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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与现代绿色设计

孙湘明，刘黎明

（中南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与绿色设计相关的生态伦理智慧。“无为”“天人合一”“知

足不辱”“生生不息”的伦理思想都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辩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当代绿色设计具有极
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发掘中国古代道家的“绿色思想”，能够丰富现代绿色设计的理论基础,并对全球严重的生
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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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ism and Modern Green Design

Sun Xiangming，Liu Liming
（Art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Taoist thought contains a wealth associated with the green design of ethics in “Inaction”,
“ Harmony”, and “Endless” which are full of idea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f extremely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

cance to contemporary green design by emphasizing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e. Exploring ancient Chinese Taoist
“green thinking” can enrich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odern green design,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possibility to
solve the serious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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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 60年代末，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
纳克（Victor Papanek）在其著作《为真实世界而设计》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首次提出，设计应认真
考虑有限的地球资源的使用问题，并为保护地球的环

境服务，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时隔 10 a，20
世纪 70年代爆发的“能源危机”，把全球性的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温室效应等问题严峻地摆

在我们面前，人们对自身生存问题的关注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因此，引发了一种新的设计思潮——绿

色设计。

绿色设计首先是随着“绿色产品”概念诞生并逐

步形成的一种设计理念。绿色设计概念的提出，是基

于 20世纪随着现代技术发展和人们对物质利益盲目追
求所引起的环境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自我反思。作

为以“绿色”为定语的设计，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创造

符合生态良性循环规律的设计观念。绿色设计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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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方法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宗旨，强调保护

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以人为本，善待环境。绿

色设计的实质，是使设计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并

在本质上更接近自然。

中国早期的道家思想中蕴含着极其广博而又深刻

的生态伦理智慧，包含了现代绿色设计理念，与现代

的生态保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运用道家生态哲学中

的“绿色思想”，不仅能够丰富和发展现代绿色设计的

理论，还能为全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和一种新的可能。

1 “无为”—— 人与环境
崇尚自然，倡导无为，是中国道家哲学中最主要

的思想。《道德经》中指出“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

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

为”。在老子看来，人对于万物只能是“辅”而不能

“为”，就是说行事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有所违背。

《黄帝阴符经》也认为“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这

就是“无为”，即“无所违”。

“无为”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的变化，使事物保持

其自然的本性，不人为造作，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

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情。老

子的这种生态理念，能促使人们关注环境问题，让处

于环境危机边缘的社会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状况。

人与环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相互作用、相

互依存。人离不开环境的给予，环境离不开人类的爱

护。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遭到了大

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如大气污染、气候变暖、土地沙

化等。在这些血的教训下，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人

类是生物界中唯一能够勉强摆脱自然控制的一种生

物，但还远远没有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更不可能依

靠现代科技的力量来取代生态系统的功能。因此，“以

环境为本”的理念已超越以人为本的局限，在现代化

建设的进程中，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首要地

位，已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

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空间。依照长远的角度来看，保护

环境是为人类的子孙后代谋福荫，也是“以人为本”的

真正体现。以生态环保为宗旨，不对环境做任何破坏

性的设计，是绿色设计追求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道

家思想和绿色设计所追寻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2 “生生不息”—— 可持续发展
“生生不息”指的就是人地和谐，它是《周易》生

态哲学的最高境界，体现为人类要尊重自然，要遵守

自然规律，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之时，追求人地的和谐

关系。《周易》著名的“三才之道”中天道、人道、地

道的相辅相成，阐述的就是人与自然必须彼此相依、

和谐共存求发展的道理。

《周易》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阴

阳互生、生生不息的观念，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易传·系辞上》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和《易传·序卦》的“物不可穷也，故

受之以未济终焉”，这些观点指出宇宙万物永远不是

一个有终点、可穷尽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变化日新

的动态开放系统，因而它具有永远向前发展的丰富可

能性和无可限量的灿烂前景[1]， 这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
最高理想。

《周易》中的这些观点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

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而绿色设计的一个重要

思想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策略。1980年，联合国《世
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又推出了另一份具有影
响的文件《保护地球》，该文件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是，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

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观

念的提出不仅仅是自然界，更是人类自身绵延不绝、

繁衍生息的基石。

可持续发展观念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可

持续的、动态开放的历史过程，它有时也许会受到一

些挫折，但它永远前途无量。“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

心，在于正确辨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

求人类以最高的智力水准与泛爱的责任感，去规范自

己的行为，创造和谐的世界。人与自然的互为调适，协

同进化；人与人的和谐共济，平等发展；利己利他的

平衡。”[2 ]当然，我们必须为它建立坚实的根基，这就

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树立起以“自然”为本的思

想，只有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做到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

