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
“

天人合一
”

： 费孝通的环境社会学

思想及其生成探究

郑 进
＃

摘 要 ： 到 目 前 为 止
，
费 孝通作 为

一 个 学 术 符 号 已 经 与

“

乡 土 中 国
” “

差 序格 局
” “

文 化 自 觉
”

等 标 签 融 为
一体 。 鲜

有研 究 讨论 费 孝通 先 生 的 环境社会 学 思 想
，
更 没 有 学 者 将他

作 为 一个环境社会 学 家 来看 待 。 本 文根据 费 孝通在 不 同 时 期

关 于
“

环境
”

的 书 写 和 思 考
，
认 为 其环境社会 学 思 想 主 要 呈

现 四 方 面 的 内 容 ： 早 期 受 功 能 主义 影 响
，
将环境作 为 有 用 的 人

文地理环境看待
；
在 志 在 富 民 的使命感 召 下

，
探 究 环境作 为 发

展 的条件这 一 面 向
；
乡 村工 业发展 中 作 为 问 题 的 环境

；
文化视

野 中 作 为
“

天人合 一
”

的 环境 。 本 文 还 尝 试 结 合其个人 生 命

史
，
从作 为 社会 学 家 、

“

最后 的 绅 士
”

和 儒 家 三 重 身 份分析其

环境 思 想 生 成 的 可 能 缘 由 。 尽 管 费 孝通 不 是 一 名 严格 意 义 上

的 环境社会 学 家
，
但 从 强 调 环境 主体 性 的 角 度 思 考 其 环境 思

想 有着 重要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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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向
“

天人合
”

：

费 孝通 的环境社会学思想及其生成探究 幻

—

导言

作为 ２０ 世纪 中 国最为杰 出 和博学的社会学家之一
，
费孝通一生 留

下 ９６０ 多万字的笔墨
，
有诗歌 、 散文 、 杂记 、 游记 、 报告 、 论文等多种

文体
，
涉及社会学的多个领域 。 然而

，
也有学者认为费孝通一直在有意

或无意忽略环境这一维度和环境问题
，
甚至在晚年力推小城镇 的时候

对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
“

视而不见
”

。

？

费孝通作为一个学术符号已经与
“

乡 土 中 国
”“

差序格局
”“

文化

自觉
”

等标签融为一体
，
却鲜有研究讨论费孝通先生 的环境社会学思

想或将他作为一个环境社会学家看待 。

其实
，
纵观费孝通的研究

，
尽管其对

“

社会
”“

生态
”

进行结构分

析的色彩极为 明显
，
但

“

社会
”

并非孤立存在
，
其所剖析 的

“

社会
”

“

生态
”

与
“

自然
” “

环境
”

紧密相联 。 特别是到 了 晚年
，
费孝通直言

“

人根据 自 身 的需要造 出 来 的一个第二环境
”

，
社会和 自 然不是两个

“

二分
”

（
ｄｕａｌ ｉ ｔｙ ） 的概念

，
更不是相互

“

对立
”

的
，
是 同一事物 的不

同方面 、 不同层次
，
要把

“

人
”

放到 自 然历史演化 的总 的背景下去理

解 。

？
尚敬涛通过梳理学界对费孝通 的再研究

，
发现无论是费孝通还是

其研究者
，
都鲜少触及环境社会学这一议题

，

？ 并且费孝通先生本人对

环境的直接论述也确实着墨有限 。 不过很显然的是
，
费孝通本人并不是

到 了暮年才开始思考人与环境之间关系这一论题
，
其环境社会学思想／

环境观一直贯穿于其社会学分析框架和理论视野之中 。

费孝通尽管没直接提出 自 己 的环境社会学思想
，
不过终其一生他

①张玉林 ： 《是什么遮蔽 了费孝通的眼睛 ？ 农村环境问题为何被 中 国学界忽 视 》 ， 《 绿 叶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５ 期 。

② 费孝通 ：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 ， 《 群言 》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２ 期 。

③ 包括费孝通的弟子在 内 的研究者对于费孝通先生 的再研究都极少谈及其环境 、 生 态类 主题

的研究
，

即使沈关宝对江村的再研究 中论及环境的部分也不 到 ４０ ０ 字 。 参见 尚敬涛 《 费孝

通生态环境思想与江村水域保护研究 》 ，

硕士学位论文
，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

２０ １ ８ 年 。



９４ 环境社会学 ２０ ２２ 年秋季号
（
总第 ２ 辑

）

都围绕着环境社会学 的核心议题 人类与非人类 的 自 然环境之间不

可分割 的关系及互动？做研究
，
可 以说对环境／ 自 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的思考是其一生的命题。 从费孝通
一生留下的文字来看

，
他的环境社会

学思想大致可以梳理出 以下 四个主要方面 ： ①功能主义影响下
，
将环境

作为有用 的人文地理环境
；
②志在富民

，
将环境作为发展的条件

；
③乡

村工业发展 中 作为 问题 的环境
；
④文化视野 中 作为

“

天 人合一
”

的

环境 。

二 有用的人文地理 ：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环境认知

费孝通在清华大学和英 国求学期 间深受 当时正流行 的功能主义思

想影响
，
此时费孝通十分倾 向 于近代思想家严复对

“

群学
”

的理解
，

将社会看作 由人群组成的
，
他 曾谦虚地表示其原 因也许是在 当 时并没

有意识到除了第一种看法之外
，
还有第二种看法

，
以及两种不同看法的

区别 。

？ 此时费孝通十分注重社会的功能和有用性
，
认为文化等人类创

造的外在于社会的事物都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 。 也就是说
，
费

孝通此时认为包括环境在 内 的
一切是服务于社会的特定需要 。

费孝通最早对
“

环境
”

