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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时代的共生法哲学

朱明哲

　　内容提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中，环境法时代的“保护利用”思路转变为
生态法时代的“共生”思路。作为当代法秩序基础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划分因此备受质疑。

德科拉以详尽的田野调查为我们提供了四种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模式，从中可以提炼出

一种多元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拉图尔则在政治哲学层面构想了一种确定万物共生之秩序

的认识框架。尽管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我国法律仍然把环境作为一个可以利用、

但也需要保护的客体。欧洲各国虽然也延续了人拥有环境的思路，但是新的法律实践已

经倾向承认生态圈的内在价值。新的国际法承认自然价值的同时正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

依存关系。生态治理的诉讼中，法庭的裁判越来越依赖科学的证据，科学的发现也越发积

极地寻求司法权威的背书。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区分从来没有真正变成现实，超越这

种区分也就成了必然。总之，生态法时代的共生法哲学要求我们尝试与万物共生于自

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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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哲，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一　生态文明对现代法哲学的挑战

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反思现在的法哲学？近年来，

人们开始质疑那些以保护生态的名义出现的政策并没有实现其承诺。〔１〕 于是，反思环境

治理之方式和内容变得迫在眉睫。主流环境法学界把问题的症结归于政策的碎片化、执

·８３·

〔１〕 各国制定了数百个关于环境的国际条约和几万部关于环境的法律，但这些文本的规则无法得到执行。参见

ＣｏｒｉｎｎｅＬｅｐａｇｅ， Ｌｅｓｖéｒｉｔａｂｌｅｓｌａｃｕｎｅｓｄｕｄｒｏｉｔｄｅ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ｄéｃｅｍｂｒｅ２００８，ｎｏ１２７，ｐｐ．１２３－
１３３。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对环境治理的关注越来越多，而且在一些城市和区域（如地中海）取得了成功。但是从长
时段的角度看，地球环境还是一再恶化。参见［美］约翰·麦克尼尔著：《阳光下的新事物———２０世纪世界环境
史》，韩莉、韩晓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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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区域化，并从治理模式和价值目标两方面提出了革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

更注重从生态的整体性、人类命运的整体性、代际关怀、引导型法治模式等方面对传统环

境法进行突破，而且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概念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２〕 对政策和制度

的反思最终促成了指导思想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了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２０１７年的十九大报
告中则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改革方向。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的是，从工业文明迈向

生态文明除了是一种战略、一种政策之外，更意味着一种哲学转向。它要重新定义人与自

然的关系。

在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法理念下，自然外在于人类社会，可以为人所利用，却也需要

人类的保护。“生态文明”理念则试图在人类已经成了最具决定意义的地质力量的时代，

考虑人类如何与其他的物种共存。〔３〕 换言之，人类回归了自然，万物也因此进入了人类

社会。所以，适合生态文明的法哲学应该是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迈向共生理念的法

哲学。

在１７世纪契约论哲学家和１８世纪博物学家的带领下，人从自然中走出，形成了社
会。〔４〕 相应地，所有非人的物种、现象、地质要素都留在了“自然”之中，外在于人的世界。

现代法律区隔了人与自然。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减损、海洋酸

化、氮和磷的循环系统变化，以至于超过了各物种所能承受的极限。〔５〕 正是人与自然在

现代法哲学上的区隔，导致了“保护人类自己”的误解，并最终造成“环境保护”的失败。

对人类与环境、自然资源相关规范的历史考察甚至已经揭示，无论我们把人看作自然的征

服者还是保护者，试图解决人与自然问题的努力最终都会演化为不同人群之间的现实政

治。〔６〕 我们赖以确定社会规范的机制尚无法帮我们考虑自然中其他居民的声音。〔７〕 法

兰西公学的讲座教授德科拉（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进一步提出，近代西方的“自然论”认为人
与自然之间虽然有物理意义的共性（因此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却在内在精神层面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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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对环境法学新发展的总结，参见侯佳儒、王明远：《边缘与前沿———当代法学背景中的环境法学》，《政治与法律》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２－１４页；郭武：《论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形成和发展趋势》，《法商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
８５－９５页。
参见ＰａｕｌＪ．Ｃｒｕｔｚｅ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ｎｋｉｎｄ，ｖｏｌ．４１５，Ｎａｔｕｒｅ，ｐ．２３，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２；ＷｉｌｌＳｔｅｆｆｅ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ｃｅｎ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ｖｏｌ．３６９，
ｎｏ．１９３８，ｐｐ．８４２－８６７，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１。
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ｍｏｔｓｅｔ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６，ｐ．１６０。
参见ＪｏｈａｎＲｏｃｋｓｔｒｍ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ｆ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ｎｏ．２，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３２，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ＷｉｌｌＳｔｅｆｆｅｎ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Ｇｕｉｄ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ｔ，ｖｏｌ．３４７，ｎｏ．６２２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１２５９８５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其结果就是，人类的政策关心的只是对自然的利用，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最终转化成了矿工与农民、定居者与游

牧民、工厂主与农场主的争斗。参见ＪｏａｃｈｉｍＲａｄｋａｕ，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ＡＧｌｏｂ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
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ｌａ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法国前任教育部长、政治哲学家费里（ＬｕｃＦｅｒｒｙ）和其他一些“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环境战
略并无不妥。相反，以自然自身的名义所为之“深层生态学”才是一种纳粹的行径。参见 ＳｕｓａｎＰｏｗｅｒＢｒａｔｔｏｎ，
Ｌｕｃｆｅｒｒｙ’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ＤｅｅｐＥｃｏｌｏｇｙ，ＮａｚｉＮ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ｖｏｌ．４，ｎｏ．１，
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ｐ．３－２２，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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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然不同。〔８〕 只要我们仍受制于这种两分法的框架，生态文明便无从谈起。

