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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意蕴1

皮坤乾，杨秀琴

（铜仁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生

态文化思想。立足于贵州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准确把握其生态意蕴，充分彰显其生态价值诉求，对于增强人

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推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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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贵州地域、民族尤其是文化上的特点，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 2016 年 1 月 13 日的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首次明

确将贵州人文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可以说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

伦理意蕴，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其生态意蕴，彰显其生态价值诉求，使其真正成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文化、促进人们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推进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在这“一方水土”上又创造了“一方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

正是贵州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适应贵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过程中所创造并传承下来。

（一）“天人合一”是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

作为中华民族从长期实践中得来的理性认识，“天人合一”无疑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核和中华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特

点，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民族表现形式。就其实质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要强调的是“天”与“人”之

间“一”的关系。“天人合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环境的“合一”，人与他人、社会的“合一”，作为实践

主体的人“自我”与自身的“合一”。

之所以将“天人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原因有二。首先，贵州从古到今拥有得天独厚、良好的生态环境，

最有资格讲“天人合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贵州星罗棋布，处处是瀑布、溶洞、峡谷、湖泊、森林、湿地，是名副其实的

“国家公园省”——四季如春、满目青翠，拥有清新、凉爽的天气，被誉为“天然公园”“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是我国

首批三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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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贵州先民在山区环境中形成并坚守了源于自然、效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江南千重水，

云贵万重山”。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依托的省份，贵州省 92.5%为山地和丘陵，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地无三尺平”之说。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涵养了贵州先民“万物一体，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敬天畏天，顺应自然”的生态情怀，“因地制宜，

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顺其自然，怡然自得”的审美情趣等等，“天人合一”思想早已默化为传统制度、民间习俗、社会

风尚、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深深融入到贵州先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如用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焚巾曲》，是用贵州苗语

中部方言所唱的苗族古歌，为苗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歌中有“山岭是主人，人是过路客，生命极短暂”等经典语言，

回答了生命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表达了他们对于有限生命死亡后走向永恒的哲学思考。这种生命有限以及自然与人的生命的

主客伦理观，规范了苗族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这种生命伦理规范下，人面对养育人的自然，应该感恩自然、敬畏自然、回

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再如贵州土家人的吊脚楼。吊脚楼用取之于大自然的天然材料，依据陡峭的山势建造，与自然融为

一体。远远望去，在满山遍岭葱郁的树竹掩映下，土家山寨一栋栋木房依山势层递而建，与云雾缭绕的孤峰秀峦耸峙对列，形

成极为清幽静谧的世外桃源，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贵州土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

（二）“知行合一”是贵州特有的人文精神

宋人张载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1]
越是物质贫乏的地方，越能够锻造充实、稳固、强大的精神。在“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艰难条件下，贵州各族人民把苦难当做磨砺，把险恶当做阅历，乐观而淡定地生活着，塑造了贵州人坚韧不拔、不断开

拓、敢于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砥砺奋进、跨越赶超的接力奋斗中，锻造了新时代贵州精神——“团结奋进、拼搏创新、

苦干实干、后发赶超”。[2]可以说，大山的乳汁滋养了贵州各族人民，孕育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山魂，使贵州的历史进

程中彰显着“知行合一”的行为准则，涌现着“知行合一”的生动实践。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得出的“大道理”和“真境界”即“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主要指人的

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合一”，强调了道德行为中的“知”与“行”的绝对

同一。“知”与“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自身所必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能力，二者是道德行为的一体两面。“知是行的主意，

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知”与“行”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即道德实践与道德认知要相互关联、相互

作用。

贵州作为“知行合一”思想的发源地，自然应把“知行合一”作为自己特有的人文精神。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知行

合一”学说后，黔中王门汤伯元、孙应鳌、李渭、马廷锡、陈尚象等积极践行“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为贵州社会文化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内在根据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密不可分。“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融、和谐平衡，注重的是

一种主客观统一的事实尺度；“知行合一”强调人的内在良知、认识水平与外在行为、俗间事功的一致性，彰显的是一种应然

的价值尺度。二者连用，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因此，时任省委书记陈敏尔在贵州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中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倡导的“天人合一”既是世界观，又是辩证法；“知行合一”既是道德观，又是方法论。

可以说，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连用，形成一个概念，是贵州的创造。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说：“作为一种表达性现实，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或文化丛的提出，都有其客观性的

现实基础。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一致

性才构成了完整的世界体系。”[4]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有其客观性的现实基础。一是对贵州先民相关

朴素观念的继承、超越和提升。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有着贵州地域的特定内涵。贵州先民所持有的

类似“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诸多观念，是一种前现代的“集体无意识”，是与偏远险峻的山地环境和水平低下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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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适应的朴素的生态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朴素的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贵州历史