因素的重视
，
从其将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翻译为

“

社

区
”

这一中文概念时就已经初露端倪 。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美 国芝加哥大

学社会学系 的派克 （
Ｒｏｂ ｅｒｔＥｚ ｒａＰａｒｋ

） 教授来清华大学讲学 ，
清华师生

组织对派克的成果进行翻译
，
其中有一句是

“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ｉ ｓｎｏ ｔ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

”

，

费孝通和他的同学们无法接受原有 的
“

地方社会
”

的翻译
，
也无法将

该句翻译为
“

社会不是社会
”

。 经过
一段时 间 的思考

，
费孝通提 出 将

①大卫 ？ 佩罗 、 霍莉 ？ 布雷姆 ： 《 理论 与范式 ：
面 向 ２ １ 世 纪 的环境社 会学 》 ， 《 国外 社 会科

学 》 ２ 〇ｎ 年第 ６ 期 。

② 费孝通 ： 《 个人 ？ 群体 ？ 社会生学术历程 的 自 我思考 》 ， 《 北京大学学报 》 （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



走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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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 孝通 的环境社会学思想及其生成探究 ９５

“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

翻译为
“

社 区
”

，
并得到 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师生 的认

可 。

？ 费孝通强调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的具体时空特性 ，
特别是有一定具体空 间

边界的生活环境 。 作为费孝通 的重要学术领路人 的吴文藻先生也极为

认可费孝通的这一翻译
，
曾 明确提出社区包括

“

人民所居处的地域
” ？

。

由此可见
，
费孝通在步人社会学之初 即 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人们生活 的

环境对于社会共同体形成的积极作用 。

以费孝通的成名作 《江村经济 》 为例 ，
可 以看到此时

“

环境
”

是

作为一种对共 同体的维系有着积极作用 的人文地理环境而存在 的 。 在

进人人类学视角下对
“

中 国农民 的经济生活
”

进行描述之前
，
人文地

理环境的介绍 占据 了重要位置 。 费孝通在开篇就指 出
“

它 旨在说明这

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
，
以及与这个社区 的社会结构 的关

系
” ？

。 在此时的分析框架 中
，
地理环境作为

“

有用
”

的 因 素而存在
，

故而他在随后特地用 了
一章的篇幅来介绍调查 区域

，
将作为 自 然 的环

境进行了横截面的介绍
，
包括区位环境 、 地理环境 、 生态环境

，
特别是

这种环境下所形成的买卖制度 。 费孝通判断隐性 的买卖制度和这一地

方的区位组织一定有密切 的关系
，
因为村里面仅存的两家杂货铺完全

不足以供应村 民们 的生活所需
，
费孝通认为客观地理环境 中

一定存在

着一种体系来支持江村村民的经济生活需求 。

？

在随后的云南三村研究 中
，
人文地理环境 的差异或者说 因地理环

境所导致的发展阶段性差异被魁阁研究者们作为选择 田 野点 的重要依

据
，
甚至易村是根据他们对农业发展和村庄与外面的关系而特地选择

的
一个十分偏僻 的农村

，
费孝通和张之毅从昆 明 到易村就花费 了６ 天

时间 。

①丁元竹 ： 《 中文
“

社 区
”

的 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 纪念 费孝通先生诞辰 １ １ ０ 周年 》 ， 《 民

族研究 》 ２〇２〇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２

？

２４ 页 。

② 吴文藻
： 《花篮瑶社会组 织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４ 卷
） ，

呼 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

社
，

２０ ０９ 年
，

“

序言
”

。

③ 参见费孝通 《 江村经济 中 国农 民 的生活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２ 页 。

④ 参见费孝通 《 江村经济 中 国农 民 的生活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２ 页 。



９６ 环境社会学 ２０ ２２ 年秋季号
（
总第 ２ 辑

）

尽管如今学界一般倾 向 于采取分期或者转型 的视角 看待费孝通
，

将早期 的费孝通看作农村研究学者
，
不过将环境作为有用 的人文地理

环境的视角 同样呈现在其早期对城市 的分析之 中 。 如 同对江村 的研究

一样
，
费孝通同样认为都市社区研究 的第一步就是发现它的 自 然区域 。

费孝通认为都市社区研究也需要将都市划分为若干 自 然 区域
，
在此基

础上思考各区域的生活形式 、 特点及不同 区域的区别 。

？

此时费孝通对于文化的理解 同样立足于具体的地理环境
，
他认为

文化是土地里面长出来的
，
进而提出

“

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
，

在什么环境里得到 的生活
，
就会形成什么方式

，
决定 了人群文化 的性

质
”

？
。 从中不难看出 费孝通强调一定人群所享有 的文化受这个地方特

定的环境塑造
，
无怪乎他会使用具有地理环境意味 的

“

土
”

字来总结

中 国农村的特点
，
因为土地对中 国农民产生了极为深厚的影响 。

＠

概言之
，
此时期费孝通深受功能主义的影响

，
认为环境是有用的人

文地理环境
，
用来满足一定范围 内人们的各种需求 。 不无遗憾的是

，
在

云南三村研究之后费孝通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没有能够继续 自 由 地

对一个完整的社区做人类学研究
，
也没有书写 民族志

，
在短暂地为 国之

前途奔走呼喊之后他被迫远离学术研究长达近 ３０ 年
，
等他再次 回归学

术时
，
其关于环境的理解也发生 了重要改变 。

三 作为发展条件的环境

费孝通先生于 １ ９７ ８ 年正式恢复工作
，
曾经年轻的他已是

“

春来秋

去二十年
，
白 了少年头

”

