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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鲁枢元

摘!要!德日进认为人类由于具备了自我意识"反思"反省的能力而超越了其他生物#代表了宇宙演化的最高水平! 个体
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飞越#在生物圈之上生成了$精神圈%*$00>GBr;:Y$00>GB:;:+! 而集$雅%$善%为一体的$爱%#是将人
类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人类的未来也必然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向着整体化迈进!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
学说约略可以视为$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筑牢了人与地球万物共生共荣的整体论#进一
步奠定了生态美学的根基! 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
造能力#以及符号意识如何打造人类健康美好的生活等等#都可以在德日进的学说中寻获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德日进&!宇宙精神&!精神圈&!爱的能量&!生态美学
作者简介!鲁枢元#河南大学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南路 ,,, 号黄河科
技学院#邮政编码'a3444b! 电子邮箱'F@>B@"@#$)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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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日进其人

德日进 'D':;;:H:'FB#;< <:CB#;<'$O+))+*

+b33 年($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一个天主教徒家
庭$巴黎大学地质学博士$有生之年长期在中国
从事生物考古工作$北京周口店#河南仰韶村#
宁夏水洞沟#甘肃幸家沟#内蒙古萨拉乌苏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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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化遗址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他是中国旧石
器时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重要著作
都是在中国完成的" 德日进$是他为自己取的中
国名字"

德日进不仅是一位考古科学家$同时还是一
位在欧美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哲学家#思想家$著有
)德日进文集+十三卷$对人与宇宙的关系#人在
宇宙中的意义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前途持有独到

见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他既是科学家又
是一位精神巨人" 人们对他的思想可以存有异
议$但不能不承认他的许多思想是超越他所生活
的那个时代的" 24 世纪晚期$随着世界生态运动
的高涨$随着学科跨界研究的盛行$他的思想的先
导性#启迪性日益显露出来$但中国学界对他的关
注度至今仍然不足"

我在 24 世纪 b4 年代特别注意到德日进$是
因为他提出了地球%精神圈&的概念$为我所热衷
的%精神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我主持
的生态文化研究机构$历来悬挂有德日进的大幅
照片" 24+( 年 b 月$造访我们研究中心的美国德
日进研究会主席#耶鲁大学约翰!艾伦!格瑞姆
' 0̂B$ =FF:$ k;'1(及夫人玛丽!伊芙琳!塔克
'M#;"[E:F"$ H@/Q:;(看到之后很是惊喜$遂在相
框前合影留下这一难忘的时刻$事后还赠送给我
们以德日进思想为主题精心制作的专题片)宇宙
的旅程+'L#2.1"+#6-4"M1*H".'"($并授予我们在
中国国内的首发权"

二" 最初的宇宙物质就拥有生机

德日进认定$宇宙从一开始就拥有生机与生
命力" 这就打破了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的基本原
则$挑战了人们的常识" 他反复向人们解释/宇宙
的最初形态是大爆炸后由无限多的%物质细微颗
粒&即质子#中子#正子#介子等形成的宇宙灰尘$
这些极小的物质微粒相互碰撞#相互吸引形成不
同的原子和同位素$原子聚合生成分子$渐渐凝聚
成一个个星系#星球" 在地球这个星球上$诸多分
子合成复杂的大分子$复杂的大分子演化为单细
胞$单细胞合成多细胞的生物体$即微生物#植物#
动物$动物经过长期进化而诞生了人类$由原始人
类直到现代人类" 早期地球的化学成分$也是宇
宙物质的化学成分$即后来地球上的植物#动物#

人类的生命之源" 德日进颇为动情地表述/%3前
生命4在地球生成的瞬间就马上从一种命定在空
中飘浮扩散的冷滞麻痹的状态中觉醒了起来"&
'德日进$)人的现象+ ,b*(4(

德日进坚信生命不会无中生有$%在完整的
世界图画里$生命的存在必然要以无限延伸的生
命前的存在为前提&" '德日进$ )人的现象+
+b*24(他认为在最初的那些%粒子&中就已经包
含有化生的动机$即生机" %在所有的物质系统
中都具有潜在的心智"&'德日进$)人的现象+ 3(
%生命和思维也许是地球所特有的$但它们还是
宇宙的生命和思维"&'德日进$)人的能量+ )(