就是一部贵州人面对特殊自然环境筚路蓝缕，寻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宏大叙事，贵州人在实践中孕育出了“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这一朴素的价值观，经过世世代代贵州人的价值认同和身体力行，在内涵上构成了具有丰富生态意蕴的贵州人文精

神。二是当代贵州人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追求。“天人合一”要求当代贵州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兼顾环境

保护、资源确保永续利用和社会公正，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和谐相处。而“知行合一”要求当代贵州人凝

心聚力，协力争先，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推动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的“内动力”和“软实力”。“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5]“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彰显了贵州人

文精神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与贵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工作总纲相适应，必将成为“撬动”

贵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意蕴

从生态伦理学视角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深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

化思想。

（一）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生态和谐理念

从认识论角度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蕴含着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的生态理念。马克思强

调，“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

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现代生态学的创始人利

奥波德在其《大地伦理学》一书中，则认为人是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应该和谐

共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40贵州先民世世代代在

自然之中生存，在与自然和谐共生、同环境友好相处中，逐渐认识到人的生命来自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生命的一部分，必须仰

仗大自然才能生存，自然界的动物、山水、林石、日、月、星、云、雷、电的存在，与人的生命紧密关联。如侗族古歌《开天

辟地》中唱道：“万年以前/天地不分/大雾笼罩/世上无人/云开雾散/把天地分/地在低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万物生/白菌生蘑

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奸/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8]形象地说明了人类是从无生命的混混沌沌原始物质演

变而来。

被誉为“中国景观村”“百年环保第一村”的贵州锦屏县文斗苗寨，树与文斗人的生命紧密相连。他们视树为神，逢年过

节，就会带上香纸和祭品，祭拜古树；子女出生，父母都会种一棵常绿树，有的父母还会让儿女认树为“干爹”“干妈”，祈

福孩子平安成长。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的从江县岜沙苗寨，村民们在孩子出生这天必须到山上种一棵树，寓意新

生命的降生；当他死后，则将象征其生命的这棵树砍来做成棺材，就地埋葬，并在旁边再种一棵树，表示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

在于世。

在贵州土家人“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观念中，房屋也是一个生命体——一定要“活”而“灵”，即必须如有生命一样

“活”着，它才会有“灵”，为主人带来好运。土家人认为村落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故在建造村落时，将天人合一的理

念融入村落的修建中，把与自然和谐和人文发迹联系起来，使整体村落与雄伟秀美的自然景观连成一片，水乳交融，形成了自

然式山水园林景观布局，成为清幽静谧的世外桃源。

（二）敬天畏地、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情怀

从情感态度角度看，贵州人文精神饱含着敬天畏地、尊重自然的生态情怀。在贵州先民看来，人生活在自然的生命大家庭

里，彼此生命同源、生命平等；自然佑护着人类，为人类提供生命之需，人类应对自然抱以感恩之心，怀以敬畏之情，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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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和仁爱感恩的方式对待自然，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回馈自然，保护好自然。如石阡县坪山乡佛顶山下的尧上仡佬族人认

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仡佬先民部落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瘟疫，一只神鹰农历二月初一这天，叼来一棵仙草，挽救了整个村

的村民。此后，仡佬族人将神鹰作为图腾，立下任何人不得伤害鸟类的族规，并把每年的二月初一定为“敬雀节”，并且举行

隆重的仪式，充分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又如贵州土家人“安香盒”（中堂的神龛）时，主人要在头一天请“懂得规矩”的阴阳

先生和木匠师傅来设坛，为其书写神龛上的堂郡和神主位。书写正中的“天地君亲师位”时，必须遵守“天字不出头、地字不

分家、君亲不封口、师字无刀头”的原则。土家人认为，人在天地之间，天为大，地为大，人要敬天畏地，不能与天地争锋。

否则，“不利”于主人家。“安香盒”仪式，充分表达了贵州土家人敬天畏地的生态情怀。

（三）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生活方式

贵州人文精神强调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实践，应是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实践。“自然界最懂自然”，“师法自然，就

要掌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智慧。”[9]古罗马时代著名哲学家塞内加也说，“真正的智慧

在于溶入自然，取法自然”。[1°]正是运用这样的智慧，贵州人民将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自然，创造了真正的生态生活方式，实

现了“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贵州“天无三日晴”，境内大多数区域潮湿多雨，故而贵州人喜食辣椒，因辣椒之热气正好可

以消散因潮湿多雨而进入人体的湿气。贵州的酸汤有侗族的红酸汤和苗族的白酸汤之分，其中最负盛名的“凯里酸汤”由山番

茄、红辣椒添加适量花椒、木姜子、薄荷叶等配制而成，富含多种维生素、8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较为丰富的蛋白质。贵州地

