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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必需的倫理

藜 功  啾

　　資本主義是依据自我循環規律形成的、以貨幣

為媒介従体係差異中獲取利潤、具有普遍性的体係。
所以，它実現了全球化，暫時還未出現能垉取代它

的体係。但是，除了自我循環規律，資本主没有其

它依据，它根本上是不穏定的係統，本身含有發生

超大型通貨膨脹的危険性。資本主義絶対需要倫理

性（岩井，2006）。
　　峇一方面，環境問題是工業資本主義経済活動

無視 “自然価値” 的結菓，是必然会發生的。要改

善環境問題，絶対需要邏輯規律性即倫理性。
　　與環境問題相関的倫理，是企業（法人）、也

是市民們所要求的，企業方面的倫理性基本上可以

被規定為規章。市民倫理方面，需要有一些能垉対

法（國家）、貨幣（資本主義）不完善的地方起到

補充作用的東西。作為其候補，我們能垉想到譬如

“体貼”、“友善” 等等與成熟社会相符的倫理。
　　“体貼”、“友善” 之類的関懐，不僅対人理応

如此，対被資本主義社会所無視的 “自然価値” 也

必須這様。“自然被破壊了，人類也将不復存在”
的常識，也要求這様的関懐。
　　“自然被破壊了，人類也将不復存在”這一常識，
被最新的科学證実了，即 “人類的精神是由大脳和

環境的相互作用構成的”。社会性人類精神是在社

会中形成的。而且，自然是造就人類精神的一個零

件。
　　誠然，“対地球友善” 的表現方式是曖昧的。
也有人如此評論道，由于判定 “友善” 的第三者並

不存在，所以無法断定 “何” 為 “友善”。但是，“環
境友好型社会” 這様的詞匯在中國也是使用的。
　　対于這種認為是 “曖昧” 的批評，我們能垉給

出以下回応。“体貼”、“友善” 是 “随着社会的成

熟而変化的概念”。可以把大家都認為必需的、不

曖昧的 “体貼”、“友善” 作為法規制度化。而剰下

的一些曖昧性的東西，才是 “体貼”、“友善” 的本

質。就像環境問題有暦史性和地域性一様，“体貼”、
“友善” 也有暦史性和地域性，“曖昧性” 的根源就

在于此。我們無法把 “体貼”、“友善” 的内涵当作

一般性的東西統一規定下來。萬物都是産生、發展

的。

　　岩井剋人以與三浦雅士対話的形式写就的著作

中（岩井，2006）邏輯而明確地向我們展示了：貨

幣、法、國家都是依靠自我循環規律支持的，是既

存規範（de facto standard）。但是，遺憾的是，岩

井在這本書里完全没有提及 “自然” 和 “環境”。
以上帰納的短文，是我受到岩井著作的啓發、並由

其發展而成的我的環境論。
　　佐伯啓思（2005）在其著作中主張 “能垉阻匸

不受控制的市場中心主義的，自由主義（Liberal-

ism）、個人主義最缺乏的，是 ‘対倫理的質詢’”（在

他著作的封帯上的文章里）。在這本著作中，他還

提出了由 “市場、國家、社会共同体、潜在的価値

体係” 四項構成的社会体係。這與岩井的 “資本主

義、國家、市民社会” 的三角模型頗為相似。但是，
由于 “市民社会” 未必一定等同于 “社会共同体、
潜在的価値体係”，所以二者的差異也就在此了。
　　岩井認為，“地域共同体実在論無法戦勝資本

主義”。正因為如此，佐伯才在 “社会共同体” 上

又追加了 “潜在価値体係”。佐伯言及的 “潜在価

値体係” 的中心是規範也是倫理。佐伯認為 “如菓

能垉給競争的市場加諸以規律的話，那麼，這個規

律只可能是嵌入各個社会的規範、倫理的感覚了

亶”。他們二人的観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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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有看到前途充満希望的感覚。他們二