生态文明所追求的并不是许多人主张的“保护人类自己”，而是保护人类作为其组成

部分的整个生态系统。在生态文明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让人与非人在自然中共生

的法哲学。如此才能超越人类把自然作为客体而拥有的现代法哲学。晚近关于人与自然

关系的哲学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避免二元论的视角。新的法律实践中正在产生超越二

分法的尝试，一种追求人在自然之中与万物共生的生态法治理念正在出现。其中决定性

的一步就是科学与法律的合作。

二　适于生态文明的共生哲学

对生态的哲学反思已经有一定的积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度在北美流行的深层生态
学开启了把人类和非人类的利益同等考虑的先河，〔９〕但其主张中对迫切政策变革的要求

远多于有实证支持的哲学思考。正是在对深层生态学的反思批判中，关于共生的哲学得

以发展。除了我国已经比较熟悉的哈拉维（ＤｏｎｎａＨａｒａｗａｙ）和辛格（Ｐ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ｅｒ）的贡献
外，〔１０〕我们还可以从法国最近二十年的哲学人类学中获益。以下将分别介绍德科拉对人

与非人关系的类型学研究和拉图尔（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对自然中共同生活之组织的思考。这
些理论并非生态法哲学所面对种种问题的答案，而是寻找答案的起点。

（一）多元本体论立场

既然我们把“共生”理解为人与非人在共同的自然中共生，首先应该找出一种相宜的

本体论立场。德科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指出把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存在只是诸多理

解人与非人之关系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方式。这位克洛德·列维 施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的弟子延续了法国结构主义方法的传统，认为个体通过组织习惯和
风俗的基础实践结构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与其周边其他存在的关系。所以，“认

同形成”和“关系”就成了确立个体与集体经验结构的最基础模式。〔１１〕 人与其他存在（动

物、植物等）之间的认同形成又通过在内在／精神属性与外在／物理属性两方面确定相异
性和相似性得以建立。于是，我们可以分辨出四种关于人与非人的认同形成模式：自然

论、泛灵论、图腾论和类比论。每一种模式都有典型类型和一些变体，在不同的地域既可

能存在单一的模式，也可能存在不同模式共存而产生的混合结构。

以西方法秩序为蓝本的当代法学背后的现代主义本体论是自然论。“它一方面主张

人和非人之间的内在精神属性截然不同、外在物理属性则一致，另一方面……则用关于物

质与生命的普世法则作为概念化人性之多元文化表达的范式。”〔１２〕无论是笛卡尔的机械

·０４·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１６。
参见雷毅：《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思想》，《世界哲学》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２０－２９页。
分别参见戴雪红：《科学、技术与性别的博弈》，《科学技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６４－６９页；方旭东：《“以
物观物”：伦理应用与哲学论辩》，《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８－６３页。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２０４。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ｐ．３０２－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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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现代主义认为人和非人在物质构成方面不具有本质的区别，而且

都服从客观科学规律。人之区分于非人在于其有精神和思想。〔１３〕 当笛卡尔说“人是会思

考的苇草”时，他的意思是人在存在的方式（物理属性）上无异于包括动物、植物乃至无生

命物的世间万物，但是因为人具有意识，所以其内在精神性质不同于非人的一切存在，是

万物之灵长。既然人垄断了意识，那么他与非人之间的沟通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后者对自

己的处境一无所知。于是社会、文化也只能是属于人类的领域，非人类仅仅属于自然法则

所支配的自然。

自然论的对立面是泛灵论：人和非人的精神属性是一致的，所以植物和动物“不但可

以依照人的社会规则和伦理而行为，更可以与人建立其沟通关系”；但是那些以动物或植

物的形式存在的“人”与人类恰恰因为身上覆盖的羽毛、毛皮、树木纤维等外在的不同而

有别于人。〔１４〕 同样的心灵只是由不同的“外衣”所覆盖，所以人和非人可以遵守同样的规

则、可以沟通，也可以建立共同的文化和社会。文化／自然之间的区隔在泛灵论的本体论
中是不存在的。

在图腾论中，世间万物是以独特的图腾分类的。属于同一个“图腾组”的人与非人无

论在外在属性还是精神内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在形态学上的差别不构成在其中进行内

部分类的原因。每个图腾组的成员不但可以交流、沟通、形成共同生活，他们本身就是同

一种事物。所以在图腾论的视野中，人和非人本身是没有区别的，把万物分类的是他们与

图腾之间的联系。属于不同图腾组的事物就算在形态上一致，也依然无法形成共同

生活。〔１５〕

图腾论的对立面———类比论———则主张万事万物无论在外在还是内在上都是全然不

同的。虽说如此，总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在不同的事物中找到“相似”的因素。而且事物

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之处相当多，以至于可以通过类比建立的关系相当复杂。〔１６〕 德科拉

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东亚、东南亚居民分别体现了图腾论和类比论的本体论意识。但