。 自感学术生命有限的费孝通迅速投人社会学

重建的艰巨工作之 中 。 在 《个人 ？ 群体 ？ 社会 一生学术历程 的 自

①费孝通 ： 《江村经济 中 国农 民 的生活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１ ２９ 页 。

② 费孝通 ： 《 土地里长 出来的文化 》 ，

载 《 费孝通 论文化 与文化 自 觉 》 ，

北 京
： 群 言 出 版社

，

２００ ７年 。

③ 参见费孝通 《 乡 土本色 》 ，

载 《 乡 土 中 国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５

？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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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孝通 的环境社会学思想及其生成探究 ９ ７

我思考 》

一文 中
，
费孝通 回忆道 ：

“

我初学社会学时
，
并没有从理论人

手去钻研社会究竟是什么 的根本问题。 我早年 自 己提 出 的学习要求是

了解 中 国人是怎样生活 的
，
了解 的 目 的是在改善 中 国人 的生活 。

”
？ 这

一思想在费孝通 的学术第二春时期表现得非常 明 显
，
甚至在他 自 己看

来有时不我待之感 。

特别是近半个世纪后
，
费孝通发现 中 国依然有很多农 民 的生活十

分艰难 、 缺衣少粮
，
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发觉 自 己离政治近了点 、 离学

术远了点 的他更加注重寻找改善 中 国农 民 生活 的途径
，
他 的使命是

“

志在富民
”

。 《志在富民 ？ 代序 》 所言即是
“

我们要用知识推动社会前

进 。 出主意 、 想办法 、 做实事 、 做好事
” ？

。 此后 的
一段时间 内

，
费孝

通先生对于
“

环境
”

的认知 发生 了 非 常重要 的转变
，
从前一时期将

“

环境
”

当作
“

有用
”

的人文地理环境转变为将之当作社会经济发展的

条件
，
即
一定环境 中 的人如何与环境互动

，
如何让环境服务于社会发

展 。 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 《赤峰篇 》 《武陵行 》 《 临夏行 》 《重访 民

权 》 《凉山行 》 《定西篇 》 均是极好的证明 。

以费孝通先生在 １ ９ ８４ 年写作的 《赤峰篇 》 为例 ，
该报告 的第一 、

二部分如对江村的描述一样
，
详细地记录 了赤峰的地理环境 、 生态环境

等
，
这继承了其前期功能主义的写作手法 。 在随后的第三部分费孝通先

生写了赤峰在防治风沙方面的努力
，
随后重点提 出 了赤峰发挥 自 然环

境的优势推进农牧结合发展地方经济的出路。 在这里
，

区位环境 、 自 然

环境状况 、 交通状况等成了费孝通对环境进行思考的重要维度 。

＠

在 《武陵行 》 中费孝通更是直接使用
“

地貌和 民族
”

作为第一节

的标题
，
详细分析 了

“

八山一水一分 田
”

的环境下 的丰富资源
，
在分

①费孝通 ： 《 个人 ？ 群体 ？ 社会生学术历程 的 自 我思考 》 ， 《 北京大学学报 》 （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

② 参见费孝通 《 志在富民 中 国 乡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２ 页 。

③ 参见费孝通 《 赤峰篇 》 ，

载 《 志在 富 民 中 国 乡 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 ３ ５

？

１ ５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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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丘陵地区山地资源丰富 的基础上提出 发展庭院经济
，
让 当地人能够

从周边的生活环境 中获得奔 向小康 的机会
，
也就是该报告 中 的

“

开始

脱贫致富的最简单公式 即劳动力与 当地丰富资源相结合
” ？

，
直接点 明

了人依靠环境资源发展的思路。 费孝通在 《 临夏行 》 中提出
“

处在农 、

牧 中间地带的陇西走廊
，
应 当 自觉地抓住经济地理授予它的特殊地位

，

来发展 自 己 的优势
”

？
。

从这里不难看出
，
除了 民族环境这一维度只在民族地区强调外

，
在

费孝通心 目 中
“

环境
”
一般包含着地理 、 资源等维度 。 整体而言

，
费

孝通这一时期思考的是如何发挥人的能动性
，
立足当地

，
找到 当地所蕴

藏的资源条件
，
并将这些条件转换成为市场经济中 的资源

，
从而推动 当

地经济发展 。

在
“

志在富民
”

的使命感的感召下
，

“

想好好利用兜里所剩无几的

‘

生命资本
’ ” ？ 的费孝通在分析

“

环境
”

的 区域背景维度 的基础上
，

特别突 出分析
“

环境
”

作为潜在资源和发展条件的一面 。 在 《行行重

行行 》 中
，
费孝通在各地不断寻找贫穷落后 的原 因 、 制约发展 的关键

因素
，
在环境 中寻找潜在的资源优势 。 费孝通也特别高兴地看到各地经

济社会状况都在不断改善 。

四 作为问题的对象的环境

不得不说
，
如今环境污染问题或者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是环境

社会学的主流 。 尽管诸多费孝通思想研究者没有重视费孝通 的环境思

想
，
甚至张玉林认为坐在会议室里听取汇报和座谈

，
乘着轿车

“

走马

①参见费孝通 《 武 陵行 》 ，

载 《 志在 富 民 中 国 乡 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年
，
第 

３ ７ ９
－

３ ９４页 。

② 参见费孝通 《 临夏行 》 ，

载 《 志在 富 民 中 国 乡 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２ ３ ２ 页 。

③ 参见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Ｉ ７ 卷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Ｉ ５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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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花
”

，
这种在费孝通的晚期社会调查 中 占主流 的调查方式

，
以及对农

村工业化的乐观期待遮蔽 了费孝通 的眼睛
，
使得他对包括江村在 内 的

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
“

视而不见
”

