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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下三个问题构成了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内容:一是"生态社会主义"一词是怎么产生的，二是为

何鲁道夫·巴罗是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是谁?为什么是他?本文的研究就是围

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从而解决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空白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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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

阶段一一"从红到绿"(20 世纪 60、70 年代)、"红绿交

融"(80 年代)、"绿色红化"(90 年代以后)，近年来对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已有所阐述，但"生态社会

主义"一词是如何产生的，则研究不多;对第二和第三

阶段的代表人物的研究不少，但对 60、70 年代的代表

人物的研究甚少;生态社会主义是不是最早追溯到

60、70 年代，还有没有更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生态

社会主义的先驱是谁?这些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

题。

一、"生态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生态社会主义"一词是由谁提出来的呢?从目前

学术界研究的情况来看，普遍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

由德国绿党提出的，最早将"生态社会主义"引人我国

的是王瑾，他在评介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时指

出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绿色运动直接提出来

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欧洲绿党的行动纲领"[1]。这里有

两层含义，一是欧洲绿色运动提出了"生态社会主

义";二是欧洲绿党的行动纲领采用了"生态社会主

义可惜他并没有标明出处，此后的一些学者，如鱼

小辉、周穗明都引用这一观点。那么，绿党到底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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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绿党并没有完整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眼，至多提出了"社会

主义"的想法，这就是德国绿党前领导人之一凯莉与

《明镜》周刊谈话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奉行的

是一种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的、解放的社会主义，一

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①，所以，有些学者在

谈及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时，也把绿党的生态社会主

义叫做绿党社会主义，如牛先锋就这样写道绿党诞

生后就宣称它的基本目标是革除现代工业社会弊端，

建立‘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解放的社会主义即绿

党(生态)社会主义'啊，其实他们所说的"生态社会主

义"就是讲绿党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有的就直接把

绿党的思想统称为绿党社会主义来加以研究[3，因此，

大多数学者就将绿党的四大支柱(生态学、社会公正、

基层民主、非暴力)看做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或基本原则。

为什么早期学者将绿党的社会主义称为生态社

会主义呢?其实，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单从字面意义

上来看，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还不成熟的早期，由于

绿党既提出要保护生态的观点，又提出要奉行社会主

义的观点，那么，人们很容易将绿党所提出的观点归

结为其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是生态得到保护的社会

主义，因此，绿党的社会主义就可称为生态社会主义，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生态的社会主义。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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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绿党派别林立，其中的左派是绿党中的红

派，即 90 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红色绿

党"( Red-greens) ，它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卡普拉

和斯普雷纳克将绿党的各派划分为:绿党想象派或整

体派，绿党生态派，绿党和平运动派，以及绿党激进的

左派。其中绿党激进的左派"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其规

定性并不十分严格的社会主义派别咽18)。著名政党政

治专家基茨塞尔特(Kitschelt)在《政党构成逻辑》一书

中研究了德国和比利时绿党的情况，将其区分出四个

派别，其中一个派别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派别。"这一派

别主要是绿色活动家，他们以新左派或者左派社会主

义者的面目出现，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纲领、战略，参

与社会主义的组织"阳明，该派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

义，把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另一个表

现，他们注重议会外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抗议，注重新

社会运动和工人阶级在生态化社会中的作用，把工人

阶级的反抗斗争看成是实现生态社会的力量，并与工

会保持一定的联系。

绿党只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想法，并没有真正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那么，是谁提出"生态社会主

