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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前文介绍的形而上之理，将其融入了生态经济集成研究的框架中，将形而上和形而下统一

起来，同时对导师和师娘的优秀品质进行传承．结合 阐 释 的 人 生 之 道，将 生 态 经 济 的 集 成 和 人 的 发 展

之 路类同，总结分成了４个阶段：接受现实、形成正反馈、控制、未来．这４个阶段通过事情的两面性、

效率、适应能力和自由状态指标来测量．在研究内容上，接受现实阶段的理论基础是ＩｍＰＡＣＴＳ等式，

它既考虑了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考虑社会发展对环境影响的适应能力；形成正反馈阶段 需 要 重

点研究正反馈环在系统中的作用机制；控制阶段主要研究适应能力，对它展开深入研究可以诊 断 系 统

摆脱现有约束能力的大小；未来阶段是要采用状态 空 间 法 来 研 究 个 人 和 地 区 未 来 的 状 态．最 后，讨 论

了 数据质量、理想与道路、集成实践等问题．该讨论对生态经济学科，乃至其他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生态经济集成框架；人类发展之路；发展阶段；集成实践；传承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０　引言

前文［１］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人生路上的

形而上之理．理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本文构建的生

态经济集成框架就是这样的一次大胆尝试，期望能

为世之所见者又翻进一解．
一个人见到好东西，要做得出来，才能成为自

己的，知行合一而已．看到了导师和师娘携手勾勒

的生活之美和人生大道，如果闷在心里自己一个人

知道，显然与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身份不符；如果

心里打着教育 产 业 化 的 算 盘，那 只 能 是 庸 人 之 举，
清风明月本无价，到市场上都卖不到一文钱，何况

这个还要带点悟的东西；如果对之进行包装，让读

者干买椟还珠的事情，那就更是走上了邪路．人要

去做社会需要的事情，所以，只有传承这条唯一路

径．要传承就要找到传承方法，最好是将其融入到

工作中去，一边修炼一边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人．如

此不仅传承了导师和师娘的精神，而且还可开辟具

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发展之路．

１　生态经济学的集成框架

１．１　 发展之路

结合前文［１］中介绍的导师和师娘挥就的天人之

际图，以及对人生之道的阐释，这里将生态经济的

集成和人的发 展 之 路 类 同，总 结 分 成 了４个 阶 段：

１）接受现实和自我；２）形成正反馈；３）控制；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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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第１和第４阶段主要是人生之路的出发点和

终点，第２和第３阶 段 主 要 是 人 生 志 于 道 的 过 程．
这里简单介绍其中的要点，其中第１、２、４阶段在

文献［２］中有介绍，读者可参考．
１．１．１　 接受现实和自我

天道在人心，看清自己的真面目，方能谈论出

世道，所以第１个阶段从类似探讨人心的接受现实

和接受自我开始．为什么要接受现实和自我，文献

［２］中有些介绍，这里主要谈 一 个 接 受 自 我 和 认 识

自我的问题．要接受自我当然首先要认识自我．但

人和物一样，都具有局限性．镜子不能照自己，这

是物体本身的局限．人的眼睛是朝外的，当然很难

看自己．《呻吟语》［３］中讲，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照

自己，自 己 称 自 己，就 可 以 开 始 辨 别 天 下 事 的 美

丑、长短和轻重．怎么照自己，怎么称自 己 呢？拿

你欣赏的 对 象 来 比 照 自 己．这 句 话 说 起 来 是 很 简

单，但 认 识 它 我 着 实 颇 费 了 翻 周 折．用 人 做 镜 子，
对照别人的优缺点来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是一

种很好的自我认识方式．
人与 身 边 的 贤 人 比 照，自 己 身 上 的 真 假、善

恶、美丑都会凸现出来；地区也一样，与别的地区

比照自己 的 优 劣 势 也 会 立 显．个 人 是 优 缺 点 并 存

的，地区也是优劣势并存的．关键是是否具有化劣

为优，化危为安的本领．波普尔［４］说，真 正 的 无 知

不是 知 识 的 缺 乏，而 是 拒 绝 获 取 知 识．这 样 说 来，
人和地区的发展最主要的并不是现在“旧”的状态，
而是从现在开 始 自 己 能 否 尝 试 去 念 旧 企 新．其 实，
看到自己的弱 点 和 优 点，看 到 地 区 的 优 势 和 劣 势，
看到事情的两面性，就是心开始大了一点．这个大

