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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談《管子》

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 
 

黃淑貞
＊ 

 

                                摘要 

 

生態環境是人類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基礎，一旦遭到破壞，就會帶給人類巨大

的災難，從近十年來全球各地災難不斷，氣候變化劇烈，不是旱災，就是水災，

不是酷熱，就是極寒，可以知道我們生存的環境已經遭到嚴重的破壞，因此「生

態環境保護」不僅是環保口號，更是我們要面對的嚴肅課題。 

其實這種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在二千多年前的先秦時期已經存在了，其中以

《管子》一書最具代表性，但是長久以來學術界對《管子》的探討僅在政治、經

濟、軍事、哲學、法律、農業、文學等方面，對於「生態環境」的思想甚少著墨。 

因此本文將從《管子》一書探究二千多年前，文人對生態環境的認識，對生

存土地的關懷，如何重視自然資源的保護，主張國家應該訂定法律以保護自然生

態的和諧，從中實現社會安定、百姓富足的生活，以達到「人與天調」的自然和

諧觀。 

 

關鍵字：管子、生態環境保護、人與天調、自然和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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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年來全球各地氣候變化劇烈，災難不斷，不是水災，就是旱災，不是極

寒，就是酷熱，數百國家國土破裂、家園毀滅，上百萬人經歷生離死別，更不用

說環境的變遷讓數以萬計的動、植物消失在地表上，成了科學書籍上列為絕跡的

品種圖片。 

人類終於意識到生存的生態環境1（Ecological Environment）已經遭受極大

的改變，漸漸有了環境保護、愛護地球、節能減碳的概念。環保的話題持續燃燒

著，直至去年（2009）12 月 7 日及 8 日在丹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 Denmark）

舉行「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五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五次締約國

會議(CMP5)」（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 COP15 & CMP5），一般簡稱「哥本哈根會議」，及今年（2010）2

月 22 日由資深媒體工作者陳文茜製作的台灣第一部記錄全球暖化影響的紀錄片

──《正負 2 度 C》，在台北舞蝶館放映後，生態環境保護的觀念終於掀起前所

未有的討論熱潮及重視。 

生態環境保護的口號是現代人提出來的，目的在保證人類社會長久健康的發

展，然而這種思想早在西元前 17 世紀至前 11 世紀的殷商時期就已存在。例如

《史記．殷本紀》記載： 

湯出，見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

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不用命，乃入吾網。」

諸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2 

這是「網開三面」的典故，稱譽溫良寬厚的國君，愛民如子，把仁德普及禽獸動

物，但由這個故事來看，商朝已經注意到不要進行「趕盡殺絕」的破壞性捕獵行

為，這是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的萌芽。 

《國語．魯語》記述魯宣公（前 608 年─前 591 年）有一年的夏天在泗水撒

網捕魚，他的臣子里革把魚網扯破，並丟棄在一旁，里革的理由是： 

古者大寒降，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

行諸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羅，矠魚鱉以為夏

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羅，設阱鄂，以實廟庖，

畜功用也。且夫山不槎蘗，澤不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麋麌，鳥翼鷇卵，

蟲舍蚔喙，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不教魚長，又行網罟，貪

無藝也。3 

魯宣公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聽從里革的建議。這則故事說明了春秋戰國時期已有

「取物以順時」、「取物不盡物」的生態環保思想，成為人與大自然相處的重要原

                                                 
1「生態環境」的意義，廣義的說法為「大自然中各類生物能存活的環境」。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4%9F%E6%80%81%E7%8E%AF%E5%A2%83。 
2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唐．張守節正義，楊家駱主編《新校本

史記三家注並附編二種一》，頁 95，台北：鼎文書局，1990 年，卷 3。 
3 易中天注譯《新譯國語讀本》，頁 202，台北：三民書局，1995 年，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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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儒家很早就體悟自然資源的有限與人類需求的無限之間的予盾，因此提出

「取物不盡物」的生態保護思想，主張有限地利用自然資源，反對破壞性的消耗

生物資源，例如孔子（前 551 年 9 月 28 日─前 479 年 4 月 11 日）主張「釣而不

綱，戈不射宿。」4意思是只用釣鉤釣魚，不要用漁網撈魚，以免將水中的魚全

部取盡；打獵時，只射正在天空飛的鳥，不射在巢穴中棲息的鳥，避免取盡林中

所有的鳥。「取物有所節制」來自孔子一片仁心，卻也是保護自然資源最重要的

觀念。 

到了孟子（前 372 年─前 289 年）明白指出生態環境的破壞來自人為：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

所息，雨露之所潤，非無萌薛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若彼濯濯也。
5 

牛山（今山東省臨淄縣南）的樹木本來是非常茂盛的，但因為鄰近大國的百姓將

它的樹木砍到光禿禿，根本毫無美感可言。然而人類並不是只有「破壞」的本能，

也有「保護」的能力，〈梁惠王〉上進一步指出： 

      不違農時，穀不可勝食也；數罟不入污池，魚鼈不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林，材木不可勝用也。穀與魚鼈不可勝食，材木不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6 

人類只要順應時序，不耽誤耕種的時令，不用細網捕盡所有的魚類，依樹木生長

的季節砍伐木材，那麼自然資源是享用不盡的，百姓不會掛念生老病死的問題，

這是孟子將保護生態資源，作為發展經濟、使國家穩定的重要政治主張之一。 

荀子（前 313 年─前 238 年）更進一步根據生物資源消長的規律，提出具體

的措施： 

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不入山林，不夭其生，不絕其長也；黿鼉魚鼈

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不入澤，不夭其生，不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四者不失時，故五穀不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

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不失其時，故山林不童而百

姓有餘材也。7 

文中關於「山林、魚鼈」的保護主張與孟子保護生態資源的理念不謀而合，都是

強調「不失時」，人類的五穀、魚鼈、山林等資源就享用不盡。 

不單儒家提出「取物以順時」、「取物不盡物」，道家亦提出「道法自然」、「以

天合天」的思想，「天」就是「自然」，要求人必須堅持「順其自然」的態度，即

「禁止反自然的行為」，具體來說，就是不以人類私利為中心，而隨意改變自然

界本來的面貌及其運行的規律，人類的一切行為都要順應自然，即依照宇宙萬物

固有的自然本性來運作，進而達到保護生態環境。 

                                                 
4 周．孔子《論語．述而》第七，頁 143，《四書讀本》，台北：世一書局，1986 年。 
5 周．孟軻《孟子．告子》上，頁 554，同前註。 
6 同前註，頁 324。 
7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上，第五卷〈王制篇第九〉，頁 165，台北：中華書局，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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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可知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在古代的文獻中已陸續被提出，其中以戰國時

