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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学新发展 》 ： 解读 、

评析与思考

沈清基 王玲慧

提 要 简要介绍 了 《城市 生 态 学新发

展 》 的结构和 内 容 ， 对该著作的主要观点

从城市 生态 学界定与 研究 目 标 、 城市生 态

学理论的构成 因 素及基础 、 城市 生 态学研

究议题 、 城市 生 态 学 面临 的挑战 、 促进城

市生态 学研究 的 若干途径 、 表征城市生 态

系统的要素等方 面进行 了 解读 、 归 纳与 分

析 。 并从 问 题——批评——建构 、 人 系

概念群——人学
——人类 生 态 学 、 城 市

生 态 学
城 乡 生 态 学

人居 生 态 学

三个方 面展开 了 相 关思考 Ｃ

关键词《城 市 生 态 学新发展 》 ；
主要

观点
； 解读与 评析 ；

思考 与 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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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学新发展 ： 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与生态过程的一体化整合 》 （ 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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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是由时任％盛顿大学城市设计和规划 系

教授 、 华盛顿大学城市生态研究实验室主任 、 华盛顿大学城市设计和规划跨学科博

士计划主管 、 华盛顿大学
“

地球倡议
”

执行委员会成员 Ｍａｒｉ ｎａＡ ｌｂｅ ｒ ｔ ｉ 所著 。 该书对

城市生态学从人类与生态系统进化的 角 度进行界定 ， 提 出 了研究城市生态 系统的
“

混合性
”

理论 （ ｈｙ
ｂｒｉｄ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

ｙ ） 和 合成 （ 整 合 ） 方法 （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ｔｉｎ

ｇ
ｍｅｔｈ？

ｏｄ ）＇对城市生态学与城市生态系统的未来等重要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对于我

国生态文明进程中 的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 下文笔者将对该书

的若干主要内容作一介绍和评析 ， 并对引起笔者的思考和启示展开讨论 。

１《城市生态学新发展 》 的结构认知

作者简介

沈清基 ， 同 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 ， 高 密

度人居环境 生 态 与 节 能教 育 部 重 点

实验 室
，
教授 ， 溥导 ，

ｓ
ｑｊ ｊ

５６ ８ ８＠  １ ２６ ． ｒ 〇ｍ

王玲慧 ， 博士 ，
上海市城市 建设档案馆 ， 馆长

该书共 １ ０章 ， 分别为 ： 第 Ｉ 章城市生态系统 ； 第 ２ 章人类作为生态 系统的一个组

成部分 ； 第 ３ 章城市格局和生态 系统功能 ； 第 ４ 章景观特征 ； 第 ５ 章水文过程 ； 第 ６

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第 ７ 章大气过程 ； 第 ８ 章种群和群落动态 ； 第 ９ 章城市生态系

统的未来 ； 第 １ ０章城市生态学 ：

一个多学科综合体 。

根据内容及结构关系 ， 笔者将该书的 丨 〇章分成三个部分。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上海近代城市生态环境史研究 （ １ ８４３
—

１ ９４９ ）
： 时空演变 ， 模式

识别与机理表征
”

（ ５ １ ７７８４ ３ ５ ） 资助 ；
上海市 ２０ １ ７年度

“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

课题
“

超大城

市韧性的理论体系与提升技术
”

（ １ ７ＤＺ １ ２０３ ２００ ） 资助 ； Ｎ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气候适

应性城市风险管理评估与治理对策研究
”

Ｕ ７ ＡＺ Ｉ ）０ Ｉ Ｉ ）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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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 第 １ 章到第 ３章 ， 分别研

究
“

城市生态系统
”

、

“

人类生态系统
”

、

“

城市格局及功能
”

三个方面 。 主要内容

含 ： 其一 ， 从生态系统角度阐述城市系

统的驱动力 、 复杂性 、 涌现性 、 自组织

性和弹性 ， 阐述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组

成部分之一对聚落格局演进带来的影

响 ， 分析城市格局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

系 。 其二 ， 介绍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模

拟的各种模型的原理和应用 。 这些模型

主要包括 ： ①城市模型 ， 含重力和最大

熵模型 、 基于市场的经济模型 、 离散选

择模型 、 基于数学规划的模型 、 投人－产

出模型 、 微观模型 ， 等 。 ②景观生态学

模型 ， 含空间随机模型 、 基于过程的模

型 、 斑块动态模型 ， 等 。 ③基于主体的

分层模型 。 并介绍 了土地使用和土地覆

盖变化模拟 。 其三 ， 从净初级生产力 、

水文功能 、 养分循环 、 生物多样性 、 干

扰机制等方面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格

局 、 过程和功能 ， 阐述生态系统与人类

系统 中 的功能 、 过程和格局之间 的关

系 ， 提出 了耦合功能 、 过程和格局的城

市生态系统的集成框架 。 并对美国位于

美国太平洋西北区的普吉特海湾 （ 面积

达 １６４２ｋｍ＼ 周边地区集中 了华盛顿州

九大城市中的六个 ） 案例展开了实证研

究 。

第二部分 ： 第 ４到第 ８章 ， 从若干物

质要素层面 （ 主要为景观过程 、 水文过

程 、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 大气过程 、 种

群和群落动态等 ） 展开城市生态系统的

具体研究 ， 有大量的对城市生态过程的

各种分析方法的介绍和辨析 。 以城市景

观过程 （第 ４章 ） 为例 ， 该章包括 ： 城

市景观特征分析的梯度 、 斑块 、 网络和

层级方法 ； 城市景观特征描述指标如形

态 、 密度 、 异质性和连通性等的归纳分

析内容 。 此外 ， 该章还提出 了
“

城市梯

度假设
”

、

“

城市景观格局的四个维度
”

、

“

景现构成和景观格局指标
”

