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彭兆荣ꎬ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ꎬ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一级岗)、博士生导师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８０ 期ꎬ２０２１. 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９ Ｓｅｐ. ２０２１

中式博物　 世界楷模
———生物多样性的博物学视野

彭兆荣１ꎬ２

(１.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ꎬ 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ꎻ
２.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ꎬ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ꎬ生物多样性受到严峻挑战的今天ꎬ全世界都在行动ꎮ 从学科角度上看ꎬ博
物学在这一重大挑战面前ꎬ无疑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ꎻ尤其是中式的博物学ꎬ集中式智慧、中式道理、中式方法

于一体ꎬ特别是“天地人和”“社稷农耕”文明所表现出许多方面的“可持续性”ꎬ堪为世界楷模ꎮ 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今天ꎬ应珍惜这一文化遗产并致力传承好ꎮ
〔关键词〕博物学ꎻ天地人和ꎻ食物链ꎻ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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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生态文明ꎬ增强

建设美丽世界动力ꎮ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ꎬ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ꎮ 同时向世

界承诺:“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ꎬ协
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ꎮ 加快国家生物多样性

保护立法步伐ꎬ划定生态保护红线ꎬ建立国家公

园体系ꎬ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ꎬ提高社

会参与和公众意识”ꎬ并承诺“中国将于 ２０２１ 年

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ꎬ同各方共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战略”ꎮ〔１〕

当今世界ꎬ由于生态危机ꎬ自然界保持生物

多样性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ꎮ 因此ꎬ维护生态安

全ꎬ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世界共识”ꎮ 如

何从科学—学科的角度配合这一重大议题ꎬ是摆

在整个学术界面前的重大任务ꎮ 无论是研究生

态抑或生物多样性问题ꎬ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ꎬ
即特别强调整体性和总体性ꎬ而在当今相关的学

科分类中ꎬ博物学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ꎬ原
因有二:首先ꎬ其以整体、整合的研究见长ꎻ其次ꎬ
这一学科直接以“生态—生物”为研究对象ꎮ 当

今的世界问题与学科问题是一致的:一方面遇到

的问题越来越专业、细微ꎻ另一方面ꎬ越来越需要

从总体格局上进行思考、把握和治理ꎮ 对于“生
态—生物—生命”的相关命题ꎬ博物学不可或缺ꎮ
然而ꎬ在我国的教育与科研体系中却没有博物

—８２１—



学ꎬ这种缺失需尽快补上ꎮ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ꎬ中国传统的博物学、博

物志ꎬ还有笔者称之的“博物体”ꎬ〔２〕 由于贯彻

“天时地利人和”的“致中和”原则ꎬ视万物为一

个相关的生命共同体ꎬ与西方的博物学中“二元

对峙”原则相比ꎬ更接近于整体维度ꎮ 其实ꎬ像
“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表述时常被人挂在嘴

边ꎬ宛若箴言ꎬ皆知其为道理、哲理ꎮ 然将其视为

博物智慧的却不多ꎬ原因是与我国传统的“博

物”定义不吻合ꎮ 窃以为ꎬ在今天的语境中ꎬ我们

需要重新认识中式的博物学思想ꎬ特别是“天人

合一”的宇宙观与生活保持密切的协同ꎬ与传统

的农耕文明相结合ꎬ表现在二十四节气、月令体

系、物候形制等ꎬ成就了特殊的中式博物思想中

可持续性发展的因子ꎬ这些在今天面对生态危

机、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世界议题中ꎬ无疑具有重

要的启示价值和示范作用ꎮ

二、中式博物的生命观

博物学在学科研究方面除了“全观性”外ꎬ
还具有生命的“照应性”ꎬ即在整个生态环境中

各种生物种类互相照应ꎻ尤其是以自然界为背

景ꎬ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类之间的协作与共生ꎮ 而

我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就是这一原则的

生动写照ꎬ———除了“天—地—人”的协作ꎬ还有

“时—利—和”的农耕文明的博物学思想ꎮ 众所

周知ꎬ“天时”最重要的表现形态为“农时”机理ꎮ
具体而言ꎬ农业生产遵循农时而进行ꎬ以保证人

们的生计ꎬ形成了“五生”的关系链:生态、生命、
生计、生产与生业ꎬ———因为自然生态而有生命ꎬ
维持生命需要生计ꎬ满足生计需要进行生产ꎬ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生业(行业)ꎮ〔３〕 换言之ꎬ此说反