义"呢?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格尔，他在 1979 年

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在探讨怎样用马克

思主义的方向来指导生态运动从而提出介于资本主

义和极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说关

于这一点的答案是很难作出的。我们并不是说仅仅因

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少数人能够克服异化消费和找到

非异化的劳动，整个制度就可以趋向于生态社会主义

了。 "[j何m这里，阿格尔将生态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介于

资本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其实类似

于绿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即一方面要能够保护生态

的，而不是破坏生态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而不

是资本主义的。

而对生态社会主义阐述较详细的应属德国社民

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 ，不过当

时他还不是社民党的主席，而是联邦德国萨尔州的总

理， 1985 年他出版了《另一种进步一一负责而不是拒

绝负责》一书，书中他提出"另一种进步叫生态社会

主义，它是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和反对人剥削自然的

斗争的结合。要实现这种进步，必须抛弃经济增长思

想;必须更公正地分配社会生产财富;必须实行彻底

改革，使公民能够参与决定社会和经济事务。在这方

面，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基本政治共同点是:维护

劳动者的自觉权，夺回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

权。"[7拉封丹之所以寻求"生态社会主义"这另一种进

步，是对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以及蓬勃兴起的绿党的一种回应。

1972 年《增长的极限》发表，对人类提出了警告，

人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成为公共话语的热

点， 1980 年一个新兴的政党一一德国绿党成立，面对

时代的变化及竞争对手的出现，是否要在社民党的传

统观念里融人环境保护的思想，党内出现了分歧。一

派是以勃兰特为代表，认为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

战，社民党应该发扬改良主义的传统，对自己的价值

体系和发展战略做出调整，将生态问题和和平问题吸

收到社民党的党纲中。另一派是以斯密特为代表，反

对向绿色政治做出妥协，认为社民党应该坚持原来的

传统，主张继续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否则将会

失去传统选民。然而事实表明，忽视环境问题的政党

将失去部分选民，重视环境问题的政党将赢得选民的

支持，绿党自成立以来，其选民支持率一直处于上升

态势，从 1980 年的1.59毛上升到 1983 年的 5.6% ，进

而上升到 1987 年的 8.39毛，而社民党也正是在此时其

支持率不断滑坡，从 1972 年的 45.8%下降到 1980 年

的 42.9%，进而下降到 1990 年的 33.59毛。[帆随着自由

民主党与社民党合作的破裂，社民党在 1982 年结束

了其长达 16 年的执政地位，并在次年的大选中失利。

拉封丹面对这样的局势，早就做出了反应，据他自己

所说"在绿党成立后，我很快就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在大规模的和平运动集会中，我与佩特拉·凯莉以及

格尔得·巴斯蒂安相遇。我对他们两位的评价都很高"

问时。正是社民党急需吸收绿党环境保护等思想，拉封

丹才在《另一种进步一一负责而不是拒绝负责》一书

中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

那么拉封丹所指的这另一种进步一一"生态社会

主义"是什么样的进步呢?他在书中清楚地表明其无

法容忍政治行为的消极后果，批驳了经济界人士对经

济增长的狂热，指出我们不能把商品生产的增长而是

必须把重新重视生命和人类当作目标，对进步的理解

不能单看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因为这种胜利已经使人

类得不偿失，因此必须重新定义进步，这种进步不是

以往进步的延续，而是表现为(1)公正分配的福利;

(2)生活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提高 ;(3)社会和个人自由

的增加 ;(4) 保障全人类都能够得到起码的必需品以

维持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为目标。拉封丹还指出要对

他们的施政纲领实行生态主义的转折，要实行新的生

产政策，这种新的生产政策必须根据生态主义和公共

福利准则控制生产率的发展，通过节约能源的投资取

代节约人力的投资在对促进生产率的进步方面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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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另外"生态社会主义"这另一种进步还是一种

对劳动的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劳动不仅仅是占有一

个工作岗位;而是从事创造活动。为此，一方面要通过

缩短工时，对有报酬的工作进行重新分配，另一方面，

要从生态主义观点出发，重新重视无报酬的工作，从

而我们就能夺回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权和恢复人

在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心。

从拉封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我们似乎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日渐成熟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

产生早期的一些雏形，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最基本的

含义，即将生态学的原则同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从

以下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拉封丹生态社会主义观

点的这个特征:一方面他警醒人们不要盲目崇拜经济

增长和商品的增加，不要陶醉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

中，而应重质量而不是数量，要通过节约能源来促进

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公平分配福利，减

少职业性劳动时间，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

的劳动，从而提高人的自觉程度，提高人的自主权。前

者是拉封丹生态思想的体现，反对人对自然的剥削，

后者是拉封丹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反对人对人的剥

削，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拉封丹所寻求的另一

种进步一一"生态社会主义"。

二、鲁道夫·巴罗: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

代言人

第一代的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鲁道夫·

巴罗和亚当·沙夫，笔者在这着重阐述巴罗的生态社

会主义思想。鲁道夫·巴罗 (Rudolf Bahro) ，原居东柏

林，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 1965 至 1967 年担任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机关刊物《论坛》的副主编。 1972