他的这些说法被人们视为早已经被现代科学

否定了的%万物有灵论&"
然而$格瑞姆夫妇为我们提供的专题片)宇

宙的旅程+中谈到$最新的科学发现似乎又为德
日进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我们将如何讲述生命的故事!生命
从哪里开始!用什么理论来解释生命的
出现!真相其实就是!没有人确切地知
道答案" 但即使我们无法得到完美的
答案!科学家们已经开始从一个全新的
角度探索整个有关生命的问题了!那就
是自组织" 获得了诺贝尔奖的伊利
亚#普利高津 $?F"#D;'%0%'$:O+b+(%
244- 年&发现'物质本身会主动模仿!
这是物质的内在属性" 以此而论!生命
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当行星内部物质
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时!生命就会自
然诞生"

普利高津的重大发现在于/物质内部所拥有
的%自组织性&$就相当于物质潜在的%生机&" 事
物不仅具有物质性$还具有结构性$相同物质由于
组织结构不同$就可以生成不同的事物$比如
7_=排列组合的细微变化$就可以生成差异极大
的不同物种/大雁与苍蝇#蓝鲸与骆驼#黑熊与企
鹅#大猩猩与人" 宇宙物质的这种%动态自组织
能力&$或许就是德日进所说的宇宙物质从一开
始就拥有的%生机&%生命力&" 或者说/物质所具
有的%前生命力&"

!+,!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三" 精神是宇宙进化的内在动因

德日进相信进化论$认为宇宙从基本粒子#原
子#分子#大分子到简单细胞#多细胞$从无机物到
有机物$逐渐进化出生命直至进化出人类$进化为
当下的文明社会$是一个持续不断的 %进化过
程&" 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尽相同$他的进化论
不仅适用于生物界$还适用于整个宇宙.他虽然承
认外部环境对于进化的影响$却更强调物体的内
在精神'1'$<Y>G';'9@#F(才是物质演化的主要动
力" 德日进否定物质#精神二元对立的习见$认为
物质和精神从一开始就具有内在联系$%在宇宙
里$精神比物质更加原始$更加始终如一$0112
精神是宇宙的不可毁灭的一部分& '德日进$)人
的能量+ 2,(" 物质是%物之表&$精神是%物之
里&$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在整个进化过程中互为
表里$相辅相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任总干事欧文!拉兹洛
'[;E'$ 8#>UF0O+b-2 年*!(是继德日进之后常
年关注精神与物质统一性的著名思想家$他认为
宇宙中存在一个%全息隐能量场&$人脑与这个
%全息隐能量场&保持着联系$并与它保持着信
息#能量的交流和置换$%精神与量子真空的共舞
把我们与周围的其他精神$与这个行星上的生物
圈和超越生物圈范围的整个宇宙都联结了起来"
它向社会$向自然界$向整个宇宙3开放4了我们
的心灵&'闵家胤!钱兆华 2,3(" 他和德日进都
把精神的活动认作%能量&与%信息&的活动$都希
望将人类的精神活动纳入地球生物圈$纳入太阳
系$纳入宇宙的整体系统中加以解释$这对于%精
神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
的前提"

精神不是单单属于人的$而是一个宇宙现象$
德日进将其称作%宇宙意识&" 生命演化的复杂
过程是宇宙自身的心智化由细微向丰蕴的内在运

动$体现为从基本粒子到原子#分子#细胞#生物
体#人类的演化过程" 其中$精神作为一种内驱力
对宇宙的演化发挥着重大的能动作用"

经常批评德日进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

主雅克!莫诺 'M0$0<O #̂/q@:>8@/':$O+b+4*
+b(, 年($有时似乎又在帮德日进说话$他曾在书
中写道/鱼类如何演化成鸟类5 关键在于其中一

些鱼%想要&爬上陆地$飞向蓝天" %想要&$就是
这些太古时代的鱼的憧憬与梦想$这是鱼的内在
精神$也是德日进认定的宇宙精神6!