等重要学术

观点及成果 ， 并进行了普吉特海湾地区

实证研究 。

第三部分 ： 第 ９章到第 丨 ０章 。 在第

９章中 ， 《新发展》 将复杂性 、 时空异质

性 、 阈值－非连续性－意外性 、 可预测性

作为未来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特性 ， 深

入探讨了这些特性的分析研究方法 ， 提

出 了系统性的学术观点 。 包括 ： 城市化

与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功能关系的概念

模型 ； 城市化与城市功能－人类功能关系

的概念模型 ； 气候变化与技术革新背景

下城市水文功能与基础设施多情景响应

假设 ； 城市规划 和城市管理应对复杂

性 、 不确定性和异质性的六条原则 。 在

第 １ ０章 ， 《新发展 》 明确地指出 了将城

市生态学视为一个多学科综合体的必要

性及可行性 ， 提出 了描述城市生态系统

特征的八个要素 ， 论述了城市综合体研

究的五个重要议题 ， 指出 了城市生态学

研究的 四个重要命题 ， 分析了城市作为

人类－

自 然稱合系统所具备的六种涵义 。

从而 ， 建构了城市生态学及城市生态系

统的理论框架与学术范式 。

２主要观点解读 、 归纳与分析

２ ． １ 城市生态学界定与研究 目标

《新发展》 提出 了对城市生态学的界

定 ， 认为 ， 城市生态学是研究在城市化

地区人类和生态系统共同演化方式的学

科 。 从城市生态学的研究视角 ， 《新发

展》 认为 ： 城市生态学是对人类４态系

统的协同进化进行研究 ， 而不是分别地

研究人类栖居地和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

统。 《新发展》 明确指出 ， 应发展一种以

揭示控制城市生态系统的潜在机理为 目

标且具有机理属性的城市生态学 ； 城市

生态学对一般性原理的追求需要一个揭

示城市景观底层结构和控制功能的机制

的统一性框架。 这里 ， 《新发展》 在城市

生态学定义中对机制的重视与相关学者

对生态学定义中对机制的重视具有内在

的一致性
＊
。

２ ．２ 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构成因索及基础

关于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构成因素 ，

《新发展》 指出 ， 需要一种介于城市理论

和生态理论之间的
“

混合的
”

城市生态

学的理论 。 关于城市生态学理论基础 ，

《新发展》 指出 ， 为了探讨并解决控制城

市生态系统行为机制的相关问题 ， 城市

生态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来 自 多学科的多

元化概念的基础之上 ， 为此 ， 需要一个

新的跨学科的综合体 。 而要形成这样一

个学科综合体 ， 需要六个重要步骤才能

实现 ， 包括 ： 达成共识 ； 确定 系 列 指

标 ； 合理判断 ； 揭示机制 ； 设计模型 ；

学科的实践应用 。

２ ．３ 城市生态学研究议題

《新发展 》 从人类 －生态耦合系统的

进化 、 城市景观的轨迹 、 景观格局的影

响 、 城市规划的整合等四个方面提出 了

城市生态学的研究议题 （表 １ ＞ 。

２ ．４ 城市生态学面临的挑战

《新发展》 从五个方面归纳了城市生

态学面临的挑战 。 其一 ， 在理论方面 ，

城市生态学面临 的挑战是考虑如何建设

兼顾人类存在因素的调节生物多样性机

制的理论 ， 同时也要解决一些长期存在

且无法解释的观察与生态理论之间 的矛

盾 。 其二 ， 在解释力方面 ， 城市生态学

面临的 战为如何应用一系列可验证的

假设明确 阐明生态学理论与城市生态系

统观察数据之间的差异 ， 以获得城市生

态 系统是如何运行的清晰及深刻 的认

识 。 其三 ， 在城市化地区的空间范畴方

面 ， 城市生态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城

市化地区建立将格局与过程联系在一起

的假设。 其四 ， 在指标方面 ， 城市生态

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开发与社会经济和

生态过程相关联的 、 可表达格局特点的

指标 ，
以便对社会经济和生态过程之间

的反馈机制进行探索 。 其五 ， 对生态学

家和城市规划师而言 ， 他们面临的挑战

是设法解决如下关键问题——怎样才能

使城市生态系统的人类功能和生态功能

处于最佳的均衡状态 ？ 笔者以为 ， 学科

挑战与机遇并存 ， 学科通过直面挑战并

予以解决 ， 可极大促进学科的发展 ；
而

作为学科的主体之一的学者对学科挑战

的清晰认知 ， 无疑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

重要因素 。

２ ．５ 促进城市生态学研究的若干途径

对促进学科研究水平途径 的 明确

认知 ， 是提升学科生命力的重要方面之

一

。 《新发展》 明确提出 了促进城市生态

学研究的若干途径 （表 ２ ） ， 具有重要的

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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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城市生态学研究议题及分析
Ｔａｂ ． ｌＲ ｅｓｅ ａｒｃｈ ｔｏｐ ｉ ｃ ａｎｄ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ｓｏｆ 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ｏ

ｇｙ

议 題 内容与特征 分析

人 类 －生态耦合 系统

是如何进化才产生 了

我们在城市景观中所

见到的涌现格局 ？

原因假设 ： 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观格局与城市生态系统的不寻常的

状态相关联

格局描述 ： 高度的土地覆盖与低度的土地覆盖 、聚集发展与分散

发展 、专门化土地使用与混合土地使用 ， 以及高水平城市基础设施

与低水平城市基础设施是常见的城市景观中的几种

特色格局 与特色景

现有关

出线性 、 闹值 ．非连续

性和路径依赖将城市

景观的不同 的轨迹解

释成什么 ？

非线性 系统的界定 ： 如果在整个输入范围 内 ，

一

个系统的输出与

它的输人是不成比例的 ， 那么 ，这
一

系统可以被认为是非线性系统

录观变化原因 ： 景观变化可能取决于初始条件 ， 较小的随机事件

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

路径依賴例证 ：通过增加开发ｆｔ和 由此在房地产市场导致的变化 ，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 了城市开发模式的发展方式 。 随后带来的发展