并缺少了应有的问题意识 。

然而
，
仔细梳理会发现

，
其实费孝通在江村调研之初就已然看到人

们随意将生活用水 、 大小便直接排人门前的河道之中
，
导致夏天降雨量

较少时臭气熏人
，
也直接影响 了人们 的饮水 。

？ 不过此时费孝通先生更

多是从中 国文化
“

公
”

和
“

私
”

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社会现象
，
当时这

一季节性的污染问题到底多严重现在已然无法确证 。

到 了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尽管费孝通极力推动社会学经世致用 的一

面
，
希望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来达至民富

，
但老人家的眼睛并

没有被遮蔽
，
也没有忽略环境问题

，
他同样在将环境作为问题的对象 。

早在 １ ９ ８４ 年
，
费孝通在 《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污染问题 》

一文

中首次直接提及环境污染
，
他发现至少在经济比较发达 、 小城镇工业有

了
一定发展的地区

，
污染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

已经到 了必须加以重

视的程度 。 他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不公正后果也 已经 出现
，
他写道 ：

“

特

别值得重视的是
，
大中城市随着工业的扩散而扩散污染 。 大中城市污染

小城镇
，
小城镇污染农村

，
这是小城镇和部分农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

一个重要原因 。

” ？ 因此
，
不能说此时费孝通没有关注到

“

环境
”

的污

染这 ＾层面 。

１ ９ ８５ 年前后在赤峰 、 定西调研时
，
费孝通也提到 了这些地方 由 于

人 口 的快速增加
，
出现了树木 日 稀 、 水土流失 、 沙化明显 、 草场退化等

环境问题
，
甚至因为这些 自然环境问题引发了农牧矛盾和一些冲突 。 费

孝通认为人地矛盾是环境问题激化的重要因素 。

？

１９９２ 年
，
费孝通在 《对 民族地区发展 的思考 》

一文 中首先提 出 了

①费孝通 ： 《差序格局 》 ，

载 《 乡 土 中 国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２０

？

２５ 页 。

② 费孝通 ： 《及早重视小城镇 的环境污 染 问题 》 ， 《水土保持通报 》 １ ９ Ｓ４ 年第 ２ 期
，
第 ３ １

？

３ ３ 页 。

③ 具体参见 《 志在富 民 中 国 乡 村考察报告 》 中 的 《 定西篇 》 《 赤峰篇 》 等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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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区的两个失调
”

中 的
“

自然生态失调
”

。

？ 甚至一直到他最后一次访

问定西的 ２００３ 年
，
费孝通还写到定西在治理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工

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
，
指 出把生态环境改造好

，
就像万里长征刚刚走 了

第一步
，
并与时任青海省畐 Ｉ

］省长的洛桑灵智多杰讨论了甘南的生态问题。

②

当然
，
费孝通晚年在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

一文 中谦虚地反思

了 自 己之前 的
“

疏忽与过失
”

。 他 自 我批评道只看到 了小城镇 的正功

能
，
比如增加居民收人 、 起着人 口 蓄水池作用等

，
而没有从根本上抓住

它的要害
，
费孝通讲道 ：

“

这 １ ０ 多年只吃了小城镇这颗核桃的 肉
，
而丟

了核桃的壳
，
软件固然味道好

，
硬件也应注意

，
不然小城镇会熙熙攘攘

乱成一团
，
好好的江南水乡乱糟糟 、 不成格局

，
更严重的是污染青山绿

水 。

” ＠ 这或许是包括张玉林在 内 的学者认为费孝通 的 眼 睛被遮蔽 的

“

自 我 明证
”

。

由此可见
，
费先生在最后 ２０ 余年 的

“

行行重行行
”

之中
，

一方面

努力从当地环境 中寻找富民的办法 、 模式
，
另
一方面也在揭示 已然出现

的环境问题 。 集学者与官员 身份于一身 的费孝通并没有完全忽略作为

问题的环境 。 至于费孝通
“

眼 睛被遮蔽
”

的缘 由
，
从其近 ５０ 万字 的

《行行重行行 》 中可 以窥见端倪
，
即身居高位的他已经看到并撰文揭示

了我 国面临 的生态环境问题和 乡 村工业污染问题
，
并从全局 的角度指

出 了工业污染的不公正转移扩散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
费孝通看到 了党

和 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我 国 面临 的环境问题
，
特别是 由农牧业 向 工

业发展过程 中面临 的污染问题 、 水资源问题。

？

①费孝通 ： 《对 民族地区发展 的思考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Ｉ ５ 卷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② 参见费孝通 《 又 次访问定西 》 ，

载 《 志在富 民 中 国 乡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③ 费孝通 ：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Ｉ ６ 卷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３ ３ 页 。

④ 我 国在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后陆续开展 了
“

三河
”

（ 淮河 、 海河 、 辽河 ） 和
“

三湖
”

（ 太湖 、

滇池 、 巢湖 ） 水污染防治 、

“

两控区
”

（ 酸雨污染控制 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 区 ） 大气污染

防治 、 市 （ 北京市 ） 和
“

海
”

（ 渤海 ） 的污染防治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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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最为重要的应该是

，
作为一位研究格局和社会关怀格局已经

不同于往昔的学者
，
进人费孝通思考和写作视域 的无疑是他感到迫切

需要关注的 。 毫无疑问
，
作为问题的环境无法排到前列

，
或者说费孝通

毕竟不是一位专门研究环境问题 、 环境冲突的社会学家 。

五 作为
“

天人合
一

”

的环境

费孝通先生在
“

不知老之将至
”

的 时候在全 国各地
“

行行重行

行
”

，
但岁 月 不饶人

，
他已渐至高龄 。 他感慨道 ：

“

从 １ ９９５ 年开始
，
我

觉得 自 己有点老 了 … … １ ９９５ 年 以后
，
做事情有点力不从心 了

，
感觉有

个
‘

老
’