年开始写作《抉择一一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

判~ (The Altemative in Eastem Europe) ，同年八月他就

以涉嫌"情报活动"的罪名被逮捕，被判处八年徒刑，

不过在 1979 年获得大赦，随后被放逐到西德，而后在

汉诺威大学任教，不久成为西德著名社会活动家，绿

党的主要理论家，80 年代以后成为生态运动和欧洲

和平运动中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关生态问题的代表

著作是《社会主义与生存~ (Socialism and Survival) 、

《从红到绿~ (From Red To Green)、《创建绿色运动》

(Building The Green Movement)、《避免社会和生态灾

难:世界转型政治~ (A voiding Social & Ecological 

Disaster: The Politics of W orld Transfo口nation) 。

巴罗是最早谋求"绿色"与"红色即生态运动与

共产主义运动结合的人，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转

变呢?这还源于他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气指苏联

和东欧)的深刻剖析。巴罗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

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政治

官僚专政官僚主义使社会处于僵化的状态，人们的

个性受到严重压抑，它同资本主义一样追求商品数量

的增长，而且这种生产是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现实

存在的社会主义"正依循着欧洲发达国家的发展道

路，正在用自己征服自然的手段所取得的成就毁灭自

身正从其他国家人民和未来人们的生活不可或缺

的东西中摄取滋养"[10](2叭这种生产方式是工业化活

动的副产品，并且"从追求最高利润这个在现实存在

的社会主义中居于强有力统治地位的经济原则的角

度看，这主要是以恶元限性为动力取得的量的进

步"[10酬，如果继续以这样的生产方式进行下去的话，

"未来世代的人就将要为大气层制造氧气，为河流制
造7水1<，为地球两极制造寒冷"叩[阴叫町(2刽219凹叭9

变这种生产方式，为此，苏联有的理论家就提出对其

他行星进行开发或者对耗资较少的地上矿产进行冶

炼，以求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解决能源资源的短

缺问题，巴罗认为这是对当前生存最有害的幻想，必

须用新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目前所谓的科学技术革命。

这一变革伴随而来的将是两个转变。首先应改变

对进步的一般看法，重新确定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

当前人均原料和能源消耗与人均钢材和水泥产量

优先作为完全异化了的进步的标准叩0]酬，这一进步

的标准必须改变，因为以此为标准在苏联及东欧国家

开展的"经济竞赛"必然要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

并且把"我们牢牢系在时代的最大痴心妄想上:不去

勇敢地重新组织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而宁肯去

想如何飞出太阳系叩0阳)。巴罗同时认为，在马克思的

时代，增加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为了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必须通过增加生产去解放生产

力，然而，现在，通过追求量的增长的扩大再生产来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未必是实

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而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

大导师们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积累归结为极大限度地

生产财富"[刚刚，当前所进行的生产都是超过了人们

真正需求的奢侈品，这样的生萨同资本主义一样，非

但不能促进个性的发展，反而会使人们养成寄生的习

性，人们只是被动接受"高价买来的东西"。

因此，社会进步的标准必须改变，即实现从量的

增长到质的提升，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

使人与自然之间在保持平衡关系的基础上，步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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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而要实现这种平衡，最大的动力就来源于将对

数量增长的追求转移到对质量的追求上来"人们应

该使自己从物化的统治下，从战害个性的产品拜物教

中解放出来。无论是生产的增长，还是目前极少受到

质询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都将失去它们作为

必不可缺的经济要求的神圣光环，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反过来要使‘零增长'上升为规律，而是根本否定把

数量标准放在首位"阴阳，在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基本

需要后，再生产过程的计划就应该肯定无疑地转向优

先考虑入的全面发展，考虑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第二个转变就是巴罗所谓的"生产习惯"的彻底