期的《管子》8一書最具代表性，書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甚至還

有專篇深論，例如〈度地〉（卷 18）談治水的方法與重要性，〈地員〉9（卷 19）

談各種土壤與植物之間的關係，土地與水資源的關係，土地與農牧漁業的關係，

以及自然界和人的關係，可以說是古代保護生態環境重要的論著。 

《管子》認為合理利用自然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才能讓百姓生活無虞，方能

促進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人類為了發展而向大自然無止盡地索取，無疑是

「殺雞取卵」，必破壞生態環境，進而影響人類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所以要認識

生態環境，充分利用生態環境，提倡節約，反對浪費生態資源，國家也要立法保

護，因為生態環境對國家命脈有重大的影響力。 

 

貳、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 

生態學（Ecology）一詞最早由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Ernst Haeckel，1869

年）提出，他當時稱為 Oekoogie，認為生態學是討論動物與外界環境關係的學

問，他將外界環境分為「有機環境」和「無機環境」。10目前已經發展為「研究

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科學」。環境包括「生物環境」和「非生物環境」，

前者是指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之間的關係，後者包括光、溫度、水、空氣、

營養元素等等。11 

生態環境即是維生環境，包括一地區內各種生命，以及物理和化學環境等；

是一維持生命的體系，內容包含生態系的結構與功能，遵循自然生態學的法則。
12也就是說維持生命的環境，是人類賴以生活的環境。如下圖13： 

 

                                                 
8 《管子》一書並非管仲（前 725─前 645）所著，近年來專家學者考證結論，應該是戰國時代

稷下學派假借管仲之名而成書，漢．劉向（前 77─前 6 年）於西元前 26 年進行編輯，由書中內

容來看，《管子》一書也非一人一時之作，例如〈兼愛〉是墨翟（前 479 年─前 381 年）的主張，

墨翟出生已在管仲逝世後，〈版法〉及〈大匡〉內容所言乃春秋時代的事，〈牧民〉、〈形勢〉、〈權

修〉等等內容則是戰國時期的事。《管子》一書可說是古代百科全書的學術著作，書中舉凡政治

思想、經濟思想、軍事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和自然科學等等，無所不包，議論精闢，見解

深邃，對後世影響深遠。本文寫作原文引自唐．房玄齡注《管子》，台北：中華書局，1981 年，

此書分為二冊，冊一內容為卷 1 至卷 12，冊二內容為卷 13 至卷 24，每卷頁數皆重編，原文之後

僅標明卷數（為不影響閱讀，卷數標明以第一次出現為主）及頁數，不再標明冊一、冊二。 
9 漢．許慎《說文解字．注》：「員，物數也。」P281，清．段玉裁注，魯實先正補。台北：黎明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年。物，即「種類」，唐敬杲選註《管子》註解「言地生物之數」，

P167，即指土壤及其物產的種類，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年。 
10 參卓洪正中、吳天基、杜政榮編《環境生態學》，P6─7，台北：國立空中大學，1996 年。 
11 同前註，頁 11。 
12 鄭先佑《生態環境影響評詁學》，P4，台北：財團法人徐氏基金會，1992 年。 
13 圖檔來源同前註，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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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對自然的認識是隨著生產的發展而逐漸加深。上古時代，人類為了生

存，以採摘野生植物、漁獵動物等自然資源；大約一萬年前，進入農業社會後，

逐漸有了種植業和畜牧業，同時對生物與氣候、季節及生物之間的關係也有進一

步的了解，這是生態學知識的萌芽。 

同樣地，人類為了獲取更多生活資源，開始積極擴大生產和活動範圍，改

善生活條件，以滿足自身所需。生產，即是對自然環境進行干預，如果發展超出

生物資源的再生能力，就會破壞自然界，如過度的砍伐、燒荒、漁獵，都會造成

區域性的生態環境破壞，導致局部地區生物資源的嚴重缺乏，植被減少，水土流

失，土壤肥力下降，生產不足，自然產生糧食危機，最後從局部擴大全面性區域，

危及人類自身的生存。 

因此，生態環境保護非常重要的，不僅是籌謀未來，也是阻止人類繼續對環

境的破壞。現今，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上至空氣、輻射……等，下至土壤、水質、

食物、自然生態……等，均受到嚴重的污染，以至於地球生態驟變，災難頻傳，

甚至於國家的存廢已經不是戰爭所造成的因素，而是「生態環境的改變」，因此

重視生態環境是人人有責，而且刻不容緩。 

 

參、《管子》書中保護生態環境的思想 

    現代環境保護主要包括「自然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兩部分，以自然資

源保護而言，重點在合理開發、利用及保護，尤其是生物資源，生物資源又分為

動物和植物資源。二千多年前的《管子》對「生態環境」非常重視，考量一國首

都的最佳設立地點，即以生態環境是否適合百姓居住為主： 

      凡立國都，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

而溝防省。因天材，就地利。（〈乘馬〉卷 1）P18 

營建都城首要強調「地利」作用，最佳的地利在靠近河川，因為水源充足，乾旱

地區不適合建都，而地勢低窪容易引發水患，也不適宜，即使建造堤防也勞民傷

財。〈地度〉再言： 

      聖人之處國者，必於不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若澤，

內為落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利，養其人以育六

畜。（卷 18）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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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的地理條件在平穩堅固的地方，而且有江河流經之處或湖澤附近，也就是水

源充足是人類居住的有利條件，如此就可以利用天然資源與耕地所生產的財富為

生。由此可知《管子》對生態環境重要性的認識。以下論述《管子》書中對於生

態環境的認識及保護： 

 

一、植物生態觀 

    從〈地員〉（卷 19）的內容上來看，前半部著重在闡述土壤與植物的關係，

其根據土壤的質地、結構、鹽鹼度、肥力、植被、水文、地形等多種因素，將土

壤分成「上中下」三類六等九十種；上、中、下三土，各記載十二種糧食作物，

共計三十六種，又將平原、丘陵、山地等特種區域的土壤分成十種。敘述了各種

土壤適宜的穀物、木草、果品，乃至漁牧業，並對其自然生產力作了比較，可以

說是中國最古老的有關植物生態學的著作。 

 

