华德有重要不同。霍华德侧重于探索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生态等原则在新的地点营建新

的城镇，而格迪斯则侧重于探索如何按照生态等

原则复兴、重构、发展已有的城市; 霍华德更注

重城市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及其调整，而格迪斯则

更为注重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合理

化。也就是说，同为生态意识，霍华德的相对狭

义，其“生态”更多地具有自然性; 格迪斯的则

相对广义，其“生态”更多地具有属人性。
芒福德是现代人文主义城市观的集大成者。

作为“文化城市”的倡导者，芒福德的生态意识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他反对以机械的眼光

看待城市，主张以生命与生物的生态性眼光看待

城市。“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方式如今已经化育出

一个生物技术时代。而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机

械文明的种种成就则是仰赖机械秩序所建立的;

所以，与当今的生物 － 技术时代对照而言，机械

秩序的局限就大得多了。”⑨ 其二，他认为现代

城市的最大问题，是城市偏离了其全面的生态、
生命本性，而成为一个片面的经济、欲望或政治

存在。“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

的功能。”城市越发展，越需要确认城市的生态、
生命本性。“迫切需要的革新并不是物质设备方

面的扩大和完善……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

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瑏瑠

其三，主张以一种更为全面系统地生态性方案解

决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城市的改进绝非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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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方面的改革。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

项更重大的任务: 重新建造人类文明。我们必须

改变人类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夺性的内容”，而

努力“创造一种有效的共生模式”、 “一个相互

合作的模式”。①

比较芒福德与格迪斯可以看到，格迪斯更为

关注城市的复兴，对解决城市问题的前景也更为

乐观，立足于一种对生态的信心来考察城市，其

城市观的总体基调是乐观的; 而芒福德更为注重

对城市的批判，更多地看到了城市发展的问题，

其城市观更多地带有一些悲观色彩。在文化与生

态的关系上，生物学家出身的格迪斯更强调城市

的人文性，而作为《城市文化》作者的芒福德却

更为强调城市的生物性。比如，芒福德就将城市

的专业分化现象比作一种昆虫式的生物学现象:

“城市因而在一个相当早的时期便重现了昆虫世

界中的多形现象: 它以社会手段实现了昆虫社会

赖以整体的生理分化。”②

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是人文主义城市观

的三个代表人物。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格

迪斯的 “进化城市”，再到芒福德的 “文化城

市”，三位城市学家对城市、生态的理解各有不

同，但用生态的眼光看城市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而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的生态意识之所以产