四" 人类位居地球物质进化的顶端

在德日进看来$生命的演化是地球物质有机
性#复杂度不断提高#日益精细的过程" 生物性越
复杂的生命$心智的程度就越高" 比如$一只老鼠
比一条蚯蚓的生物性复杂$心智程度就高出许多"
人类的出现超越了其他生物$一是大脑进化水准
超出了其他动物.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智发生了飞
越性的变化$即人类具备了自我意识$具备了反
思#反省的能力/%3反省4乃意识获得转向自己和
掌握自己的能力$认自己为具有特殊的统一性与
价值的对象***不再只了解别的东西$而且了解
自己.不只知道$而且知道自己知道$这是人从
自己的深处认识自己"& '德日进$)人的现象+
+4,(

德日进在他的著作里反复强调$人之所以能
够形成$是因为人的意识出现了折向自身的能力$
%动物也可以致知$唯有人知道自己致知&$%这个
新官能显然引出一批新的特征***自主性#对未
来的预见性#计划与建设能力&$%有了这一能力
以后$人化个体还获得了互相接近#互相交往和紧
密团结的能力&'德日进$)人的未来+ +a(("

德日进认为人类出现是地球物质进化的顶

端$予以高度评价#热烈赞美/人是宇宙在地球上
燃起的大火$人是万物的钥匙与终极的和声" 万
物在人里面成型.万物在人里面取得解释'德日
进$)人的能量+ ,(" 人类成为地球的心脏与大
脑$人类成为万物之灵$人类成为%生物界大综合
的上升之箭&"

%精神这个现象不是黑夜里一道短暂的闪
电$而是吐露了世界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意识到
自我意识这个逐步的#系统的演进过程" 这是宇
宙的一种状态变化"& '德日进$)人的能量+ ),(
这种变化究其本性而言$是宇宙的意识化#人格
化#心化'b4(" 也可以说$宇宙意识在人的心灵
里演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阶段"

德日进的这一说法类似于中国宋代哲学家陆

象山的%心学&/%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侯外庐 ,(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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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我们秉持心物二元论的观点$总是批判陆象山
的唯心主义" 如果站在德日进的人与宇宙一体化
的立场上$%宇宙在人心里成型.万物在人心里获
得解释&$也就是%人心即天心&的翻版了"

五" %精神圈&让地球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在德日进之前$生态学家们已经依照%多层
同心圆&的系统模式为地球划分出若干个%圈&/
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 如今$德日进又别
开生面地创设了一个新奇的%圈&/%精神圈&" 它
不像岩石圈#水圈那么实实在在$反而显得有些轻
灵缥缈$然而也真实地存在着" 德日进说/与庞大
的天体相比$%精神圈& %几乎是让人觉察不到的
薄膜" 实际上$这个薄薄的包层完全可以充当我
们用来理解和沉思宇宙能量的最先进的形式" 这
个薄薄的包层环抱着它的广大而神秘的实质$诸
多世界的振动形成的最强音符& '德日进$)人的
能量+ ++-("

在德日进看来$如果说生命体的诞生是地球
上发生的一件大事$人类的出现#人类思想与人类
精神的生成更是宇宙间一件惊天地#动鬼神的事$
我们的星球由此跨越一道神圣的%门槛&$一直以
染色体方式即通过基因传递的遗传变成了以%精
神圈活动方式&为主的社会遗传"

德日进指出/%这个升华的伟大过程$可用
3人化4'B01'$'U#9'0$(一词称之" 3人化4可以用
以称呼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顿跃$但也可以广
泛地指称在人类文明中从动物世界转入精神世界

的过程"&从此$精神创生了$%在3生物圈4之外$
逾越它的还有一个3精神圈4&$%地球得了3一层
新皮4$更要紧的是地球发现了它的灵魂& '德日
进$)人的现象+ +24("

德日进指出/%这个身为自己反省对象的新
生命$正由于有这种返回自身的能力$才能即刻提
升自己进入更高领域" 这样一个新世界诞生了"
抽象#逻辑#理智的抉择和发明$数学#艺术#时空
的计算$忧虑以及爱之幻想等等***这些内在生
命的活动都只是这个新形成的中心从自我爆裂以

后所激引的奔腾"&'德日进$)人的现象+ +4((相
继而来的是语言#文字的出现$人的思想#人的精
神进入符号化#信息化的更高层面$并由此点燃了
人的潜能$放大了人的历史存在$促进人积极主动

地参与自然与自身的创造" %精神圈&是人的心
理#意识在地球上的展现$包括思想的#情感的#信
仰的#心灵性与精神性的存在$主要表现形式为/
科学#宗教#哲学#教育#文学艺术"