转变，即实行协调再生产，也就是"转变生产对自然界

进行剥夺的优先权，把生产纳入自然的循环中，将优

先扩大再生产转变为简单再生产，将优先提高劳动生

产率转变为关怀劳动条件和劳动文明一一发展合乎

自然和人的技术和工艺，恢复大(工业)生产与小(工

业)生产之间的正确比例关系。"[叩均这一转变就要求

社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对待现有的设备、资产

的问题上，要始终强调节约的态度，能修理的就不要

改建，能改建的就不要新建，并且要尽可能降低材料

和能源的消耗;对群众日用品则应讲求质量、经久耐

用和美观大方;要从废旧物中回收和再生可以重新使

用的原料等等。同这些措施相一致，社会主义国家还

应当放弃军国主义，实行和平主义的政策。因为军备

生产和军队仍然是对物力和人力的浪费、对自然和人

采取肆无忌惮态度的典型事例，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

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等价交换将注定不发达

国家的贫困，并且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原料的掠夺

将使这种贫困长期保持下去。"当和平运动最终与生

态运动联结起来的时候，和平运动就获得了取胜的最

大机会"[!OX134)。

正是因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生态环境上

的问题才令巴罗由"红"变"绿早在 1979 年 11 月的

时候，在一次奥芬巴赫(Offenbach )议会的所作的演讲

上，他就声称他不再是一个秘密的绿党分子而是一个

公开的绿党分子，他指出，绿党关注的不单单是生态

方面的问题，他们支持全人类的普遍解放，想要推翻

人们受屈辱的所有条件。同样的，如果地球遭受破坏，

全人类的普遍解放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巴罗深信，

"如果开诚布公地引导社会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之间

的讨论，这一讨论是不会产生分歧的，而是会促使二

者在未来的融合。"[叫I田正因为巴罗力主绿色与红色的

结合，他被誉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

既然绿色和红色是可以融合的，那么二者必必、然有

一致的地方，这一致的地方是什么呢?巴罗认为，社会

主义者和绿党拥有一致的立场，这就是对建立在资本

主义基础之上的工业主义的激烈批判。但是许多绿色

分子在早期的时候尽管也对工业主义进行批判，但只

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体系进行批判，而我们所要批

判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主义，这种工业

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的元限膨胀，追求的是可以转化为

更多价值的价值，这应该是绿色运动所不能忽视的东

西。因此，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向那些还不是社会主

义者的绿色分子进行各方面的细致解释，一方面要跟

他们解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工业的无限增长之

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还要解释被异化了的技术及其对

人类的危害。巴罗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工业的

发展来增加财富被看做人类解放的基础，但在这一点

上，资本主义做的有点过了，原本生产与需求之间相

互促进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被扭曲了，人们的

享乐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不再是理性的了，许多需求是

指向特殊的享乐和个人发展，带有补偿性的特征

(compensatory character) ，即人们的真正需求由于受现

存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到满足，怎么办呢?只好寻找

替代物来补偿之，而这是什么样的替代物呢?据巴罗

所说那就是要占有和消费尽可能多、尽可能有(交

换)价值的东西和劳务"[lqm，通过这样的替代物来弥

补人的真正需求的缺失。然而，人们总可以说他们缺

这个缺那个，因为别人总是拥有的更多，因此，就不断

产生各种各样的需求，进而要求进行更多地生产，这

就产生了恶性循环。这种扩大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已经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了，

我们正在耗尽其他国家和未来一代的生存必需品，

"从本质上来说，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

原则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过程，很少转化为人类的所

得。"[刚却)巴罗认为，科学技术能自动解决人类社会的

问题是一种错觉，用经济增长的办法来解决也是不现

实的，而马克思曾说的共产主义应是一种生活条件的

稳固的简单再生产以及需要解决的是在生活标准上

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扩大差异，这在今天倒是有很大意

义。此外，我们还应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

可以继续改进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人类能

够继续生存下去，也为了赋予生活意义，人类必须打

破对规模扩张的崇拜，而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自然。

但是，要做到这样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资

本主义条件下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只要商品生产

出来，我们就会在"虚假需求"的引导下去购买、去消

费，因此，生产地越多，我们就被迫去消费地越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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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耗费我们更多的精力在这种异化劳动和补偿性

享乐 (compensatory enjoyment)上面，这种在资本主义

主导下的对物质需求的永不满足是以损害我们更大

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不终止这种物质需求的

膨胀，社会主义不仅在物质方面是难以实现的，而且

在精神方面也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巴罗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寻求的不单单是