是也有其他人类学家用同样的民族志材料主张这两种本体论只是泛灵论的不同形式。〔１７〕

无论图腾论和类比论到底是不是独立的本体论立场，重要的是人们通过这种有实证

基础的哲学反思了解到自然论只不过是各种本体论之中的一种。对自然论的相对化，让

生态文明时代的法哲学找到了一种构想人与非人关系的起点。生态文明下的公共生活没

必要局限在人与人的联合中。所以德科拉建议我们在构想共同体的时候用囊括了人与非

人行动者的“集合”而非在本质上由人类组成的“社会”。不同于哈拉维和拉图尔的是，德

科拉并不主张一种统一的本体论。相反，他认为每一个集合都可以、也必须自己定义其组

成以及每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他的本体论类型学研究如果提供的不是各种认识人与非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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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ｐ．３０４－３０６。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ｐ．２２９－２３０。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ｐ．４１０－４１１。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ｐ．４１２－４１３。
二者的辩论，参见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ａｈｌ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Ｂｅｙｏ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ｎｏ．１，ＨＡ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ｐ．２８１－２９０，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ＴｈｅＧｒ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ｅ：ＲｅｐｌｙｔｏＭａｒ
ｓｈａｌｌＳａｈｌｉｎ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ｖｏｌ．４，ｎｏ．１，Ｈ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ｐｐ．２９５－３００，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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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理想类型，至少也是较为典型的类型。在现实存在的、由人与非人组成的集合中，

不但体现着每种类型之间的程度区别，更存在不同类型的大量混合。虽然德科拉为他的

书取名“超越自然与文化”，但在目前的阶段，他和其他哲学人类学家能做的也不过是通

过对民族志研究的整理展现不同的“文化”如何把自然纳入其中。我们既无法从中明确

得知抛弃现代主义的自然论后应当如何与自然共处，也无法知道该如何构想未来人与非

人的关系类型，更无法理解持有不同本体论的集合该如何于世上共栖。尽管如此，这种本

体论的类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一种视角，让我们知道除了现代主义的自然论还有

其他的备选方案。

（二）万物的政治

生态文明除了从德科拉处获得万物共生的可能本体论框架外，还可以从另一名法国

思想家拉图尔处学到一种可能的政治哲学。与法国主流社会学家不同，拉图尔并不是涂

尔干的继承人，他继承了在世时比涂尔干更有影响的塔尔德。〔１８〕 塔尔德认为，一个由可

以观察、不可改变也不可抗拒之规律形成的本体意义的“社会”其实并不存在。每当我们

认为出现了社会时，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临时聚合于此的行动者，其中既有人也有非

人的存在，每个行动者之间都存在着足够的互动关系、影响着彼此的行为，所以才形成了

整体的表象。〔１９〕 拉图尔进一步提出，现代性所构想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其实同社会与自然

的二分一样，从来没有实现过。我们把非人的存在当作客体、让它们仅仅具有工具的价值，

但它们在塑造人类社会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社会、道德、国家、法

律这些我们以为完全属于人类的事物实际上是在人与非人的共同工作下方能形成的。〔２０〕

为了让自然的其他居民在关于法律的决策中出场，适于生态文明的法哲学要把科学

带回法学。当人们以科学的名义把其他物种当作客体加以研究时，它们也通过科学作用

于人类社会。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巴斯德对细菌的发现不但带来了医学和生物学的革命，

也让公共卫生学科得以草创，并因此在法国掀起了一场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组织的政治与

道德革命。〔２１〕 换言之，就连在一个以现代自然本体论（人与非人的外在一致性和内在区

隔）自居的集合之中，人类之间的交往行为也并非仅仅由人类定义。我们把这些细小非

人生物（如巴斯德的细菌）的构成性作用以及它们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藏在不为人所

知的实验室中，把它们的声音藏在远离公共领域的科学期刊中，从而把它们排除在了决定

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之外。但在一次又一次关于疯牛病、克隆羊、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它

们又通过科学家重新出场。这些非人存在藏在“事实”的阴影中，随时准备在人们关于规

范的认识出现疑问的时候，走上前台，借由科学家的权威，改变伦理和法律的尺度。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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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关于拉图尔和塔尔德的传承关系，可参见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ａｒ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ｏｙｃｅ
（ｅ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ｅｗ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ｐ．１１７－１３２，２００２；
ＡｎｔｈｏｎｙＫｉｎｇ，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ａｒｄ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３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ｐｐ．４５－６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
这是塔尔德在《模仿律》中的核心观点之一，参见 ＧａｂｒｉｅｌＴａｒｄｅ，Ｌｅｓｌｏｉｓ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éｔｕｄ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
Ｆ．Ａｌｃａｎ，１８９０。
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Ｐｏｒｔｅｒ，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５３－
５５。
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Ｐａｓｔｅｕｒ：ｇｕｅｒｒｅｅｔｐａｉｘｄｅｓ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Ｐａｒｉｓ，Ｌａ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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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法哲学邀请它们走出试管，光明正大地参与共同生活。所以拉图尔构想出了一

个基于代表制的“万物的议会”，其中政治家仍然代表人类，而科学家则为非人类的行动

者代言。此前分开的两个“政府部门”———管理物的科学技术领域与管理人的政治领

域———在此合二为一，因为它们之间的分离不但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混合，而且无法代表这

些处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行动者。〔２２〕 在新的非现代议会中，人们同时聆听来自科学和社

会的声音，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两个分开的领域。“有一半的政治是在科学中完成的，也有