映出古代中国人民亲近自然ꎬ以天地为认知背

景ꎬ创立了“天时”与“物候”在农业生产方面的

认知性生态协同体系ꎮ〔４〕

在中式传统的博物学思想中ꎬ自然界的规律

与人的生命律动表现为同一频道的演出ꎮ 以“日
(太阳)”为例ꎬ“日行”原本只是日月星辰的自然

运动ꎬ但依照中国传统的博物思想ꎬ这一自然现

象不仅构成了宇宙观的重要范式ꎬ———中国的时

间制度来自于对“日行”的观测和计量(日晷)ꎮ
“时”为“日族”ꎬ构成了我国传统的时间制度ꎮ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时间体系皆从“日”ꎮ 而

且ꎬ传统的农事、农耕、农作皆以“天时”为据ꎬ配
合土地上的“农时”ꎮ «说文解字»释:“时ꎬ四时

也ꎮ 从日寺声ꎮ”而天的时间形制“天时”与地的

时间形制“地辰”相互配合、相辅相成ꎮ «说文解

字»释: “辰者ꎬ农之时也ꎮ 故房星为辰ꎬ田候

也ꎮ”辰如龙象ꎮ〔５〕 这样ꎬ天地人便成贯通性文化

态势:天文—地文—人文ꎮ
我国的博物学思想是以天、地、人 “三才

(材)”相互协作的“生命共生”为依据的ꎮ 具体

而言ꎬ天地(自然)规律由人执行ꎬ特别是体现在

农作之中ꎬ比如我们迄今仍然说“日出而作ꎬ日落

而息”ꎬ说的正是根据“天时”进行生产和生活ꎮ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ꎬ人作为一种“能动”的

生物ꎬ从来就包含着主导性ꎬ但这种主导是建立

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服从、贯彻和实践的基础

上ꎮ 传统的“月令”即为典范ꎬ«礼记月令»即

是一篇讲究时令的篇章ꎬ大量记载与农时有关的

事务: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ꎬ每季具体分为孟、
仲、季三月ꎬ依阴阳五行ꎬ阐述人们按时节、时辰

活动的情形ꎮ 故«礼记礼运»如是说:“播五行

于四时ꎬ和而后月生也ꎮ” 〔６〕

在传统的中华文明中ꎬ生命以“气”为表征ꎬ
亦为“自然人化”之表述ꎮ 当我们说一个人生命

力旺盛的时候ꎬ常以“生气勃勃”加以形容ꎬ表述

人死了的时候ꎬ则以“气绝身亡”来表述ꎮ 即使

是日常生活中ꎬ“生气”既可表述正面情绪(指有

活力)ꎬ又可表达负面情绪(指不高兴)ꎮ 而“气”
的本义却是自然现象ꎬ特别表现为“天时”的生

命体现ꎮ “气”在文字学上属于“天部”ꎬ甲骨文

“ ”是特殊指事字ꎬ字形在表示天地的“ ”的两

横之间加一横指事符号“ ”ꎬ代表天地之间的气

流ꎮ «说文解字»:“气ꎬ云气也ꎮ 象形ꎮ 凡气之

属皆从气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天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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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其实是以“天”契合“人”之命理ꎬ“气(氣)”
中有“米”ꎬ说明生命靠养育ꎮ 日本学者白川静