（一）地勢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地員〉首先論述「瀆田」（平原）的五種土壤：息徒（息土，青黑色）、赤

壚（黑硬士）、黃唐（黃濕士）、斥埴（鹽鹼土）、黑埴（黑粘土）的基本情況，

在這些不同的土壤區，因為地勢有高下，水泉有深淺，所以適合種植的穀物和草

木就有有差別： 

瀆田息徒，五種（五穀）無不宜。其立后（粒厚）而垂實。其木宜蚖、菕

與杜、松，其草宜楚棘。見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P1 

      赤壚，歷彊肥，五種無不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

赤棠。見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P1─2 

      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行廧落，地潤數毀，難以立邑置稟。

其草宜朮與茅，其木宜椿、擾、桑。見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流徙。P2 

      斥埴，宜大菽（大豆）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見是土也，命之

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P2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見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

尺而至於泉。P2 

以「穀物」而言，最上等的「息徒」與「赤壚」適合種植任何五穀，「黃唐」只

能種植「黍秫」（高粱），至於「斥埴」與「黑埴」則適合種植「大菽與麥、稻」，

這是因為土壤地下水位的高低對植物的生長有重大的影響。 

〈地員〉開宗明義以「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P1），提到先秦時期

的營造尺以「一施為七尺」的計量單位，相當於今天的 16 公分14。所以「瀆田」

的「息徒」，土層深厚，向下挖掘三十五尺才與地泉相連，適合種植五穀；至於

                                                 
14 古代單位換算，1 尺等於 23.1 公分，一施等於七尺，相當於 162 公分。引自《華漢文化會館》：

http://www.hanchinese.net/forum/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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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壚」，向下挖掘二十八尺才與地泉相接，組織鬆疏，質地肥沃，也適合種植

五穀；但是向下挖掘二十一尺即與地泉相接的「黃唐」只適合種植釀酒的高粱，

這種土質也無法修建城牆，居民往往流離失所；至於更淺的「斥埴」與「黑埴」

只能種植大豆、小麥與稻穀了。 

    可見地下水位的高低影響土壤的肥沃，進而影響植物的生長15，糧食取得的

問題自然決定人們的居住的意願。從現代土壤生態學來看，在地下水位以下土壤

的孔隙16充滿了水分和礦物質，有機質容易流失，影響植物根部吸收營養成分，

容易造成營養不良、生長受阻。〈地員〉探測出「瀆田息徒」和「赤壚」土層深

厚，能保持良好的有機成分，適合五穀生長，「黃唐」則反之17，說明先秦時期

已開始測量地下水位高低，將影響土壤的肥沃與否，進而決定植物的生長。 

 

（二）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低，各有草土 

〈地員〉的作者在大量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記述山地的高度，從上到下分成

五個部分，將每個部分都分別列出適宜生長的兩種草類和一種樹木的名稱，得出

一個「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P3）的結論，這裡有二

層含義：不同質地的土壤，所適合生長的植物各不相同，二是植物的分布與地勢

高低有關，可見當時已經注意到植物垂直的分布情形。 

從「山之上」到「山之側」，將山地分為這五種地形：縣泉18、復呂、泉英、

山之材、山之側，並敘述其草本植物與木本植物： 

                                                 
15 土壤供作植物之立地，並影響植物生長及產量，此特性稱作土壤肥力或生產力。引自胡弘道

《森林土壤學》，P257，台北：茂昌圖書有限公司，1993 年。 
16 土壤中所含的黏土（非常細的顆粒）、沉泥（細顆粒）、砂（中等大小的顆粒），和礫石（粗大

的顆粒）有著不同的變化。不同大小和形式的顆粒之相對含量，決定了士壤的結構。土壤結構有

助於決定土壤孔隙率（每單位體積土壤孔隙的體積）和這些空隙間的平均距離之量測。土壤孔隙

率愈高，則可容納愈多的水和空氣。平均孔隙率同樣也受到土壤結構的影響。土壤結構分為三類：

壤土、砂土，和黏土。壤士最適於作物生長，因為其含有大量水份，使植物根部易於吸引。砂土

的孔隙率，較其它土壤低，但由於其孔隙較其它土壤大，所以有較高的滲透率。這就是為什麼水

能很快的透過砂土。砂土適用於需灌溉的農作物，或需水較少的植物，如花生、草莓等。黏土的

顆粒十分細小而緊密。當這些土壤濕的時候，會形成一大團，所以濕黏土很容易塑成磚和陶瓷。

黏土比砂土具有更高的孔隙率和保水能力。但由於黏土孔隙相當細小，所以滲透率很低。由於只

是少量的水能慘透到下層，所以這些土壤的上層，很容易淹水而不適作物生長。引自杜正榮、李

俊福、江亮演《環境學概論》，P185，台北國立空中大學，1991 年。 
17 以現代土壤學來看，成熟的土壤至少有三層，最上一層是表層（Surface-litter layer），通常為

棕色到黑色，組成為新鮮的落葉，及部分分解的葉片、樹枝、動物排泄物、真菌和其它有機物。

接下來是頂土層（Topsoil layer），結構更疏鬆，顏色更黑，由半分解有機物（腐植質）、生命體

和一些無機礦石顆粒有機混合成的多孔層。土壤的顏色透露是否適合種植，如棕黑色或黑色的頂

土層，含有大量的有機物和豐富的氮。灰、淡黃或紅色的頂土層，則缺乏有機物質。基本上表層

和頂土層的有機物分解相當緩慢，腐植質大多不溶冷水，而且會停留在頂土層，但是有助於保持

水份和水溶性植物養分，可使植物吸收，是適合作物生長的肥沃土壤。資料整理來源同前註，

P183。 
18 夏緯瑛《管子．地員篇校釋》：「山上有泉水自上溜下，當是有有森林的高山，有森林的高山，

林木茂密，時常落雨；林下積有枯枝敗葉，且生有苔蘚之類，把雨水先蓄存下來，然後再從地的

表層，緩溜而下，這就是說的『縣泉』。『縣泉』的山蓄存大量的水份，自然『其地不乾』。」P20
─21，北京：中華書局，195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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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泉：其地不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 

復呂：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柳。鑿之三尺，而至於泉。 

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 

山之材：其草兢與薔，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 

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區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P3 

 

繪製成圖如下19： 

 

 