的一点就为大而化之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为个人和

地区选择阳光大道提供了基础，也是人或地区走上

大道的出发点．
一句话来总结：养成选择阳光大道的习惯．

１．１．２　形成正反馈

发展不是对现有资源进行配置的问题，而是从

现有资源的优劣势中如何衍生出新关系的问题．衍

生出怎样的新关系呢？“倒行逆施”就可以提供很多

新关系，比如人与人之间由轻视转为欣赏，将别人

看“大”一些，自己看“小”一些．碰到人，心中多喊

对方几声“大人”为妙．其次，还要进一步看“大”一

些，将对方放到社会群体中去看，看到利益集团的

作用，它才是无形的手背后真正的操手．
利益集团的组成是形成一个圆，导师和师娘的

天人之际图也是一个圆．圆的问题实际上类似控制

论里的正反馈环问题．据此，可以简单推导得出发

展就是要在原有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建立起一种正

反馈交换关系．用通俗的例子来做比，建立正反馈

环的新关系就是采用人吃鸡的模式．通常，鹰吃鸡

越吃越少，人吃鸡越吃越多，因为人在吃鸡的同时

还喂鸡［５］．
一句话来总结：要会画圆．

１．１．３　控制

利益集团形成后，成员依靠正反馈环专喜在孔

方兄身上打滚．常人见重金，当然动作敏捷，趋如

飞鸟．正反馈环形成后，效率是越来越高，但适应

能力和恢复力都会遇到问题．世间万物皆有度，过

度的好事转瞬间就会成为苦海．十年铸的一剑本身

是美好的，但 是 当 它 不 受 控 制 而 又 没 有 原 则 的 时

候，也可能会是愚蠢的。所以，还要用剑鞘藏剑的

锐气．
这里的控制不是机械控制的问题．主要的控制

措施包括如 下３点：１）大 一 统，实 质 就 是 大 而 化

之．统一可以打破地区之间的条块分割，可以促进

资源的集约利用，后面大而化之的讨论部分就提供

了一个水资 源 集 约 利 用 节 水 的 例 子；２）预 防 形 成

利益集团．如党政机关不允许亲属在同一要害部门

工作；３）控制合适的度，采取改良措施，增加各利

益集团之间的融合途径．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就是一

种阶级融合的途径，也就是自那时开始有了布衣卿

相之说．

表１　地区和个人发展之路的四个阶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ａｄ

对象
第１阶段：出发点

接受现实

第２阶段：构成正反馈环

分析判断 →选择方向 →实践
第３阶段：控制 第４阶段：未来

地区

人
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

弄 出 新 的 正 反 馈 环 来，让 发 展 成 为 人

吃鸡的模式

从 个 人 到 集 体 的 演 变，让 发 展 形 成 人

吃鸡的模式

解决度的 问 题；一 体 化 管 理；

大一统，融合等控制措施

解决好 欲 望 和 能 力 之 间 的 匹

配关系

是一种 贤 者 快 乐 自 然 而 然

的状 态；是 一 种 健 康 长 寿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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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生态经济学科的集成框架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阶段 测量指标 传统指标 建议指标 与传统文化的差异

接 受 自 己 和 现

实

事情的两面性 无，都是个人自己判断，但通

常只是认识单面性

无，只 是 建 议 考 虑 事 情 的 两

面性

传统文化 只 是 告 诉 了 要 认 识 事 情

的阴阳 两 面 性，未 说 明 事 情 是 如

何演化的

形成正反馈 效率（Ｅ） 传统指标只考虑了 数 量 增 长，

没有包 含 组 织 结 构 和 功 能 方

面质量的变化

融合考虑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从阴或阳 衍 生 出 的 正 反 馈 关 系 指