释:“氣形示云流”ꎬ即云气ꎬ为生命之源ꎬ万物之

根本ꎮ 古人相信ꎬ“米”(谷物)有滋养“气”之功ꎬ
于是加“米”构成了“氣”ꎮ〔７〕 这也是农耕文明的

形象表述ꎮ
我国的天时与节气的关系不独为世界农耕

文明的表率ꎬ也是博物学的经典表述与实践ꎮ 二

十四节气为典型的体系ꎬ农历二十四节气因此获

得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ꎮ 二十四节气

指农历中表示季节变迁的 ２４ 个特定节令ꎮ 一年

有二十四个节气ꎬ计十二个节和十二个气ꎮ 即一

个月之内有一节一气ꎬ每两节气相距平均约三十

天又十分之四ꎬ而阴历每月之日数则为二十九天

半ꎬ故约每三十四个月ꎬ必遇有两月仅有节而无

气ꎬ及有气而无节者ꎮ 有节无气之月ꎬ即农历之

闰月ꎬ有气无节之月不为闰月ꎮ 其中核心概念之

一ꎬ正是“气”ꎮ 古人认为ꎬ一岁之间ꎬ“本一气之

周流耳”ꎮ 一年的节气变化就是“一气”的循环ꎮ
二十四节气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节”ꎬ“节”就是

为周流天地之间的“一气”画出刻度ꎮ〔８〕

“气”作为自然界的一种现象ꎬ在中式博物

原理中常为“天时”的表象ꎮ 具体的表现为“天
时”与“气动”ꎬ———“时”为“气”的运行呈现ꎬ并
成“节律”ꎮ 后来ꎬ按气候变化的时序制定的历

法节气也被称为“时”ꎮ 陈旉在«农书»中说:“万
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ꎬ时至气至、生理因之ꎮ”后
来的历法中规定的四时八节二十节气等即由此

出ꎮ〔９〕有意思的是ꎬ当“时—气”相协以表示生命

动态变化的表征时ꎬ人的生命便与之对应ꎬ«黄帝

内经»故有:“五脏应四时ꎬ各有收应ꎬ心者ꎬ生之

本ꎬ为阳中之太阳ꎬ通于夏气ꎻ肺者ꎬ气之本ꎬ为阳

中之太阴ꎬ通于秋气ꎻ肾者ꎬ为阴中之少阴ꎬ通于

冬气ꎻ肝者ꎬ罢极之本ꎬ为阳中之少阳ꎬ通于春

气ꎮ”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五脏各有其对应的季

节ꎬ肝对应春天ꎬ心对应夏天ꎬ肺对应秋天ꎬ肾对

应冬天ꎮ 一句话概括:“养生依天时”ꎮ
农业生产其实就是根据节气进行有规律的

生产作业ꎬ即所谓的“趋时营农”ꎬ———根据四季

的节律而劳动ꎬ最典型的说法是春播夏长秋收冬

藏ꎮ 春天萌生ꎬ夏天滋长ꎬ秋天收获ꎬ冬天储藏ꎬ
既可指农业生产的一般过程ꎬ亦比喻事物的发

生、发展过程ꎮ 此说出典于«鬼谷子持枢全

篇»:“持枢ꎬ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ꎬ天之正

也ꎬ不可干而逆之ꎮ 逆之者ꎬ虽成必败ꎮ 故人君

亦有天枢ꎬ生养成藏ꎬ亦复不可干而逆之ꎬ逆之虽

盛必衰ꎮ 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ꎮ”所谓“持枢”ꎬ
就是掌握行动的关键ꎬ把握事物的规律ꎮ 在笔者

看来ꎬ这正是中式博物学的核心价值ꎬ即根据自

然的运行规律ꎬ配合以人的生命、生计和生产活

动ꎮ
概而言之ꎬ中国的博物思想的圭臬是天地人

的全观性配合ꎬ即根据自然ꎬ特别是四季、二十四

节气进行农业生产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中式的农

耕文明正是博物学精华的体现ꎬ并将这一自然道

理契合于万物的生命(包括养生)之中ꎮ 而今的

生态危机ꎬ很大程度上正是“人与自然”相互胁

迫的后果与恶果ꎮ

三、中式博物中的“禾”与“和”

