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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叶剑英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作了

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非常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我们仅从生态保护、开发、消费的视角作一些探

讨，其生态思想具有整体性、系统性、针对性的特征。研究叶剑英生态思想对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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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是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对生态文

明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

生态文明的理论。本文从叶剑英生态保护、开

发、消费的视角作一些探讨，以缅怀这位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环境保护和治理

叶剑英作为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

成员，他较早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主张根

据实际做好山水文章、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1． 有山必有水，无水不成山

“有山必有水，无水不成山”〔1〕，这是叶剑

英根据实际，提出做好山水文章，保护自然环境

的高度概括。叶剑英一向重视植树造林，提出

“向山区进军”的思想，不仅要 “靠山要吃山”，

还告诫人民“吃山要养山”〔2〕。新中国成立初期

叶剑英在做生产指示时就强调要注意植树造林，

推广种树。提出要奖励开荒造林; 兴梅一带山

多，应领导群众造林; 林业方面要保林育苗，发

动群众造林。植什么树呢? 叶剑英在开发山区中

也有提及，一般都是可供农民创收的经济作物。
今年种植的经济作物来年可以有收成，砍了之后

又可以根据时令栽种其他植物，既保护了山体又

给农民增加了收入，一举两得。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叶剑英仍然十分关心植树造林。1980 年 5
月，他又再次强调“山区要搞好造林”〔3〕，1982
年 11 月，85 岁高龄他还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

验表彰先进大会题词: “为实现绿化祖国的宏伟

目标而奋斗”〔4〕。他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子孙后代

的延续、国家前途之间的关系。而他的思想和举

措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是

当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2． 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叶剑英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十分注重城市环

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加强。1949 年 1 月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但遗留下来的却是杂草丛

生，天安门城楼斑驳一片，除了城门之外所有的

楼子几乎都被垃圾埋了。3 月，叶剑英在北平城

区区长联席会议上指出 “清洁运动就是保障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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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减少死亡”〔5〕。叶剑英领导了北平市的清洁

卫生运动。约三个月内共进行了防疫、环境卫

生、医药救济、学校卫生等工作。他还领导了北

平道路沟渠的修建，“半年来修路面一十五万二

千九百八十平方公尺，各种井一千九百二十二

座，各种沟四千六百多公尺，并整顿了河道与防

汛工作”〔6〕。叶剑英在担任北平市长、广州市长

期间，还十分重视整顿摊贩、收容乞丐等工作。
1953 年 5 月，叶剑英主持中南行政委员会第十

次委务会议，其中听取并讨论了南洞庭湖整修工

程验收团负责人关于验收南洞庭湖整修工程报

告〔7〕。叶剑英保护环境的思想是连贯的。1979
年，他还明确指出: “对于当前群众在……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迫切问题，凡是经过努力能够

解决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想尽办

法创造条件加以解决。”〔8〕

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大，土地人均占有量少、
可供开垦种植的土地就更少，这是我国的一个土

地资源现状。所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叶剑英在发展经济过程中

时时刻刻都在注重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不破

坏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阐述到: “我

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很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也不可能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各地

区都应当努力创造适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形式、步

骤和方法，去达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9〕他

指出: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做到靠山吃山、靠

海吃海，努力帮助群众渡过难关。〔10〕

叶剑英之所以会在视察家乡之时提出 “向

山区进军”〔11〕的思想，是基于对广东整体地形、
地势特点的考虑。广东地貌地势北高南低，地形

复杂，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由于人多地少、交通

阻塞所以广东大部分山区经济发展滞后。面对这

样的实际情况，叶剑英只能把农业发展的思路重

新放回到山区。1951 年他在出席广东省第二届

各界人代会议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努

力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松香、杉木、香菇、茶叶

等特产。广东地区多山地和水源，这两者就成为

了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自然环境起着调节和

保护作用。一方面，山区的木材、森林资源、水

电资源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树木可

以保持水土、净化空气、防风固沙等等，对于我

国经济建设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979 年 广东

省代表团讨论会上叶剑英指出: “广东山地多，

要靠山吃山。山区里有药材、木材，丰富的矿藏

…要很好地加以利用”〔12〕。接着他提出要改变过

去单纯的只依靠粮食过活的一种思路，尤其是在

山区这种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必须调整农村的产

业结构，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不断发

展、建设和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事

业，通过农工、农贸结合为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

创造必要的条件。他提出“要向山区进军———木

茨可以上山，果树可以上山，还有茶叶、油桐、
油菜、药材等都可以上山。”“有了水可以灌溉，

可以办小水电…平原可以办沼气”〔13〕。这些措施

在认真贯彻和执行之后，不但使得山区的经济发

展有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还保护了当地的一个

生态循环的系统，使得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叶剑英受命开始负责南

粤事务以及领导华侨工作。他在签发华南分局

春耕度荒的指示时便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

了相应的政策，呼吁广大华侨进行 “侨眷生产

自救”，做到 “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即鼓励

有地自耕者精耕细作，依据当地地形、地势的

特点，侨眷在不危害、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开垦荒地，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以满足自