字来了 … …开始考虑这个身后之事 。

” ？ 正是 由 于费孝通开始

了 自 己 的学术反思
，
特别是对 ２ １ 世纪 出现的新现象的反思

，
他对

“

环

境
”

的理解渐至更深的层次
，
此后

“

环境
”

不再是具体的物质环境 、

地理环境 、 生态环境了
，
人文环境和精神环境也被费孝通纳人其分析框

架
，
或者是

“

把 自然带回到社会之中抑或找 回社会的 自然之维
”

。

？

费孝通对
“

环境
”

认知 的改变
，
与他关于 中西文化之别 的思考紧

密相关 。 早在 １ ９４７ 年
，
费孝通在 《 乡 土重建》 中就开始思考 中西文化

的差异 。 面对社会的快速变迁
，
费孝通认为

“

人类进步似乎 已不应单

限于人对 自然利用 的范围
，
应 当及早扩张到人和人共 同相处的道理上

去了
”

。

＠ 不过遗憾的是
，
不久之后他失去 了做 田野调查和写作的机会

，

其思考也一时受限 。

一直到 １ ９ ８ ５ 年
，
费孝通先生才再次有机会延续 ３０ 多年前的思考 。

在包头调研中
，
费孝通敏锐地发现工业企业 中人文生态环境失调 的 问

①参见费孝通 《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Ｉ ６ 卷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３ １

？

３ ３ 页 。

② 陈 占江 ： 《

“

找 回 自 然
”

：
社会学的本体论 转 向 基于 知 识社 会学 的视角 》 ， 《 鄱 阳 湖 学

刊 》 ２ 〇２ １ 年第 ３ 期 。

③ 参见费孝通 《 中 国 社会变迁 中 的文化结症 》 ，

载 《 乡 土 中 国 》 ，

上海
：
上 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 ２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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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是在企业 内近亲繁殖
，
封闭社区的活力不

断消耗
；

二是边区企业发展缓慢
，
人才流失严重 。

？

很快
，
费孝通发现边区人文生活环境 的失调和 自 然生态环境 的失

调其实呈现交织互嵌的状态
，
生态环境并不是孤立变化的 。 在定西调研

的时候
，
费孝通发现定西高寒干旱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恶性循

环
，
地方政府提出种草植树来改善生态环境

，
但是当地村民对种草植树

的积极性却非常低 。 费孝通指 出 ：

“

草 的转化就不单是 自 然生态 的 问

题
，
而是一个人文生态如何与 自 然生态协调平衡的大课题…… 说通俗

一

点
，
就是人们干什么最为有利 ？ 怎 么干才最有效 ？

” ？ 费孝通据此提

出 了边区人文生态与 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问题。

费孝通意识到环境不仅有满足人们生活需要 的功能
，
人与其所处

的经济地理条件等要素还需要达到最佳配合的一种状态
，
这状态就是

人与环境的一种友好共存模式 。 可惜的是
，
此时在边区很多地方环境冲

突十分尖锐 。
１ ９９２ 年

，
在 民族理论研讨会上

，
费孝通总结 自 然生态失

调和人文生态失调是 民族地区 同样值得注意 的 问题
，
并且这两种失调

会直接影响 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 。

在此之后
，
费孝通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 的思考更上一层 台阶 。 面对

世界上不断出现的新危机
，

已 到耄耋之年 的费孝通开始 了谦虚地
“

补

课
”

，
重新学习 了 马林诺夫斯基 、 史禄 国 、 钱穆 、 潘光旦等人 的著作 。

这让他再次对 中 西文化 比较这一话题产生 了 巨 大 的兴趣
，
为其思考

“

人与环境
”

关系补充了养分 。 通过对东西文化进行 比较
，
费孝通发现

在西方文化中
，
人文世界被理解为人改造 自然的成就

，
人与 自然 、 文化

与 自然的对立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
他认为这是

“

天人对立
”

的西方宇宙观 。 在吸取前人 的思想后
，
费孝通提出

“

天
”

与
“

人
”

关

①参见费孝通 《包头行 》 ，

载 《 志在 富 民 中 国 乡 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 ３ ５

？

１ ５ ９ 页 。

② 参见费孝通 《 定西行 》 ，

载 《 志在 富 民 中 国 乡 村考察报告 》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 ７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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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的差别是东西文化差别 的根本所在
，
其实就是东西方对待 自 然环境

的差别 。

？

在 《试谈扩展社会学 的传统界限 》

一文 中
，
费孝通对人与 自 然 、

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做出 了 系统 的 阐释。 他认为应该把
“

人
”

放到 自 然

历史演化的总的背景下去理解
，
人 、

“

社会
”

、

“

人文
”

是 自 然 的一部

分
，
是人根据 自 身的需要造 出来

“

第二环境
”

，

“

人文
”

的活动在很多

方面利用 自然
，
利用 自 然特性

，
顺着 自 然 内在的规律

，
适应它 的要求

，

为人所用
，
而不能真正改变这些规律和原则

，
也不可能和 自 然法则对

抗
，
更不可能超越 自然的基本规律 。

？ 费孝通发现
，
从本质上看

，
人和

自然是合一的
，
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

“

社会
”

，
也是

“

自然
”

的
一种表

现形式 。 尽管此时费孝通对
“

环境
”

的理解多少受到功能主义思想 的

影响
，
不过受传统儒家哲学思想影响 的痕迹已经跃然纸上 。

此时的环境已然脱离 了早期与 自然相等的物质环境 、 地理环境
，
也

与作为发展条件的环境有所区别 。 环境不仅蕴含了 自然环境
，
还包含了

精神环境 、 人文环境 。 费孝通晚年提及现代儒家思想代表的钱穆先生所

研究的
“

天人合一
”