在最高的「縣泉」之山，蓄存大量的水分，掘地二尺就可以與地泉相接，生長的

草是茅和莞及落葉松。次高的「復呂」是山的頂峰，因為雨量多，灌木叢生，能

含蓄水分，生長著魚腸和蕕草及灌木性的山柳。再次高的「泉英」溫潤有泉，雨

量較小，挖地五尺就可以到地泉，生長蘄、白昌和楊柳。中線高的「山之材」已

不是純林的高山地，蓄存水份的力量較薄弱，要掘地二十一尺才到到地泉，生長

榆、樞。夏緯英認為這種分布的情況和 1958 年左右的華北地區的山地沒有多大

的差異。20可見古人早已注意到植物垂直分布與地勢、水泉的緊密關係。 

    除此，〈地員〉還舉出一個小地區植物與水分環境的垂直分布例子，指出「凡

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P4）這十二衰是： 

                                                 
19 圖檔引自夏緯瑛《管子地員篇校釋》，P29，同前註。 
20 同前註，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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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下於 ， 下於莞，莞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

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雚，雚下於茅。P4 

說明水生植物、濕生植物、水中植物、旱生植物在不同地勢環境中的分布特點，

這是古人對植物生長與地理環境之間存在關係作了深入觀察的結果。「葉」就是

「荷」，一種深水所生的植物，是十二種植物生長地勢最低的，「葦」就是「蘆葦」，

生長於淺水及水邊的濕地，介於水陸之間，「茅」是「白茅」，生長在最高地勢，

適合在旱地生長。可見二千多年前的先民已經懂得植物隨水面深淺、地表坡度、

土壤肥瘠和地下水位高低的變化，在地表依一定層次勾畫出其生長分布情形。這

十二種植物在不同地勢的分布示意圖如下21： 

先秦時期雖然無法提出「植物垂直分布」這個科學名詞，但能認識到如此精湛的

程度，已經非常難能可貴。 

 

（三）光照強弱對植物的影響 

    以現代生態學的認知而言，都知道植物生長需要吸收太陽光能以進行「光合

作用」22。「光」是一切生命能源的來源，是生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生態因子。

它不僅影響生物的生長、發育、繁殖、行為和分布，而且被地表吸收後轉變成熱

能，直接影響溫度及其它氣候和氣象條件，間接地影響整地區的生物。23根據植

物對光照強度的關係，可以把植物分為「陽性植物」、「陰性植物」和「耐陰植物」

三大生態類型。陽性植物是指在強光下才能正常生長發育，而在弱光下卻發育不

                                                 
21 圖檔來源自華覺明主編《中國科技史》，P177，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年。 
22 光合作用是植物、藻類和某些細菌利用葉綠素，在光的照射下，將二氧化碳、水或是硫化氫

轉化為碳水化合物。光合作用可分為產氧光合作用（oxygenic photosynthesis）和不產氧光合作用

（anoxygenic photosynthesis）。植物之所以被稱為食物鏈的生產者，是因為它們能夠通過光合作

用利用無機物生產有機物並且貯存能量。通過食用，食物鏈的消費者可以吸收到植物所貯存的能

量，效率為 10%左右。對大多數生物來説，這個過程是他們賴以生存的關鍵。而地球上的碳氧

循環，光合作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資料來源出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9%E5%90%88%E4%BD%9C%E7%94%A8&v
ariant=zh-tw。 
23 同註 10，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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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的植物；陰性植物是指在較弱的光照條件下，比在強光下更能生長良好的植

物；耐陰植物是介於以上兩類植物，能在明亮的全日照下生長，但也能忍耐適度

的蔭蔽。24 

《管子》也認識到植物的生長需要陽光，將丘陵、山坡向日的一面，即光照

較強的稱為「陽坡」，背日的一面稱為「陰坡」，光照較弱。〈地員〉對生長在不

同環境下的植物進行分析，發現有些植物必須在陽坡才能生長良好，有些植物卻

必須在陰坡才能生長，有些植物則是兩者皆宜。例如五沃之土，「其陰則生之楂

藜，其陽安樹之五麻。」（P4）是說丘陵、山丘的陰坡適合種植山楂、梨樹，陽

坡適合種植五麻，而五粟之土「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不秀長。」（P4）則是

說在丘陵、山坡的陰坡、陽坡都適合種植桐樹、柞樹，而且都生長得秀美高大。 

以上可知二千多年前已經認識到光照強弱對植物「因地制宜」及生長都有重

大影響，雖然沒有像現代科學知識明確地將植物分為「陽性植物」、「陰性植物」

及「耐陰植物」，但哪一種植物適合生長在陽坡、陰坡或二者皆宜，卻與現代科

學的分法不謀而合，這是令人驚奇的。 

 

二、土壤生態觀 

    土地是人類賴以為生的基本資源，先秦時期的先民對於在土地上進行農業生

產的同時，就累積土壤25生態的相關知識，〈地員〉將當時土壤進行分析研究，

明白指出土壤酸鹼性和生物的活動，都對土壤生態有著重大的影響。 

 

（一）土壤酸鹼性影響植物種類 

    〈地員〉敘述土層深淺差異的土壤，種植著不同的植物，從中認識到土壤酸

鹼影響植物的種類。例如：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脩，其木宜白棠，見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

尺而至於泉。P2 

黑埴土的土壤上層土很薄，只有七尺深，地下鹽鹼質容易上升，土壤容易被鹽鹼

化，適合種植稻、麥根部較淺的作物。依現代土壤酸鹼值濃度來看，稻麥是較耐

酸性土壤的作物。 

    土壤的酸鹼性也是決定作物是否能生長的因素，科學家常以 PH 值作為溶液

的酸性或鹼性的度量單位，數值由 0 到 14，7 為中性，低於 7 為酸性，高於 7

為鹼性，土壤的 PH 值會影響到土壤養分的有效性、微生物活動和植物對養分的

吸收。土壤有不同的酸性，而作物也隨其能適應的 PH 值範圍而變化，例如：小

麥、菠菜、豌豆、棉花和蕃茄，在微酸的土壤生長得最好；而馬鈴薯、草莓喜歡

                                                 
24 資料整理來源同前註，P38。 
25 廣義地說土壤包括有地表植物著生的處所：池塘底層的淤泥、隱花植物假根伸達的岩石粗糙

表面、泥炭、及冰河攜運的沙石，凡可供植物著生的表面包括在內；狹義地說土壤是地表母岩經

風化的部分，是一種由無機物（黏土、淤泥、小石礫，和砂）、腐爛的有機物、水、空氣和億萬

的生命體，所組成的複雜混合物。引自杜正榮、李俊福、江亮演《環境學概論》，P183，台北國

立空中大學，19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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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很酸的土壤，至於紫花蘭苜蓿和竹筍，則適合在中性的土壤中生長。26 