3 “知足不辱”—— 少量化
早期的先秦道家在保护自然方面就提出要尽可能

少量化地使用资源。为了爱惜资源，确保资源永续利

用，道家哲学认为，人类要“知常”（认识自然规律）、

“知和”（懂得自然界必须保持和谐循环的状态）、“知

止”（向自然界索取必须适可而止），最后还要“知足”，

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脱离实际[3]。《老子》提出：

“甚爱必太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老子认为过多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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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必定会造成资源的极度耗费，过多的收藏而不用也

会酿成严重损失，造成资源的浪费，只有适可而止才

不会有危险，也才能保持资源的用之不竭。“祸莫大于

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

子》四十六章）即人类要维持其生存，就必须从自然

界获取其生存所需。所以道家哲学中的“知止”和“知

足”是密切相关的，既然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

类对自然的索取行为就应当有限度，人的欲望也应当

有限度和有所克制。

老子后来提出“三宝说”，即“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4]。即是说，对我们所消耗的各种

资源要有爱心（慈），使用要节约（俭），不要破坏生

态环境。

汉代道家也提出了节俭思想，提倡“衣温饭饱，札

费相随”。意思就是说，如果追求奢华、浪费资源，就

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金刚经》中也指出：“日就浮华，

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山川为空竭，天气断绝，地气

衰弱，生养万物不成。而欲悦耳目之娱，而不悟深深

巨害矣”。就是要求人们提高节俭意识，养成良好的绿

色消费习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

撑，但是，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承载能力制约着经

济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人们越来越意识

到资源、环境的重要性。人们努力寻求资源的最好利

用方式，力求再次创造出一个适合生存的空间。以绿

色设计为前提的资源节约型社会理念的提出，既体现

了全新的生产和消费观念，也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生态

伦理观。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本质，就是指以最少的资

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以保障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

4 “天人和一”—— 和谐有序
“天人合一”是中国道家思想中重要的哲学理念，

推崇天人和谐、社会与人的协调以及事物的统一。老

子最先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提出:“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天地遵从自然之

道，人也遵从自然之道。老子的这种“天人合一”的

思想也影响到庄子，庄子的 “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
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之说，以及“天地

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具有明确

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包含了 3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必要的。天地与我

一同生存，而万物与我合二为一，把人类与天地万物

隔离开来只能是自取灭亡，人类并不完全是自然界的

支配者和主宰者，必须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才能求得

自身发展。

其次，强调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万物

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最终又自

然而然地复归于大自然。

最后，道家认为，天人合一是要保护自然与人各

自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方式。任何破坏自然的“人为”

作法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都是道家所

反对的[5]。

“天人合一”在生态学意义上，强调的是趋向“合”

而不是“分”的天人一体的完美境界。道家文化所阐

述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从生态伦理

角度上讲，就是说人应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不

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这对于人们重新树立尊重自然、

与自然为友的意识，树立起“绿色思想”价值观，具

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自然环境是一个生态平衡系统，构成人类社会存

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现代自然科学的

研究成果表明，在自然界生态平衡系统中，各子系统

处于一种“和谐”的发展状态。自然生态平衡系统要

素的稳定性一旦处于不协调、无序的状态，就会引起

自然环境恶化，造成能源危机，影响人类社会的生产

秩序、生活秩序的稳定，危及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

展。而绿色设计的宗旨就是关注生态环境优化、关注

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发展。通过绿

色设计为人类营造一个更加适合生存的环境，并促

使其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子孙后代延福。道家思想

和绿色设计的本质都是追求人类能与自然和谐有序

的发展。所以，通过道家思想看绿色设计，我们不能

仅仅关注于以“人”为本，还要主张以“自然”为本，

只有人和自然和谐共存，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和

谐发展。

5 结语

道家思想充满了我国古代的哲学智慧，其思想内

涵博大精深，不仅从哲学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

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辟见解，并且对我国乃至世界

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今天

所强调的绿色设计与道家生态哲学这种崇尚自然、

返朴归真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当代绿色设计思想

的提出，正是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出发点，倡导人

们更加热爱自然、珍惜自然、回归自然，力求让人与

自然在和谐的环境中共同生存和发展。因此，探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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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与绿色设计的关系，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找到思想与文化的渊源，绿色设计将成为一

种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

式和行为方式[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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