明了演化的方向

控制 适应能力（Ｓ） 缺 乏 定 量 的 机 理 指 标，曾 采

用人文发展指数替代

适应能 力 是 系 统 的 一 种 整 体

属 性，建 议 采 用 一 个 基 于 系

统整体的结构指标

因正反 馈 存 在 增 强 作 用，因 而 事

情很容易过度，一过就会错，所以

要有控 制 和 融 合．正 反 馈 指 出 需

要控制的原因

未来 自由状态（Ｆ） 幸福 自由状态，包含两个维度，一

个是效率，一个是适应能力

传统指 标 主 要 是 主 观 指 标，建 议

的指标是可测量的含机理的指标

一句话来总结：万事都有一个度，一过就错．
１．１．４　未来

未来状态就是像导师和师娘那样自由自在的状

态．评价的标准不要采用自由之思想这类虚无的指

标．为 什 么 重 视 自 由 之 思 想，思 想 怎 会 不 自 由 呢．
原因很可能是提出者自己的思想从来都没有自由驰

骋过．因为，现在社会经常提自由之思想，所以特

地在此做一简短说明．
贤者快 乐 自 然 而 然，处 于 一 种 自 由 自 在 的 状

态，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另外，人的健康长寿也是

评价未来状态的一个关键指标．
一句话来总结：贤者快乐自然而然．

１．２　生态经济学科的集成框架

生态经济学科的集成框架就是融合上述发展之

路产生的，其主体见表２．
（１）接受现实和自己阶段，主要是测量事情的

两面性．目 前 的 评 价 工 作 大 多 只 注 意 到 问 题 的 一

面，如何综合考虑事情的两面性，目前还没有成熟

的指标，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关键问题．优势、劣

势、机会和挑战分析法（ＳＷＯＴ）可能会提供一些参

考．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认识到事情的两面性，但关

于事情如何演化缺乏具体的可参考信息．如何认识

自我，尽管是个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是需要深入开

展研究．
（２）形成正反馈阶段，主要的测量指标是效率

（Ｅ）．传统的指标如ＧＤＰ只考虑数量增长，没有考

虑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的信息．我们拟采用同时考

虑增长和发展的指标．从事情的两面性中衍生出正

反馈关系是系统发展的方向．

（３）控 制 阶 段，主 要 的 测 量 指 标 是 适 应 能 力

（Ｓ）．社会适应能力的研究经常采用人文发 展 指 数

等表示，缺乏定量的机理性指标．由于适应能力是

系统的一 种 整 体 结 构 属 性，Ｕｌａｎｏｗｉｃｚ［６］基 于 信 息

论推导的适应能力是一种反映系统整体结构特征的

指标，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它是在系统

结构状态固定的前提下推导的，这是今后研究需要

改进的地方．
（４）未来阶段，如何测量自由自在的状态，暂

拟考虑两个维度：一是柴米油盐是寻常事，所以效

率是要考虑的第一个维度；二是个人或家庭应对顺

境逆境的 能 力，适 应 能 力 是 需 要 考 虑 的 第 二 个 维

度．以前的幸福测量主要是主观指标，我们拟采用

的是含机理的指标．值得说明的是，西方当前的测

量方法都是一种短视的测量方法，他们将“功利”或

“最大幸福原理”作为行动的道德基础，采用的测算

方法大多也只是加总个人一时的快乐和痛苦［７］．中

国的 传 统 智 慧，如 等 待、忍 耐 等 在 这 里 没 有 立 脚

点，如何融入进测量框架中，显然是这一阶段需要

研究的问题．

２　 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下的主要研究内容

根据前面的介绍，按４个阶段来介绍集成框架

的主要研究内容．
２．１　第１阶段

第１ 阶 段 研 究 的 理 论 基 础 是ＩｍＰＡＣＴＳ等

式［８］．在当前生态经济学的研究中，很多研究都是

基于将人 类 活 动 与 环 境 影 响 联 系 起 来 的ＩＰＡＴ等

式，像生态足迹、能值和虚拟水等研究，经过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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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换，就可以从ＩＰＡＴ等式推导出来．ＩｍＰＡＣＴＳ
等式就提供了一个分析事情两面性的例子，既考虑

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考虑社会发展对环境影

响的适 应 能 力．由 于 第２、３、４阶 段 的 研 究 内 容，
大多以第１阶段的这种思想为基础．所以这里介绍

一下ＩＰＡＴ和ＩｍＰＡＣＴＳ两 个 等 式 中 各 指 标 的 含

义：Ｐ是 人 口 总 量；Ａ 是 富 裕 程 度，通 常 用 人 均

ＧＤＰ表 示；Ｃ是 资 源 利 用 强 度；Ｔ是 技 术 效 率；Ｓ
是社会适 应 能 力；ＩＰＡＴ等 式 中 的Ｉ是 环 境 影 响；

ＩｍＰＡＣＴＳ等式中的Ｉ是集成的环境影响［８］．
如何评价事情的两面性，自我认识是个怎样的

逻辑过程，这些问题都是哲学问题，也是第１阶段

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２．２　 第２阶段

生态经济要研究的关键点主要是３个要素：Ａ、

Ｓ和Ｉ．如何配置资源提高总产出（Ａ）是经济学研究

的一个焦点．采用的方法有各种增长方程，投入产

出方法，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将Ａ和

Ｉ结合起来研究，相应衍生的方法有环境经济帐户

（ＳＥＥＡ），以及环境ＣＧＥ模型等．从目前国内外的

研究状况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采用的方

法都是以投 入 产 出 表 为 基 础 来 研 究 资 源 配 置 的 问

题．
根据前文［１］关于发展的讨论，发展就是需要在

原有资源范围内衍生出新关系，而且是一种正反馈

的新关系［１］．所以，正反馈环在系统中的作用机制

是这一阶段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同时需要优先研

究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来看，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方面缺少研究成果，但

在演化方面有很多关于合作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
其次，正反馈环作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物质产

出，这一过程是集体行动的结果。所以，利益集团

的行动逻辑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同时，利益集

团影响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门结点之间物质、能量

流动，因此需要测量人文因素对系统结点间流量的

影响等．测量人 文 因 素 对 系 统 结 点 间 流 量 的 影 响，
目前国际 上 关 于 文 化 理 论，社 会 资 本 和 制 度 的 研

究，研究范畴主要是个人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要控制关系［９－１１］．从西方关于

文化理论、社会 资 本 和 制 度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来 看，
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共性和异质性区分目前还不怎么

清晰，相互之间有很多重叠之处．最主要的是，西

方人文因素的研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以

竞争为主旋律开展的研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讲和

格格不入．从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角

度来开发问卷研究解剖这些人文因素，应该更符合

中国的国情．
最后，生产关系的研究是该阶段需要研究的第

３个问题．其中，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和 资 本 创 造 的

剩余价值怎么分配是研究重点，因为这是生产关系

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穷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２．３　第３阶段

该阶段 是 控 制 阶 段，主 要 研 究 适 应 能 力 的 问

题．适应能力是系统的一种整体结构特征，对它展

开深入研究 可 以 诊 断 系 统 摆 脱 现 有 约 束 能 力 的 大

小．Ｕｌａｎｏｗｉｃｚ［６］认识 到 系 统 状 态 是 两 种 对 抗 作 用

力（阴阳）作用结果，他开发的上升性公式，可以用

来定量地评价系统的增长和发展，也可以揭示潜伏

在系统结构中的适应能力或恢复力．相比现在核算

经济增长的指标，Ｕｌａｎｏｗｉｃｚ的工作要系统 全 面 一

些，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测 量 系 统 的 适 应 能 力 是 该 阶 段 的 主 要 研 究 工