一半的科学是在社会中建构的。”〔２３〕拉图尔认为这不是在设计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只是

把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不停混同两个领域）正式确定为规则。〔２４〕 这个万物议会的设计

在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我们在政治决策中更多考虑来自科学（最终会落实到科学家）的声

音，但其实质是让科学为我们带来非人类、同时作为主体和客体存在的那些混合物的声

音，从而实现生态时代的共居。因而，科学本身也要成为诚实表达这些新公民声音的

渠道。〔２５〕

承认人与非人同样在场的政治实践要摆脱对价值（属于政治）与事实（属于科学）二

分的依赖，转向一种新的权力分立。拉图尔称之为“纳入考量的权力”和“确定秩序的权

力”之间的划分。〔２６〕 简言之，前者是决定“我们有多少个体”的权力，后者则是决定“我们

如何共同生活”的权力。在行使第一种权力时，要满足两个要求：不能在讨论中减少需要

加以考虑之实体的数量（尽可能保持其复杂程度）；确保所有参与实体的声音都能够表达

（尽可能保持磋商的开放性）。行使第二种权力同样要满足两个要求：讨论新实体与已经

成为集合一员的实体之间的兼容性，从而让所有的实体都处于赋予它们合法地位的共同

世界中；一旦新的实体在集体生活中成立，它们的合法地位就不再经受质疑。〔２７〕 拉图尔

把他所构想的万物议会再次分成了上下两院，上院决定到底有哪些成员要共居于这个世

界，下院则决定这些成员在共同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在两院的所有工作中，都需要科学

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的协同合作。

拉图尔为生态法的共生理念贡献了一个采取两院制的万物议会。不同于讨论人与非

人之本体论关系的哲学家，也不同于那些迅速找出目前法律中哪些制度构成了我们解决

生态危机之障碍的法学家，他从政治哲学上提供了一种程序性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方案

中不但所有的物种都有机会发言，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甚至代表的数量几乎不受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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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３８。
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４４．
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４４。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布雷耶大法官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表达了对科学越来越广泛出现在法庭辩论中的欢迎。
参见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ｅｙ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ｖｏｌ．２８０，ｎｏ．５３６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ｐ．５３７－５３８，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８；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ｒｅｙ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ｐｐ．１－１０。在美国、印度等国日渐增多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诉讼中，法官明确表达了把判决建立在坚实科学研究
成果基础上的必要性。

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４９。
参见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ＷｅＨａｖｅＮ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１５６。拉图尔原文中使用的不是
“实体”，而是“命题”。但是他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命题”一词来指人与非人的结合。这种实体究竟是否应当

成为集合之一，取决于如何陈述它们。为了简化，本文使用了“实体”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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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拉图尔没有阐释如何建立这种议会，也没有界定其范围、权限、议事方式。如果我们

把目光从书本转移到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政治实践，绝对看不到这种议会如何有可能

像目前的政府一样组织起来。但这种政治哲学吸引人之处恰恰在此：它提供了一种理解

问题的视角。在任何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个万物的议会，在第一阶段要

求我们尽可能多地考虑谁的存在应该纳入考量，在第二个阶段考虑新的存在如何与已经

进入集合的行动者和谐共处。议会所决定的争议可以从最简单、最少声音在表达的事项，

一直扩展到全球性的事务。当一个猎人在保护区中与可能威胁到他存在的棕熊相遇时，

当绵羊、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生物学家、政治家、宗教人士在克隆哺乳动物的实验室内相

遇时，当原住民代表、岛民代表、雨林、极地动植物、工业家、环境问题的科学家、外交官、国际

法学家在从巴黎到卡托维茨一系列气候峰会相遇时，万物的议会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了。

三　法律中的“自然”

以上的哲学构想看起来相当激进，甚至要颠覆我们目前对法律的整体认识。然而密

涅瓦的猫头鹰确实在黄昏起飞。在法哲学家意识到生态文明将要带来一种全新的法律观

时，其实具有哲学意义的变革已经体现在了由立法、判例、习惯法和权威法学说共同构成

的实证法之中。法律不仅是规范的载体，还表达着政治共同体所接受的意义体系。不同

的实证法展现着不同的人与自然关系。现代法哲学处理自然的最典型逻辑乃是确定对自

然的所有权，然后要求人们通过国家来保护它。不过，最近的趋势是一些法律文本有限度

地承认了自然中一些组成部分的内在价值，开启了突破人／自然二分法的进程。在这个意
义上，各国的生态法其实已经体现出了阶段性的发展特征，为我们最终迈向与生态文明相

匹配的法律做好了铺垫。

（一）中国法中的经典现代主义

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我

国总体上还保留了经典现代主义对人和自然的截然二分。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改在保留原环
境保护条款的整体内容的基础上，把更为抽象的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根本的国家任务之

列。〔２８〕 从“环境保护”向“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转变暗示着一个新范式出现在我国的法

律体系之中。但是，部门法尚未随之调整。我国目前关于自然的实证法基本可以分为两

个类别：环境保护型法律和资源利用型法律。前一序列以《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

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为主要代表，后一序列则以《煤炭法》《草原法》

《森林法》为代表，并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促进法（如《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

法》等等）。〔２９〕 当然，这样的分类仍然相当粗糙，因为任何一部保护法总会有关于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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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９０－９７页。
也有观点认为我国实体法上其实已经包括了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法三个类别。参见王灿发：《论