 

（二）生物活動影響植物生長 

    〈地員〉觀察到土壤中的生物活動，對土壤的肥力與植物的生長，都有很重

要的影響27，例如上等土壤中的「沃土」： 

      五沃之狀，剽怷橐土，蟲豸全處；怷剽不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

赨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乾而不斥，湛而不澤；無高無下，葆

澤以處。P14 

意思是說，「沃土」乾燥卻不開裂，濕潤不疏散，無論是高地或窪地，都能保有

水分，植物能夠生長茂盛，這是因為土壤輕密有「橐士」，而「蟲豸」容易藏身

在此，《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28。所謂的「豸」指的是無

腳的蟲，身體呈長條狀，可能是蚯蚓，或包括蚯蚓在內。 

    西漢．劉向《說苑．雜言》說明蚯蚓對土壤的重要作用： 

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利，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29 

    可見古人早已認識到土壤中的生物活動對於土壤肥沃的影響，以現代生物學

觀點來看，蚯蚓的活動可以促進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動，加快無機物分解，使土壤

中的有機質豐富，再加上蚯蚓的糞便含有礦物質，可以增強土壤的肥力，使植物

生長更茂盛。 

 

三、水資源生態觀 

翻開中國上古歷史，四千年前的大禹因為治水有功而登上了帝王寶座，建立

夏朝，可知上古先民對於「水」的重視程度。《管子》也提出「水」是人類食物

來源之一，〈禁藏〉：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土與水也。（卷 17）P11 

明白指出「水」是人類賴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認識「水」的特性，掌握

「水」的規律是非常重要的，〈水地〉論「水」在大地的地位與作用，雖然由水

性論及民政，不甚科學，但卻指出「水」是萬物的依據，是一切生命的核心： 

      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金石，集於諸生。故曰水神。集於草木，根

得其度，華得其數，實得其量。鳥獸得之，形體肥大，羽毛豐茂，文理明

著。萬物莫不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度適也。（卷 14）P2 

草木、鳥獸等萬物之所以能展現其旺盛的生機，就是因為體內含有豐富水分和諧

適度的緣故。 

                                                 
26 資料整理來源同前註。 
27 胡弘道：「土壤動物之影響為⑴使土壤混合；⑵增加土壤有機質及形成不同腐植質形；⑶使與

有機質結合之養分礦物化。」P71，同註 15。又，與土壤活動有關的動物分為「陸地脊椎動物」，

如兔、鼠等；「土壤中無脊動物」，又分為「節肢動物門」與「軟體動物門」，前者如蜈蚣、甲蟲、

蟻等，後者如蝸牛、鼻涕蟲、蚯蚓，其中以蚯蚓為最重要。資料參卓同前註，P167─168。 
28 《大辭典》下：「豸部．豸 2。」頁 4533．3，台北：三民書局，1985 年。 
29 羅少卿注釋、周鳳五校閱《新譯說苑讀本》卷 17，P498，台北：三民書局，199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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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度地〉更可是一篇學術價值甚高的治水專論。「度地」意即勘測地形，

文中從一國之都的優先地理條件談及水、旱、風霧雹霜、厲、蟲等「五害」，「五

害」之中以「水害」最為嚴重，再由「五害」而論及「治水」，提出一套非常完

整而具體的治水方針，主張應該設立治水官吏，專門負責興修水利的工作，組織

治水勞力、搜集治水器材、確定治水季節，到保護堤防，皆有論述。 

（一）水的類別及特性 

    〈度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P6）將「水」分為五類： 

經水：水之出於山而流入海者。 

枝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 

谷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 

川水：水之出於地，流於大水及海者。 

淵水：出地而不流者。P6 

因水量大小，流程遠近，將水分為五種類別，「經水」發源於山上，而流入海，

水量最大，流程最遠，至於「淵水」水量最小，流程最短，應該指的是從地下湧

出而不外流的泉水30。這五種水，順著地勢可以疏導，憑藉地形也可以攔截，但

時隔不久仍有可能發生危險，因為水的特性是由高往低流，如果從低向高流，便

會滯溜，再者水是直流順暢，遇到曲折處，可能淤塞而造成泥沙沉積，也可能因

此河流改道，萬一溢滿，更可能沖毀堤岸，造成兩岸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傷害。 

 

（二）防備水害的辦法 

防備水害最理想的辦法就是設置治水的官吏及備妥治水害的器具。分述如

下： 

 

１、設置治水官吏： 

以熟悉治水的人為首要人選，「大夫、大夫佐各一人，率部校長、官佐各財

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P7）主要的工作就是察視「行水

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P7），發現需要修繕，則調撥士卒

和徒役。除此之外，還動員民間百姓的力量，將治水視為人人有責： 

  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什伍口數，別男女大小。其不

為用者，輒免立；有錮疾不可作者，疾之；可省作者，半事之。並行以定

甲士，當被兵之數，上其都。都以臨下，視有餘不足之處，輒下水官。水

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數，與三老、里有司、伍長行里，因父母案行。P8 

這個「人口普查勞動力」在今日看來是符合人性的，「男女大小」中，無法參與

治水者，一律免除，「有錮疾」者以病人看待，也免除，而只能少量勞動者，也

以「半事之」，而且從可勞動的人口還可以估計國家的生產力，這是國家富裕與

                                                 
30

泉是地下水天然出露至地表的地點，或者地下含水層露出地表的地點。根據水流狀況的不同，

可以分為間歇泉和常流泉。如果地下水露出地表後沒有形成明顯水流，稱為滲水。資料來源引自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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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指標之一。 

 

２備妥治水的器具 

    每年秋末察視可治水的勞動人口，冬天農閒之時即是檢視治水器具的最佳時

機，因為整修堤坊是在尚未春耕之前。治水器具有哪些？ 

      籠臿板築，各什六；土車什一，雨軬什二；食器兩具，人有之。P8 

「籠」是土筐，「臿」是掘土的農具，「板」是築堤的夾板，「築」是搗土的杵，

這些治水的器具以每十個基層組織為一單位，即備妥六套，土車一輛，蔽雨車蓬

二個，至於食器則人人皆備妥二套。每月初一開始，即清查所有的器具，留下完

好堅固的，至於破損陳舊的則要修補。農事完畢還要增添柴草，存積在堤岸旁，

以備整修之用。可見古人將治水視為作戰，平時即處於備戰狀態，一旦有水患就

能立即「上戰場」，而且一定要打贏這場「水戰」。 

 