德日进的%精神圈&中的%精神&$是一种推动
人类进步#统合#向善#向上的力量$一种内在的自
我组合力" 德日进说这不是他的臆造$而是宇宙
内在运动的方向" '德日进$)人的未来+ +,b#
+b4#2+-(

%精神圈& '$00>GBr;:Y$00>GB:;:($成了德日
进宇宙精神学说中的一个关键词""

六" 爱是原始而又普遍的宇宙能量

在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中$精神是宇宙间
向上#向善的意愿和动力$是一种拥有强度与方向
的矢量$他称之为%精神能量&"

德日进在其)人的能量+一书中$将人的能量
划分为三种形态"

混合能量/生物进化过程中由肌肉#神经系统
组成的有机体内部逐渐积累协调起来的能量$属
于生物能量$比如在工地上搬砖"

受控能量/人的身体通过控制#操纵机械#仪
器获得的能量$属于物理能量#机械能量$比如码
头上的起重机"

精神能量/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的能量" 他说/
%精神能量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内在自由活动领
域$是我们的智力活动#情感和意志的能力"&%它
透过思考和热情来控制事物及其关系"&这种能
量是实际存在的$但却难以计量'德日进$)人的
能量+ +4(($比如母爱#上进心"

在德日进看来$精神的能量既是道德的也是
物理的$是%物理道德&$是%宇宙能量的花朵&$是
%人类的共同的灵魂&" 而精神能量中作为%最高
级心理功能&与%最个性化现象&的是%普世之
爱&" %爱是宇宙能量当中最普遍#最伟大而又最
神圣的力量"& '德日进$)人的能量+ +3( %爱是
原始而又普遍的精神能量" 0112宇宙进化在
爱的演化踪迹中得以表达"& '德日进$)人的能
量+ +,(%爱是神圣的能量储备$爱是精神进化的
血液$是地球意识首先向我们揭示的东西"&'+)(

以科学家自居的德日进不惜浓墨重彩为普世

之爱唱起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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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生命的基本源泉!或者你喜欢!
也可以说爱是唯一可以使进化不断向前

推进的自然氛围" 如果没有爱!奴役的
幽灵(白蚁和蚂蚁的命运!就真正在前边
等着我们了" 有了爱!在爱的氛围中!我
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就会在人类生气勃勃

的团聚中得到深化!一切未经探索的道
路也任由想象力自由驰骋" 爱把有爱心
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而不是凑合在一起)
爱可以使人们在相互接触之中发现比任

何孤独高傲高出百倍的壮志豪情!并因
此可以在人们内心深处激发出最强大的

原始创造力" *德日进! +人的未来,
a3%a,-

德日进推崇的爱$不只是精神分析心理学派
所说的性爱#爱欲$而是一种神圣博大之爱$一种
根源于宇宙意识的%相互联系之爱&$集%雅&与
%善&于一体的%普世永恒之爱&$是将人类凝聚成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是地球精神圈运转
的最高目标"

七" 大联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

在)人的未来+一书中$德日进认为宇宙也是
有始有终的$以希腊文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字母
表示/始点)'阿尔法(是最初的宇宙大爆炸$终点
*'欧米伽(是在个体完善基础上的全球大联合#
万众一心的人类共同体" 他认为$就如同原子结
合为分子#分子聚合成细胞#细胞生成生物体#生物
体集合成生物群落一样$当下充满阶级对抗#民族
撕裂#国家冲突的人类社会只不过是短期现象$人
类的未来必将走向汇合统一$这是宇宙间的定律所
决定的" 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圆锥体$上升的最后必
然要汇拢到那个居于顶端的点***欧米伽点"

德日进预言/在宇宙意识的感召下$%人们终
于在自己的具有演进性质和命运的广大共同体里

形成了一种普天团结的意识$那么$被煽动起来以
恐吓我们并阻止我们前进#使我们沦为机器的残
暴幽灵就会被彻底祛除" 在我们周围一浪又一浪
地涌起的全球化浪潮所预示#所带来的不是冷酷
和仇恨$而是人类还未经验过的一种新的爱&"

这一相亲相爱不是出于强制与征服$而是出于心
心相印的内在吸引$出于同一精神范围内的共识
'德日进$)人的未来+ +4b("