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３１－５３页。这样的分类标准重视其中保护
的部分。或许利用本身是保护所必然包含的题中之义，但是把利用作为一个独立的方面提出，有利于我们以更

直接的方式讨论它，而无需借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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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内容，任何一部资源利用法也会有对资源保护的规定。无论是这种粗糙的二分法还

是两种类型之间的互相渗透，都说明我国的实证法还在环境保护的窠臼之下，视“自然”

为一种外在于人类的活动、但是又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对象，人类可以把它作为资源加以利

用，又必须基于自身的利益加以保护。

《环境保护法》第２条把环境定义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
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

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这一条文以列举的方式尽可

能多地囊括了包括遗迹和城乡建设在内的各种因素，把人的活动视为环境的一个部分。

但它也开宗明义地指出，环境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它“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作为

资源利用型法律之代表的《水法》在总则中把立法目的表达为合理开发、节约、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于是，水既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潜在威胁、从而需要得到控

制，又是一种可以为人类利用的资源、从而需要合理利用。环境和资源作为自然的一部

分，其价值仅仅在与人类有关时才得以彰显。我国的实证法仍然将自然视为一种客体，对

于具有道德主体地位的人而言仅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换言之，要想具体落实生态文明

理念，就必须系统检视以上实证法背后的哲学理念。

我国实证法上的现代法哲学逻辑还体现在，国家是自然的所有者，并以保护者的面目

出现，规制着社会和个人，也规制着自然。国家在环境、自然资源、能源经济等领域行使监

管、保护、促进、推动之权。２０１８年宪法修改明确了我国在生态治理方面采取了集中式的
国家目标进路、而非分散式的环境权进路，而且国务院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３０〕 对生

态环境损害的规制，学说的重点也从侵权行为法和保险法角度的事后救济转向更关注国

家对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干预的预防。〔３１〕 不仅如此，国家所有权看上去是对传统民法以

个人所有权为主的产权体系的突破，其实恰恰最完美地延续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

想最合理地保护和利用自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属于一个权利主体。〔３２〕 而在生态文

明视角下，国家作为政治生活的组织者，肩负了让自然回归政治的重大责任。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确实有必要以生态文明为立足点，在未来环境法律与政策制定时系统修正此前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理解。

（二）欧洲各国对现代主义的有限修正

作为环境治理的领先区域，欧洲各国和欧盟最近在生态法方面的进展值得我们关注。

法律虽仍然认为自然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社会的整体，但已经开始逐渐承认动物、环境、气

候等组成“自然”的部分也有内在价值。

作为积极推动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法国在环境立法上其实还在延续工业文明的旧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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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９０－９７页。
参见侯佳儒：《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移转与预防———从私法到公法》，《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２２－２７页。
古典经济学解决“公地危机”的方案就是为公有地确定产权。ＧａｒｒｅｔｔＨａｒ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ｖｏｌ．１６２，ｎｏ．３８５９，ｐｐ．１２４３－１２４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６８．在我国素有关于国家所有权性质的争论，参见巩固：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５－１３６页。目前看来，如何认识这一“所
有权”的性质取决于论者的学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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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念。２００４年生效、具有宪法效力的《环境宪章》开宗明义地表达了环境立法的哲学观
念：为了人自己的发展，必须保护环境。它把自然资源和平衡表述为人类产生的条件，把

自然环境视作人类的存在与未来的必要条件，把一些消费和生产方式批判为对生物多样

性、人的充分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的威胁。于是，作为人类成员，“人人都享有在一个

平衡的和不妨害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第１条），与此同时，“人人都负有义务参与
环境的维护和改善”（第２条）。在“自然属于谁”的问题上，法国环境法的回答是属于全
体国民。《环境宪章》把环境保护描述为国民的根本利益之一，暗示自然属于国民。《环

境法典》第１条第１段更是简明地宣告：“海陆自然空间、资源和环境，遗址，昼夜景观，空
气质量，生物和生物多样性是我国共同财富的一部分。”换言之，法国２１世纪的立法仍然
延续了１９世纪统一民族国家建立的逻辑，把抽象的国民视为国土、风景、整个疆域内空间
的拥有者。〔３３〕 可见，法国法在看待环境时和中国法没有本质的区别。自然因为人的利益

而非自身的存在而应当得到保护，因而人应当“有权”去“享受”健康的环境。〔３４〕 欧洲各

国在新的动物保护立法中虽然越来越多把动物视作一种独立于其他财产的“物”，并且允

许其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独立的利益，但最终还是把对动物保护的措施限制在不干扰人的

经济与文化生活的限度之内。

虽然立法文本如此，司法却出现了更多突破人与自然二分的进展。在工业文明所推

崇的人类中心主义法哲学中，人类个体具有反思的良知、主体性，掌握了符号和语言从而

具有自我表达的能力。〔３５〕 相反，非人类可能有感情却没有良知，可以与人类互动却不具

备主体性。“必须把人视作目的而非手段”的伦理戒律背后的代价是把非人类视作手段

而非目的。在司法中，越来越多的判例运用法律技术把非人当作目的加以保护。在法国，

一名闯入保护区的猎人出于自保射杀了一头棕熊，上诉法院没有接受他紧急避险的辩护，

因为紧急状态对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保护区的人不适用。欧盟法院则先后要求法国和