如上所述ꎬ“天时—地辰”应合“农时”ꎬ农耕

文明在中式博物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ꎬ其中最重

要的价值嵌入在“禾—和”中:“禾”是粮食的泛

称ꎬ而耕作粮食造化出了“和”(和谐、和平、和睦

等社会伦理秩序)ꎮ 农业生产最讲究农时ꎬ“年”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ꎮ 农人依据天象时运的律

动而劳作ꎬ“年”成为一个四季周期完整的时间

概括ꎮ 汉字“年” 就是天时与地利的协作的产

物ꎬ故从“禾”ꎮ 甲骨文“年”属“禾族”ꎬ甲骨文

即 (禾ꎬ借代谷物)加 (人ꎬ农人)ꎬ表示农民载

谷而归ꎮ 造字本义是将收成的谷物搬运回家ꎮ
“年”古时亦写作“秊”ꎬ«说文解字»:“秊ꎬ谷孰

也ꎮ 从禾ꎬ千声ꎮ” «春秋传»曰:“大有秊ꎮ”意思

是说ꎬ“年”是禾谷成熟ꎮ 字形采用“禾”为边旁ꎬ
“千”是声旁ꎬ生动地演绎出了“天时—地利”的

中式道理ꎮ 换言之ꎬ“年”既是时序在农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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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ꎬ又是生命之“时”的反映ꎮ
西方的粮食生产同样也是维持生命之重ꎬ却

完全没有“中式道理”ꎮ 粮食在西方的博物学中

完全属于作物物种ꎬ西方的粮食主要以麦作为

主ꎬ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饮食主要以面包为主食

的原因ꎮ 西方的麦穗ꎬ拉丁文为 ｓｐｉｃａꎬ古词为

ｓｐｅｃａꎬ源自 ｓｐｅꎬ意为希望ꎮ 它的核或称作麦粒ꎬ
拉丁文为 ｇｒａｎｕｍꎬ源自 ｇｅｒｅｎｄｏꎬ意为果实ꎮ〔１０〕 也

就是说ꎬ西方麦作文明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劳作带

来收获ꎬ收获带来希望ꎮ 西方的博物学思想以纯

粹的自然环境、自然因素为“事实”根据ꎬ比如种

子的传播ꎬ“大自然总是采取最简单的来达到它

的目的ꎮ” 〔１１〕 无论是自然因素ꎬ 比如风的作

用ꎬ〔１２〕水的漂流ꎬ〔１３〕 还是动物的携带ꎬ包括通过

食用排泄的迁移的传播方式等ꎬ〔１４〕 无不表明生

物物种ꎬ特别是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属性”成就

了物种的传播与延续ꎮ 人只是简单地根据自然

的相关属性而顺应之ꎮ
我国的农业博物学却并不完全如此ꎮ 为什

么“天时”如此重要? “天”不仅代表自然的“至
高”ꎬ而且控制、指导着时间ꎻ时间又是生命、生计

和生产的直接兑现ꎮ 所以ꎬ在中国传统的生命哲

学里ꎬ不仅有 “天命” 的概念ꎬ———“天命不可

违”ꎬ即自然“命数”不可违背ꎬ将“天(自然)”上
升到世间万物掌控者的高度ꎮ 又由于“天时”是
农业的时序指南ꎬ所有的农作都是根据一年四季

的“农时”进行生产活动ꎮ 即使我国的南北差异

较大ꎬ有北方麦作、南方稻作之区分ꎬ却无例外地

遵守农时的自然规则ꎮ “农时”不可误ꎬ更不可

错ꎮ 如果违背时序ꎬ错过农时ꎬ必将遭受损失ꎬ亦
将受“辱”ꎬ错失者也必将受到惩罚ꎮ «说文解

字»释之:“辱ꎬ耻辱也ꎬ从寸在辰下ꎮ 失农时ꎬ于
封疆上戮之也ꎮ”辱从辰ꎬ辰为农时ꎬ误失农耕季

节ꎮ 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 “辱” 与农事有关ꎬ
“辱”的本义后来被“耨”字所替ꎮ〔１５〕

