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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研究循环经济的作品，河北经贸大学
柴艳萍教授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循环经济伦理研
究》一书，对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
构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理论，引领经济社会绿色发
展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循环经济伦理思
想。全书站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和转型高度，批判
了近代以来由资本逻辑导致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指出了转向循环经济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阐明了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的基
本内容、实现条件及其伦理价值；概括了现代循环经
济思想的形成背景、基本内涵、建构模式，特别是对
循环经济的合理性进行了证明。柴艳萍认为，循环
经济超越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之局限，兼具经济、生
态、伦理与社会合理性。它把经济目标、生态目标、

道德目标和社会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体现了多元道
德之统一。

二 是 提 供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循 环 经 济 的 解 释 范
式 。 全 书 从 系 统 观 、经 济 观 、价 值 观 、技 术 观 、生
产观、消费观等角度对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与西
方现代循环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
供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循 环 经 济 的 解 释 范 式 。 作 者 指
出，西方循环经济诸多解释范式都只是生态危机
发生之后的生态学反思或经验性补救，是一种改
良之路，而不是根本变革。因为它不触及资本主
义制度之根本，只是停留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
面 探 讨 上 ，没 有 深 入 到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内 部 ；
特 别 是 其 回 避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 系 之 间 的 复 杂 辩
证 关 系 ，看 不 到 人 与 自 然 背 后 是 人 与 人 的 关 系 ，
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必
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为参照，将价值考量、经济考量、制度考量相
统 一 ，才 能 正 确 认 识 循 环 经 济 ，才 能 建 构 起 科 学
的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 这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循 环 经 济 解
释范式的学理基础和鲜明特色，据此才可以捍卫
马克思主义在环境伦理学上的话语权，打破西方
生态学的话语霸权。

三是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全书始终站

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分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明确指出人与自然对抗的背后是人与人之
间的利益冲突，生态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社会危
机、制度危机，暴露出的是私有化与人类社会大生产
之间的矛盾。要想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就必须
实现“人同人的和解”。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途
径是进行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循环经
济能否实现的根本保障，建构循环经济社会主义公
有制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四是阐明了生态环境与文明兴衰的内在关系。
古代文明的衰落甚至消失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生态灾
难，从而失去了文明赖于发展的根基。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正确把握了这一规律，站在人类文明的高
度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因此，
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循环经济是
对生态与文明共生规律的自觉应用，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
共赢”式的发展道路，才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永续
发展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明德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感受生
命之美——张晓楠艺 术 生 活 笔 记 展》3
月 8 日 -31 日 在 北 京 市 角 楼 图 书 馆
展出。

作为一名爱好自然笔记的写作者和
阅读推广人，张晓楠喜欢关注身边的动
植物，格外留意生活中的动人细节、故
事。2013 年起，他坚持每天画一幅自然
日记，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对美丽大
自然、美好生命的感动与关注，此次共展
出其 45幅手账作品。

满卷书香

一部研究循环经济的力作
◆郝立新

远看黄河是一条线，近看黄
河是海边……古老的河州花儿中
传唱的黄河奇观，描摹的情景就
是从远近高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
塬上黄河。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从巴颜
喀 拉 山 如 藤 蔓 般 款 款 而 来 ，却
在 永 靖 段 蔚 然 成 海 ，像 一 棵 开
枝 散 叶 的 大 树 突 然 匍 匐 在 大
地 ，形 成 一 种 河 海 难 辨 的 高峡
平湖景观。

这一景观，永靖人亲切地称
为“高原蓝海”。她是上世纪 50
年代修建“黄河明珠”刘家峡大坝
时，蓄水形成的刘家峡水库，库容
总量为 57 亿立方米，是镶嵌在黄
土高原上的一颗“蓝宝石”。

极目远眺“高原蓝海”，仅凭
这飘渺朦胧的河岸线，我们就能
感受到云蒸霞蔚的壮观和浩淼无
垠的大海气象——

你 所 见 到 的 山 不 一 定 就 是
山，你所见到的水也不一定就是
水。那山是山的缩影，那水是水
的灵魂。山到裸露处，明心见性，
明心之山如云舒卷，气定神闲。
山中无别事，与水结知己。山随
水影去，水迎万壑来。山高水长，
碧波澹澹。

塬 上 黄 河 ，从 一 条 河 嬗 变
为 一 片 海 ，一 定 有 着 她 不 平 凡
的 故 事 。 著 名 作 家 梁 衡 在《刘
家 峡 绿 波》一 文 中 直 截 了 当 地
写 出 了 她 的 内 涵 ：“ 她 绿 得 深
沉 ，绿 得 固 执 …… 一 湖 绿 染 绿
了西北，染绿了全国。”