德国保证建设工程产生的噪音不至于影响到工地周围鸟类栖息地的安静，并判决希腊因

为耽于保障海龟栖息地的宁静而违反条约义务。〔３６〕 虽然学说、特别是民法学说仍然视人

为唯一的主体，但一系列判例传达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当非人的存在影响人的利益时，

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利益权衡也只能要求人让步。

（三）国际法上突破现代主义的开始

动物作为自然中非人类的代表已经在法国法上取得了有限的主体地位，其利益因其

自身的价值而得到保护，〔３７〕并和作为文化之代表的宗教发生了正面的冲突，要求法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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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国共和主义法哲学中的国民主权观念，参见朱明哲：《司法中的政治理论脉络》，《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第８９－１０６页。
系统性的反思，参见ＭａｒｉｅＡｎｇèｌｅＨｅｒｍｉｔｔｅ， 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ｓｕｊｅｔｄｅｄｒｏｉｔ？ ，Ａｎｎａｌｅ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ｍａｉ
２０１１，ｖｏｌ．６６，ｎｏ１，ｐｐ．１７３－２１２。
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ａｒｄｅｌà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ｐ．ｃｉｔ．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５，ｐ．３０４。
参见ＭａｒｉｅＡｎｇèｌｅＨｅｒｍｉｔｔｅ， 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ｓｕｊｅｔｄｅｄｒｏｉｔ？ ，Ａｎｎａｌｅｓ．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ｍａｉ２０１１，ｖｏｌ．６６，
ｎｏ１，ｐｐ．１７３－２１２。
当然，还有观点认为对动物利益的保护最终只是满足人的怜悯心，保护的还是人的情感利益。这种观点在传统

民法学界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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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自然／文化之间既截然有别又相互纠缠的微妙关系在国际法上更体现得淋漓
尽致。

１９７２年在斯德哥尔摩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方就谴责西方的发展模式同时威胁
了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３８〕 会议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第１条第１句
庄严宣告，“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在表面上迈出了重新

在自然中审视人的第一步。但是，随后的第５条又明确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
宝贵的”。该宣言作为一种政治宣言，并不当然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不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同年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同时把自然和文化置于国

际社会的卵翼之下。该公约序言第６段声明：“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不难看出，各缔约国仍然延续了现代政

治经济学的理念，认为明确所有权是保护一种对象的最佳———甚至唯一———方法，而且一

旦把本来具有强烈人身和地域范围限制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宣告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便

可以协调各国的行动，仿佛每个人类社会的成员当然也同时从那些他们本来没有什么机

会实质接触到的遗产中获益一般。《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２条界定了自然
遗产的范围：从审美、科学、保护的角度看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因素。无论是审美

体验、科学研究，还是保护的目的，终究是在作为主体的人的判断中形成的。所以，自然要

得到保护，必须要由人的评价体系承认其普遍且突出的价值。于是，在国际环境法的发轫

阶段，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人类文化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

自然，自然也是文化发展的条件。人不但拥有文化，也拥有自然，而且自然和文化一样属

于包括了现存和未来世代的全人类。

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标志着国际环境法开始尝试突破现代主
义自然观。和《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一样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

言》虽然在头两条确立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人类处在关注持续发展的中心”）和国家

中心（“国家拥有主权权利依照本国环境与发展政策利用自己的资源”）的观念。但是该

宣言第２２条原则终于承认：“土著人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当地社区的环境管理和发展起重
要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身份、文化和利益，使它们有效地参与实现可持续

发展。”在这一条的表达中，自然和文化终于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特定的自然环

境对于原住民共同体的文化而言是一项构成性的利益，而这些文化的存在对自然的延续

也不可或缺。

在里约大会后开始接受签署、目前已经有１９３个缔约方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则迈出
了决定性的一步。其序言第１段第１句开宗明义地强调了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而且
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在“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

美学”这些和人有关的方面，也体现在“生态、遗传”这两个并不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方

面。而且，《生物多样性公约》把生物多样性对于“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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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参见［法］埃马纽埃尔·图尔姆 茹阿内：《承认的国际法》，朱明哲译，《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９９－
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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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置于它作为“全人类共同关切的事项”之前。不仅如此，该公约的序言还重述了

《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对原住民共同体的重视：“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

和地方社区同生物资源有密切和传统的依存关系。”可见，里约会议象征着国际环境法两

个重要的转向。一方面，人们终于承认了自然的独立价值；另一方面，文化与自然之间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得到了重视。

四　“共生”理念下法律与科学的合作

从上文对实在法的分析中，在环境法治中的“拥有—利用—保护”的理念维持主导思

潮的背景下，逐渐出现了提倡人与非人共生、自然与文化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这种转变

背后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界定，真正的动力则在于以人与自然分野为代表的一

系列二分法不再能表达我们所面对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要求我们把自然带回法

律，或者把法律带回自然。那么法学家就必须学会理解科学的语言，同时让自己的语言能

够为科学家所理解。

区分人与自然、事实与规范，在现代哲学建构中是同一个过程。如果它在观念上可能

成功，在实践中却从未实现。工业文明时期的现代主义把自然与政治分开，让人类取得对

自然的所有权，然后再用形成于人类政治之中的国家或国际社会对自然加以利用和保护。

我们还曾试图用人对自然的剥削来取代人对人的剥削。然而在日常关于自然、环境、生态

的交谈中，我们既无法在谈论科学的时候完全对每一种学术立场所可能推荐的集体行动

视而不见，又无法在讨论政治时对每一种政治建议背后的科学发现置若罔闻。我们越想

把人与非人分开，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就越多，所造成的混合物也就越多。“二十多年来，