德日进满怀信心地说$人类由于心智的发展$
业已从原先分散的状态逐渐聚集起来$遵循大自
然的进化规律$由%个别反思&进入%集体意识&$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联合起来向着整体化
'H09#F'>#9'0$(迈进$是宇宙精神进化的必然结果"
德日进把这个过程称作%全球化&$并将其视为
%不可抗拒的物理进程& '德日进$)人的未来+
++,(" %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止它一往无前地抵达
其进化的自然终点"&'德日进$)人的能量+ +ab(

有人说德日进是%全球化&的先驱6
%为了完善$要互爱&$%要互爱$否则你们将

消失&" %人类的联合和保护不再以野蛮的方式$
而是以爱的方式进行&$%在联合的过程中使人超
人格化&'德日进$)人的能量+ +a)("

人们又说德日进是%联合国&的首倡者"
不过$德日进倡导的人类的%大联合& %全球

化&$与当今由强权政治掌控的大联合$为跨国公
司#世界银行操纵的全球化不同$是人类凭借%同
情&与%博爱&结合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体人格
独立完善&基础之上的大联合" %这种相亲相爱
不是出于外部力量的作用$也不是单纯出于谋取
物质利益的行为$不是出于共同事业的强制或征
服$而是直接出于同一精神范围内的共识&$就如
同%分子的组合是通过原子的亲和关系实现的&$
%唯有通过同情$才能指望获得高级的整合& '德
日进$)人的未来+ +4b("

24 世纪 -4 年代前后$法西斯主义在日本#德
国取得统治地位$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权
主义甚嚣尘上" 德日进却在这时宣示他的全球
化#大联合主张$似乎非常不识时务.但这也体现
出一位纯粹的学者绝不随波逐流的学术精神" 德
日进并未置身事外$他在当时针对二战中严酷的
政治局势曾指出/极端民族主义不过是%集体利
己主义&.而希特勒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统治模式只会将民众变成
白蚁$让人群退化为蚁群$让社会变成%白蚁冢&"

八" 对德日进的多重质疑与批评

对德日进%宇宙精神学说&的质疑来自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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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是生态批评界" 有人指责德日进在)人的

现象+)人的能量+)人的未来+三部书中透露出的
人类至上#人类中心#科学主义#乐观主义#无限进
步论$似乎全都与世界生态运动的宗旨相抵触"
但我认为$如果考虑到在德日进的学说中$人类#
人类社会#人类思想#人类精神#人类的未来并不
是与地球#宇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相
对立的$且全都是地球#宇宙自身演化的结果$全
都是宇宙精神的展现$人与自然在一个更宏大的
框架中是统一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德日进的这
些说法并不有悖于生态精神$而应该说他筹划的
是一种更宏阔的%宇宙生态学&"

二是宗教界" 德日进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自
认为他的%宇宙精神学说&对上帝位格#宗教起源
作出了科学解释$然而教会并不领情$反而认为他
宣示的都是些%歪理邪说&$始终禁止他的著作出
版发行"

三是科学界" 德日进总不忘向人们强调他是
一位科学家$他的学说不是神学$也不是哲学$而
是科学" 然而$科学家不以为然$反而指责他的学
说缺乏科学的依据$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就
曾经对德日进的活力论#万物有灵论进行过严厉
的批判$奚落他的理论概念模糊#文笔晦涩#稀松
一团$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生态哲学&$在当代生
物科学的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22*2-("

我自己的疑惑是/读德日进的书$发现这位科
学家面对社会现实竟如此冷静" 这些多半在日本
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血肉横飞中写下的文字$竟
很少受到战火的影响$很少'不是没有(提及人性
的丑恶#精神的沦落#强者的暴虐#弱者的怯弱#生
灵的涂炭#世事的悲惨$以及自然蒙受的损伤" 德
日进并不是一位缺乏道德感的人$这一切或许只
是因为他是从宇宙的大视野$从地质年代的长时
段来面对他的研究对象" 当下$人与人#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以及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恶斗$只不
过是宇宙进化史上一个小小的曲折$这一切都不
能够消解普世之爱强大的整合力量$一切都不能
阻挡宇宙演化的规律$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光明正
大#美好圆满的" 至于光明美好的结局何时到来5
也许要经过数百年$也许要经过数千年#上万年#
十万年的演化$人类才能够到达他们所盛赞的那
个欧米伽点" 但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