作．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分析这些人文因素对系

统效率和适应能力的影响，探讨恢复力的管理等问

题．
２．４　第４阶段

该阶段主要研究个人和地区未来的状态．这里

测量的未来状态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不是功利

主义 测 量 的 一 时 的 快 乐 和 痛 苦．前 文［１］已 反 复 说

明，人生很多时候是痛苦并幸福着，生活是在浑水

中摸大鱼，所以今后研究拟采用状态空间法来测量

未来的状态［６］．
显然，各种人文因素对适应能力的影响会成为

这里研究 的 基 础．与 以 前 幸 福 研 究 的 一 维 分 析 相

比，这里的构思转成了二维分析，相应的分析方法

也从一维的标度转成了二维的状态画图和象限分析

法．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现在的构思，肯定还有

很多不完 善 的 地 方，需 要 在 今 后 的 研 究 中 逐 渐 补

充．
２．５　正反馈环的科学贡献

正反馈环是我们下一步需要研究的核心主题，
所以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基于正反馈环开展工作所具

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２．５．１　正反馈从机制角度找到了解决社会尺度

的方法

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有什么差异，这是社会学

中需要研究的尺度问题．现在已经了解的是个人之

间通过合作形成正反馈环来组成利益集团．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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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正反馈环的形成机制，能解释个人行为与利益

集团行为的差异，显然就可以提供解决社会中一个

关键尺度问题的途径．另外，物质和精神如何融合

目前也没有清晰的解决途径，但解决这个问题其理

论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２．５．２　正反馈与生态水权

实践中，利用正反馈环可以解释清楚一些重大

的现实问题，黑河分水曲线的讨论是一个例子．黑

河分水是为了确保下游的生态安全，显然这是一个

关于生态水权的问题．黑河分水曲线是上翘的，具

体方案是当黑 河 来 水 超 过１５．８×１０８　ｍ３ 时，上 游

来水每增加１ｍ３，要给下游下泻１．１８ｍ３，也就是

说在偏丰年，下游生态分水份额是增加的．显然此

方案考虑了打破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

是一种考虑了正反馈环自我增强机制的收入分配规

律．如果让市场来自主分配蛋糕（资源），在蛋糕大

时，市场分配给主体的绝对数量尽管都会增加，但

效率低的分配主体（穷人）的相对份额是减少的，其

原因主要是效率高的主体吸收资源的能力强，也就

是马太效应．显然，可以认为是为了公平，黑河原

有的分水曲线才上翘．如此确定分水曲线，尽管出

发点无可置疑，但这里有个“美妙的失误”，因为分

配时没有注意到了生态主体的特殊性．黑河下游的

生态目前是处于一种保护的地位，而不是处于一种

发展地位．对生态保护而言，最重要的是偏枯年要

保证足够 的 生 态 用 水，以 免 生 态 受 到 进 一 步 的 破

坏．而不是今年有水就多灌一点，明年没水就又让

它变成了荒漠［１２］．如此，显然就犯了为了生态而生

态的 错 误．因 此，黑 河 的 分 水 曲 线 应 做 适 当 调 整，
改现在的上翘为下行．

３　生态经济小组的研究状况和趋势

生态经济小组在导师的带领下，秉承十年铸一

剑的精神，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取得了些许成果，
发表论文３００多篇，正式出版专著和译著１２本，珍

藏本１６本，储存资料图书近４　０００多册．表３是按

ＩｍＰＡＣＴＳ等式提供的结构性成分列示的生态经济

小组已经开展的研究内容．十年铸一剑尽管剑未铸

成，但准备了很多铸剑的材料．江海纳百川，现在

生态经济小 组 弱 不 禁 风 的 组 织 结 构 让 人 一 提 就 脸

红，但 现 在 的 状 态 并 不 可 怕，可 怕 的 是 拒 绝 改 变，
这个弱点只要正确面对就可．既然导师的崇高感和

师娘的优美感已经作为模板落入眼帘，前进路上没

有什么可怕的，生态经 济 小 组 要 做 的 只 是“宝 帘 闲

挂小银钩”这样的事情———卷起来落实．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表４总结了生态经济小组

沿发展之道拟开展研究的内容．除了未来的状态中

人类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是新的研究内

容外，其余在前均有简单介绍．幸福的测量需要包

括环境的内容，如果生态环境破坏了，人类可能陷

入生态和经济的双重贫困陷阱，这是研究人类需求

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的主要原因．具体到研

表３ 生态经济小组已开展的研究内容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分析对象 研究方法和内容

总产出（Ａ）与生态系统（Ｉ）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补偿

消费（Ｃ）与环境影响（Ｉ） 生态足迹、能值与虚拟水，消费的生态经济学，文化理论、社会资本、制度等人文因素的研究等

总产出（Ａ） 投入产出分析，水资源承载力模型，ＣＧＥ模型

生态经济系统管理（Ｓ） 上升性公式研究，集成水资源管理，环境经济账户，环境ＣＧＥ分析，景观模拟模型

表４ 发展之道与生态经济学融合的具体途径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ａｄ

发展阶段 测量指标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接受现实和自我 不明 事情的两面性评价，自我认识，时间的价值，人生的价值等 哲学分析，ＳＷＯＴ评价方法等

形成正反馈 效率 利益集团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分析；穷人的经济学；人文因素对

网络流量的作用影响分析

环境经济 账 户 等，ＣＧＥ等 优 化 模 型，系

统演化分析的上升性公式等

控制和融合 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的测量，恢复力的管理 问卷调查法，网络分析，博弈论分 析，系

统演化的上升性公式等方法

未来 自由状态 幸福的测量；人类需求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 效率和适 应 能 力 的 二 维 分 析，人 类 需 求

矩阵法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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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生态经济集成框架中各发展阶段对导师和师娘优秀品质的传承要点