农耕文明以农作物为重者ꎬ“禾”最具代表

性ꎮ 汉字中多现其迹ꎮ “禾族”中有许多极其重

要的文化价值和表述理念:“天时地利人和”中

的“利”与“和”皆从“禾”ꎮ 第一个统一了“中

国”的封建帝制名曰“秦”ꎬ———即由“秦国”统一

六国之沿袭ꎻ“秦”亦从“禾”ꎮ 至于“年” “种”
“税”“私”“秩”“科”“秀”等皆为“禾族”ꎬ可知其

作为农耕文明之关系的密切和重要ꎮ «说文解

字»言:“禾ꎬ嘉谷也ꎬ二月始生ꎬ八月而孰ꎬ得时

之中ꎬ故谓之禾ꎮ” 〔１６〕 言 “禾” 为嘉谷ꎬ来自 «生

民»:“天降嘉谷”ꎮ 古代农书皆袭此义ꎬ贾思勰

在«齐民要术»中续之ꎮ〔１７〕 而“嘉禾”典出«书
微子之命»:“唐叔得禾ꎬ异亩同颖ꎬ献诸天子ꎮ
王命唐叔ꎬ归周公于东ꎬ作«归禾»ꎮ” 〔１８〕 由此可

知ꎬ“嘉禾”既泛指予民以生计的农事ꎬ也指生长

茁壮的稻谷ꎮ 在古代ꎬ“农正”历来为古代社稷

第一政务为农的表述ꎮ 而“嘉禾”也隐喻王者德

绩ꎬ并将天下太平衍义为“嘉禾”ꎮ
“和”从禾ꎮ «中庸»云:“和也者ꎬ天下之达

道也ꎮ”“和”故被示为最高的德行ꎮ〔１９〕 “和”作为

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最高哲学理念ꎬ是古人心目中

自然界和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状态ꎬ正是脱胎于

传统的农作文明的原型ꎮ “和”之于中国传统的

农业文明而言ꎬ首先是表达 “天时—地利—人

和”的协作关系ꎮ 其次是农业丰收即有“富裕”ꎬ
“富”从“田”ꎬ“裕”从“谷”ꎬ进而“幸福”ꎬ“福”亦
从“田”ꎬ全部尽在田中嘉禾ꎮ〔２０〕许多人常常从哲

学的高度讲述“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ꎬ却经常

忽略了“三才”关系直接来自于农业ꎬ来自于物

候ꎬ来自于“生态—生计—生产”关系ꎮ 换言之ꎬ
中国传统哲学原理之大者皆潜藏在博物学中ꎬ而
中式博物学之要旨却真切地表现在“禾—和”之
中ꎮ 它是务实的ꎬ经验的ꎬ却也无妨超验ꎮ

概而言之ꎬ我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圭臬就是

“天地人”一体而追求“中和”ꎮ 表面上已超出我

们所认知的博物学范畴ꎬ笔者却认为ꎬ这恰恰是

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中式博物学原理ꎮ 在人类学

和博物学的视野里ꎬ“自然—人文”是一对基本

的分类概念ꎬ前者以“客观”为基础ꎬ后者以“主
观”为视域ꎻ哪怕实验室里的“科学事实”也是

“人为”的结果ꎮ 笔者相信ꎬ融“天地人”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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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式博物学思想可以为今天的生态危机提供