，
他听说钱穆先生在仙逝之时对夫人言其对

“

天人

合一
”

有 了新的体会
，
而且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
可惜没有文字流传下

来 。 费孝通认为这应该是潘光旦先生提出 的
“

中 和位育
”

，
即人与环境

都找到合适的位置
，
两者之间相互适应 。

③

六 费孝通环境思想形成的缘由分析

对于这位历经 曲折的世纪老人
，
众多学者将其视为一座

“

探寻 中

①费孝通 ： 《文化论 中人与 自 然关系 的再认识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ｎ 卷 ） ，

呼 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９ 年 。

② 费孝通 ：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 限 》 ， 《 北京大学学报 》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 ３ 年第

３ 期 。

③ 费孝通 ： 《文化论 中人与 自 然关系 的再认识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ｎ 卷 ） ，

呼 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９ 年 。



７ ０４ 环境社会学 ２０２２ 年秋季号
（
总第 ２ 辑

）

国 的现代性
”

的重要宝藏 。 陈 占江认为 目 前的费孝通研究大概可 以分

为三种类型 ： 由情人思 、 由 时人思和 由史人思 。

？ 然而
，
不管哪一类研

究
，
目前几乎没有学者去探讨梳理费孝通的环境观

，
甚至有学者疑惑在

环境问题上
“

是什么遮蔽 了 费孝通 的 眼睛
”

。 其实
，
看似不关注

“

环

境
”

的费孝通一生都在关注
“

环境
”

，
其对

“

环境
”

的理解和思考从未

间断过
，
并且理解层次和深度与社会史和个人生命史紧密相关 。 本文将

从三个方面剖析其环境思想形成的缘 由 。

（

＿

） 中 国社会的
“

三级跳
”

的影响

毫无疑问
，
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

，
对于作为社会学家

的费孝通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 。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
，
费孝通 自青年时期

开始就十分关注 中 国社会的变迁
，
他 曾言及我 国社会变迁的

“

三级跳
”

对 自 己 的影响 。 他说 ：

“

中 国社会的这种深刻变化
，
我很高兴我在这一

生里都碰到 了
，
但因为变化之大

，
我要做的认识这世界的事业也不一定

能做好… …这是我的一个背景 。 要理解我作为学者的一生
，
不能离开这

个三级跳 。

”
？

中 国社会的
“

三级跳
”

影响 了费孝通关于
“

环境
”

的 四个维度 的

认识 。 费孝通在 《创建
一个和而不 同 的全球社会 》

一文 中将 自 己
一生

经历的 ２０ 世纪 中 国社会发生的两大深刻变化和三个阶段归纳为
“

三级

跳
”

，
第一个变化是从传统性质的 乡 土社会变成工业化时期

，
第二个变

化是从工业化走 向信息化时期
，
中 国社会经历了这三种形态的跳跃 。

＠

作为世纪老人的费孝通刚好是这
“

三级跳
”

的见证者
，
他初人学界的

时候就立志要研究社会 、 改造社会
，

正 因为如此才对
“

环境
”

有着不

①参见陈 占江 、 娄雪雯 《 中 国现代转 型 与 费孝通 的思 想世界 》 ， 《 社会学评论 》 ２ ０ １ ８ 年第

５ 期 。

② 费孝通 ： 《创建 个和而不 同 的全球社会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ｎ 卷
） ，

呼和浩特 ：
内

蒙古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０９ 年
，
第 １ ６５

－

１ ６ ６ 页 。

③ 费孝通 ： 《创建 个和而不 同 的全球社会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ｎ 卷 ） ，

呼和浩特 ：
内

蒙古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０９ 年
，
第 １ ６５

－

１ ６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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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理解和认识 。 在观察处于传统社会的村庄社区时
，
费孝通强调人文

地理环境对生活共 同体的维系作用
；
在看到进人工业化社会后我 国绝

大部分农村发展缓慢时
，
开始关注环境的资源意义和工业发展过程 中

的污染问题
；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来临 的时候

，
则从文化比较的角度

思考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关系 。

（

二
）
作为最后的绅 士的关怀

杨清媚赞誉费孝通先生是
“

最后 的绅士
”

，
因为费孝通身上有着 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
，
他称 自 己为

“

从改造社会 出 发而学

科学的社会知识的人
” ？

。 作为最后 的绅士
，
费孝通终其一生反对为研

究而研究
，
希望以其学术研究来造福百姓

，
希冀 自 己 的研究能影响施政

者而让广大老百姓尽快走 出
“

贫
”“

弱
”

的处境
，
即 民富 。

正是这一社会关怀
，
使得亲历 了 普通老百姓生活还是这 么苦 的

费孝通将注意力转移到各地所处 的环境 中所蕴藏 的可资利用 的资源 。

他希望各地 的资源可 以加速跨区域流通
，
在市场 中交易 而变成经济

价值 。

当然
，
也正是作为绅士的关怀和责任感

，
费孝通发现在边区生态环

境还没有得到 明显改善 的 同时
，
乡 土工业快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问

题
，
在不同的地区环境污染转移现象也愈演愈烈

，
农村的很多环境优势

无法实现转化甚至还要被迫承担环境转移的负面影响 。 不过
，
也 由 于费

孝通晚年担任领导职务
，
他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关心和呼吁的身影 。 很显

然
，
从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洛桑灵智 多杰主动 向费孝通先生汇报甘南

生态问题这一细节可 以窥探到
，
费孝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在政界非常

有名 。 当然
，
费孝通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直接描述确实在其近千万字的宝

贵笔墨 中显得不甚起眼 。

① 杨清媚 ： 《 最后 的绅士 以 费孝通 为个案 的人类学史研究 》 ，

北京
：
世界 图 书 出 版公 司

２０ １ ０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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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费孝通的文化反思