生，又源于城市发展中诸多关系性问题的刺激与

激发。没有城市本身的发展，没有城市关系的复

杂化、问题化，生态意识可能不会成为城市研究

的显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意识是

一种城市意识。确认生态问题、生态意识的社会

性、城市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与实践意义。

二、生态问题与城市革命

自然、社会、人自身都是一种有机、全面、
变迁的关系性存在，即一种生态性存在。人作为

关系存在的重要特殊性在于人可以对各种关系有

自觉的反思、改变与建构。虽然，早期人类对关

系的生态性已经有一定的体悟，但是只有在社会

发展、人类文明推进到一定的阶段，特别是城市

革命以后，在客 － 客关系、主 － 客关系、主 － 主

关系、主体内部关系等，因为人的干预出现了较

为严重的问题、成为一种日常性的挑战时，人们

的生态意识才真正崛起、逐步成熟。城市是多重

涉人关系、全面生态关系的感性节点、空间场

域; 生态问题是一种城市问题，生态意识是一种

城市意识; 生态问题、生态意识是一种以城市为

语境和场域的关系问题、关系意识。全面的生态

意识既不是乡村情感、乡村意识，也不是自然情

感、自然意识，而是一种城市情感、城市意识，

是一种由社会发展加速与城市问题突现所激发的

社会批判与营建意识、城市批判与营建意识。
以农业为基础的第一次城市革命象征着人类

文明的真正开始，也标示着人类开始全面遭遇生

态性问题。“大约在 6000 年前，世界上出现了最

早的城市，这些城市很快又成为各地的政治和经

济中心。事实上，自从城市出现以后，整个世界

和人类一步一步地被纳入到围绕城市所组成的复

杂社会的影响之下。”③ “在公元前 3500 年到前

500 年，世界 上 的 很 多 地 方，包 括 美 索 不 达 米

亚、埃及、印度北部、中国、中美洲以及安第斯

山脉中部都独立发展了复杂社会。”④ 城市社会

之所以被称为复杂性社会，是因为以城市为节

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

的关系等开始全面展开、复杂纠缠。人类开始进

入一种由复杂的客 － 客关系、主 － 客关系、主 －
主关系、主体自身关系构成的生态性关系状态。
一方面，同过去的小规模社会相比，人们生产出

多样的产品，营建起多样的空间，建构起多样的

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宗教等系统;

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遭遇比小规模社会更为复

杂、严重的自然、环境、社会、自我等问题。成

就与问题的日常性交织，激发人们开始全面反思

自然、社会、自我等复杂关系的生态本性。第一

次城市革命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正是在这个

时期，苏格拉底、孔子等思想家对自然、环境、
社会、自我等关系进行了思考，成为人类早期生

态意识的重要代表。以农业革命为基础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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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革命开启了人类的前现代城市社会，这个时

期是人类完整生态意识的生成期。
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到 20 世纪初，以商业革

命、工业革命为基础和动力，人类文明进入近

代。近代的重要空间特征是发生了第二次城市革

命，兴起了诸多商业城市特别是工业城市。以近

代城市为空间和载体，人类文明跃上新的台阶，

也进入新的人为丛林阶段。由于人的干预，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都获得了新进

展，也遭遇了新问题。化石能源、大型机器、专

业分工、科学管理、近代科技等，为人类创造、
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效率，也使人类遭遇前

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新冲突。人与自然的

关系因为人的活动开始全面恶化; 人口的大量增

加、不断聚集、阶层分化，使社会关系前所未来

的复杂化; 人自身的肉体与精神，在获得更多享

受与舒适的同时，也开始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痛

苦。在成就与问题张力不断加大的语境下，人们

开始对世界关系、涉人关系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

干预、专业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的专业分化日益精细，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诸多

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精神科学理论等

不断诞生，都说明在这个新的城市时代，人们对

各类复杂关系的认识开始走向专业化、系统化。
人们日益认识到，所有的涉人关系、非涉人关系

都具有生态性，都是复杂性、互动性、多样性、
变动性等的统一。以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为载体

的第二次城市革命时期，是各类复杂关系之生态

性全面展开 ( 全面进展与全面恶化相统一) 的时

代，也是人类的完整生态意识、生态思维开始系

统自觉的时代。
20 世纪后期，以信息、生物、能源、建筑

等新兴科技为标志，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这个

阶段的重要空间特点是出现了世界性的城市新建

与城市更新，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城市革命。列菲

弗尔用“城市社会” ( urban society) 概括这个新

的文明阶段。20 世纪后期以来城市社会的特点

不仅表现为人口的城市化率超过 50%，表现为城

市数量的增长、体量的增大、结构的复杂，还表

现为以城市为载体人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均发生了深刻

的改变，整个世界成为一种以城市为轴心的复杂

生态。正如芒福德在 《城市发展史》中所描绘

的: “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象

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 本书结尾则描述了一个

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成

为一座城市。”① 一方面，各类技术的不断进步，

使这个城市世界似乎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稳定、
可控、安全、繁荣的人化世界，人类似乎可以在

这个城市世界永享幸福。另一方面，这个全面的

人化的城市世界，又不断遭遇更为严重的环境恶

化、社会分裂、精神危机等问题，其风险性、脆

弱性似乎也在不断增强。人们在宏观、中观、微

观层面都日益面临、遭遇比农业城市、工业城市

时代更为复杂多样、相互纠结、变化加速的关

系。能否实现生态意识的新自觉，对城市世界的

良性可持续运行具有基础意义。
前现代城市 ( 农业城市) 、近现代城市 ( 工

商业城市 ) 、当代城市 ( 后 工 业 城 市、城 市 世

界) ，是人类文明空间转换、城市革命的三个阶

段。与此相契合，人类的生态意识也相应走过了

三个阶段。农业革命与农业城市时期，是生态意

识开始生成的阶段，人们开始遭遇自然、社会、
自身等关系，开始全面反思这些关系的复杂性、
相关性。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与工商业城市时