Ｔａｂｌｅ　５　Ｋｅｙ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发展阶段 传承要点

接受现实和自我 从过去吸收经验，重视现在，展望未来；拿导师和师娘当镜子照自己

形成正反馈
导师从青藏铁路转型黑河流域科学计划，增加了人这个新要素，而且人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利益集团的研究是反

思流域科学计划提倡目中有人的结果

控制
导师和师娘对“度”的把握．在任何场合都有适宜的言行举止；导师“酒量不在大小，关键是 能 控 制”以 及“幽 默 是

耳顺”的提醒；导师和师娘家都是四世同堂．师娘的小中见大

未来 导师和师娘“贤者快乐自然而然”的现状；导师“看透”的提醒

究方 法，目 前 还 不 成 熟，除 了 常 规 的 指 标 体 系 法

外，人类需求矩阵等是可以参考的研究方法．

４　对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继承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相比以前的游击

战术，生态经济学科的集成框架构思要大很多，相

比源也更深，根也更固，是吸收了导师加师娘身上

诸多优秀品质的结果．表５总结了生态经济集成框

架中各个阶段重要的传承要点．
表５中总结的传承要点在文献［１］中大多已说

明，这里对前文未涉及的略作介绍和说明：
（１）拿导师和师娘一起当镜子照自己．人如何

认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以前我

犯错误时，师娘都会晓之以理，提醒要拿镜子照自

己．坦白而言，我当然知道师娘讲的意思是要我自

我反省，但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么自我反省，事情

往往不了了之．以前看历史书好玩，为了卖弄，现

在知道以史为镜，从中可以见兴替；以前看到别人

的优点视为装模作样，现在知道以人为镜，从中可

以知得失．就这样慢慢的，我才开始拿导师做镜子

来照自己，现在开始要拿导师和师娘这面和谐镜子

来照自己．导师和师娘一起诠释的和谐之美，确实

是自己修 炼 的 模 板，也 为 我 提 供 了 自 我 认 识 的 途

径．
（２）导师“酒量不在大小，关键是能控制”以及

“幽默是耳 顺”的 提 醒．“酒 量 不 在 大 小，关 键 是 能

控制”是２０１２年７月一次晚宴上讲的，从此之后我

再没有喝多过．２０１２年春节，导师送给生态经济小

组一份贺年卡，“幽默是耳顺”是贺年卡内容中的第

１７条，整个 贺 年 卡 的 内 容 我 作 为 附 录 收 录 在 文 献

［２］中．按时间，“幽默是耳顺”内容在前，但是“酒

量不在大小，关键是能 控 制”这 句 话 却 让 我 深 刻 地

体会到了控制的重要性，并用以补充完善了发展之

路的阶段．文献［２］中勾勒的 幸 福 之 路 的 路 径 就 缺

少控制这一环节．这个事实背后其实有一个深刻道

理，就是人一般只相信自己亲近人的话，也只服从

自己所尊敬人的命令．所以，在生活中如果想做到

知行合一，最好以身边的贤人为榜样．
（３）导师和师娘家都是四世同堂，家庭和睦当

然就是忍字诀．这是我去年去上海看在眼里的，而

且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４）师娘的小中见大．生活中的烦恼事，很多

都是我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的缘故．师娘的爱，不

是给导师戴上 了 爱 的 锁 链，而 是 插 上 了 爱 的 翅 膀，
任他展翅飞翔．

（５）“看透”的提醒，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自

己现在还没弄懂，慢慢修炼后再说．
了解这些，你会觉得其实自己探索的一些事情

并不 像 想 象 的 那 样 困 难，而 是 更 接 近 实 践．确 实，
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认识的．导师和师娘也是普

通人，这里所述的只是他们合演的平凡中的伟大而

已．“每当有人 教 我 们 从 与 现 有 的 科 学 事 实、方 法

和结论的不同源头展开联想时，都为我们提供了改

写科学发展史的契机．”哲学家库恩在讨论范式转

变中反复 强 调 这 种 结 论 性 的 观 点［１３］．生 态 经 济 学

科的集成框架，尽管根本还谈不上什么范式转变的

程度，但这套形意拳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拳法，深感

如果练成，结果很可能是两个字：“霸道”．尽管这

可能只是梦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培育

的生态经济之树，纵使以后不是栋梁之材，但肯定

可以堪比寻常进口之木．

５　集成实践

５．１　大而化之的３个实践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张掖转型的生态经济之路．张掖

市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工业基础薄弱，在工业

化浪潮下，金张掖的金色在不断褪色．如何后发赶

超，如何转型跨越，如何科学发展，这些都是一直

横亘在当地历届决策者，也是摆在我这样长期以黑

河为家的科研人员面前的大问题．在深入分析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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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当地市委和市政府将发展的基点从金张

掖金在水上转到金在生态上，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生

态经济发展之路．发展基点一变，豁然开朗，原来

的工业短板马上就变成了环境优势．基于此，张掖

市委市政府就为地区找到了基于生态，发展生态旅

游的新的生态经济之路，生态经济这场大戏得以上

演［２］．
第二个例子是虚拟水战略新论．针对干旱区水

安全的问题，１０年前引进了虚拟水战略．但在长期

的实践研究中，发现干旱区并没有像虚拟水战略倡

导的那样通过进口粮食来缓解当地的水资源短缺．
最近，通过扩展视野，在更大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更