尽管周飞舟认为费孝通 的思想转 向是他在对 中 国现实社会不间断

的调查实践和反思 中形成的
，
这种思想转 向是一种

“

社会科学
”

的转

向
，
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 。

？ 但不得不说
，
作为一生深受 中西文化双

重影响 的学者
，
从费孝通晚年重读梁漱溟 、 钱穆等儒家学者的著作可 以

看出
，
与其说转向

，
不如说此时费孝通正在努力从传统儒家思想 中汲取

营养
，
以更深刻地思考 中 国社会的变革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费孝通说
“

我很幸运
，
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正

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 但是
，
年龄已经不允许我再亲身进人这个精彩

的世界里去做系统的实地调查 了
”

？
。 如果说费孝通在相 当长 的一段时

间 内是
“

从实求知
”

的话
，
那么暮年 的费孝通开始学 习儒家的

“

格物

致知
”

了 。 费孝通强调
“

对于
‘

人
’

和
‘

自 然
’

的关系 的理解
，
与其

说是一种
‘

观点
’

，
不如说是一种

‘

态度
’

，
实际上是我们

‘

人
’

作为

主体
，
对所有客体的态度

，
是

‘

我们
’

对
‘

它们
’

的总体态度
” ？

。 因

此
，
可以说晚年的费孝通先生思考的是人与所处环境 的和谐共生关系

这一形而上的问题。 费孝通亦期望人与环境之间能保持一个协调 的局

面
，
维持一种江南水乡 的

“

美美与共
”

的状态 。

七 结语

尽管费孝通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 的环境社会学家
，
或者说我们现

在不能以环境社会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故人
，
但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

①周 飞舟 ： 《从
“

志在富 民
”

到
“

文化 自 觉
”

： 费孝通先生 晚年 的思想转 向 》 ， 《 社会 》 ２ ０ １ ７

年第 ４ 期 。

② 费孝通 ： 《进人二十 世纪 时 的 回顾和前瞻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ｎ 卷
） ，

呼 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 ００９ 年
，
第 ２７ ３ 页 。

③ 费孝通 ： 《 老来还是要再 向前看 》 ，

载 《 费孝通全集 》 （ 第 ｎ 卷 ）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４６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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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重要的环境社会学思想这一事实无法轻易否认 。

在费孝通的学术研究 中
，
环境与人 、 社会的实然和应然关系

，
环境

对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等理论议题
，

一直有着极为重要的分量
，
特别是将

环境作为主体的视角
，
是推动当下环境社会学深化发展的可能路径

，
这

或许是重新思考费孝通的环境社会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 另外
，
长期 以来

学术界多强调费孝通晚年 的学术转 向
，
其实如果从

“

环境
”

这一议题

出发会发现
，
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有着极强的发展和贯通之处

，
人与环境

的关系是他终其一生思考和 回应 的 问题 。 费孝通先生虽未看到
“

天人

合一
”

的至境
，
但在其环境社会学思想 中

，

“

天人合一
”

何尝不是其一

生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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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ｎ ｔ ｉｆｉ ｅｄｆｏｕｒｔｈｒｅａｄｓｏｆ

ｈ ｉ 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ｔｈｏｕ
ｇ
ｈｔ ．Ｔｈｅ ｓ ｅ ｉｎｃ ｌｕｄｅｔａｋｉｎ

ｇ
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ａｕｓ ｅｆｕｌ
ｇ

ｅｏ
ｇ
ｒａｐ

ｈ ｉ ｃ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
；ａ

ｃ ｏｎｄｉ ｔ ｉｏｎｆｏ ｒ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 ｔｄｒ ｉｖｅｎｂｙ

ｔｈｅｃ ａｌｌｆｏｒｔｈｅ
ｐ

ｒｏ ｓｐｅ
ｒ ｉｔ

ｙ
ｉｎｔｈｅ

ｐｅ
ｏ
ｐ

ｌｅ
 ；

ａｎｉ ｓ ｓｕｅｔｏｂｅａｄｄｒｅ ｓ ｓ ｅｄｄｕｒｉｎ
ｇ

ｔｈｅｃｏｕｒｓ ｅｏｆ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ｉｎ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

ｈｅ ａｖｅｎ ｍａｎｕｎｉｔｙ
”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 ｅｒ ｓｐ ｅ ｃ ｔ ｉｖｅｏｆｃ 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ｌ ｉ

ｇ
ｈｔｏｆ

ｈ ｉ ｓ
ｐ ｅｒｓ ｏｎａｌｌ ｉｆｅａｓａｓ ｏ ｃ ｉｏ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ｔｈｅｌａｓ ｔ
ｇ

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ａｎｄａＣｏｎｆｕ ｃ ｉ ａｎ

，ｔｈｉ ｓ

ｓ ｔｕｄｙａ
ｌｓ ｏｅｘａｍ ｉｎｅｄ

ｐ
ｏ ｓ ｓ ｉｂ ｌｅｏ ｒ ｉ

ｇ
ｉｎ ｓｏｆｈｉ 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ｏｕ

ｇ
ｈｔ ． ．Ａｌｔｈｏｕ

ｇ
ｈ

Ｆ ｅ ｉＸ ｉ ａｏ ｔｏｎ
ｇ

ｉ ｓｎｏ ｔａｎ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 ｃ ｉｏ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ｉｎａｓ ｔｒ ｉ ｃ ｔｓ ｅｎ ｓ ｅ

， ｉｔ ｉ ｓｏｆ
ｇ
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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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

