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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依据，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原始文明、农

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这四个阶段，通过这种体系，给

了自己很为清晰的纵向历史观，贯通古今。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

更为深入的问题——在工业文明占据主导的如今，怎样在生态文

明这一历史阶段抢得先机，更好地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顺着这条历史观往下思考，终归指向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理解与处理，到底是在环境的掌控下逆来顺受；还是征服自然

让自然为人类所用；又或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最

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良好状态。终究是实践出真知，生态文明便为

我们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人与自然那种良性互动，既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同时又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适当地改造自

然。

西农所开设的无论是秦岭生态文明教育，还是在 2021 年新

提出的九曲黄河生态文明示范课，都是在向我们传递着“生态文

明建设，西农的责任，我的责任”这份价值理念。吴校长的开讲

致辞中提到，这次实地研学，你们对生态保护有没有更加深入地

认识，同时结合你们的专业，又能为黄河的干旱、水土流失等重

点生态文明保护提出什么本专业特点的解决方案。

谈到更深入的认识这一点，自己很清楚参加这次实地学习一

个很重大的原因便是自己非常喜欢有水的地方，那份生机活力、

那份清澈、洞察人心非常吸引自己。当吴校长提到深入认识的时



候，我开始反问自己，就这样我想到自己曾经在家乡的四河桥那

边的一个感受。我记得父亲曾经提到当时他们小的时候河水特别

清澈，可以看到螃蟹、鱼什么的，甚至还可以下河游泳、洗澡…

我能这描述中感受一种快乐，当我在河北的那些年来，便一直有

着对河的一种执念。可是，当我真的回到家乡，发现水也没有那

么清澈，甚至有很多的垃圾，还有飘在水上的洗衣粉泡沫，这种

景象其实在冲击着我的观念。因为明明那个地方有专门扔垃圾的

地方，可是河里依旧有垃圾；明明好多洗衣粉是有毒的，会影响

鱼虾的生存，但是河里依旧那些遗留的泡沫…我知道母亲曾经说

过，她小的时候，也是挑一箩筐的衣服下河洗衣服，可是洗衣服

的清洁剂却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自己，难过之余，就在想我

能做什么来改变些什么，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坚定地确定自己想

要从政的方向。那时的认识真是非常存粹，主要目的便是留下河

流美好的样子。

经过这六天的学习时间，慢慢地我意识到生态保护并不仅仅

是绿水青山，同样还要有金山银山，可以说是一种保护性开发利

用，撇开人本身的发展，只谈环境保护是很不现实的，充满着理

想化色彩，终究难以实施，实现两者主要矛盾的辩证性统一反而

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重中之重，最终形成一种合力。

更加意识到，生态文明保护不是一两个人、一两个村、一两

个市、一两个省甚至是一两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办到

的，这非常需要整体配合、共同努力来取得良好成效。最好的凝



结剂便是人与自然那种休戚相关的紧密关系，更缺少不了的是全

球化背景下那种彼此难以完全分割的相互联系。

具有专业特色的解决方案？想到这个已经学习了一年时间

的社会学，大脑中冒出来的第一个词便是“人”，要怎样充分的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主体已

经确认，那么接下来面对的便是做什么以及如何做，那么这便指

向的是治理与开发这个一体两面的“环节”。

此次的黄河之行，传递出并深化着“黄和安，天下平”的观

念，造成黄河水土流失，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黄河的灾

害泛滥更是大家共同承担恶果。大自然的反击之下，人弱小的不

值一提，此时也最是能够将大家凝聚到一起的时刻，来共同应对

这个统一的“敌人”，但是当真的感受到那份反击，这个时间太

晚了，很难起到及时止损的功效，甚至到达一定程度，这份凝聚

力不攻自破，会产生自相残杀的倾向，这一刻留下地更多地是不

可调和地生存竞争。这便意味着，主动占据人与自然关系主动性

的重要性，至于人是怎样意识到当今的此刻就需要紧密联合到一

起来把握主动，未雨绸缪也好，后人哀之而鉴之也罢，这些都是

次之的因素，因为这仅仅传递着必要性一点，这个必要性的的最

终利益同质性很强，那也就相对容易进行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现今的治理与开发刻不容缓，其中不可逃避的一点便

是权利与义务的划分，这指向便是异质化的利益，比如九曲黄河

在不同河段是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开发利用也是有很大差别，这



已经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流域、甚至整个国家权利与

义务的划分，这种异质性，也在孕育着矛盾冲突点。古代时期有

在其中扮演协调作用像闸会等民间组织，如今这种公私统筹协调

亦是非常重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自然科学者提供的科学

性与严谨性以及社会科学者提供人心方面的专业支撑、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支持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以此更好地协调

权利与义务，达到“统一体”的状态。

浅谈治理与开发的统筹协调后，便到了这个过程中需要唤醒

的精神气质，这是直指主观能动性这一点的。课程上讲到了“绿

色奇迹”，在毛乌素沙漠中，一代代治沙人，在极其恶劣的自然

环境之下，让黄沙漫天的地域减少，坚定地推进绿色事业。他们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始终坚持着心中那

份绿色理念，单个的人是有限的，但是“绿色理念”这个绝对精

神是无限的，一代代的人类也是无限，正是这种内在的精神气质

让“沙漠变绿洲”的人间奇迹得以实现。生态保护必然不是某一

代人的使命，而是整个人类的久久为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便很好地揭示了治理与开发

的辩证关系，也就很自然而然地提出保护性开发这个词语，努力

摆脱着竭泽而渔则无鱼的狭窄眼界，保护性开发正在探寻“鱼与

熊掌 ”的辩证法。这次学习很优秀的一个点就体现在整个学习

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我们所获得的东西也就会相对完整。在实

地观看开发利用模式之后，就在想自然风景区、文化风景区、部



分发展示范村这些地方，体验式旅游观光为什么会那么少，游客

来到这些地方获得些什么、别的地方能不能代替等等因素影响着

这些还会不会再来，跳出这个具体问题，或许真正需要的是这个

地方的独特拉力到底在哪里，体验式是对于游客需求的挖掘，需

求是一个指引，终归要思考的是“拉力”，这样思考下去的结果

会是因地制宜进行开发，将其具体一些就是找优势，寻找利用自

己这些优势来解决矛盾问题的途径，这种解决更倾向于引导，也

就自然而然地满足了需求。都在诟病各种景区千篇一律，换汤不

换药，但是设想上面的，矛盾千千万万，途径千万种，虽然说最

终如果景区想要有更多的人气，共性的东西会增多，这样才会影

响到更多人，也会导致同质性，但是这个思考的角度，是从“我”

出发，得出的途径也必然有所差别。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地

叶子，也不会有完全不同的叶子，上面的道理也是如此。

此次收益匪浅的不仅仅是在生态文明保护上认识，更是受到

老师们身上的一种哲学思维影响。用数字展现着黄河，但是却在

明确传递着现在数字并不能代表黄河的观念，同一方面在一历史

中的动态演变，深刻揭示着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着

的，实现着不断地自我批判式否定，给自己以人生方面的启示。

倘若将这种辩证法运用到生态保护之中，那便更加深刻彰显

着，我们有关生态文明保护相关理念一定是要不断地自我否定、

批判，来跟上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也才能防止不自知就步入“形

而上”的阵营。



至今犹记，当时共同所喊出的“生态文明保护，西农的责任，

我的责任”，这真的并不仅仅是一句话，更多地算是一种冲锋的

号角，用“抓铁有痕，蹋石留印”的意志力来践行，让知行统一。

说了很多生态保护的理论，那便先从捡起路边被人随意丢弃的垃

圾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