物质方面的解放，而是以此为基础的更高层次的一种

解放，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超越必然王国。为此，巴罗

指出:第一，要对整个经济生活、整个生产和需求的关

系进行重组，要对经济过程进行监管，没有这些，就没

有全人类的解放，这里所说的解放是指每一个人的解

放，没有每一个人的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其实，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所有人

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二，重新审视生产和生产率的增

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实现"零增长"真正的问题

不在于零增长、增长 5%或者 2% ，关键在于我们应当

从"唯数量增长"法则中摆脱出来，而实现质量增长的

转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序运行。第三，如果一

个社会已经工业化到它足以满足它的成员在已取得

的文明基础上的基本需要的话，再生产过程就应循序

渐进的展开，这必然要求以计划的方式进行。计划应

优先考虑人全面发展以及满足人类幸福的需要，发达

国家的人们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再扩大他们的物质需

求，他们更多需要的是能够在个人的活动中获得一种

乐趣，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整体的计划来促进

社会发展并导向一种新的价值观，使经济的发展符合

这样一种计划。这种计划要最优化促进人类发展的条

件，比如，要优先对教育的投资。这种计划必须以基层

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它不需要国家机器的干预，只要

在大众中对这种价值导向和目标进行真正的交流，计

划既可以自上也可以自下进行。

三、威廉·莫里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

国内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可以追

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

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旗

帜下对启蒙的辩证过程的解释，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

自然地知识形式的批判，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神

往，可以说是开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先河"[1响。但是在

国外，许多学者将生态社会主义追溯到威廉·莫里斯

(1834-1896) ，他们认为威廉·莫里斯是最早的生态社

会主义者，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如阿格尔认为，莫

里斯属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句(4'飞德里克·

沃尔(Derek Wall)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有着深层的根

源。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威廉·莫里斯(诗人、设

计家、小说家)明显构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英国学派"

[Mm;奥沙利文( 0 ' Sullivan)认为"莫里斯运用马克思

主义向我们展现了如何摆脱某种社会邪恶。并且莫里

斯所取得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他以通俗易懂的话向

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思想，为革命性

的思想和环境主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即1飞佩

泊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特别

是威廉·莫里斯及 20 世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 '"[15101)，"他是提倡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驱

者"[叩l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生态社会主义

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

社会主义"叫那么，莫里斯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

吗?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呢?

所谓先驱就是指最初发现或帮助发展某种新事

物的人，为别人作出可仿效的榜样或为别人铺平可接

踵而行的道路者。我们能否说莫里斯是一个生态社会

主义者，并且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这就要看他是

否切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以及是否成为后来的生

态社会主义者的榜样或者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有促进

作用。

至于榜样问题，正如文章开头所谈及的许多当代

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们都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追

溯到莫里斯，因此说莫里斯是他们的榜样也未尝不

可。那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莫里斯的思想是否切合生态

社会主义的主题了。

笔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主要有兰个，一

是探究当今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二是论证

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可持续原则的内在相融性，三是

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先驱，并不一定

要对这三个主题都有所涉猎，只要对其中的基础性问

题有详实的论述，那么，对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

是有益的。莫里斯就是这样的先驱，他的生态社会主

义论述较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生态危机的根源问

题，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其他两个问题就没有论述，其

实，只要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考察，要得出第二个结论

并探讨第三个问题就容易地多了，莫里斯对后两个主

题也或多或少的谈及自己的看法。那么莫里斯对生态

危机的根源是如何分析的呢?

莫里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劳动是

不快乐的，为什么呢?这还得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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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最主要的劳动-一工作开始。莫里斯指出，在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技术的水平极高，为了尽量利用这