新了虚拟水战略的解释，提出了解决二、三产业的

发展途径才是实施虚拟水战略的观点［５］．
第三个例子是张掖平原水库带是节水的例子．

初看张掖的平 原 水 库 带 是 耗 水 的，在 浪 费 水 资 源，
但这只是见山只是山．放到张掖市整个社会经济系

统的背景下，不难发现平原水库带实际上在发挥一

种 心 脏 功 能，是 整 个 社 会 经 济 系 统 纲 举 目 张 的

“纲”．根据张掖市宜居宜游战略规划，沿黑河平原

水库带是张掖市依靠生态旅游，实施生态经济发展

战略的抓手．现 在 生 态 旅 游 已 表 现 出 良 好 的 势 头，
旅游收入增长喜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远高

于农业生产，也是有效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

大容器．同时，沿黑河平原水库带影响范围内修建

田园城市带，也与国家的当前的农村城镇化发展战

略一 致，如 果 实 施 下 来，其 社 会 经 济 影 响 难 以 估

量．张掖市只要生态旅游发展起来，吸收３万左右

的劳动力，就可以退出耕地１０万亩，减少农业耗水

３　３００×１０４　ｍ３，远高于现在平原水库的蒸发耗水量

１　３００×１０４　ｍ３．从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的角度来核

算，不难发现平原水库实际上发挥着节水功能，是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引擎①．
５．２　科研与生活的关系

科研与生活是一体的．不然，怎么那么多大科

学家最后 都 成 了 哲 学 家，或 者 同 哲 学 家 交 上 了 朋

友．哲学是研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取向的学科，我

们的博士 学 位 也 是 哲 学 博 士 学 位．科 研 与 生 活 相

比，生活的范畴要大一些，而科研只是其中一个非

常小 的 组 成 部 分．只 知 道 科 研，而 不 知 道 生 活 的

人，是 典 型 的 以 小 自 限 的 人，结 果 只 能 是 书 呆 子．
而知 道 生 活 的 人，大 多 是 有 智 慧 的 人，知 道 大 的

人．科研工作要自出见解，这与智慧就像生孩子一

样，要弄出个新事物来．
七十二行，行行皆出状元．科研人员如果能将

生活中的智慧应用到科研工作中来，是不难做到小

中见大的．
５．３　理想与道路

现实生活中，经常讲人要有理想．其实所谓的

理想就是要有志，要志于道，让心有所依，心有所

从．西方社会学中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讲的是

一个人期望什么，就成为什么．该理论背后的机制

是，人产生的期望会产生一种创造性的张力，牵引

一个人的行为向期望目标前进［１３］．平常讲的道、智

慧的自觉 性 和 主 动 性，指 的 就 是 这 种 创 造 性 的 张

力，前面阐述的发展与配置的区别，究其实质也就

在于能否诊断并利用好这种创造性的张力，觉悟与

否也取决于能否洞见其中的创造性张力．一旦志于

道，有 了 理 想，你 就 会 发 现 原 来 道 路 是 可 以 配 置

的，而且可配置的资源内容愈加丰富，形式更加多

样．有 理 想，更 容 易 让 你 拿 到 打 开 机 遇 之 门 的 钥

匙，让自己主宰自己前进的道路．有此思想，人生

机遇成分的作用自当变小，更多是自己如何走好每

一步 的 问 题．当 然 理 想 不 能 变 成 空 想，要 切 合 实

际，所以一 个 人 志 的 道 只 要 比 以 前 稍 大 一 点 就 可

以．志高山峰矮，路自会从脚下生，而且这样生出

的路还是理想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康庄大道．
志于道，让道来引导，自己的路就可能印证自

我实 现 的 预 言．一 方 面 静 以 修 身，另 一 方 面 志 于

道，二者兼顾，那理想和道路就会浑然一体．如此

理解，现在提倡的中国梦就是中国强国路．

６　 数据质量的问题

数据有数字和根据的双重涵义，因而也有定量

数据和定性数据的区别．数据的重要性当然无可质

疑，这里要说明的是定性数据其实也很重要，有时

候可能比定量数据更重要，值得重视．
６．１　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有价值

用数据说话，这是目前研究中再普通不过的事

情，几乎成了当前我国地学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但

是，不是所有的测量都有价值，也不是所有的价值

都能测量．以Ｃｏｓｔａｎｚａ关 于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估

计［１４］为 例，该 文 两 年 前 就 被 ＳＣＩ源 刊 引 用 超 过

１　６００次，加上中文期刊数字早就超过了２　０００次．

０５３１　　　　　　　　　　　　　　　　　　　　冰　　　川　　　冻　　　土 　　３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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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中 的 计 算 结 果 除 了 研 究 人 员 上 职 称 有 用

外，只是起到了 提 醒 大 家 生 态 环 境 有 价 值 的 作 用．
地学的科研工 作，当 然 其 最 终 目 的 是 为 实 践 服 务．
生态需水 的 数 据 监 测 了 那 么 多，怎 么 为 实 践 服 务

呢．决策者并不需要具体精确的数据，大体了解生

态需水的数量级就可以．尤其是内陆河流域，如果

生态需水不上一定的数量级，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分

析是不可能用渠道来配水的．因此，生态需水精确

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意义当然值得怀疑．
搞科研现在野外站盛行，大有搞点房地产，带