也反馈至基拙设施系统 ，使其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

（ １ ）景观变化轨迹与

偶然性相关 ；

（ ２ ）景观变化 与初始

现象相关

浦现的城市 景观格局

是怎样影响人类和生

态系统功能的 ？

原因之一 ： 城市生态 系统具有生态功能和人类功能的两方面的特

点 ， 可 以预期在生态过程和人类过程之间存在着控制城市生态系

统动态的反馈机制

原因之一 ： 地方性和区域尺度的生态变化影响 了人类福扯 、偏好

及决策

（ １ ）生态功能产生生

态过程 ； （ ２ ） 人类过

程 产 生 人 类 过 程 ；

（ ３ ＞生态变化影响人

类

城市规划应如何对关

于 人类 －生 态 系 统 的

新兴知识加 以整合 以

便发展弹性 的城市景

观 ？

方案之一 ： 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维持城市社区生存能力

的同时 ， 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系统的 冲击

方案之一 ： 研究 目标是创造经验性知识 ． 在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

过程中 ， 开发 为决策提供信息 、 并对备选战略和投资决策的评估提

供支持的各种工具

（ １ ） 兼頋经 济 、 社会

生态

（ ２ ）

“

最大限度
”

留有

隐患 ；
（ ３ ）城 市 规划

的辅助性

来源 ： 第二栏由笔者根振 （新发展〉 相关 内容归纳螯攻 ， 第三栏 系笔者提 出 ．

表 ２ 促进城市生态学研究的若干途径
Ｔａｂ ． ２ｗａ

ｙ
ｓ ｔｏ

ｐ
ｒｏｍｏ ｔ ｅ ｔｈｅ ｓ ｔｕ ｄ

ｙ
ｏｆ 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ｏ

ｇｙ

途径 诠释

城市生态学研究有机融汇

自 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研究

将城市和生态动态整合成通用框架 ． 建立跨越 自 然和社会科学的新综合体 （ ｎｅｗ

ｓ
ｙ
ｎ ｔ ｈ ｅｓｅ ｓ ）

重视人类行 为 与 生态过程

的关联

将人类与生态ａ程加以关联 。 城市生态系统主要驱动力既包括人类决策 ， 也包括

环境变化

探究人类行 为的外部效砬
城市生态系统研究要注重

＂

人类是怎样造成 了人类 、其他物种以及系统本身的涌现

性集体行为
＂

这类问题

提升城市生态学的实践能

力

城市生态学的 目 标之一是创造经验性知识 ， 在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过程中 ．研究为

决策提供信息 、对备选战略和投资决策的评估提供支持的各种工具

提升城市生态学对 未来 的

把控能力

在改变城市增 长 方向使之向 更可持续的道路发展的过程中 ， 城市政策制定 者所面

临的挑战 比以往更多 。 他们期望城市生态学对选择的城市格局的生态弹性这一根

本性问题做出 回答 ． 实际上即提升城市生态学对未来的把控能力 ，城市生态学对此

要积极回应

储备大１城市生态学人才
成功的城市生态学理论需要大量的以 多学科和跨学科方式思考的专家 。 没有高质

量的城市生态学人才 ， 促进城市生态学的研究水平将难以达成

来源 ： 笔者根採＜新发展 》 相关 内 容归纳螫理

意义 。

２ ． ６ 表征城市生态系统的要素

《新发展 》 的特点之一是将城市生态

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与城市生态系

统予以紧密关联 ， 因此 ， 该书对城市生

态系统的表征要素的阐释是其重要内容

之一 （表 ３ ） 。

３若干思考及启示

３ ＿ １ 问题一批评一建构

可以发现 ， 《新发展 》 致力于建构一

个系统的城市生态学理论框架 ， 并通过

书 中多处运用的普吉特海湾地区的案例

加以诠释和证明 。 同样较明显的是 ， 《新

发展 》 的
“

建构
”

是建立在
＂

问题
”

及
“

批评
”

的基础之上的 。

该书提 出 了 大量 的 问题 ， 略举两

例 。 其一 ， 提出 了
“

城市生态学研究的

四个议 （问 ） 題
”

， 并从原因假设 、 格局

描述 、 景观变化 、 路径依赖例证等方面

对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 （表

１ ） ； 其二 ， 该书作者在进行美国 国家科

学基金会 （ ＮＳＦ ） 资助的 、 作为生物复

杂性项 目组成部分的研究时 ， 基于提出

的四个重要问題进行针对性探索 ， 四个

问题包括 ： ①动态的景观系统是怎样进

化产生 了 在城市景观 中看到 的涌现格

局 ？ ②非线性 、 阈值 、 非连续性和路径

依赖性将城市景观的不同的轨迹解释成

什么 ？ ③涌现的城市景观格局是如何影

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 ？ ④城

市规划如何整合这些知识才能发展可持

续的城市景观格局 ？

强烈的
“

问題
”

意识是科学的本质

之一 ， 它犹如
“

探照灯
”

， 总是把探索的

光柱投向遥远的未知的领域 （ 卡尔 ？ 波

普语 ， 转引 自 ： 孙正聿 ，
２００ １ ） 。 问题的

表达和分析可以认为是 《新发展 》 的重

要价值之一 。 在提出大量问题和对已存

文献和案例进行全面的文献综述的基础

上＇ 该书主要从 ４个方面对现存城市生

态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展开 了批评 ： ①研

究缺项 ； ②研究和实践工具缺失 ； ③理

解问题欠缺 ； ④尚未系统性地解决问题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新发展 》 对城

市生态设计所做的批评对当今具有启发

意义 ， 该书指出 ：

“

大多数为城市发展所

做的生态设计是基于一个
‘

神话
’

：
Ｂ Ｐ ，

其假定我们应该致力于提出一系列导致

稳定的社会 、 经济和环境行为的政策和

发展框架 。 城市设计者常常假定生态系

统是可预见的 ， 具有线性的行动轨迹 ；

生态系统的行为并不随着时间 、 空间和

尺度的变化而变化 ， 而是以一种持续不

断的方式变化 。

”

同时 ， 该书也对经济学

家 、 生态学家和城市规划师所建立的城

市地区模型 的过度简化状况提 出 了批

评 ：

“

（这些 ） 模型将人类和生态主体以

及过程简化到如此程度 ， 以致他们的视

角 已经被证明太过局限 ， 无法理解人类

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

”