（三）興修水利的季節 

    興修水利最理想的季節當在春季進行，因為： 

當春三月31，天地乾燥， 水糾列之時也。山川涸落，天氣下，地氣上，萬

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

夜日益短，晝日益長。利以作土功之事，土乃益剛。P9 

這時人們正值舊時農事剛結束，新年農事尚未起動，動員百姓治水才不會有擾民

之嫌，而且白天漸漸變長，土質也漸漸堅硬，都是有利修築堤防的時機。至於其

他三個季節則不適合，夏天正是「萬物榮華」，如果調集百姓從事治水，將防礙

農事；秋天「山川百泉踊，降雨下，山水出，海路距，雨露屬，天地湊泊」（P9）

這時無論男女都應該加入秋收的行列，收成不宜遲緩，以免來年糧食短缺；到了

冬天，雖然作物已經收成，但是「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利以作室，不利以作

堂」（P9），而且執政者應該利用這個空檔「填塞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度量，

正權衡，虛牢獄，實廥倉，君修樂，與神明相望。」（P9）實在不適合興修水利

工程。 

 

（四）堤防修築與防備 

    關於堤防的修築，〈度地〉也規劃地很理想： 

      令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行。P8─9 

河流兩岸修築的堤防，底部要寬，堤面要窄，類似梯形，就防水而言，這是很堅

固的建築。除此之外，還有類以今日「水庫」的構想： 

      地有不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不

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P9 

「囊」即水池、水庫，將水儲存起來，以防向四方流泄，使河堤兩岸的作物不因

                                                 
31 湯孝純《新譯管子讀本》下注解：「此以其時各國曆法皆有不同，本文所言之『春』，當指今

日『冬日』至『春分』一段時間。」P937，台北：三民書局，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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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損。而堤防要栽種荊棘，以固定堤身，還要間種柏楊，以防止決堤。至於渾

濁的水流，因為經常夾帶泥沙，所以堤防要逐年增高，以免被淹沒，如何增高： 

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P10 

春冬兩季乾燥少雨，可以自江河中取土加高堤身，夏秋二季多雨，則自江河外取

土加高堤身。至於如何防備水患？水官在冬季巡視的時候，將應該整治的地段立

即往上報告，「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隸給。大雨，隄

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P10）做到這麼完備的

防護措施，哪裡還會有水患之苦！ 

    二千多年前的《管子》有這麼縝密的水資源生態思想，是令人驚奇的，「水

可載舟，亦可覆舟」，「水」是天地萬物賴以生存的重要元素之一，充分利用水資

源可以為人類建造福祉，濫用水資源，一旦無水可用，民生將面臨重大的生存危

機，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旱災之苦與水災之難，到處發生，人類不重視生態環保，

果真已嚐到了惡果。 

    

四、提倡節約，反對浪費生態資源 

    人類是自然資源最大的使用者，因此合理地利用資源是保護生態環境必要的

認知，也是環境永續發展的條件，《管子》一書隨處可見提倡節約使用生態資源，

反對過度浪費的主張，例如： 

      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禮儀足以別貴賤，

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禁藏〉）

P8─9 

從「食衣住育樂」及「先人棺木、墓碑」，只要求滿足最基本的需求即可，類似

的言論還有： 

      度爵而制服，量祿而用財。飲食有量，衣服有制，宮室有度，六畜人徒有

數，舟車陳器有禁。生則有軒冕、服位、穀祿、田宅之分，死則有棺槨、

絞衾、壙壟之度。（〈立政〉卷 1）P16 

這是對於服飾器用的規定，嚴格明示服飾器用的使用以其身份為主，例如雖然出

身高貴，但沒有爵位，也不可使用超過身份的服飾器用，目的就是避免過度的浪

費。這樣的主張當然也用在生態資源上： 

      山林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金玉雖多，宮室必有度；

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龞雖多，罔罟必有正。（〈八觀〉卷 5）P4 

「禁發」並不是完全禁止，而是為了節制人類的欲望，自然資源有限，但人類的

欲望卻無窮盡。人是自然界中最有能力可以依據自己的意願去改造自然、利用自

然的生物，但並不表示就可隨意對自然界做任何事情，必須要依自然的節奏、萬

物生命的規律來安排人的活動，使人的需要與自然生命結合起來，不能只顧眼前

的利益，滿足需求，卻不顧萬物生長季節就隨意砍伐和捕殺，唯有節制人類的慾

望，使之與自然生態達到平衡，生態環境才能永續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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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護生態環境的方法 

    為了真正保護生態環境，《管子》除了提倡節約之外，還認為需要設置專職

官吏、制定法令，以時禁發、植樹造林，並譴責破壞生態環境者。分述如下： 

（一）設置專職官吏 

    〈小匡〉（卷 8）：「市立三鄉，工立三族，澤立三虞，山立三衡。」（P7）的

「虞」與「衡」是負責山林川澤保護的官員，主要的職責是： 

      虞：修火憲，敬山澤、林藪積草；天財（指自然資源）之所出，以時禁發

焉，使民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立政〉）P19 

      衡：出國衡，順山林，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五行〉卷 14）P11 

虞師，乃主管山林湖澤的官吏，國衡32，乃朝廷掌管山林的官員。設立這些專職

官吏，生態環境必然會得到有效的保護。 

 

（二）制定法令 

    《管子》同時主張必須制定法令，以法令的威嚴來震懾破壞生態環境的行

為，〈七臣七主〉（卷 17）： 

      四禁者何也？春無殺伐，無割大陵、倮大衍、伐大木、斬大山、行大火、

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過水達名川、塞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