是的，她的绿是生命绿，是白
塔寺川青枝绿叶的绿，是天心地
胆养育出来的祖母绿。

她的绿，更潜藏着永靖人民
无私奉献的本色，水下有先祖，一
瓢只为天下苍生饮。

上世纪 50 年代，举世瞩目的
刘家峡水电站开始规划修建，这
是我国自行设计施工修建的第一
座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也
是亚洲建造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
水电站，是共和国水电向世界亮
出的第一张“名片”。

只是，要想成功修建大坝，首
先要解决黄河在永靖段蓄水的问
题，而这涉及到永靖白塔寺川的
去留。

白塔寺川，被誉为西部的“天
府之国”，花儿里是这样歌唱的，

“青枝绿叶的白塔寺川，美成的样
子就干散（漂亮）”。白塔寺川道，
则是丝路南线的“大车道”，是连
接中原与欧洲的通衢咽喉，是史
书上著名的“茶马互市”的原创之
地，也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平
分秋色的过渡纽带。

为 一 条 河 让 路 ，就 要“ 舍 小
家，为大家”，就要从“天府之国”
移民。

“ 天 府 之 国 ”养 育 的 永 靖 人
民，拥有着比花儿里歌唱的更加

“干散”的心灵。他们淳朴善良、
智慧远见，深深懂得国家利益永
远大于个人利益。

为了共和国的水利事业，他
们祭告先祖，扶老携幼，一步一回
头，泪别家乡。最终，刘家峡大坝
库区移民开创了奇迹，难度之高、
速度之快、人口之多、效果之好成
为 中 外 移 民 史 上 少 有 的 范 例 。
1960 年 1 月 1 日，刘家峡大坝胜
利截流。

移民后的白塔寺川人，被永
靖的非移民户称为“尕百姓”，非
移民户称为“大百姓”。大百姓和
尕百姓在生活细节上有着很多不
同之处。尕百姓的“规程”不但
多，而且不易更改。

其中之一，就是视水如命，惜
水如金。

比如，在尕百姓的规程里，任
何人不得往黄河里撂东西。一旦
发现，轻则挨骂，重则挨批，甚至
名誉尽失，累及子孙。当地“尕百
姓”的方言数落又狠又爽利：“黄
河的盖子牛（没有）盖住的，你干
脆把个家（自己）撂进去，即便撂
进黄河里，你也是洗不清的，人哈
牛（没有）像地……”被批评的人
最好还是乖点接受，不然后果更
加严重。

这是因为，尕百姓的先祖们
尸骨掩埋在高原蓝海之下，“敬畏
黄河”已经成为他们的一块思想
胎痣，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的行
为，涵养着他们的精神。

久而久之，这不易更改的“规
程”也慢慢渗透到大百姓的生活，
与大百姓的行为方式相互包容、
彼此借鉴，形成了一种看不见、摸
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不成文
的“白塔寺川规程”，构成了新的

“永靖文明”。
如今，在永靖，每个人的心里

都隐藏着一片蓝海，蓝海里沉睡
着自己的先祖，他们无私的奉献
散发出的光芒照亮了大地。

塬上黄河，天地明镜，不惹尘
埃，大千疗愈，只此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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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速递

今年年初，国家文 化 公 园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印 发 通 知 ，正 式

启 动 长 江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 至 此 ，我 国 初 步 形 成 长 城 、大 运

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新格局。

“既有成员”稳步推进，“新晋选手”强势加盟，让如何建设好国家

文化公园，如何找到国家文化公园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路径，当

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有哪些突破点和关切点等话题探讨，格外深

入与丰富。

许多多年持续关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专家学者，为谋求国家

文化公园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路径出谋划策。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最醒目的标识、中华民族精神中最深刻的

记忆，以及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承载着所有中华儿女最深刻的寄托与期待。

谈“新晋选手”建设：
高位规划，共建共享

从青藏高原的雪山巴颜喀拉山发端，长江穿巴山蜀
水，入江南水乡，不仅滋养了博大精深、绚丽多姿的长江
文化，而且串联起了沿江省（自治区、直辖市）数亿人民
的生机与活力。

正因为如此，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备受瞩目。建
设实施方案和建设保护规划如何制定？如何统筹协调
长江上中下游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经济文化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谁能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的先行先试者？这一系列问题，考验着政府部门和相
关专家学者的智慧。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熊召政建议，要注重长江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统筹协
调、协同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没有哪一段

‘更重要’，只有整条长江‘都重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必须‘把一整条长江放在心里’。”熊召政说。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鄢福初
建 议 ，既 要 充 分 挖 掘 长 江 文 化 的 精 髓 ，彰 显 文 化 自
信，也要结合现代理念和时代特点，弘扬长江文化的
时代价值。

作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 就 十 分 关 注 长 江 文 化
研究的学者，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 委 员 贺 云 翱 ，关
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议思考闪耀着一份别样的
深度与广度。