《超越意识》
一书指出 ： 创造性地提

出 问题 ， 创造性地做 出关于问题 的解

释 ，
又对 自 己 的解释进行毫不留情的批

判 ， 从而提出更新的问题一这个过程

１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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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描述城市生态系统的 ８个要素及分析

Ｔａｂ ． ３Ｃ ｈ ａ ｒａ ｃ ｔｅ ｒ ｉ ｚ 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ａ 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  ｅ ｉ

ｇ
ｈ ｔ ｅ ｌ ｅｍｅ ｎ ｔ ｓ ｉ ｎｕ ｒｂ ａｎｅ ｃｏ ｓ

ｙ
ｓ ｔ ｅｍ

城市生

态系统

要素

主要内容及特征 分析

层级性

表征 ： 层级水平与在不同的空间 ／时间尺度上运作的结构单元和功能单元相对应

不同层级的不同表现 ： 由 于景观是非线性 系统 ， 所以它们能同时在低层次呈现不稳定性 、在更广阔的尺度上表

现出复杂的亚稳定性

城市层级的特征 ： 城市景观按层级进行组织 。 在较高的层次 ，进程发生在一个较大的时空 尺度上 ， 且规定了 系

统运作的边界条件 ；在较低的层次 ， 进程按照初始条件运作 ， 具有局部性 、运行速度更快的特点

城市生态 系统各个层级表现各异 ； 高层 与低层

级具有各 自 功能

涌现性

定义 ： 涌现性指不属于其组成部分的任何方面的性质或属性

表征 ： 在涌现现象 （ ｅｍ ｅ ｒ
ｇ
ｅ ｎ ｔ

ｐ ｈ
ｅ ｎ ｏｍ ｅ ｎ ａ ） 中 ， 通过局部性的相互作用 ． 少量的规则或准则 可以产生复杂的系统

和行为

涌现性 弓其基础性条件的背离 ； 涌现性具有 复

杂性

多重平衡

普遍性 ： 没有
一个生态系统 只有单一的平衡 ；

“

多重平衡
”

从功能角度说明 了生态 系统的不同状态

积极意义 ：

“

多重平衡
”

也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延续 、 自我监控及 自我调节能力

多重平衡与涌现性 ： 多重平衡是人类 －

自然耦合系统的一种涌现特征

没有考虑多重平衡可能的负 面效应

非线性

定义 ： 如果一个系统的输出 与它的整个输人范围 内 的输人不成比例 ， 那么 ， 这一系统可 以被认为是非线性系统

特征 ： 在非线性系统中 ，

一些参数的非常小的变化就会导致产生的行为在性质方面的巨 大差异

例证 ： 交通流模式 （
ｉｒａ／ｆｉ ｃｆｌ ｏｗ

ｐａ ｔ ｔ ｅ ｒｎ ） 、城市发展和衰败以及荽延都是非线性系统行为的例证

基于输人输 出不平衡来界定非线性 ， 未考虑其

随机性 ；将城市发展等作为非线性有待商榷

非连续性

表现 ： 生态 系统的变化既不是连续和渐进的也不是始终无秩序的 。 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偶然发生 的 ；缓慢运动

的周期会被突然的变化所打断

特征之一 ： 非连续性以
一种 内生 （ 例如来 自 生态系统内 ） 的方式出现

将非连续性作为 生态 系统变化的唯一原因 ， 值

得商榷 。 生态系统变化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

合成

空间

异质性

缘由 ： 遍布空间的各种事件的性质并非始终如一

结果 ： 生物物理因素 （ 如地形 ） 的空间变化和扰动决定 了生态系统空间变异的 自 然基质

城市异质性 ： 城市生态系统中异质性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 不仅产生于人类决策而且也产生于生态过程

将人类 决策 作 为 空 间 异质性原因 之一 值得 重

视 ；城市不仅仅只有空间异质性

路径

依赖性

缘 由 ： 非线性特性导致了路径依赖性 。 即 ， 随着系统的演进和发展 ． 相互作用的特定规则发生了变化

例证 ： 路径依赖性的一个例证是交通基础设施通过房地产市场的扩大和变化对城市发展格局产生了影响 ， 转

而进一步影响 了基础设施的发展

路径依赖性 弓 人的意识 、价值观有关 ， 也 弓资本

逐利有关

弹性

定义 ： 弹性是系统围绕着
一

套新的结构和过程不进行重组的情况下吸收冲击力 的能力 。 霍林
（
Ｈ 〇ｍ ｎ

ｇ ） （
１ ９ ７ ３

）
：

弹性是一个 系统在未转移到另一个替代结构的情况下能吸收的干扰的总量

城市弹性 ： 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 弹性取决于其同时支撑人类功能和生态功能的能力

对城市弹性的界定具有启 发性 ；但笔者以为 ， 应

避免将
“

ｕ ｒｂａｎ ｒｅ ｓ ｉ ｌ ｅ ｎ ｃ ｅ

”

译为
“

城市弹性
”

或
“

城

市初性
”

， 鉴于
“

ｒｅｓ ｉ ｌｅｎｃｅ

”

兼具
“

韧性
”

与
“

弹性
”

含义 ， 故 ， 笔者认 为将
“

ｕ ｒｂａｎ ｒｅ ｓ ｉ ｌｅ ｎｃｅ

”

译为
“

城

市韧弹性
”

更为妥帖

来源 ： 第二栏 由笔者根据 《新发展 》 相 关 内 容归 纳整理 ， 第 三栏 系笔者提 出 ．

表 ４ 城市综合体 （ ｕ ｒｂａｎｓｙｎ ｔｈｅｓ ｉｓ
） 概念研究的 ５个重要议题及分析

Ｔ ａｂ ４Ｆ ｉ ｖ ｅ ｉｍ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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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ｓ ｉｓｏ ｆ  ｃ ｏ ｎｃ ｅｐ

