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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文，完成各题。

（1）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利益作
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

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

准。

（2）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古希腊的“万物是一”、 “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可谓生态整
体主义的最早发端。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生态整体主义形成于20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波
德和罗尔斯顿。利奥波德提出了“和谐、稳定和美丽”三原则，罗尔斯顿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
系统论证，并补充了“完整”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奈斯又补充了“生态的
可持续性原则”。国内外有一些学者把生态整体主义称为“生态中心主义”。这并不准确，甚至可
以说是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误解生态整体观。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非

中心化，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是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做

整体的中心。中心都没有，又何来中心主义?
（3）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以人类个体的尊
严、权利、自由和发展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颠覆了长期以来被人类普遍认同的

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它要求人们不再仅仅从人的角度认识世界，不再仅仅关注和谋求人类自身

的利益，要求人们为了生态整体的利益而不只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

承裁能力的物质欲求、经济增长和生活消费。有这样一种说法:环境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并
在发展过程中解决。这听起来似乎有理,但却掩盖了几个最为关键的问题:这种发展的主要目的
是什么? 是治理环境并为后代造福吗?如果是,这种发展的主要收入用在环境治理上了吗?这种发
展把重点放在环境科学研究和替代资源开发上了吗?这种发展解决了多少环境保护和资源替代
难题?这种发展是否使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是否使后人的生存条件逐渐改善?如果不是,
这岂不又是一个掩饰、一个幌子,又是打着解决环境问题的旗号实行先发展后环保、先污染后治
理的老套路吗?而惨痛的历史教训和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老路现在不仅完全行不通,是死
路、是绝路,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要走到尽头了!
（4）人类真的可以做到超越自身局限进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高度考察问题吗？人类真的可
以做到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并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谐、完整、持续来约束

自己呢？回答是：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固然，人像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事物

并为自身的利益攫取生态资源的本性；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能、也不该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

考虑的理由。人是唯一有理性的物种，人的理性曾经使得他超越了万物，把自己视为世间唯一

的主宰和管理者；而今，理性也可以而且必须是他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站在生态系统整体的高

度去保护自然万物。人类还是有同情心的物种，同情心是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视野、经验和利

益的局限去认识和关怀万事万物。如果人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者考虑，

那么， 在人类社会的范围里，人们 不可能做到超越个人中心、男性中心、白种人中心、欧洲
中心。否认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否认人类应当抛弃极端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和

性别歧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

（5）人是有局限的物种,也是还在演进和变化的物种,在演化进程中,他曾经犯过无数的错误，走
过许多弯路。从生态危机和生态整体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几千年来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就是

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尺度，没有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与人类的长久存在密切相关的

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这个错误导致了无数可怕的、难以挽救的灾难。今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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