人人都能感受到现代化行将终结：因为人与非人之间不断增强的纠葛，要区分价值和事实

在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变得比以前更困难。”〔３９〕于是，法律开始承认有感觉的物的主体地

位，开始认识到自然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也开始认识到自然与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上是

一体的。曾经看上去牢不可破的现代主义二分法终于松动了一些，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

法律也似乎终于带有了整体生态文明的意味。

只不过整个过程仍然是人类的政治在似乎排除了自然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解释

相关法律的内容时，有人强调其反映客观规律的一面，有人强调其政治博弈的一面，还有

人主张把所有的法律看作话语。但是挑战现代性所立足的两分法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一

种简单的归因论。我们既反对把文化、政治、哲学现象归结为简单的物质决定论，也反对

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说成是纯粹政治倾向的投射，又拒绝把一切实质化约为言语。〔４０〕 物质

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延续了现代哲学对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区分，认为其中一个比另

一个更加本质。后现代哲学试图找到一个把二者重新融合的方案，却忽略了一种可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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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人类从未真正从自然中走出，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现代人———这是拉图尔对现

代主义困境的解说。在现代主义的构成中：自然（物、客体）必须是纯粹外在于我们的，在

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是普遍的，等待我们的发现；社会（主体、国家）总是由公民不断人为建

构的；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渗透不可能发生。〔４１〕 但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对自然的认识建

构于特定的社会之中，社会建构也同样制造着独立于每个建构者的实体。强调客观性的

科学家总是在声称，说话的不是他们，而是“事实本身”，而科学事实却在实验室中由一群

精心挑选的“绅士”建构。〔４２〕 同样，政治哲学家声称国家和社会由公民组成，而这些公民

最终塑造了一个切切实实行使着权力、制定着法律、创造着机构并为了实现这一切而不得

不调动大量物质的主权者、独立于他们每个人意志的主权者。〔４３〕 科学家代表着实验室中

的观察对象发言，正如主权者代表着公民发言。〔４４〕 于是，科学所代表的自然同时也内在

于人类活动，政治所代表的人类社会同时也要调动超越于人类的物。科学家越是用对知

识生产过程的控制来证明自然的客观性，他就越是要调动受认可的同行为他背书；主权者

越是要通过实现社会契约的目的而代表公民，他就越是要动用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我们

这些在同行评议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作者肯定对前者并不陌生，作为法学研究者，我们也不

应该觉得后者难以理解。所以，现代主义越是想把二者分开，它所创造的混合物反而越

多，虽然它否认这种混合物存在的可能性。〔４５〕

生态文明要让人类社会重新融入自然之中、与万物共生，法学家就必须学会与科学对

话。如果我们对新的法律实践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上述对话其实正在发生。国际法院

在２０１８年２月的“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的判决中，首次认为国家应该对其所造成之
环境侵害负责。〔４６〕 在荷兰的Ｕｒｇｅｎｄ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ｖ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案中，法院
认为荷兰政府因为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减少国内温室气体排放而违反了其注意义务，

并要求政府在２０２０年实现相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２５％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４７〕２０１８年６月，
美国北加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在听取了双方冗长的科学讨论后，确认了人类活动对气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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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的影响。〔４８〕 一系列关于环境的诉讼为我们展现的启示远远多于诉讼主体、诉讼标

的、诉讼程序等传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新法律实践把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建立在科学进

展的可靠性上，反过来又用司法权威为科学上的论断背书。法律和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

变得模糊，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法律当作一种实现科学判断的工具，而非独立、融贯的价值

体系。

生态治理的新发展不但在理念上走出了一条康德可能无法预见的道路，而且证明了

现有的法律技术完全有能力实现与现代主义的分离。晚近的环境侵害诉讼也越来越倾向

于承认无关于任何人之经济、科学、文化、审美利益的纯粹生态损害。恰恰是在本应为人

所垄断、为规范性所垄断的司法剧场中，我们看到法官越来越善于运用科学论证：一个物

种的存在及其栖息地的地理范围、人类活动的影响、限制人类活动所可能需要付出的代

价……利维坦需要空气泵为他传达自然的声音，空气泵也需要利维坦去实现它所表达的

利益。关于实然的知识成了关于应当的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必须依靠

科学的实践倾听自然：“智者不但是一名科学家、创业者、演说家、政治家，他还是一名翻

译家。他既可以用每个人所熟悉的语言与之交谈，又可以让对方理解其他人的语言。”〔４９〕

２０１５年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之重大成果面世的《巴黎协定》开宗明义地说：“认识到必须根
据现有的最佳科学知识，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作出有效和逐渐的应对。”当国际条约确

认１．５摄氏度的升温还是一个安全的气候变化范围时，科学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法律之
中。〔５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但可能从未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现代过，而且现在干脆放弃

了把人与自然、实然与应然留在两个不同领域的徒劳努力。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拥

有—利用—保护”逻辑用法律限制人们的行为从而规制外部性，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共

生逻辑则要求法律和科学之间的紧密合作，以保护人和自然中其他要素的利益。

五　结　论

法国重要公法学杂志《权力》在采访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的导师塞尔（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ｒｒｅｓ）
时曾经问：“您的思想让人相信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拯救自然。哲学家竟会相信法律？”塞