种技术，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商品贸易体

系，莫里斯将它称为世界市场。这种体系一旦发挥作

用，就会迫使工人去生产更多的商品，而不管人们是

否需要。他说"一方面当然不能免除生产真正必需品

的劳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创造了许多虚假的或者

人为的必需品，在世界市场的严酷统治之下，这些虚

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对于人们来说，变得和维持生

活的真正必需品同样重要。 "[17](11即在这种商业贸易体

系下，人们的劳动开始制造无用的东西，制造富于破

坏性和毒素的东西，比如掺杂了杂质的食品和饮料，

许多劳动都浪费了，这包括两方面的浪费"由于富人

购买超出他们合理消费的商品，他们购买到的其实是

虚假的财富，这是一方面的浪费;而穷人却无法购买

到他们值得制造的东西，这是另一方面的浪费。因此，

资本家所提供的需求其实是一种虚假的需求。 [18阴所

以，莫里斯说很多劳动简直是浪费了;千万个男女

从事于毁灭灵魂、缩短禽兽般的寿命、可怕而非人的

苦工，却没有制造出任何东西。 "[18](113)此外，这一贸易

体系还生产大量的奢侈品，即"一大堆的虚伪财富，它

们是竞争的商业所发明的东西。 "[18](1阶莫里斯同时又

把这种贸易体系下的生产称作"廉价生产"其特征就

是"争取在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上花费尽可能少的劳

动力，而同时又设法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问11町。在

这样的商业贸易体系下，在"廉价生产"的驱使下"一

切全都牺牲了:工人在劳动中的快乐，他的最起码的

安适和必不可少的健康，他的衣、食、住、闲暇、娱乐、

教育一一总而言之，他的全部生活一一和商品的‘廉

价生产'的可怕必要性比较起来是一文不值的，而事

实上生产出来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值得生产

的。 "[17](1即‘作为公众，他被迫去购买商品，而且实物工

资制还把那可怜的工资从他身上挤出去;作为生产

者，他被迫去制造产品，从而失去了其生来就应当拥

有的日常工作中的快乐。 "[1句(1均并且原本是用来节省

劳动力的机器，由于这种商业贸易体系和"廉价生产"

的因素，却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同样的，原本由于技

术的提高可以生产出质量较高的产品，可事实并非如

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好的商品是一些普通的下等

货，最坏的商品简直就是冒充货商品是做出来

卖的，而不是做出来用的。"[叫(121)所以，原本用来为人

服务的商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颠倒过来了不

是商业为人而设，而是人为商业而设。 "[18酬劳动的快

乐丧失殆尽就不言而喻。但是，这种不快乐的劳动还

不仅局限于本国，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本主义国

家还要用武力和欺骗手段去开拓国外市场，强迫当地

人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这样一来，当地人也不

得不出卖自己，在毫无希望的劳作中过着奴隶般的生

活，劳动的乐趣也丧失了。

这种不快乐的劳动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

过的是奴隶般的生活，并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

曲"这种生活老是把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和元生物、

也就是人们所谓的‘自然'当做一种东西，而把人类当

做另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会企图使‘自

然'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在他们

以外的东西。"[呵出)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不是辩证统一

的，而是主客二分的，人外在于自然，自然成为人类征

服的对象。在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下，自然环境的

破坏在所难免，莫里斯指出我们青青的田野和清洁

的流泉，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不是变成黄金(假若

变成黄金，还可能使我们之中的某些人高兴一时) ，而

是变成了垃圾;坦白地说，我们知道地很清楚，目前由

于对资本的信仰，不仅没有改良的希望，而且事情逐

年逐日地恶化。让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

了一一被垃圾梗死。 "[1吨l阶而且，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

候，为了推销过剩的商品，不仅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

不需要的商品，而且还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或者要

求拿他们的天然产物来进行交换，从而破坏他们的生

态环境。

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这是

莫里斯所处年代产生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但在劳动

乐趣丧失的背后，深层原因在哪呢?环境污染的根源

何在?莫里斯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商业贸易

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莫里斯认为，商业在社会中

占据了优势，就是一个罪恶，而且是严重的罪恶，它导

致分配的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致贫富之

间的对比太强大了，并且强化到了可怕的程度，因而

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尤其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值得

惊骇的景象:两种人邻街邻户而居，有着同一的血统、

同一的语言，至少在名义上也处于同一的法律下，可

是一种人是文明的，另一种人是不文明的。叩叼8Xll川1

人在消费奢侈品的时候往往造成浪费，并造成环境污

染它使绿地盖满了奴隶住的房屋，使花朵枯萎，使

树木遭受有毒气体的侵害，使河流变成阴沟;致使英

国的大部分群众忘了绿地和花朵是什么样的，美丽的

东西变成了豪华的酒店和低俗的戏院叩8XI93)。因此，莫

里斯批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只是商业资本主义

的进步，但却是文明的衰退，这种衰退表现为人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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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关系的异化，人类丧失了与自然界的整体性。 样，莫里斯也主张实行共同体所有权，在 1887 年做