ｔｕ ａｌ  ａ
ｐｐ

ｒｏ ａ ｃ ｈａｂｏｕ ｔｕ ｒｂａｎ ｓ

ｙ
ｎ ｔｈ ｅｓ ｉｓ

议题 内容 与特征 分 析

城市生态系统定义
城市生态系统是从人类与生物物理因素之间的局部相互

作用中产生的具有动态的层级结构的斑块镶嵌体
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城市牛态系统状态

原因假设

城市牛态系统的各种状态可能是 由城市化程度和模式所

驱动
强调了城市化的唯一性

城市生态系统与涌

现现象

城市生态系统中 的社会经济与生物物理模式和过程之间

的空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涌现现象 （如荽延 ） 的出现
基于空间层面的解释

涌现现象的效应
涌现的景观格局 以非线性的方式影响 了生态和社会经济

过程

说 明 了 空 间 的生态 和社会经济

效应

生态系统功能与人

类功能的共同性

生态系统功能与人类功能是
“

移动 目 标
”

， 具有复杂的和

不可预测的未来 ； 因此 ， 旨在实现固定性 目标的政策将导

致弹性的损失 ，并注定要失败

（
１  ＞ 生态 系统和人类功能 由 复杂

性导致 的 不可预测性 ；
（ ２ ） 固 定

性 目 标政策与弹性的对立性

来源 ： 第二栏 由笔者根据 《新发展》 相 关 内 容整理 ； 第三栏 系笔者提 出 ．

就是人类意识对 自 己 的
“

意识内容
”

自

我超越的过程 （孙正聿 ，
２００ １ ） 。 在

“

问

题
”

认知 、 批评辨析及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
， 《新发展 》 建构 了 自 己的学术理论体

系 ， 包括 ： 城市生态学的研究议题 （表

１ ） 、 表征城市生态系统的 ８个要素 （ 表

３ ） ， 城市综合体概念研究的 ５个重要议

题 （ 表 ４ ） ， 尤其是该书提出 的城市生态

学概念框架 ， 从驱动力 、 格局 、 过程 、

影响瘦化四个方面表达 了在城市生态系

统中 ，
人类－生物物理辆合系统实质性的

相互影响和反馈 ； 该框架并且应用在西

雅图城市生态研究项 目 中 ，
比较全面地

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思想 （图 １ ） ， 具有重

要的意义 。

３ ． ２ 人系概念群一人学一人类生态

学

《新发展 》 对人类因素具有很高的重

视程度 ， 突出表现主要有二 ， 其一 ， 体

现在对城市生态学的界定 中就包含着对

人类 因 素 的充分重视 的 成分 ， 该书指

出 ： 城市生态学是研究在城市化地区人

类和生态系统共同演化方式的学科 。 其

二
， 体现在建构 了 丰 富 的

“

人 系概念

群
”

（ 表 ５ ）
，
以及在此基础上衍伸 的观

念 、 思想等 。 人 系概念群使得 《新发

展 》 对人类的作用 、 人类对城市生态系

统的作用 、 人类系统与 自 然系统的耦合

等等所进行的论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

笔者认为 ， 人是世界 ｈ最具有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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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城市生态学新发展 》

“

人 系概念群
”

（
部分

）

Ｔ ａ ｂ ５Ｔｈ ｅｃｏｎｃｅ
ｐ

ｔ

ｇ
ｒｏｕ

ｐ
ｏ ｆ ｈ ｕｍ ａ ｎ ｓ

ｙ
ｓ ｔｅｍｏ ｆ Ａｄ ｖ ａｎ ｃ ｅｓ ｉ ｎＵ ｒｂ ａｎＥｃｏ ｌｏｇｙ （ ｐ

ｏ ｒｔ ｉ ｏ ｎ ）

人类因素 人类行为 人类因 素与行为效应 人类与 自 然系统的复合

人类系统 ， 人类过程 ， 人类制度 ，

人类地位 ， 人类空 间格局 ， 人类

生态 系统 ， 人类功能 ， 人类肇因 ，

人类组织 ， 人类种群 ，人类聚居 ，

人类需求 ， 人类文化

人类选择 ， 人类动态 ， 人类

行为者 ， 人类作用者 ， 人类

活动 ， 人类控制 ， 人类驱动

力 ， 人类 支配 力 ， 人类创

造 ， 人类影响

人类健康 ， 人类福扯 ，

人类响应 ， 人类学习

人类 －生 态过程 ， 人类 －

自

然 （ 系统 ） 过程 ， 人类功能

与 生态功能 的平衡 ， 人类

系统 与 自 然 系 统 的 整合 ，

人类－

自 然相互作用 ． 人类

与 自 然界的连续性

来源 ： 笔者恨据 《新发展 》 相关 内 容整理 ．

性的因 素 ， 对任何对象的研究都不能忽

视人类这一因素 。 现代生态学与传统生

态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 就是将人类因素

引 人 了 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之 中 。 同样 ，

在城市研究中 目 前对城市人类也越来越

重视 ， 如 ， 梁鹤年以城市 为空 间对象 ，

提出 了
“

城市人
”

规划理论 ， 并指 出 ，

该理论的起点为人 （包括人的理性 、 人

的物性 ）
； 终点也在人 （人的 自 存／共存

平衡和美好生活 ） ， 是一套完全以人为本

的城市规划理论 （梁鹤年 ，
２０ １ ４ ） 。

值得指 出 的是 ， 人 系概念群还有必

要向学术层面上发展 ， 在此 ， 笔者提出

人 系概念群 向 人学 的演进 。 所谓人学 ．

是指关于人的本质 、 价值 、 需要 以及与

自 然 、 社 会 关 系 的 学 说 （ 桑 秋 杰 ，

２０００ ） 。 中外都有人学研究的丰富文献 。

桑秋杰认为 ， 儒家的人学即
“

仁学
”

， 是

占 主导地位的人文思想 ， 对 中 国封建社

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 李恩

来认为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 中 内 含的人

学逻辑可用一个公式去表达 ：

＂

人一运

用 符 号一一 形 成 文 化
”