“切身疗法”ꎮ

四、博物中的食物链

我们每天按部就班地吃饭ꎬ无论是中餐还是

西餐ꎬ哪样不是生物多样性食物链的展示、品尝

和体验? 人每天都享用各种生物 (动物、植物

等)所提供的食物ꎬ这一切的实现前提正是“生
物多样性”ꎮ 换言之ꎬ人类是生活在一个因“它”
存在才有“我”存在的世界ꎬ从最简单的食物链

的角度看ꎬ我的“活”是建立在它们“牺牲”的基

础上ꎬ而“我”却丢失了感恩的心态ꎮ 更有甚者ꎬ
成为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凶手ꎮ

美国学者罗宾斯在«食物革命»一书中有这

样一段表述:
今天ꎬ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ꎬ人类跟

其他所有生物一样靠这个星球生存ꎮ 如果污

染了空气和水ꎬ那就在威胁我们自身的生存ꎬ
假如我们毁灭雨林并耗尽自然资源ꎬ排放大

量二氧化碳并以更快的速度释放其他温室气

体ꎬ使地球根本没有时间加以“处理”ꎬ那我

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ꎮ〔２１〕

可怕的是ꎬ人类的欲望、饕餮的胃口、失范的

伦理正在进行着“拿热带雨林交换芝士汉堡”的
行径ꎮ 一位博物学家曾在亚马逊热带雨林方圆

３ 英里的范围内找到 ７００ 个蝴蝶种类ꎬ而整个欧

洲仅有 ３２１ 个已知的蝴蝶品种ꎮ〔２２〕 生物学家的

数据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正常的”生物灭绝水

平ꎬ每年大约有 １０ ~ ２５ 个物种消亡ꎻ然而ꎬ实际

情况是ꎬ每年有数千个物种灭绝ꎬ也许有上万

种ꎮ〔２３〕生物链被破坏ꎬ生物种群在加速灭亡ꎬ人
类的生活、生命和生存也逻辑性地出现了危机ꎮ

中国传统的博物精神首先体现在农业生产

和食物提供的“多样性”ꎬ不少值得表彰ꎮ 众所

周知ꎬ中国在古代被称为“社稷”ꎮ 我们可以把

“社稷”的复杂关系简化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务

是祭土(社)ꎬ最紧要的事务是粮食(稷)ꎮ 土地

的神圣ꎬ粮食的“第一政务”决定了人们的生计

方式ꎮ 加之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认知相协ꎬ中
国将粮食通称为 “五谷”———成为 “五方” (中

国———“一点四方”ꎬ通称“五方”)的一种表述ꎮ
换言之ꎬ农耕传统文明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植入