几架仪器弄点观测就是搞科研的味道．数据是收集

了不少，文章也写了不少，初看成果也很丰富，但

像样的科研成果却很少．收集的数据呢，由于数据

的来源多样，又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质量也

可想而知．原本数据收集是应该专门技术人员去做

的事情，写文章才是科研人员的义务，现在科研人

员一肩挑．这种“猫鼠同眠”的机制让科研人员一提

数据质量，就大有讳疾忌医的味道．
在科研领域里，如果不能自出见解，弄出那些

正反馈作用的圆，那就会沦为平庸，而平庸与恶劣

又是半斤 对 八 两．其 他 行 业 三 流 角 色 也 能 显 点 才

能，科研不一样．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大家如此沉

浸于数据 的 细 节 中 呢，很 可 能 是 因 为 大 家 都 穿 着

“皇帝的新装”吧．
６．２　定性数据的作用

数据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事实上对数据我们

其实是先了解方向性的定性数据，然后才根据需要

了解定量数据的．以研究一个地方不同人的行为特

征为例，通常先要了解他们的种族、性别、信仰等

宏观社会经济定性数据，然后才了解他们个人家庭

的收入等微观社会经济定量数据．我们到商场买东

西也一样，先是要到所要购买商品的那个区去，然

后才对比相应品牌商品的性能．就方向性的定性数

据来说，还有经典的例子是《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记

载的故事．欧阳修认为后唐庄宗李存勖迅速由盛转

衰是因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现在看

来，这样的结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李存勖兴起非

常迅速，与他自己非常勇猛有关，更与他父亲李克

用临死前给他指出了梁、燕和契丹三个报仇对象有

关，也就是说开始有人指导做事的方向，他确实落

实得非常好．等他完成任务后，没有人指导做什么

事，导致与伶人混在一起，最后迅速亡国．前后时

间只短短三年，李存勖的勇猛并不会发生太多的变

化，“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显然并未及问

题的根本，方向的有无很可能才是他为什么忧劳以

及他为什么逸豫的原因．
在更高尺度上带思想的方向性定性数据比一般

的定量数据更重要，导师提出的冷却路基思想，提

出的黑河流域水 土 气 生 人综合集成思想，将众

多的科研人员带到了水草丰美的地方，当然其作用

是发表几篇文章所无法比拟的．如果用人生轨迹来

做比，定性数据是确定前进的方向，定量数据更多

的是涉及每一步怎么走．用导师和师娘的家庭生活

来作比，定性的数据是处于圆上部的导师勾勒的前

进的方向，定量数据是处于圆下部的师娘计算的家

里的柴米油盐数量．
前文中［１］那个业余科学家的例子说明科研人员

容易以小自限．很 多 科 研 工 作 都 过 于 局 限 于 细 节，
工作的意 义 已 被 细 节 中 的 魔 鬼 吃 掉．媒 体 经 常 宣

传，某 科 学 家 成 果 丰 富，但 不 幸 落 选 了 科 学 院 院

士，在替他们感到非常惋惜的同时，甚至还拿现有

的科研评价体系出气替他们鸣不平．落选者心中也

是愤愤不平，抑郁之情常显现于言表，跑到媒体面

前大谈公正问 题，感 慨 现 在 是 一 个 拼 关 系 的 时 代．
心中不宁静，充满了恨意和不平的人，一碰到不好

的事情就喜欢在别人身上、别的地方找原因，甚至

大肆宣传．就此点媒体和个人都有责任．如果摆成

果数据，普通科研人员肯定会被这些落选科学家的

数据吓倒．但反过来想，如果一名科研人员达到了

院士水平，应该早就达到了淡泊名利的境界．如果

落选院士的科研人员还为自己曾经的失利耿耿于怀

的话，其实只能说明他还没有院士的水平，胸襟和

气度．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说明最后那句大而

化之的“数据”的质量要高于展示科研人员成果的数

据的质量．

７　导师的“淡出”与“看透”的指导

７．１　导师的“淡出”

２０１２年下半年，书味香读书会成立后不久，也

就是生态经济之路刚现端倪的时候，我曾给导师去

信请他来指导 一 下 后 辈．没 有 想 到 导 师 他 要 淡 出，
回故 乡 上 海 去 了．我 曾 给 导 师 去 信，邀 请 他 出 山．
但几次都是石沉大海，于是心生一计，从大的地方

动手 不 行，小 处 来．正 好 当 时 有 学 生 一 直 在 上 演

“巧者劳，拙 者 逸”的 故 事，弄 得 自 己 有 点 焦 头 烂

额；而自己又在反思前后得失的时候，经常得一而

忘十，深感 力 有 不 济，知 道 了 学 应 在 年 少．于 是，
打出 了 不 招 女 生 的 旗 帜．效 果 很 好，风 吹 出 去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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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送到了导师的耳朵里．２０１３年４月，在兰州