到达顶点之前$人类就把自己%玩完&了$到达顶
点的或许是另一种宇宙的造物"

%宇宙精神学说&架构恢宏而论证粗疏$理想
主义多于科学实证$如果以科学的尺度要求它$只
能说它是一种%科学的假设&" 这是我以偏爱的
心态为德日进作出的辩护"

九" %宇宙精神学说&的生态美学意义

尽管雅克!莫诺曾经对德日进以及柏格森的
活力论#万物有灵论进行过严格批判$但同时又对
他们怀有掩饰不住的同情与赞赏" 他说$原始的
万物有灵论使自然界充满了令人感到亲切或可畏

的神话$这些神话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美术与诗
歌" 柏格森反抗理性#看重本能的冲动#张扬创造
的自发性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标记&" 德日进
把一种上升的演化的力量安置在自然界内$充满
%诗意的壮美&$那是他的%神灵&$他希望凭借这
个神灵把人与自然重新弥合起来" 莫诺是一位拥
有艺术天赋的科学家$他能够充分理解德日进学
说中的审美内涵" 德日进自己也曾说过/宇宙给
我们的静观提供一切和谐与美的象征和形式$我
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它关系到的是世界最高
精神的生存和发展'王海燕 +b("

在中国古代$将审美与宇宙作统一的审视$原
本是很自然的事" 方东美先生就曾指出/

至于艺术价值在中国宇宙论中更是

普遍!无人能否认" 所谓.圣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当庄子说这话时!
可说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深邃灵性" 中国
人在成思想家之前必先是艺术家" *+a,-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作为一种%宏观生
态学&$或曰%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起码在
以下几个方面与正在创建的生态美学密切相关"

!一" 对主客二分哲学观的彻底破解
曾繁仁指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存

在论哲学观$这种哲学观主张是对主客二分认识
论的突破$%人与地球万物紧密相连$须臾难离$
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世界&" %在天命中已经在世
界之内将人与其照面的所有存在者缚在一起

了"&他强调/%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态美学能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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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原则问题"&'2,2#2,+(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论$恰恰从一个更为宏观

的视野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证实了生态美学
的基本原则"

德日进决绝地指出/一边是人$另一边是世
界$两者各据一方$将世界一分为二$是伟大的现
代科学#现代社会诞生与发展的基础$然而却是一
种%非常自然的心理错觉&" 他还指出$作为现代
科学的量子物理学已经证实/我们自己原本是包
含在宇宙之中的$人本身就是进化的参与者$而不
只是旁观者'德日进$)人的能量+ +43*+4,("
在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中$精神与物质#物理与
道德不存在截然的界限$%我们没有精神和物质$
我们有的仅仅是变成精神的物质" 世界上既没有
精神$也没有物质&$%纯粹的精神确实像纯粹的
物质那样不可想象&$宇宙间存在的只是%精神物
质&" '德日进$)人的能量+ a-#aa(%在我们看到
的宇宙里$物理与道德之间不再有任何基本区别$
人的能量领域就是3物理道德4领域"&'++)(宇宙
的绝对律令与人类的崇高地位是一致的"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

子的宇宙图式倒是颇有些相似" 在老子的)道德
经+中$%道&乃天道$乃%自然&.%德&乃人事$乃
%人心&$在老子的哲学中%天道&与%人事& %自
然&与%人心&原本也是融会无间#合而为一的"
在现代工业社会$主流哲学将世界严格地界定为
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这一思维模式$日渐强化
为时代的主导思维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制造
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与对立$酿成了地球生态状况
整体上的恶化"

在德日进看来$%精神的创生是一个宇宙现
象$而宇宙也由这个创生本身构成&'德日进$)人
的能量+ ((" 那些基本粒子相互作用的能力可
以视为组织结构的运作能力$即%前意识#前生命
力&" 德日进认定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质与量的
鸿沟#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线$是不存在的" %生
命的种子&%意识的微粒&早在生命体出现之前的
%宇宙灰尘&中就已经存在" 他一生的努力就是
要在宇宙的物理属性与心灵属性两岸间架起一座

桥梁" 这也就为生态美学消弭主客二分认识论的
痼疾提供了哲学前提"