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祿、傷伐五藏。P4 

明定執政者應該禁止人民在四季做的事，例如正逢萬物生長的春天不宜殺掠攻

伐，夏天不要阻攔河水匯入大江等。又〈輕重己〉也記載天子在夏天所發出的號

令： 

      毋聚大眾，毋行大火，毋斷大木，毋戳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卷 24，

P21─22） 

夏天炎熱，聚眾容易引發暴動，氣候乾燥，容易引發森林大火，夏天是萬物蓬勃

生長期，因此禁止開墾山林及夷平湖澤。《管子》特別重視山林資源的保護，強

調「為人君而不能謹守山林、菹澤、草萊，不可以立為天下王。」（〈輕重甲〉卷

23，P16─17）因為山林能為人類提供生產和生活用材，有防風固沙、調節溫度

及穩定雨量等功能，因此擔心乾旱的夏天，山林容易遭遇火災，造成國家經濟損

失，要求君主必須注意「山澤不救於火，草木不植成，國之貧也。……山澤救於

火，草木植成，國之富也。」（〈立政〉P14）明白指出能否有效防止火災的發生，

是國家貧富的關鍵。 

《管子》警告人們要重視森林防火，因為森林大火往往帶來毀滅性的損失，

而且危及人類和動物的生命安全，並污染環境，造成生態失調，破壞社會生產力。

為了有效保護山森資源，特別訂定「防火法令」──火憲： 

                                                 
32 《大辭典》下：「衡 12 古代掌管山林的官員，《周禮．地官．林衡》：『林衡，掌巡林麓之禁令，

而乎其守。』」P4293．1，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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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山澤、林藪積草；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足於宮室之用，薪蒸

之所積（〈立政〉）P16 

禁止山澤林藪堆積枯草，對於天然資源出產的地區，按時封閉和開放，要求百姓

只能採集足夠的房屋建材和儲備足夠的燒柴。而〈地數〉（卷 23）所規定的法令

懲罰足以令人望之卻步： 

      茍山之見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不赦。有犯令者，左足

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P2─3 

以砍斷肢體，甚以處以死刑來遏止企圖破壞山林者，以今日看來似乎過於獨斷殘

忍，但確實能起保護生態環境的作用。 

 

（三）以時禁發 

《管子》認為萬物都有自己的生長周期，〈權修〉：「地之生財有時。」（卷

11，P9 ）所以要尊重自然界的生長規律，合理使用，以確保人類持續不斷享有

自然資源。因此對動植物的殺伐都限在同一時間內，規定在生長期內不淮殺伐，

以保護它們的生長，這樣的思想在《管子》書中隨處可見，茲述如下： 

      工尹（主管工匠作坊的官吏）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

完良備用必足。（〈問〉卷 9）P14 

      當春三月，……毋殺畜生，毋拊卵，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

長也。（〈禁藏〉）P10 

      無殺麑夭（鹿），毋蹇華絕萼。……令置設禽獸，毋殺飛鳥。（〈四時〉卷

14）P7 

      不癘雛鷇，不夭麑夭。（〈五行〉）P11 

以上可知，《管子》對各種生態資源的保護是非常具體的，無論是動物或植物，

陸上的麋鹿與水中的魚類，山林的樹木與觀賞的花朵，在他們的生長期是不准殺

伐的。 

如果百姓亂殺伐，長久下來，勢必造成生態環境失衡，最後導致氣候劇變，

在《管子》看來，生態環境與氣候亦密不可分，自然界災異性的氣候與人為破壞

生態環境有直接的關係。〈七臣七主〉：「夫凶歲雷旱，非無雨露也，其燥濕非時

也。」（P4）點明凶年發生旱災、水災，正是乾旱降雨不合時所造成的。又說： 

      故春政不禁，則百長不生；夏政不禁，則五穀不成；秋政不禁，則姦邪不

勝；冬政不禁，則地氣不藏。四者俱犯，則陰陽不和，風雨不時，大水漂

州流邑，大風漂屋折樹，暴火焚地焦草；天冬雷，地冬霆，草木夏落而秋

榮；蟄蟲不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螟，山多蟲蟁，六蓄不蕃，

民多夭死。P4 

如果執政者在四季對百姓並沒有實行禁令，任由百姓對大自然予取予求，有一天

自然資源用盡，生態破壞殆盡，季節失序，作物生產不足，百姓生活貧困，國家

將會紊亂，甚至滅亡。似乎預言今日世界各國所面臨的「氣候災難」，導致成千

上萬的人類流離失所，無須發生戰爭，就可以上演一場生離死別的戲碼，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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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沒有「以時禁發」的結果，二千年前的先民預告了，二千年來人類並沒有做

到，所以現在正飽受氣候驟變的威脅。 

 

（四）獎勵植樹造林 

    對山林的保護，除了消極的禁令，《管子》還積極獎勵植樹造林，這是利民

福國的長遠之路，〈權修〉明白提出植樹造林是國家富裕的不二法門：「一年之計，

莫如樹穀；十年之計，莫如樹木；……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P11）〈山權數〉裡記載管仲向齊桓公建議：「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金一斤，

直食八石。」（卷 22，P14）主張給予善於植樹造林者較高的物質獎勵，這對改

善生態環境顯然有積極正面的作用。 

《管子》書中關於林業生態的維護，處處可見，綜合而言，主張執政者需要

展開植樹造林的活動，要求百姓在路邊、房屋前後、山坡漥地和其他空地植樹造

林，並且要求在水庫周圍、堤防兩岸營造防護林，種植棘草，如此可以增加木材

的供應量，又可以美化環境，同時還有防止水土流失的作用。這與今日對森林的

保護觀念非常雷同。 

 

（五）譴責破壞生態環境者 

    在大力提倡保護生態環境的同時，《管子》也譴責人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不益民之利。……燒

山林，破增藪，焚沛澤，禽獸眾也。童山竭澤者，君智不足也。燒增藪，

焚沛澤，不益民利。（〈國准〉卷 23）P10 

通過燒山焚林的歷史事件分析，得出自然環境遭受破壞，以致於人民無法蓄積財

富，正是因為執政者缺乏保護與合理利用自然資源所造成的。因此在〈海王〉篇

對於齊桓公「吾欲藉於樹木？」及「吾欲藉於六畜？」（卷 22，P11）管仲認為

此舉將使人們砍伐幼林及宰殺幼畜，對生態環境將造成嚴重的傷害，因此予以否

定。 

此外，《管子》的生態環境保護思想並不只著眼在齊國，而是放眼全天下，

例如〈霸形〉對戰爭帶給別國的生態災難也表示擔憂： 

      楚人攻宋、鄭。燒爇熯焚鄭地，使城壞者不得復築也，屋之燒者不得復葺

也，令其人有喪雌雄，屋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塞兩川，使水不得東

流，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里而後可田也。（卷 9，P3─4） 

因為楚國發動對宋國與鄭國的戰爭，造成這二個國家生態失去平衡，也間接影響

週遭的國家。一個國家的自然生態失調絕對不會只影響到自己，生態環境並不能

切割，它是環環相扣的，牽一髮則動全身。以目前人類所面臨的環境危機為例，

在 2009 年的哥本哈根會議中，太平洋上的小島國家紛紛抗議大會，將減碳的標

準僅訂在 2 度 C，將危及他們的存亡，因為世界大國為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工