（ 李 恩 来 ，

２００３ ） 。 除了
一般意义以外的人学研究以

外 ， 还有相对专门 的人学研究 ， 比如哲

学人学 （ ｐ
ｈ ｉ ｌｏｓｏｐｈ

ｉ ｃ ａ ｌａｎ ｔｈ ｒｏ
ｐ
ｏ ｌｏｇｙ ）

， 在

舍勒 （ Ｓｃ ｈ ｉ ｌ ｌｅ ｒ ） 的观念中 ， 哲学人学是

指关于人的本性和本性组织的基本学科

（ 袁 中树 ， ２０ １ ２ ） 。 此外 ， 人学对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 已经有一些

文献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 如 ， 董彪与

张茂钰 （ ２０ １ ７ ） 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从人学的视角进行 了反思 ， 刘希刚与韩

璞庚 （ ２０ １ ３ 〉 、 龚天平与何为芳 （ ２０ １ ３ ）

基于人学对生态文明影响的多个议题展

开了思考 。 何煦 （ ２００９ ） 探讨了生态文

明 的人学价值 。 寇东亮 （ ２００７ ） 论证了

生态伦理学的人学根据和人学意义 。 熊

小青 ， ２０ １ ６ ） 从人学意 旨 出 发探讨了 自

然途径的生态重建问题 。 王丹与路 曰 亮

（ ２０ １ ２ ） 对人学视阈中的生态文化进行了

研究 ， 张纯成 （ ２００４ ） 论述 了环境问题

中的人学论争 ， 张登巧 （ ２００９ ）
、 刘啸霆

（ ２００４ ） 分别基于人学视野研究 了环境正

义和环境问题 ， 郭玲玲 （ ２００８ ） 探讨了

环境伦理学的人学基础 。

而人类生态学是 １ ９２０年代由美 国芝

加哥学派提出 的 ， 人类生态学被定义为

是研究人类 及其与环境之间 关 系 的科

学 。 尽管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研究

与城市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 ， 以致后来

有很多学者将人类生态学称之为城市生

态学 （侯钧生 ， ２００９ ） ， 但 ， 人类生态学

与城市生态学的 内涵与外延的 明显区别

是不言而喻的 ，
Ｂ 卩 ， 人类生态学是研究

包括城市与 乡村及其他人类聚居地的人

类在内的一切人类与其环境关系的学科 。

人类生态学的发展与生态学的现代

转型关系密切 。 １ ９７０年代 ， 人类再也不

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客观地研究生物

（
主要是动物和植物 ）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 ，

而是把人类 自 身放在生态系统中 ， 全面

地研究人在生态系统 、 在整个生物圈 中

的地位和作用 ： 协调人类既是 自 然人又

是社会人的双重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以

求达到人类社会经济生产和环境保护之

间 的协调发展 ， 这一切都标志着生态学

的发展 已经进人 了人与生物圈时期 ， 也

标志着一个以研究人类为主的 、 以 自然 －

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为重点的人类生

态学的诞生
？

。

笔 者认为 ， 人类生 态学既包含 了

“

人系概念群
”

与
“

人学
”

， 又包含 了生

态学 ， 因此 ， 人类生态学是在更高层次

上研究 、 解释与解决人居生态环境问题

的较为合适的思想方法 、 理论指导与实

践工具 ， 对其加 以重视 、 挖掘 ． 展开 系

统全面的研究及实践验证 ， 具有积极的

图 １ 城市生态学概念框架
Ｆ ｉｇ

．  ｔＣｏｎ ｃ ｅ
ｐ

ｔｕａ ｌｆｒａｍｅｗｏ ｒｋｏｆ 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 ｌ ｏ
ｇｙ

来源 ： Ｍａｒｉ ｎ ａＡ ｌｂｅ ｒｔ ｉ
，２００９ ．

意义和价值 。

３ ． ３ 城市生态学一城 乡 生态学一人

居生态学

毋庸置疑 ， 《新发展 》 的研究对象和

研究 主题是城市生态学与城市生态 系

统 ， 如 ． 该书指出 ：

“

将我的工作与其他

评估人类在生态 系统中作用的研究相 区

分的是——我明确地聚焦于城市 区域 。

”

书 中对乡村的关注较少 ， 主要在以下几

个方面对 乡 村有所叙述 ： ①城乡 环境的

差异 ， 包括大气污染差异 、 土壤差异 、

气候环境 （温度 、 云量 、 辐射 ） 、 植被 、

能量等方面的差异 。 ②城 乡梯度 ， 但所

涉及的议题并不是很多 ， 主要包括城 乡

梯度的 土地使用格局 ； 人类因 素之间 、

以及人类因素 与生物物理因 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对城 乡 梯度的影响 ； ③乡村向城

市转变的生态代价 ； ④城市发展对 乡 村

特色保护的意义 。 《新发展 》 从某种意义

上而言 ， 是一种基于城市范围的城市生

态学。

鉴于城市是不能独立于 乡村及其周

边地区而独立存在的 ， 对 乡村的重要作

用 ，
以及城 乡生态研究的耦合及其融合

尤其重要 ， 因此 ， 笔者 以 为 ， 在 系统

化 、 完整化城市生态学的基础上 ， 既要

坚持 乡村生态学的研究与实践 ， 更应要

倡导城 乡生态学 （ ｕ ｒｂａ ｎ ａｎｄ
－

ａ
ｇ
ｒｏ
－

ｅｃｏ ｌ

？

ｏ
ｇｙ ）

？
，此外 ， 更有重要意义的是 ， 要

将城市生态学和城 乡 生态学融 为一体 ，

并最终构建一个统一的人居生态学 ， 将

可能使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融 为一

然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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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基 王玲憲《城市生态 学新发展》 ： 解读 、 评析与 思考