贺云翱告诉记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视野和格局
超越了现有的任何一个省级行政区划，其建设应站在国
家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优秀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和新文明形态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从国家层面推
动长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唯一一个
和长江经济带同步建设的国家公园，贺云翱认为，其建
设可以成为构建长江沿线物质、生态、精神、社会几个文
明协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东中西部协同的重要
载体。

为此，贺云翱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制定规划
时，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长江经济带与长江生态文明建设
相互协调作为重点内容纳入其中，并作为建设方向和目标
指引。

要想取得实效，一些地方的先行先试也不可或缺。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期间，不少省市代表委员都纷纷表
示，希望有机会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过程中
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湖北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亢德芝提出，希望将湖北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示范区；在渝全国人大代表
曹清尧、住渝全国政协委员刘旗则建议，将重庆纳入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

谈“既有成员”推进：
示范引领，政策支持

尽管“新晋选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声势逼人，但
“既有成员”长城、大运河、黄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推
进建设工作也牵动人心。

北京商旅同舟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柴大勇告诉记
者，在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以及各地配套资金支持
下，目前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顺利推进，但仍需政
策、资金方面的进一步支持。

全国两会期间，住晋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联名
提案，建议对山西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给予更多政
策、资金等方面支持，补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
能力不足、资金缺乏、人才短缺等短板，推进完善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

而作为生长在运河边的江苏人，贺云翱对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关注念兹在兹。从大运河两岸文
物考古，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大运河申遗、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启动建设，一路走来，贺云翱持续保持关注，并
坚持跟踪调研。

在贺云翱看来，当前江苏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
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江
苏样板”。

在一份由贺云翱、心澄、孙力斌三位全国政协委员
编写的联名提案中，贺云翱建议，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国家级示范段（淮安—扬州段）纳入《大运河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同时，提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加大对
示范段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

这个建议背后，有贺云翱深入的考量。他告诉记
者，作为我国文化领域创新提出的战略性文化工程，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非常宏大复杂，在国际上并无先例可
循，没有成功案例可以拷贝或借鉴，只能在积极探索中
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优化发展路径。

“一定需要在某些条件更成熟、基础更好、内涵更明
确的地方，先行先试，做出一些示范来。”贺云翱说。

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淮扬运河段全长约 168.28
公里，沿途跨越两地市，在体现运河古今风貌、文化特
质、保护利用、水城共生等方面具有突出代表性。沿线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占江苏段的 60.7%，淮扬运河段是
整个大运河中历史相对深厚、形态相对完整、遗产相对
富集、航运相对繁忙且充满生机活力的河段，具备打造
为国家级示范段的基础条件。

为更好开展示范段建设，贺云翱建议，示范段建设
依托现有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
头，加强对国家级示范段建设工作的具体指导，同时将
示范段建设事项列入年度省部际联席会议重点协商推
进议题。

谈高质量发展路径：
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创新工
程，对做实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延续历史文脉、坚定
文化自信具有深远意义。

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代表委员提出建议，希望启动
新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农业
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马中平在参加分组讨论时表示，秦
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希望挖
掘、保护和展示秦岭文化，推动建立大秦岭国家文化公
园；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州工商联主席石红也就苗疆边墙保护提出建议，希望推
进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支持苗疆边墙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贺云翱也提出探索我国境内陆上丝路和海上丝
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可能性建议。

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智慧旅游深入发展、推动文旅
深度融合，是被广泛认可的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措施。

如何推进既有国家文化公园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
柴大勇告诉记者，“今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要从文

物保护、主题展示、文旅产业、传统利用、文化体验等五
大类功能区域重点规划设计寻求突破。”

“从发展来看，文旅产业是国家文化公园生存的重
要支撑；从体验内容来看，要活化文化遗产，从优质文化
产品、创意商品、文化业态、沉浸式体验等方面来做文
章。”柴大勇说。

贺云翱告诉记者，长江、黄河、大运河、长城、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均具有跨区域的线性文化遗产特征，跨区
域、跨文化、跨古今，并且包罗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遗产聚落，探索这类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利用，有许多难点需要克服。如统筹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政府、社区、社会组
织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利用之
间的关系，处理本地居民与外地游客之间的关系等，不
一而足。

尽管如此，但一些举措是可以普遍采纳的。“一要深
入做好调查研究，做好细节丰富的前瞻性规划。二要加
强统筹协调。从中央层面建立高规格的统筹协调机制，
对不同省份、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相关主体进行总体、
全局的协调安排。三要解决资金、人才、社会参与、保护
与发展等建设中的问题。四要更加明确国家文化公园
的建设目标。五要适时考虑国家文化公园的法治化管
理。”贺云翱告诉记者。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长期的、复杂的、渐进的，不
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久久为功，持续协调可持续地高质
量推进相关建设。”贺云翱强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