!二" 宇宙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环链
标题中的这句话出自曾繁仁)生态美学导

论+'222($是他在归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
慧与美学精神时得出的结论" 首先是%天人合
一&$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交融#浑
然一体的$天下之大道乃至中和$即人与万物和谐
共处共生" 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乾坤之
内生生为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
万物化生&$人只有在自然万物中才能繁衍诞育#
生长生存" 曾繁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宇宙万
物是一个有生命的环链&$%宇宙万物与人的生命
的循环$是一种物质能量与事物运行规律交替变
换的过程&'22-("

这些论断与德日进的学说已经非常接近" 德
日进在探讨人的现象时$其逻辑起点是把个人与
人类放在一起$把人类与整个生命界放在一起$把
生命界与全宇宙放在一起$宇宙#生命#人类是一
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一个生生不息的流程" 只不
过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古书中叫%天道&$在德日进
的书中叫%宇宙意识&" 出于同样的道理$德日进
也将%宇宙意识&作为生态审美的前提/

宇宙意识必定在人类发觉自己面对

着森林(大海(星辰的同一刻产生" 自此
以后!它的踪迹就出现在我们体验到的
宏伟和无限的任何地方'在艺术里!在诗
歌里!在宗教里" 我们通过它对作为整
体的世界做出反应!就如我们在光线底
下透过眼睛对世界做出反应一样" *德
日进!+人的能量, -4-

宇宙用身体孕育了人类的身体$宇宙的动态
自组织孕育了人类的灵魂$我们一直属于这里"
这个宇宙新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述/在 +a4 亿
年的时间长河中$星系将自己转化为山脉#蝴蝶#
巴赫音乐#你和我$这些流进我们血脉的能量$可
能会让地球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德日进看来$生物圈在宇宙意识的子宫内
诞生$而心灵和意识又在生物圈内诞生" 我们的
身体#我们的心灵同这颗行星上的生命网络息息
相关$又同生物圈内其他心灵相通$这些全都在同
一条生命的连环内$没有什么东西独立于任何其
他东西"

进一步看$海德格尔提出的作为审美空间的
%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既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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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思想的启示$同时不也彰显了德日进的%宇宙
意识&吗5

!三" 爱是审美创造力的天然源泉
美学'=:>9B:9'/(研究的对象是知觉#感受与

情感$乔治!桑塔耶纳将情感的核心归之于
%爱&$爱人类#爱上帝#爱艺术$同时也爱自然$
%自然是我们的第二情人& 'a+(" 马克斯!舍勒
将爱视为一种繁衍与创造的力量$%爱是事物朝
着原型的方向生成#生长和涌生的原动力&.%爱
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
之母&'舍勒$)爱的秩序+ a((" %爱是宇宙本身
内在的一个动态原则***推动万物为追求神性而
进行这场伟大竞争的动态原则"&'舍勒$)价值的
颠覆 3(+(罗洛!梅说/当世界还是一片死气沉
沉的不毛之地的时候$是爱神厄洛斯在大地上创
造了生命" 爱欲与性欲不同$它的功能是给予生
命的气息$是生命的最初创造者')-("

比起上述美学家关于%爱&的推重$自命科学
家的德日进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日进一如既往$
仍然是在他的%宇宙精神学&的总体框架之中为
%爱&命名$%爱$若就其整个生物学的实体加以考
虑的话$它并不是人特有的情形&$%它是一切生
物的一般属性$例如在和我们十分相近的哺乳动
物身上11更往远处推$则生命之树的下层也可
以看到相似的情形&$甚至在%分子内部的相互结
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德日进$)人的现象+
+)((" 爱的真谛$就是让一切元素自觉的投入整
体之中$促成宇宙的整体联系$让个体产生一种
%宇宙感&'+))("

德日进不怎么善于谈论审美与文学艺术$但
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
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造能力
都可以在德日进%爱的哲学&中找到依据/%爱&是
宇宙能量的内涵#生命演化的源泉#强大的原始创
造力" %爱是追求美和真的不可阻挡的冲动&$
%爱是天才#艺术和人和诗歌的策动力&'德日进$
)人的能量+ +22(" %爱是唯一可以使进化不断
向前推进的自然氛围&$%有了爱$在爱的氛围中$
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就会在人类生气勃勃的团聚