除了竞争性的商业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垄断抑或劳动是如何被剥夺的HMon叩oly:or ， How

其实也是从商业贸易中衍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利 Lahour Ís Robbed)的讲演中，他就提出"原材料和生

润，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使得 产工具必须为整个共同体所有，必须为每个人所用，

生态环境的保护让位于利润。上面提到的商业资本主 ……不允许独占它们 o 叫

义下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实莫里斯所处时代的维多利 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上，同佩咱一

亚人他们也意识到了，但是在遭遇资本主义制度的逻 样，莫里斯也认为，工人阶级将成为代理人。 1882 年，

辑时，他们也不得不在利润最大化面前止步。所以， 莫里斯就希望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即"某些工业区

"是利润驱使人们蜂拥到巨大的难以管理的大城镇， 的工人将采取罢工迫使他们的老板去消费他们制造

是利润驱使着人们聚集到没有花园和露天场所的地 出来的烟雾"阴阳，后来，莫里斯在《艺术:一个严肃的

方，是利润使得人们失去了对整个地区充满含硫磺质 事情~(Art:a SerÍous Thing) 里更加明确的表明了他的

烟雾的警觉，是利润将美丽的河水变成污秽的阴沟， 立场，他说我已经关注了许多罢工，可以直言不讳

最好的情况是使所有人(除了富人)住在拥挤的房子 地说我挺同情这些罢工的，但是，当出现反对以烟雾

里，而最糟糕的情况是陷入无处安身的可怜状 来污染空气，以污秽来污染水的严肃的工人罢工时，
才王:" [18X153-154) 
'巳」、。

莫里斯对生态危机(也许，用生态危机这个词并

不太适合莫里斯的时代，因为当时生态问题还尚未发

展为危机，只是崭露头脚)根源的分析与当今生态社

会主义者是大体相同的，只是在分析的路径上不大一

样。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有的从科学技术的批判开

始，如马尔库塞、高兹，有的从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开

始，如莱斯，莫里斯则跟他们不同，正如上文所分析，

他是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开始，但不管怎样

分析，他们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

度。莫里斯能认识到这点，就在于他认清了资本的逻

辑。认清了资本的逻辑，也就认清了莫里斯所处时代

环境污染的根源。因此，在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上，莫

里斯确实与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切合。

同时，莫里斯的一些论述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的

若干命题也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国

家为了销售其商品，不情以武力开拓殖民地，拓展国

外市场，在对当地人进行剥削的同时，也剥削当地的

原材料。这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如福斯特)所批判

的"生态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再比如，莫里斯认为，制

造产品应该耐用，目的是使用，而不是交换，这与当今

生态社会主义者(如奥康纳)所提出的以使用价值代

替交换价值，强调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交换

价值相比，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

而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上，他同生

态社会主义也有某些契合之处。比如，同阿格尔一样，

尽管莫里斯没有直接提出要实行小规模的生产，但他

主张采用手工劳动进行生产，提倡人们过简单的生

活，并且被"细小河流"的魅力所吸引，阴间在此，莫里

斯倒有几分"小的就是美的"韵味。再比如，同佩咱一

艺术事实上就有所突破了。叩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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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arly Eco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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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udy in early ecoloical socialism involv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id the word "eco-socialism" come into being? 

Why did Rudocf Bahro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eco-socialism activities? Who was 出e pioneer of eco-socialism? Based on the 

above 由ree questions, this paper made some investiga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 of early eco-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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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t the Present Age 
一一-A Perspective from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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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der theory, which is a modern form of feminism, provides us a new way of analyzing M缸xÏsm. The reference of epis

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rom gender theory and method is helpful for Marxism to realize the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 The 

contenets of gender theory not only enrich the terminology and connot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expand the original contents of 

Marxism. The explanation considering the identity of gender will be endowed with some experience for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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