業，卻造成地球暖化，結果竟然要他們承擔亡國的悲劇，太平洋上的小島國家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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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面臨被海水淹沒的危機，包括台灣，也是即將消失的國家之一。33東南半島

的國家也抗議中國，在湄公河上游瀾滄江建築十五座水壩，攔截水流，嚴重威脅

湄公河流域的生態環境，湄公河水位下降到半世紀以來最低水平，影響整個中南

半島的漁業、農業、航運及居民的飲用水。34可見保護生態環境是全世界人類共

同的責任。 

 

肆、結論──人與天調，天地之美生 

一個國家要能富裕，人民生活才能安樂，〈八觀〉記載考核一國的山林、桑

麻、六畜等項可以得知一國的貧富概況： 

行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六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

草木易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易植也；薦草多衍，則六畜易繁也。山澤雖

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無數；薦草雖多，六畜有征；閉貨之門也。

故曰：時貨不遂，金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行其山澤，觀其桑麻，計

其六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P2─3 

一國的山林、桑麻、六畜要能豐收，就要了解其生長的自然環境，順其生長的本

性，保護自然環境，不破壞它，如此而已，而大自然是獨立的，其規律是客觀存

在的，像人一樣，有自身獨立的性格，書中也一直反復論述這個觀點： 

      天不變其常，地不易其則，春秋冬夏不更其節，古今一也。（〈形勢〉

卷 1）P5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

古以至今，不更其道：「古今一地。」（〈形勢解〉卷 20）P3 

「古今一也」是指自古以來天地運行一直沒有改變之意，因此自然界的獨立自我

和發展的規律性是無法以人為去轉移的，只能與之協調共生，方能平衡發展，因

此得出一個永恆不變的真理：「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五行〉，P11）

強調「人」必須主動與「天」協調，天地才能產生美好的的事物。歷史的經驗教

訓告訴我們，「人定勝天」已經造成生態環境嚴重失衡，人與自然對抗的結果就

是彼此之間走向惡化，「人與天調」談的就是「天人合一」、「事若自然」的生態

倫理思想，這對於當前全球提倡保護生態環境有著重大的啟迪意義。 

《管子》書中處處描繪「人與天調」的遠景圖： 

  天為粵宛，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六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

親，諸侯和。（〈五行〉P12） 

  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四時〉Ｐ6） 

這幅美麗的圖畫，人人都可以進住，只要充分認識生態環境，及其與人之間的關

                                                 
33 資料整理來自《TVBS．哥本哈根會議／國家就快被淹沒  小島國火爆抗議 2010-12-10》：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ghost20091210125750 
34 資料整理來自《yam 天空新聞．自由時報 2010-04-06．華欣宣言  4 國共識搶救湄公河》：

http://n.yam.com/tlt/international/201004/20100406113567.html 及《新紀元週刊．瀾滄江建壩  湄

公河乾旱》：http://mag.epochtimes.com/b5/172/78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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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順應天時，控制地利，符合人和，五穀自然豐收，六畜自然興旺，國家自然

就富裕。〈禁藏〉明言：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六畜蕃

息，國富兵彊，民材而令行，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P10─11 

這都是「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的結果。 

地球上任何一種生物均有一定的生存空間，而且需要營養物質以供其生存及

活動，這種空間及營養物質都直接或間接仰賴環境供給，因此生物不能離開環境

而獨存，可是環境卻可以沒有生物存在。地球上除了爆發的火山及極少數不利於

生命存在的場所外，幾乎沒有全無生物存在的環境，無論是幽深的海底、荒涼的

沙漠、熾熱的溫泉或冰凍的極地，均被發現有生物的存在，事實上，環境也因為

有了生物存在而複雜，卻也因為有了生物存在而美麗動人，蟲鳴鳥叫、花香蝶舞

的環境究竟比不毛之地美好許多。 

《管子》一書絕對不是人類有文明以來最早重視生態環境的紀錄，七千年前

發跡於現今中東兩河流域（Twin River）的蘇美尼爾（Sumeria），其文明的興起

源於開築運河，成功改造原本不適合人類居住的生態環境，延續了三千多年的歷

史，後來因為生態環境日趨衰竭，最後荒蕪衰敗。美國杜蘭（Tulane）大學生態

學博士鄭先祐在其著作《生態環境影響評詁學》對於蘇美尼爾文明的消失下此結

論： 

這可能是人類史上第一次面臨的大規模生態危機（或稱維生體系之危機）。

這次生態危機雖然沒有把整個人類文明毀滅，但至少已徹底毀滅蘇美尼爾之

文明。人類文明雖然又在地球上的另一些地區再度興起，但是各地區的文明

終究還是步上蘇美尼爾文明之後塵。目前的工業文明，已幾乎廣佈地球上各

個角落，若是這一次再步上蘇美尼爾文明之後塵，那地球上之人類文明將有

可能完全地消逝。因為人類這一次面臨的生態危機是空前的、是深遠的，且

是全球性的。人類僅剩這一次機會，將再也不可能有另一次。35 

我們生存的土地──台灣，近幾年來也面臨著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每逢下雨

即造成崩塌或土石流，地球暖化造成氣候驟變是全世界共同的命運，但因為蘊藏

豐富的生態資源，而曾讓荷蘭人譽為「福爾摩沙」的美麗寶島，卻是因為「過度

開發」與「不當政策」而造成生態的浩劫，在這波氣候災難的摧殘下，逐漸變成

窮山惡水。 

過去台灣以經濟為前提的土地開發政策，形成山坡地超限利用、開闢產業道

路、道路拓寬、房屋建在行水區、河水區興建遊憩設施，加上廢土堆集、廢水排

入、填土開發等，使台灣的濕地瀕臨絕跡……種種五十年來的各種怪現象，一旦

遭逢大自然的驗收，全不堪一擊，以致我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台灣要能永續

發展，就要了解如何讓這塊土地上的生命，包括人和動、植物，都能永續生存，

設法與大自然共存共榮，過去所發生的夢魘才不會再次發生，台灣才能有美好的

明天。 

                                                 
35 鄭先祐《生態環境影響評詁學》，P3，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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