身需求; 而对于靠海一带的侨眷，叶剑英则鼓

励他们参与到航运、水产养殖业中去通过自身

的努力和劳动获得生存物资; 对于处于农村地

区的侨眷则可以种植甘蔗、棉、麻、果 树 等、
养殖猪、牛、羊、鸡、狗并将动物的粪便当作

养分和肥料对果树进行养分的补给。这样一来

既保护了环境、循环利用了资源、又解决了侨

眷的燃眉之急。而为了加强海洋工作，叶剑英

建议设立海岛管理局。之后成立了广东省海岛

管理局，以加强海岛的建设与管理，在稳定海

洋环境的前提下发展海洋经济。
2． 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人

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离不开对环境的保

护。叶剑英认为社会需要发展但必须在保障自然

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叶剑英接手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他在 《各

地区发现有橡胶之地方应注意保护》指示中指

出“在发现有橡胶树之地方———注意保护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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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破坏”〔14〕。1951 年 11 月，叶剑英在雷州半

岛、海南岛考察橡胶分布和生长情况，为了找到

最适合种植橡胶业的基地，他认真研究各地的气

候、土壤等资料并提出一系列意见。叶剑英带领

一批中国和苏联的林业，橡胶方面的专家及有关

负责人，深入雷州半岛、海南岛进行考察，了解

和掌握了这一带橡胶树生长分布的第一手资料，

熟悉有关橡胶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他经过大量

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

料，认为高雷、海南，土壤肥，荒地多，可以大

力发展橡胶，并且可以把橡胶发展同国防建设和

其他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但是由于海南省毗邻海

洋，台风较多，叶剑英在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又因地制宜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在胶园四周建设防

风林以 减 少 和 防 止 风 灾 损 失。后 来 又 提 出 了

“依山靠林”的植胶方案。利用山体和防风林双

重保障橡胶林园的健康成长。
对肇庆七 星 岩 的 保 护，叶 剑 英 作 过 批 示，

“七星岩是国家风景区，在七星岩及其周围的保

护范围内采石，都是不可行的”〔15〕。1953 年夏

天他亲自到了肇庆的七星岩进行考察，并做出指

示，七星岩风景秀美，可将湖面面积扩大，将农

用灌溉和风景欣赏结合起来。于是他派出古大存

负责七星岩的保护和修缮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和

漫长的工程建设，星湖成为了集旅游、防洪、灌

溉、养鱼于一体的综合性效益的中型水库。
3． 合理利用水资源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作为生态环境的组成部

分，与人类的关系是人们所密切关注的。叶剑英

非常重视水利工作，反对破坏生态环境。他在北

平市半年来接管与施政工作中谈到: “整修十九

区北辛安诸村大水渠可灌溉农田一万三千亩…只

五个区不完全统计共打井修井四百二十一眼，雨

季前永定河河堤的修筑工作，即己顺利完成，在

被 涝 农 地 动 员 农 民 开 排 水 沟， 都 有 良 好 成

绩。”〔16〕叶剑英在主政广东时，曾多次提及水利

建设，认为水利工作是人民福利的百年大计。手

中掌握了土和水生产就有了基本条件。其工作的

总方针是在上游保持水土，护林造林，在下游防

御洪水，疏通河道。于是在 1950 年 3 月 发 出

《关于实现一九五〇年农村水利方针及生产计

划》时提出 “水利方面，以防洪复堤、培修抢

险为主”〔17〕。6 月 24 日致函广东省农代会、妇

代会，指出“现在虽不能进行水利建设，但可

以做好水利工作，各地可修筑堤坝，挖掘山塘，

即可蓄水又可灌溉”〔18〕。通过把池塘挖深加深，

把水蓄积起来，天旱的时候再放出来调剂用水，

逐渐把水害化为水利。并将水利和农业、工业有

机结合，大大加强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及时总

结水利工作，叶剑英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广东

省工作报告》中写道: “今年汛期早，五月上旬

各江水位暴涨，因为早有防备，在四月中旬，各

江的主要堤围都曾修补，共完成二百二十万土

方，一万七千石方。”并进行了反思 “只少数分

支堤坝…曾有崩决，淹了些田地。”〔19〕同年 10
月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今后