ｇ
ｎｉ ｆｉ ｃ ａｎｃｅｔｏ

ｐ
ｒｏｂ ｅｈ ｉ ｓ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ｏｕ

ｇ
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 ｅｒｓｐ ｅｃ ｔ ｉｖｅｔｈａｔｈｉ

ｇ
ｈ

ｌ ｉ
ｇ
ｈｔ 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ｕｂ

ｊ
ｅｃ ｔ ｉｖｉｔ

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 ｅ ｉＸ ｉ ａｏ ｔｏｎ

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Ｈ ｅ ａｖｅｎ Ｍ ａｎ

Ｕｎ ｉｔ
ｙ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 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 ｒ ｉ ｐ ｌ ｅ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 ｎｅｓｓｏ ｆ Ｉ ｎ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ｏｎ
，Ｃ ｕ ｌ ｔｕ ｒｅａｎ ｄＣｏｇ ｎ ｉ ｔ ｉ ｏｎ

； ｔ ｈｅＰａ ｔ ｈ

ｆｏ ｒＧ ｒｅｅｎ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ｏ ｆＰ ｒ ｉ ｖａ ｔｅＥ ｎ ｔｅ ｒｐ ｒ ｉ 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 ｌ

ｙ
？

ｓ ｉ ｓｏ ｆｔ ｈｅＰ ｒａｃｔ ｉ ｃａ ｌＥｘｐｅ ｒ ｉ ｅ ｎｃｅｏ ｆｔ ｈｅＳＣｏａ ｔ ｉ ｎｇＣｏｍ ｐａｎｙ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ＤａｎｇＹｉｒｎｅｎｇ 

／１ ０ 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Ｔ ａｋｉｎ

ｇ
ｔｈｅｅｍ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ｓ ｓｏｆ

“

ｖｉｒｔｕ ａｌｃｏｎｎｅ ｃ ｔ ｉｏｎ

”

ａ ｓｔｈｅａｎ

ａｌ
ｙ

ｔ ｉｃ 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ｂａｓ ｅｄｏｎａｆｉ ｅｌｄｉｎｖｅ ｓｔｉ

ｇ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Ｃｏ ａｔ ｉｎ
ｇ

ｓＣｏｍ
ｐａｎｙ ，ｔｈｉ ｓ

ｐ ａｐｅ
ｒ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ｏ ｒｍｕｌａ

ｔ ｉｏｎｏｆ
ｇ
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ｐ
ｏｌ ｉ ｃ ｉ ｅ 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ｇ
ｒｅｅｎｂ 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ｒｅ ｓ ｕｌｔｅｄｆｒｏｍａ
ｊ
ｏ ｉｎ ｔ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ｏ
ｇ
ｎ ｉ ｔ ｉｖｅ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ｎｅｓ ｓ ．Ｉｎｓ ｔ ｉｔｕ ｔ ｉｏｎａ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
ｐ

ｒｏｖｉｄｅ ｓｅ ｓ ｓ ｅｎｔ ｉ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ｔｈａｔ
ｇ
ｕａｒａｎ

ｔｅｅ ｓｔｈｅ
ｇ

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ｏｆ

ｐ
ｒ ｉｖａｔｅｅｎ ｔｅｒｐ

ｒ ｉ ｓｅ 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ｍ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

ｐ
ｒｏ

ｖｉｄｅ ｓ ｉｄｅｎ ｔ ｉ ｔ
ｙ

ｓｕｐｐ
ｏｒｔ

 ；ａｎｄｃｏ
ｇ
ｎ ｉ ｔ ｉｖ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

ｐ
ｒｏｖｉｄｅ ｓｖａｌｕｅｏ ｒ ｉ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ｆｏ ｒｔｈｅ
ｇ

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ｏｆ

ｐ
ｒ 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

ｒ ｉ ｓ ｅ ｓ ．Ｂ
ｙ
ｍｅ ａｎｓｏｆｓｅｌｆ ｒｅ ｓ ｔｒａｉｎｔｏｆ

ｐ
ｒ 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

ｒ ｉｓ ｅ ｓｕｎｄｅ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
ｇ
ｕｌａｔ ｉｏｎ ｓ

，ｔｈｅｅ ｓ ｔａｂ ｌ ｉｓｈ

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ｉ

ｑ
ｕｅｇ

ｒｅ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
，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

ｐｏ
ｆｅｎｔｒｅｐ

ｒｅｎｅｕｒ ｓｗｉ ｔｈｔｈｅ

ｓｐ
ｉｒ ｉ ｔ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 ｓｍ

，ｐ
ｒ 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

ｒ ｉｓ ｅ ｓｃ ａｎ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ｃ 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ｃｏ

ｇ
ｎｉ ｔ ｉｖ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ｇ
ｒ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Ｔｈｅ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ｅｍ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ｏｆ ｔｈｅｔｒ ｉ

ｐ
ｌｅｆａｃ ｔｏ ｒｓ

ｐ
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ｋｅｙｐａｔｈｆｏ ｒ

ｐ
ｒ 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

ｒ ｉ ｓｅ 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
“

ｗ ｉｎ ｗ ｉｎ

”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ｓ ｏ ｃ ｉ ａｌｂ ｅｎｅ ｆｉ ｔ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ｏｆ

“

Ｖ ｉｒｔｕ ａｌＣｏｎｎｅｃ ｔ ｉｏｎ

”

 ；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ｏｎ ａｌＥｍ

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ｓ 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ｍ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
 ；Ｃｏ

ｇ
ｎｉ ｔ ｉｖｅＥｍｂ ｅｄｄｅｄｎｅ ｓ ｓ

 ；Ｐ ｒ ｉｖａｔｅＥ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