中得到深化$一切未经探索的道路也任由想象力
自由驰骋&" %如果没有爱$奴役的幽灵#白蚁和
蚂蚁的命运$就真正在前头等着我们了"& '德日
进$)人的未来+ a3(

!四" 语言#符号的出现让精神圈扑朔迷离
)淮南子+中讲/%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

哭"&可见文字符号的威力之大" 语言#文字的出
现$人的思想#人的精神进入符号化#信息化的更
高层面$并由此激发了人的潜能$放大了人的历史
存在$促进人积极主动地参与自然与自身的创造"
德日进认为$以染色体方式通过基因传递的遗
传已经变为以精神圈方式为主的遗传$人类观
念的传播与交换开始由生物遗传转为社会遗

传#文化遗传#教育性遗传$另一种生命编码程
序出现了" 犹如婴儿出生后就进入一个%新的子
宫&$即经由%行为或语言蓄存下来的各种传统$
还有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各类法律#宗教#哲学
或科学资料汇编等$所有逐渐积累#组织#重复和
固定起来的东西共同组成了人类的集体记忆&
'王海燕 244*24+(" 于是$地球的状况也随之
发生巨大改变"

约翰!艾伦!格瑞姆与玛丽!伊芙琳!塔克
在)宇宙的旅程+中对此作出尽情发挥/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创举就是语言"
语言(符号打开了深层意义!每个人都开
始有了一个小宇宙!借助人类文明经验
本身就可以记住并传承数千年!成为永
久遗产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来自地球各
方以及各个不同时代的人类的罕见领悟

和深切体会全部都汇聚到这里了!在天
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领域!人类
开始用符号(数字和模式来理解这个世
界" 符号激发了人类沉睡了千万年的潜
能!极其壮观0 语言(文字(符号在地球
精神圈所向披靡!人类不断地运用它形
成对地球上各种过程的掌控!试图为了
自己打造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新世界!
瞬间在这个星球上创造了 (4 亿自己的
同类"

正是语言(文字(符号让地球上的精
神圈发生如此巨变!闪现出陆离斑斓的
色彩"

人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切都在发生巨大的
逆转" 专题片)宇宙的旅程+接下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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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当前!我们这个星球上进化的决定
因素不再是生物学!而是符号意识" 在
远古时代!生命发展了符号的意识!但是
今天!符号意识又反过来掌控了生命!随
着人类语言和人类机械的发展!人类变
得与地球本身一样强大" 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我们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地球的进
化动力学!改变了空气(气候(河流(海
洋(森林!甚至 7_=" 由于人类!地球冰
冠纷纷融化)由于人类!珊瑚礁纷纷白
化" 由于人类!每年都有上千种物种走
向灭绝" 自 ,344 万年前恐龙灭绝后!地
球上还未发生过这样破坏性的灾难" 人
类正面临着祖先们从未碰到过的群体

挑战"

这应该是一个符号美学的问题$赵毅衡最近
指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艺术是
表达人类情感与生命意义的完整符号" 艺术产
业#艺术教育#生态美学#大众文化#艺术的天性与
社会的精神性生活以及社会经济活动都可以被纳

入符号美学研究的对象'赵毅衡 +,("
这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美学的命题" 法国社会

学家 .̂M.费里就乐观预言/%我们周围的环境可
能有一天会由于3美学革命4而发生天翻地覆的
变化11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
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 ' .̂
M.费里!江小平!宋经武 +)(

我们如何使用符号意识$来打造一种可以提
升地球群体安全感#幸福感的存在呢5 当人类在
如此神秘而浩瀚的太空中飘荡时$是否还有高等
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将符号意识调整到宇宙健康
进化的高度呢5

相信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仍然会为我们提

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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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现代主义审美学(
作者'王建疆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42- 年 +2 月

本书对别现代主义哲学和审美学的 2( 个范畴与命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在

对%美学&进行正名的同时$展示了别现代主义审美学的学科属性#哲学基础和方

法论原则$以及对审美的性质和特点#审美的生成#当代审美形态和别现代主义

艺术等的全新认识" 尤其是自调节审美#内审美#跨越式停顿#命本体#生命股权

美感论等$更能体现其原创性特点" 同时$本书还对一些流行的哲学和审美学观

点展开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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