人都認為能垉代替資本主義的体係暫時還未出現。
東欧的社会主義已経崩潰了，中國也選択了工業資

本主義。資本主義和環境問題都有着不可缺少倫理

性的共通点。従 “環境” 的視点考慮，我想，選択

了資本主義的中國的剰下的課題是，是否能把共産

党中央提倡的 “社会主義市場経済” 中的 “社会主

義” 這一形容詞，従 “市場経済” 中分離出來、而

使它向岩井所謂的 “市民社会”、佐伯所謂的 “社
会共同体、潜在的価値体係” 等具有倫理性的方向

發展。這種視点，対 “市場経済” 也是同様必要的。
　　如菓向佐伯指出的方向發展的話，能垉成為“潜
在価値体係”候補的是 “老庄思想”、“儒教思想”亶，
后者的規範性更強，在這一点上它可能不符合環境

倫理。岩井的 “市民社会”的実体未必是不明確的，
但我認為，這種方向與我一直的主張 “新知”、以

及通過 “新知” 構築 “下一社会体係” 的方向是一

致的。

　　我在 “麗江古城環境論”（榧根，2006）里，
采用了肯恩・威尓伯（2002）的 “萬物理論” 框架

作為 “新知” 的一個模型，嘗試対麗江古城的 “環
境” 進行思考。但是，我対于 “環境” 的観点與威

尓伯的明顕不同。威尓伯把萬物納入 “它（It）、
它們（Its）、我（I）、我們（We）” 四個象限，把 “自
然” 和 “環境” 帰入 “它們（右下）象限”，我却

不這麼認為，我認為 “自然”、“環境” 與萬物相関

聯、也就是與四個象限全都有聯係。像威尓伯那様，
狭隘地理解 “自然”、“環境” 並把它們放在與人類

相対的位置、試図客観地理解它們，這正是近代思

想的局限所在亶。威尓伯（在自己著作的封帯上写

下）“用包括所有思想、哲学、宗教在内的方法，
把包括物質、生命和心霊在内的宇宙和人類的

holoarchy 構造綜合地加以明確，鮮明地指出了我

們的位置和応該奔向的未來”，然而就連他也無法

擺脱這種局限。這也表現出欧美基督教社会中産生

的近代思想的頑固性。
　　我以自己的方式咀嚼這本《萬物理論》，得出

以下結論：毎年有超過400萬人的大量游客被納西

族引以為傲的、面積僅為3.8平方公里的麗江古城

所吸引，其原因在于麗江古城的 “水” 的和諧性，
這是麗江古城対自然組成部分 “水”的応用的結菓。
這在威尓伯的四象限空間上，可以用具体的語言表

達為 “它象限” 的水循環，“它們象限” 的水利用

体係、“我象限” 的納西族水信仰、以及 “我們象限”
的納西族水文化。即在麗江很好地保存着這四個象

限的和諧。
　　也就是説，麗江古城也是我思考的 “下一社会

体係” 的一個模型。在対 “斯巴剋（Sebak）”1這個

独特的水応用体係所支劒的巴哩島稲作社会進行調

査的時候，我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認為這種社会

是一種后現代社会（榧根，2002），対于麗江古城，
我們也持同様観点。
　　岩井看出了以貨幣、主要貨幣為媒介形成的資

本主義的本質是既存規律，対近代⇒后現代的暦史

發展観心存疑問。換而言之，岩井認為，后現代的

出現不一定非得経過那様順序的時間暦程，在貨幣

中已経存在着后現代的性質。我認為麗江古城的水

社会、亶謠島的稲作社会帯有后現代的性質，可能

與岩井対于后現代的解釈相近。中國，在自己國内，
已経擁有麗江古城這様的 “下一社会体係”的模型。
　　対此，今后還需要進一歩的探討，可以説，対

于 “新知” 也同様需要進一歩研究。例如，在現階

段，還不能否認 “老庄思想” 成為中國后現代思想

的可能性。

1 巴哩島有900年暦史伝統的水利共同体組織。訳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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