处山区，蔬菜匮乏，贵州先民便通过“酸汤”补充维生素，在增强食欲的同时，弥补了蔬菜匮乏的不足，这些都是非常巧妙的

生态养生之道！贵州先民的衣服原料主要是棉和麻，染衣服的染料主要是蓝靛和枫香叶，这些原料都取自天然，既生态环保，

穿着又舒适、美观大方。贵州土家地楼与火铺的构造和使用，充分考虑了土家人所居住的环境和气候，使土家人在阴湿的春天

减少了与潮湿地面的接触，冬天则减少了地面寒气的侵蚀；春夏湿热季节也是农忙时期，小孩与老人睡在火铺或木楼板上，既

可以预防蛇、虫对小孩和老人的侵害，又能有效预防风湿类疾病。因此，对地楼与火铺的建造和使用，正是贵州土家人在认识

自然环境与气候特性基础上所进行的人与天调的生态实践。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态实践造就了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生活方

式。

（四）因地制宜、巧夺天工的生态生产方式

贵州山多地少，没有平原支撑，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可以说贵州的农业生产条件很不佳，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贵州的农产品却实现了自给且有盈余，这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勤劳勇敢且善于思考的贵州人民

在长期的生态实践中因地制宜、巧夺天工，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如贵州人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

除了将山间坝子、山坡开垦为耕地之外，还修建了大量的梯田，典型的有加榜、摆榜、野钟、堂安等。梯田是生态屏障，它具

有保土、蓄水、调节气候的功能，对贵州良好环境的保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贵州酿造出了最引以为豪的茅

台国酒。依托于茅台镇赤水河谷自然环境和气候所形成的自然酿造环境，茅台酒酿造工艺充分利用环境中的微生物群，顺应自

然节令规律，进行与赤水河水情变化相符合的“季节性生产”。正是因为师法自然、佳酿天成，茅台酒才成为我国唯一集“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于一身的白酒品牌。

三、贵州人文精神生态价值的彰显策略

今天贵州正在奋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更需要充分认识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意蕴——认同其价值，发挥其价值，将

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物化为力、转化为果，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

（一）加大对贵州人文精神及其生态价值的研究和转化

在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现代的才是先进的，因而简单地抛弃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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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学界对贵州人文精神及其生态价值研究不够，对贵州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缺乏清醒的认识，作为传统文化

精髓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也难逃此厄运。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善于继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因

为有文化自信才能有底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7]32

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化贵州人

文精神及其生态价值的研究，深刻把握其内涵要求，揭示其时代价值，尤其是要研究如何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生

态文明的新知在传统乡土文化的旧识上开花结果。

（二）高度重视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的“活态传承”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中有知识、有头脑、有体力的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造成农村

人口“空心化”。地处西部的贵州，农村“空心化”问题尤其严重。在贵州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经商），只剩

下所谓的“386199”部队（即老人、妇女、小孩）。“青壮打工去，收禾童与翁”，成了贵州多数农村的真实写照。随着青壮

年纷纷外出务工，贵州农村劳动力出现了“断层”，“老人农业”现象凸显，农村也闹起了“农民荒”，这也使传统文化的传

承、传播和保护后继乏人。同时，现代农业科技像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弱化了传统文化的价值

和魅力，削弱了农村传统乡土知识的传承和保护。

如今，已经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科学技术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7]25

显然，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因此，在进行土地流转、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危房改造和集体建房、生态移民等工

程的同时，要把传统文化考虑进去；重视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如把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编成电影

电视作品，通过多彩贵州的平台，体现贵州人文精神的魅力，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典型

的民族传统村寨，可谓展示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的“活态形式”，要通过保护好这些村寨，实现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的“活

态传承”。

（三）将学校作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殿堂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教育缺乏对传统文化方面应有的内容和教育。很多人虽然经过了小学乃至大学等学校的教育，

却非常缺乏乡土传统知识，对传统文化及其蕴涵的生态价值也知之甚少。尤其是年轻人，掌握的现代知识越来越多，对传统文

化却知道得越来越少。所以，应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开发优秀的校本教材，推动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进课堂、民族歌舞上舞台等，使其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殿堂。

（四）用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智慧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也必须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不仅要认识和认同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更要把它

运用于生产过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化为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贵州作为“欠开

发、欠发达”地区，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关键在于经济动力。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就要运用贵州人文精

神的生态智慧，守住贵州的绿水青山，同时让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这就是习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盼：“贵州过去发展慢、

欠账多，还是要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人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践行“两山”理论，

运用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智慧创新发展思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能够发挥贵州生态环境优势的五大产业，大力推进

特色优势产业的生态化、规模化发展，做大做亮酒、烟、茶、药、食品“五张名片”，真正把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生产力，让

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走出一条既要生存又要生态、既要温饱又要环保、既要百姓富又要生态美的生态发展新路，奋力开创

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总之，贵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人文精神蕴涵的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敬天畏地、顺应自然的生态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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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实践，是贵州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环境友好相处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具有超越

时代、超越国度的永恒价值。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人类发展不可违逆的规律。充分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

态价值，定能使其成为引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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