具体的 奋 斗 目 标，其 中 “实 行 土 改、兴 修 水

利”〔20〕是几件中心工作之一。1951 年 1 月 1 日，

广东省、广州市新年团拜会上，叶剑英回顾了解

放一年来广东和广州包括兴修水利在内的各方面

所取得的显著成绩。1951 年 8 月，在讨论有关

华侨工作和水利工程建设等问题上，叶剑英就要

求农林局应训练水利技术部。他指出 “应领导

群众多筑山塘储水。此外兴梅一带山多，应领导

群众造林，以保护河床及调节雨量”〔21〕。同年

10 月，在《目前形势，一年来工作及今后任务》
的报告中也提到“兴修水利”，要求认真做好水

利工作。因此就梅州特殊地势建了一个雁洋水电

站，不仅可以供给当地家庭用电还灌溉了附近的

农田。1979 年的讨论会上提出 “还有水利资源

可以发电，要很好地加以利用”〔22〕，要利用好广

东亚热带气候的自然条件以及水源落差搞小水电

站发电。通过发展小水电站、办沼气发电解决地

方用电，这样既缓和了国家供电紧张的情况又可

以利用电力发展其他产业，一举多得。
三、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

生态消费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

式，它把人类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之中，使之与

生态系统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消费领

域的具体体现，是人类消费模式的根本变革。叶

剑英主张勤俭节约、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生态消

费，树立正确的生态消费观。
1． 勤俭节约

叶剑英从小生长在农村，农村生活艰苦，父

母勤俭节约的品德深深影响了他。叶剑英担任北

平市长期间指出，“我们已经计划发展学校机关

生产，如自己种菜、养猪，来解决自己吃菜吃肉

的问题”〔2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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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于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残留影响和党内

教育和党员自身的反思、批评不足，全国上下

( 包括广东) 贪污浪费特别严重。于是在全党上

下开展了 “三反、五反”运动。其目的之一就

是恢复党的纯洁性，牢记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

基本原则，树立正确的消费观。1951 年 12 月 21
日叶剑英作了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增 加 生 产》的 报 告。
叶剑英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决惩治贪污犯，有

效克服贪污现象。并提出 “增加生产，厉行节

约”〔24〕、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树立廉

洁朴素的思想作风。在 “三反、五反”运动中，

叶剑英号召全省人民坚决贯彻毛主席增产节约的

指示，加紧工作，加紧学习。叶剑英多次主持或

出席“三反、五反”工作会议并作讲话，阐述

“三反、五反”的意义和重要性，讨论 “三反、
五反”运动。多次签发关于开展 “三反、五反”
运动的指示。这次运动清除了党内贪污蜕化分

子，纯洁和巩固了党组织。在对自己故乡梅州做

出生产发展的指示时认为山的资源有的可再生、
而有的不可再生，例如矿产资源，煤、铁、金、
铜等等，这些不仅是当前问题更关系到子孙后代

和国家经济的前途，因此一定要注意节约资源，

不要造成浪费。1977 年 12 月，叶剑英还提出

“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25〕。
2． 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生态消费

生态社会的建立需要必要的法律手段加以约

束，不断推进法律制度、法规的完善对建设生态

文明社会具有指导性的意义。1978 年 3 月 5 日，

在党的第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当选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主持全国人大工作期

间，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其中包

含了生态法制建设。他在 1979 年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会议上指出: “人大常委会还将

根据许多代表提出的意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

抓紧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以

及工厂法、劳动法、合同法、能源法、环境保护

法等各项法律的制订工作。”〔26〕正是在叶剑英上

述法制思想指导下，1979 － 1982 年，叶剑英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名义，公布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 ( 试行) 》。叶剑英明确指出: “尽快完善我

国的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纠。”〔27〕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

定要实行人人平等，决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

之上的特权。1979 年 9 月 10 日，叶剑英为法制

工作题词:“认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28〕

可以说，叶剑英关于生态法制化的思想和实践为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为生态消

费提供了法律保障。当然，它是初步的，为我国

完善生态法制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叶剑英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中，我们不

难看出他对生态问题具有独特的见解: 一是生态

建设全面发展的整体性。他在谈到生态问题时，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抽象的、孤立的去分析和解

决生态问题，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出发，分析

各地的各种因素，提出全面的，又结合实际的意

见。二是生态思想的系统性。生态保护———生态

开发———生态消费已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三是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针对性。
他针对北京、广东的实际，在主政北京、广东

时，提出治理污染、做好山水文章;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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