体 ， 将使我们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关注 、

研究 、 保护及建设建立在一个统一的 、

融会贯通 的平台上 ， 避免学科 、 部 门 、

地域等时空隔离 ， 既关注宏观 、 中观和

微观 ， 也将所有的地理空间 、 所有要素

加以高效的整合 ， 从而更能提高人居生

态环境效率和获得持续的效益 ， 更能对

生态文明取得实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

４结语

未来地球生态系统将越来越受到城

市化发展速度和发展格局的影响 。 对规

划师 、 城市研究者 、 城市建设和管理者

而言 ， 最大的挑战之
一

即为理解城市化

地区是如何在人类与 自 然复杂的相互作

用 之 中 发 展 演 进 的 （ ＭａｒｉｎａＡ ｌｂｅｒｔ ｉ
，

２００９ ） 〇

《新发展 》 详细全面地介绍了城市生

态学及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的进展 、 实践

和突破 。 对人类及其活动与生态过程的

相互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全面 、 深人 、 系

统完整的剖析 。 该书详细论述了城市生

态 系统 的多侧面 的特性 ， 从格局 、 特

征 、 过程等方面分析了城市发展与生态

系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 从复杂性 、 异

质性和突发性 、 复杂性和可预测性 、 空

间和时间异质性 、 临界性 ， 连续性和突

发性等方面对城市生态系统的未来进行

了前瞻性分析 ； 归纳总结 了城市生态学

的特性 、 理论构成及分析模型 ， 城市生

态学的研究议题以及与城市规划的相互

关系等重要学术命题和相关结论 。

发展》 在建构了系统严密的理论

体系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 ， 将理论分析

与实证研究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结合 。 全

书思想深刻 、 逻辑严密 、 信息丰富 ， 对

我国 的城乡生态环境的改善 、 生态文明

进程的推进 ， 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

与意义 。

注释

① 该书由 Ｓ
ｐ
ｒｉｎ

ｇ
ｅｒＳ ｃ 丨 ｅｎｃ ｅ＋Ｂ ｕ ｓ ｉ ｎ ｅｓ ｓＭ ｅｄ ｉ ａ

２００９ 年 出 版 。 中译本 已 经 由 同 济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年 １ １ 月 出版 ， 由沈清基翻译 。

② 前者 包括 ： 城市现象的混合理论 （ ｈ
ｙ
ｂｒｉｄ

ｔｈｅｏ ｒ
ｙｏｆ ｔｈ ｅｕ ｒｂａｎ

ｐ
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 ， 作 为混

合 生 态 系 统 的 城 市 ，
混合型 城 市 景 观

（ ｈ ｙ
ｂ ｒ ｉ ｄ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ｓｃ ａ

ｐ
ｅ ）

，
混合生态 学

（ ｈ
ｙ
ｂ ｒｉｄｅｃ ｏ ｌｏ

ｇｙ ） ， 城 市 ｉＳ ■合体 ，
混合￥

间 直观微观模拟结 构 （ １ １

）

｜

１ ） １４ （ １ ８
口
３ １ １ ３１１

丫

－

ｅｘ
ｐ

ｌ ｉ ｃ ｉ ｔｍ ｉｃｒｏｓ ｉｍｕｌａ ｔ ｉ ｏｎｓ ｔ ｒｕ ｃ ｔｕｒｅ ） ，
淚合

模型 策略 （ ｈｙ
ｂ ｒｉｄｍｏｄｅ ｌｓ ｔ ｒａ ｔｅ

ｇｙ ） ，
混合

景 观格 局 （ ｈ
ｙ
ｂ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ｓｃａ

ｐ
ｅｐａ ｔ ｔ ｅｒｎ ） 。

后 者 包括 ： 理论合成 ， 动 态合成 ，
过程

合成 ，
系 统合成 ， 因素合成 ，

知识合成 ，

信息合成 ，
模型合成 ，

指标合成 ， 等 。

③ ＬＯＳＥＶＫＳ ． 对生 态 学的 定 义为 ： 生 态

学是研 究如何提供地球上 生命与环境稳

定的 法则 与机制 的科学 。 也强调 了
“

机

制
”

。 见 ：
ＬＯＳＥＶＫＳ ．Ｅｃ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ｌ ｌ ｉ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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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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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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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５ ： １ １ ５
—

１ １ ９ 。

④ 该书 引 用 文献 多达 ８９０ 多 篇 。

⑤ 见 ： 金鉴明 ２００４年 为任文伟 ， 郑 师章所

著的 《人类生态学 》 （ 北京 ： 中 国环境科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 所作的序言 。

⑥ 见 ：
ｈ ｔ ｔ

ｐ
： ／／ｃ ｌ ａｓｓ

－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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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论
“

绿 色发展观
”

 ［ Ｊ １
求 实

，
２０ １ ７

（
４

）
： ４
＿

１ ２ ． （

ＤＯＮＧＢ ｉａｏ
，ＺＨＡＮＧＭ ａｏ

ｙ
ｕＨｕｍａ ｎ

ｓ ｃ ｉｅ ｎｃ ｅ

＇

ｓ  ｒｅ ｔｈ ｉｎｋｓ ｏｎ ｅｃｏ ｌｏｇ
ｉ ｃ ａ ｌ  ｃｎ ｓ ｉ ｓｏ ｎ  ｔｈ ｅ  ｃｏ ｎ

ｃ ｅ
ｐ

ｔｏ ｆ 

＂

ｇ
ｒｅｅ ｎｄｅ 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 ｔ

＂

［ Ｊ ］

．Ｔ ｒｕ ｔ ｈＳｅ ｅ ｋｉ ｎ
ｇ ，

２０ １ ７
（

４
） 
４
－

１ ２
）

［

３
］
龚 天平 ，

何为 芳 ． 生 态 文化人
：
生 态文明

的人学基础
［ ［ ］

． 郑州 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

学 版
＞ ，

２０ １ ３
（
１

）
： １ ９

－

２４ ． （
ＧＯＮＧＴ ｉ ａ ｎ

ｐ
ｍ
ｇ ，

Ｈ Ｅ Ｗ ｅ ｉ ｆａ ｎ
ｇ

Ｅ 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 ｃ ｖ ｉ ｌ ｔｉ ｉ ｒｅ

ｐ
ｅｏ

ｐ
ｌ ｅ ｔ ｈ ｅ ｂ ａ

？

ｓ ｉ ｓｏ ｆ ｈｕｍａ ｎ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ｏ ｆ  ｅｃ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ｃ ｉ ｖ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ｏ ｎ Ｕ Ｊ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Ｚ ｈ ｅ ｎ