期，是生态意识全面推进的阶段，人们开始遭遇

由于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大量的、日常性的自

然、环境、社会、自我等问题，也开始开启、遭

遇比农业城市时期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复杂关

系，开始对世界关系的生态性进行更为深刻、专

业研究和把握。后工业革命与城市世界阶段，也

就是当代，是生态意识需要新的全面自觉的时

代，人们日益创造并遭遇比前现代、近现代城市

革命时期更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比以往任何

时期都更兼具全球性、区域性与身体性、多样

性、复杂性、易动性。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城

市、城市群、城市区域为空间和节点，全球、区

域、个体，自然、社会、自身，科学、文化、宗

教等，所有的关系日益深刻的关联、纠结在一

起。这就要求人们树立更为全面的关系思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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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关系进行更为自觉的生态反思、生态关

照、生态营建。

三、生态社会与城市伦理

生态战略已经成为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

略。但人们往往认为生态就是自然，生态意识就

是自然意识、环境意识，建设生态社会、生态城

市，就是在城市的营建与更新中注重对植物、水

系等自然要素、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引入。如此理

解生态战略有其价值，也有其问题。其价值在

于，注重对自然的保护、注重引入自然因素，确

实有利于城市社会的环境改善; 其问题在于，把

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把生态等同于自然，在理

论上会遮蔽生态性的丰富内涵、能指意义，在实

践中会遮蔽了生态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探索更

为全面的环境问题解决之道，良性可持续城市社

会的营建之道。
客 － 客关系、主 － 客关系、主 － 主关系、主

体自身关系，是生态关系的基本内容。人们之所

以倾向于用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源于自然在

本体论层面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先在性，以及自

然在方法论层面上相对于人而言的可感受性、易

见性。我们不必否定、拒绝并可以继续用自然来

象征、标示生态，也应该继续把自然环境的改善

作为城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也不能因此

就把生态等同于自然，把生态性等同于自然性。
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认为，即使对于自然本身特

别是涉人的自然，也需要从更为宏观的整体性、
生态性、有机性来理解，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相对晦涩，却以特定的方

式深刻揭示了自然的非孤立、生态本性。在黑格

尔看来，并不存在孤立的自然，需要以整体、过

程、有体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态思维来理

解自然。“研究自然就是精神在自然内的解放”，

“自然自在地就是理性，但是只有通过精神，理

性才会作为理性，经过自然而达到实存”。① “自

然必须看作是由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②

可以看到，一方面，黑格尔从理性出发理解自

然，明显带有现代性上升期的特征，充盈着人的

主体性自信; 另一方面，黑格尔又以逻辑的力量

深刻揭示了自然的非孤立性、生态性，揭示了

人、自然、社会及相互之间关系的整体性、有机

体、互联性、变动性。
在《自然的终结》的作者看来，现代技术文

明已经实质性地终结了没有人工干预的纯自然。
“我们至少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终结了为我们所界