新区考察时，导 师 面 带 愠 色 地 说：“现 在 全 兰 州 都

知道你不招女生”．我的回答也是铿锵有力：“一现

在女生大多将上研究生当成了爱情的温床；二我年

已４０岁，力 有 所 不 济，要 想 做 点 事 情 也 就 在 这 几

年，要招几个帮手”．
细究导师中计的原因，实是爱心使然，担心我

们走 偏 了 而 已．当 然，修 炼 的 阶 段 性 我 是 知 道 的，
我也只是希望导师能多来兰州月明林下信闲步，为

我们提供解读的剧本．我们身处广阔天地间，四顾

确实路太多，倍感茫然无所从，单靠勤学通大道是

正道，但有指路人当然更佳．
７．２　“看透”的指导

“看透”的指导也来自偶然．一次偶然的机会导

师为了激励我上进，略带责备地说我折腾了这么多

年还没有走出 黑 河，英 语 口 语 差 赶 着 出 国 也 不 出．
当时尽管我是以沉默来应对，但心里想过，一个人

要在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毅然抛弃那种地位，不顾

命运的摆布而立身做人，才能说得上是幸福．我像

只鱼儿守在黑河的水中央，也很自在啊．导师看我

没有反应，就拿某教授来进一步激励，说他有两篇

《Ｎａｔｕｒｅ》的文章，要我向他学习．这次我没有按捺

住，说 了 一 大 堆，大 体 就 是 出 于 自 然 的 才 是 好 文

章．当我正在 为 自 己 的 长 篇 大 论 得 意 的 时 候，“看

透”二字飘然 而 来．看 透 真 的 是 力 透 纸 背，又 得 到

指点进步了一次．看透名利场，人心得休闲，神仙

确实 只 有 闲 人 做．看 透 生 死 关，暂 时 觉 得 好 像 不

对，人要健康长寿，搞可持续发展，防患于未然实

乃上策．慢 慢 地 修 炼 吧！哎，修 炼 真 的 是 无 止 境，
自以为已登高楼能穷千里目，但仔细一看还没上半

层楼．
这里讨论导师的“淡出”和“看透”的指导，无非

是想说明一下，生活和工作中有道也有术，但最终

要归于道［１５］．

８　 结语

导师和师娘的生活和工作，确实为我点亮的一

盏人生醒悟明灯．发现生活中这些美好的我，是不

是最有福气的人我不 知 道，但 现 在 确 实 有 了“不 知

仙远近，但觉神清爽”的感觉．
综合来 看，导 师 和 师 娘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两 幅 画

面：近景是一张和谐的家庭照：导师挥毫落笔如云

烟，师娘恰如玉树临风前；远景是一幅和谐的山水

画：导 师 青 山 不 改 千 年 色，师 娘 绿 水 长 流 万 木 春．

神龙 本 一 物，气 类 感 则 鸣．人 需 要 达 到 同 样 的 境

界，具 有 相 同 的 视 野 才 能 相 互 看 得 到，相 互 听 得

到．能够欣赏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确

实也爬上了一座山岗，可抬头一看，送走一峰又来

一峰，前程路依然峰峦叠嶂不知所从，仍然需要指

路人将指路诗 提 到 路 中 央．漫 漫 长 路 有 好 多 风 光！

确实需要一路修炼，一路慢慢细欣赏．
惠我 者 小 恩，携 我 为 善 者 大 恩．我 们 赞 美 导

师，你是无穷的源泉，让弟子们思涌吞笔；我们依

恋师娘，你有母亲的情怀，让弟子们溪中荡漾．今

年恰逢导师当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２０年，与 师 娘 结 连

理４０年，桃李确实很开心，没什么好礼物，做一首

《闲想鹤仪形》以贺：

闲想鹤仪形

导师上海人，国栋之名实．手 持 倚 天 剑，学 海

驾云涛．移 山 造 海 画，天 工 清 新 诗．师 娘 慈 溪 女，
容德美如玉．守着芙蓉剑，厨房舞翩跹．锅碗瓢盆

曲，春水绕溪歌．上海来兰州，修身在 寒 旱；眨 眼

五十年，才 美 始 外 现．双 剑 昭 日 月，正 气 壮 山 河．
舒之济众人，卷之善一身．小可以明大，小家可喻

邦．诗歌和谐家，理堪当榜样．
弟子徐中民，立志求上进．心 高 天 地 阔，四 顾

路太多；茫 然 无 所 从，提 携 仗 师 恩．泰 山 悟 道 后，
眼界始开阔．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乃知天下

才，所识远未博．天工施造化，万物感 阳 春；我 在

楼台前，悟 出 鸳 鸯 剑．心 中 喜 不 禁，草 书 要 疾 进．
二把都拿来，铸造成一剑．不知是雌雄，暂号鹤乘

云．练后知好处，神清气也爽．不悲修 炼 苦，且 把

真情吐．练 好 鹤 乘 云，好 处 实 在 多．一 式 能 自 省，
定好人生位．二式安本分，本职成义务．三式练要

勤，十年铸一剑．四式理气清，才华如 斗 增．五 式

知心静，烦 恼 不 粘 身．六 式 长 见 识，易 现 事 本 末．
七式开胸襟，江海纳百川．八式增猛志，天边要留

名．九式要看透，身体是本钱．十式明 大 道，一 切

归自然．鹤 乘 云 十 式，招 招 很 平 常．但 要 得 精 髓，
却需十年功．此剑在人间，邪气要收形．此剑在胸

中，正气当浩然．个人的经验，号召大 家 练．大 家

一起练，要 共 享 经 验．强 身 又 健 体，人 生 路 也 清．
不用泥沙底，苦苦把珠寻．练好幸福剑，四海任你

行．
绿水伴青山，好事常成双．佳 庆 双 喜 日，桃 李

开心时．先 赠 诗 一 首，供 导 师 下 酒．再 拿 云 一 片，
师娘当围裙．导师和师娘，风景要品尝．有人理源

流，自有后人传．二十年以后，要来饮 美 酒．看 我

２５３１　　　　　　　　　　　　　　　　　　　　冰　　　川　　　冻　　　土 　　３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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