尔回答：“法律不仅‘帮助’我们拯救自然；法律可以拯救自然。”〔５１〕他在访谈中建议我们

改变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通过限制性的法律治理污染。本文所主张的既更多，又

更少。更多，是因为我们所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所有权体系，还有一系列我们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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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学据以建立的概念，包括权利主体、客体、人和物的区分、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平等、

国家、主权……更少，是因为我们不指望法律能够拯救自然。人与万物共生的自然只能通

过其成员的合作才能得到拯救，法律不过是此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已。当本文

主张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已经把我们推向了反思整个法律体系的边缘时，意思并不是法学

必须对哲学、人类学俯首称臣。法学是一个有独立逻辑和知识体系的科学。恰恰因为法

学是一种科学，其内容和形式才会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如果说一种科学主张它现

有的教条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反而和我们的常识格格不入了。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要求我们跳出人／自然的二分来理解法律。我们当代
的法秩序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它区分了主体和客体，自然属于客体，为人所征服、所拥

有、所利用、所保护。启蒙哲学的发展让每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都成了道德意义和法律意

义上的人。法治国作为１９世纪的伟大政治进步，为所有人提供了名义上平等的法律保
护。社会国作为２０世纪的伟大政治进步，则致力于为法律上平等的人提供实现自己权利
的经济和社会保障。生态文明时代的贡献之一便是让人和非人可以决定共同的生活。我

们不再拥有自然，人类只是和其他的存在于共同的世界中构建一种集合体，并在此生活而

已。在一些国家的实证法上，变革已经发生，非人类因素之内在价值已经获得承认。我们

还可以走得更远。

生态法哲学从本体论上提倡一种多元主义，承认人与万物在自然中共生，在集体决策

中则承认不同行动者的合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让法律聆听科学的声音，因为正是

科学让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在自然中的邻居的声音。此前，在动物—人—人工智能的三角

关系中，我们曾认为人同时具有感受和认知的能力，动物具有感受的能力却不具备认知能

力，而人工智能只具有认知能力却不具备感受的能力。但是，现在认知科学、脑科学等领

域的突破让我们开始不得不正视动物可能具备高于我们想象的认知能力、人工智能也可

能具备情感，甚至用于区别不同存在的这两种能力本身也可能是不成立的。于是，理解了

科学论证的法官意识到我们可以因为某一个物种或者自然现象的内在价值而用法律限制

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在法庭上确证一个科学结论的真伪，还可以借助法律实现科学上认为

有益于保护地球（而不仅仅是人类）的结果。生态文明要求我们抛弃人与自然之间的人

造区隔，也要求我们抛弃法律与科学截然二分的想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是因为它

不但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关系人类的存续。十八大以来，出台了四十多项设计生态

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初见成效，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适应

生态文明的共生法哲学。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上要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在全球治理上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在理念上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坚持和落实上述原则方面，法学必须有所作

为。法学研究者一方面面对全面扬弃现代法学知识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迎来了以新的制

度和知识拯救自然的契机。

为了让生态文明的法哲学有更丰富的实质，我们有必要同时展开三方面的努力。首

先，我们有必要回溯当代法哲学上重要命题与观念的形成史，从而理解人与非人的互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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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构了我们的法学知识系谱。其次，在共生理念的指引下详细审视我们现有的制度，密

切关注法律实践中的新发展，以期制度创新能够回应生态文明的要求。最后，我们需要不

断地让万物通过科学发声、参与新秩序的建构，并探索种种技术的极限。法学家至少能从

历史中学习到一点，那就是生态文明的法律体系不可能以抛弃所有现有法制度为前提。

现代法秩序的建立也没有与过去的法制度彻底决裂。启蒙思想的制度化为旧有的制度灌

注了新的精神。生态文明中的法律体系建构完全可以从提出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出发，然

后用这些体现了共生理念的法律原则赋予过去工业文明中的具体规则以新的含义，最后

形成新的规则。民法典中“绿色条款”的引入就是积极的一步。我们不但期待着更多判

例和学说将这一原则类型化、用以指导各种规则的解释，我们更期待着意识到共生的法哲

学理念能够为生态文明的时代找到更多可以灌注入旧有规则形体之中的新精神。

［本文为作者参与的２０１８年度中国政法大学第五批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研究项目
“法治体系下的立法权”（１８ＣＸＴＤ１０）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
ｄｅａ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ｈａｓａｌｓｏｂ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
ｔｏ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ａｗ．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ｌｅｇａｌｏｒｄｅｒｈａｓｂｅｅ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ｓｃｏｌａ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ｕｓｗｉｔｈｆｏｕｒ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ｗｅｃａ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ｃｅ．Ｌａｔｏｕｒ，ｏｎ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ｅｖｅｌｔｏ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ｅｓｐｉ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ｌａｗｓｔｉｌｌ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ｓ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
ｂｕｔ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ｏｗｎｉｎｇ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ｇ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ｓ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
ｔｈｅｅｃｏｓｐｈｅｒｅ．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ｌｅｆａｃｉｎｇｕｐｔｏ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ｌａｗｓｕｉｔｓａｂｏｕ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ｒｅｌｉｅｓ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ｌｓｏｍｏｒｅ
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ｅｅｋ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ｅｈａｓｎｅｖｅｒｒｅ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ａ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ｉ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ｏｅｘｉｓ
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ａｗ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ｕｓｔｏｔｒｙｔｏｃｏｅｘｉｓｔｗｉｔｈ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ｅ．

（责任编辑：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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