定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自然。”③ “我

们生活在一个后自然的社会里。”④ “我们使自然

丧失了它固有的独立性，这使自然在根本上失去

了它的意义。”⑤ 虽然，自然可以成为我们的一

种乡愁，“自然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嗜好”⑥，但

我们已经实质性的无法回归到前城市文明的那种

自然。
生态问题、生态意识在本质上具有城市性。

解决环境问题，建构生态型社会，需要转换城市

发展方式，需要以全面的生态观为基础，推进城

市理念、制度、生活的全面伦理化。所谓伦理，

就是事物的内在关系本性，就是一种良性可持续

的关系; 所谓伦理化，就是人们把对世界、对涉

人关系本性的自觉把握内化于人与社会的理念与

心性、制度与行为。“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

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

神，而且它只有作为精神本质上才是伦理的。”⑦

全面的生态观，既需要内化于城市理念、城市心

性，也需要内化于城市制度、城市行动。
其一，建构具有“敬畏伦理”底蕴的城市理

念。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都对城市的生态性

进行了有益探索，但问题在于，由于时代的局

限，他们或者把生态主要作为一种自然有机体看

待 ( 霍华德) ，或者把生态主要作为一种社会有

机体来看待 ( 格迪斯) ，或者用一种倒退的眼光

看来城市发展 ( 芒福德) ，都没有真正用一种整

体、涉人、可持续的生态意识来看待城市。我们

1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 黑格尔: 《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北京: 商务

印书馆，1980 年，第 18、19 页。
同上，第 28 页。
［美］ 比尔·麦克基本: 《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1 页。
同上，第 56 页。
同上，第 55 页。
同上，第 65 页。
［德］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8 页。



《现代哲学》2016 年第 6 期

认为，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的空间化聚集，是

天、地、人，自然、社会、身体，空间、社会、
文化等要素和系统复杂互动的高复杂涉人生态

体。城市的良性运行，需要所有相关要素、系统

的总体和谐、有机统一。任何一个要素及系统的

问题，都可能成为导致城市社会整体危机的起

因，可能导致城市世界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这样，在城市发展中就需要确立一种以敬畏为底

蕴的城市伦理，一种内含自然敬畏、社会敬畏、
身体敬畏等内容的综合性的生态敬畏为基础的城

市伦理。缺少这种综合性生态敬畏，是导致当代

城市社会环境破坏、社会冲突等问题加剧的重要

原因。
其二，建构具有“有限伦理”底蕴的城市进

路。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是一种生命有机体，

一种复杂的有序多样性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逐步从有序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这

种有序复杂有机体充满了很多未经检验的关系，

但显然这些关系不仅互为关联，而且完全可以被

理解。”①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复杂多因素的有

机生态，与城市相关的所有要素及系统既有其内

在秩序，也有其承受变化的限度，如果对因素、
系统的干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导致要素甚

至整个机体的危机和失序。在不断进步的技术支

撑下，我们往往以一种无限干预的思路推进城市

与社会发展，并集体无意识地认为天、地、人等

生态都是无限可改变的，即自然无限可掠夺、资

源无限可替代、人的需要无限可膨胀、人的能力

无限可增长。在这样一种无限伦理的支配下，城

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将聚集巨大的风险。建构以

“有限伦理” ( 充分考虑自身及对象有限性的伦

理) 为底蕴的城市进路，对于城市社会的良性可

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建构具有“自控伦理”底蕴的城市心

性。人创造城市，城市也创造人。在主体性与城

市性的双向建构中，人作为主体需要不断调适自

身的城市心性，以建构可持续的城市生活。反思

城市史与文明进程，迄今为止，城市化主要是沿

着人不断扩张自身的主体性这个轴心进行。在全

球资源总体稀缺、世界人口不断增加、世界城市

化率不断提升的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下，这样一种

进路需要转换。所谓文明的进步，所谓主体性的

成熟，不仅意味着主体性的扩张，也意味着主体

性的内敛与自控; 不仅意味着主体的外向拓殖，

也意味着主体的内向教化; 不仅意味着人对世界

的改造与控制，也意味着人对自身的修剪与控

制。营建具有“自控伦理”底蕴的城市心性，树

立简约、简单、平和、自控的城市生活，对于城

市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具有根本意义。
总之，生态意识是一种以城市为语境，由城

市发展、城市问题所激发的特定的反映城市、反

思城市、批判城市、营建城市的城市性情绪、城

市性情感、城市性思维。生态意识具有深刻、深

层的城市性，是一种深刻的城市意识。不合理、
缺少伦理反思的城市化是导致生态关系恶化的重

要原因。没有城市发展方式的调整，没有城市生

活的伦理化，也就没有包括自然环境等问题在内

的所有生态问题的解决。

(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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