了土地与粮食之中ꎮ 这种“神圣—世俗”价值通

融ꎬ不独为“天地人”共同体的基本认知价值ꎬ也
将食物问题上升到国家政务的层面ꎬ即“农本”ꎮ

在这种博物价值的主导下ꎬ作为与“自然”
相契合的食物链也得到了相应的保证和保障ꎮ
综观世间所有生物ꎬ特别是动物ꎬ寻找和获取食

物是其第一需求ꎮ 人作为生物“类”(人类 ｍａｎ －
ｋｉｎｄ)之一种亦无例外ꎮ 换言之ꎬ人与自然关系

中最为神圣ꎬ又最为世俗的事务正是食物ꎮ 在中

式农耕文明的背景中ꎬ农产品给人们提供主食来

源ꎮ 依据博物原理ꎬ对于食物而言ꎬ由于农业生

产是根据时令进行生产活动ꎬ什么时令生长什么

食物ꎬ人也就根据这一原则进食ꎮ 正如孔子曰:
“不时不食”(«论语乡党第十»)ꎬ说的就是遵

循自然之道ꎬ所食之物要应时令、守季节ꎬ什么时

候(季节)吃什么东西ꎮ 古人表述为“应节律而

食”ꎬ指的是不吃不是时令的东西ꎬ讲究的是食物

要符合时令节气规律(自然规律)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ꎬ中国的食物链除了满足

果腹的基本需求外ꎬ还有养身和治病的功能ꎮ 中

医药中的绝大多数的“药方”是根据身体的病

症ꎬ以“食疗”的方式进行治疗ꎮ 有意思的是ꎬ这
些“食药”也依照社会的等级秩序伦理与身体疾

病轻重缓急之“方”相对应ꎮ 比如«神农本草经»
的名例分类就配合由“天地人和”所延伸出的伦

理秩序所制定的原则:
上等药一百二十种为君ꎬ主养命以应天ꎬ

无毒ꎬ多服久服不伤人ꎮ 欲轻身益气ꎬ不老延

年者ꎬ以上经为本ꎮ
中等药一百二十种为臣ꎬ主养性以应人ꎬ

无毒有毒ꎬ斟酌其宜ꎮ 欲遏病、补赢者ꎬ以中

经为本ꎮ
下等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ꎬ主治病以

应地ꎬ多毒ꎬ不可久服ꎮ 欲除寒热邪气ꎬ攻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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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聚ꎬ治愈病患者ꎬ以下经为本ꎮ
上称三品药共三百六十五种ꎬ取法三百

六十五度ꎬ一度应一日ꎬ以成一岁ꎮ 其数翻

倍ꎬ成七百三十种ꎮ〔２４〕

传统中医药将天地人置于一个完整的机体ꎬ
“岁月日”的运行周期融入其中ꎬ“服养”生命ꎬ将
“宇宙—生命—食物—医药—等级—秩序”化为

一体ꎬ这种“博物体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ꎮ
概而言之ꎬ博物学虽然是研究各种生物物种

之间关系的学科ꎬ但其基本原则是“五生”———
生态、生命、生计、生产、生业的整体性照应ꎮ 而

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种群ꎬ“食物—生存”
关系都是第一位的ꎬ而且是永恒的ꎮ 连带性地ꎬ
食物链与生态、生物多样性也就成为极其重要的

关联体ꎮ 当代的生态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

正是食物链被破坏ꎮ 因此ꎬ恢复和保持“原生态

食物链”也就成为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ꎮ

五、结　 语

作为大自然的生命体ꎬ生物的诞生、演化所

遵循的首要原则是“顺应自然”ꎮ 因为生物(包
括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ꎮ 只是ꎬ人类在自

身发展过程中ꎬ“人工”成为代表“文明”的标志ꎬ
是其他生物种类无法比拟的“杰作”ꎮ 人类的

“伟大”也正来自于此ꎮ 但是ꎬ遵循自然规律是

人类必须实践的价值ꎬ这是“铁律”ꎮ 于是ꎬ“自
然—人工”成了一对既协作又矛盾的概念ꎮ 人类

有今天的发展ꎬ生态有今天的危机ꎬ很大程度上

也由此演绎ꎮ 事实上ꎬ今天的生物多样性遭受严

重的破坏ꎬ很大程度正是因为人类的“人工性”
强势所导致ꎮ 于是ꎬ解决好这一组关系ꎬ化解这

一对矛盾也就成了决定性因素ꎮ 以笔者之浅见ꎬ
在二者的关系中ꎬ“人工”是配合性的ꎬ即在顺应

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的“人为”ꎬ这是前提ꎬ违背自

然规则的“人为”与“人工”ꎬ必然受到自然的惩

罚ꎮ 中国传统博物学思想所表现出的基本价值、
理念、实践与经验ꎬ———无论是“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ꎬ“禾—和”的和谐关系ꎬ还是“不时不食”的
进食主张ꎬ皆堪为世界典范ꎮ 然而ꎬ我们现行的

价值观、生命原则似乎与之渐行渐远ꎬ需要反思ꎬ
需要警示ꎮ 如果我们缺乏博物学知识ꎬ那么ꎬ化
解生态危机ꎬ保护生物多样性只能是空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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