ｇ
ｚｈｏｕＵｍ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Ｐｈ ｉ ｌｏ ，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ｏ ｃ ｉ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Ｅｄｉ ｔ ｉｏｎ
）

， 
２０ １ ３

（
１

） １ ９ ２４
 ）

［

４
］
郭玲玲 环境伦理 学 的人学基础 ［Ｊ ］

理论

界 ，
２００８

（
６

）
：  １ ０３ １ ０４ ． （

ＧＵＯＬｍｇ ｌ ｉｎ
ｇＴｈｅ

ｂ ａｓ ｉ 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ｏ ｆ  ｅ 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  ｅ ｔｈ ｉ ｃ ｓ
［Ｊ ］

Ｔｈ ｅ ｏ ｒ

ｙ 
Ｈｏ ｒ ｉｚｏ ｎ ，

２００８
（
６

） １ ０３ １ ０４
 ）

［

５
］
何煦 论生 态文 明 的人学价值

［Ｊ 】

． 湖北社

会科 学 ，
２００９⑷ ： １ ０４

－

１ ０６ ． （

Ｈ Ｅ ＸｕＯ ｎ  ｔｈｅ

ｖａ ｌ ｕ ｅｏ ｆ ｈｕｍａ ｎ  ｓｃ ｉｅｎｃ ｅ ｏｆ  ｅ ｃ 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ｃ ｉ ｖ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 ｎ

［Ｊ ］Ｈ ｕｂ ｅ ｉ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

２００９
（
４

）

＊

 １ ０４ １ ０ ６ ）

［

６
］
侯钧 生 ． 人类 生 态 学理论与 实证

［

Ｍ
］

？ 天

孝
？

南 开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 旧〇 １；

＿ ｜

１ １ １？ １１

ｅｎ
ｇ
Ｔ ｈ ｅｏ ｒ

ｙ 

ａｎ ｄ ｄｅｍｏｎ ｓ ｔｒａａｏｎ ｏ ｆ ｈ ｕｍａｎ ｅ ｃｏ ｌｏｇｙ

（

Ｍ
ｊＴ ｉ ａｎ

ｊ
ｉ ｎＮ ａｎ ｋ ａ ｉ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ｓ

， 
２ （ Ｋ ）９

 ）

ｍ 寇 东 亮
“

人的 自 然 本质
”

与
“

自 然界的人

的本质
”

的统生态伦理学的人学根

据 和人 学 意 义 ⑴ 科 学技 米 与 辩 证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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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

５
￣

８ ． （
ＫＯＵＤｏｎ

ｇ ｌ ｉ ａ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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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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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 ｓ ｉ ｎＰｈｉ ｌｏｓｏ
ｐ
ｈ
ｙ

ｏ ｆＳ ｃ ｉｅ ｎ ｃ ｅａ ｎｄＴ ｅ ｃ ｈ ｎｏ ｌ ｏ
ｇ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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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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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丨

８
】
李恩 来 符号 的世界——人学理论的一次

新 突破 恩斯特 ？卡西 尔人学思想探析

［ Ｊ 】
－ 安徽大学学报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３

（
３

）
： ８

—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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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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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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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鹤年 再谈

“

城市人
”

——以人为本的城

镇 化 ⑴ 城 市 规 划 ，
２０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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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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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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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ａｎ ｉ ｃｕ ｓｈ ｕ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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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ｌａｎ ｎ 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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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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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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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丨

刘 希刚 ， 韩 璞 庚 人学视 角 下 的 生 态 文 明

趋势及生 态反思与 生 态 自 觉——关 于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的 哲 学 思 考 Ｕ ］

． 江 汉 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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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ａｍｉｎ ａ ｔ ｉｏ ｎ ａ ｎｄｅ ｃｏ ｌ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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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啸霞 ． 人学视野 中 的环境 问題 ｕ ］

． 河南大

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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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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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ｅ ｃ ｔ ｉ ｖ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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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ｊ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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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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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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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 ２

ｊ
桑秋杰 ． 儒 家人学 的起源 与 演 变 小议

［ Ｊ 】

．

松辽 学刊 （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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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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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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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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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

［
１ ３

］

孙正＾ 超越意识
［
Ｍ

］
长春 ： 吉林教育 出

版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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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ｏ ｎｄ ｔ ｏ ｎ

ｓ ｃ ｉ ｏ ｕ ｓ ｎｅ ｓ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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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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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ｈ ｎ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 ｎ Ｐ ｒｅ ｓ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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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１ ４
］

王丹
，
路 曰 亮 ．

人学视阈 中的 生态文化
［

Ｃ
］

．

／ ／ 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

第 十 四届全

国人学研讨会论文集 ，
２０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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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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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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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５
】
熊 小青 自 然 图 景的人学意 旨及生态重建
——

“

我们 需要怎样的 自 然观
”

的
一种 思

考
［ ］ ］

． 中 南 大 学 学报 （
社会科 学 版） ，

２０ １ ６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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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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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ｕ ｒｎａ ｌ ｏ ｆ Ｃ ｅ ｎ ｔｒａ ｌ Ｓ ｏ ｕ ｔｈ Ｕｍ

ｖｅ ｒｓ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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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 ｃ ｉ 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

， 
２０ １ ６⑵

．

１ ７ ）

［
１ ６

］
袁 中树 ． 舍勒人学思想研究ｐ ］

． 吉林 大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
２０ １ ２ ． （

Ｙ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ｓｈｕ

Ｅｘｐ ｌｏ ｒａ ｔ ｉｏ ｎｏｎＭ ａｘＳｃｈｉｌ ｌ ｅ ｒ

＇

ｓ
ｐｈ ｉ ｌｏ ｓ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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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ｉ ｃａ ｌ ａ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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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ｌ ｉｎ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 

２０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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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７

］

张 纯成 ． 环境 问 题 中 的人学论争
［Ｊ ］

． 自 然

辩证法研 究 ，
２００４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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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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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巧 人学视野中的环境正义

［Ｊ ］
吉首大学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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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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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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