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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诞生于大自然当中，本来是自然的一部

分。但现代西方思想却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

将人类视为超越自然之主体的同时，也将自然视

为人类可以随意开发利用的客体与资源，从而为

全球性生态危机埋下了思想祸根。随着全球性生

态危机的日益严峻，奠定在现代西方自然观基础

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人

类文明何去何从，成为决定人类命运与前景的生

死攸关的问题。

正是在反思现代西方自然观及其伴生的工业

文明之弊端的基础上，在广泛借鉴和吸收古今中

外生态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

我们党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自然

观，这就为生态美学建构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精辟地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

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

大报告辅导读本》２１）
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我国正

在大力倡导的“生态文明”，它在我国的建设途径

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生

态文明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其哲学基础都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观，这一观念对于生态美学的

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样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下面尝

试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

什么叫生态美学？

自从“生态美学”这个术语于 １９７２ 年正式诞
生以来，国际学术界虽然对其内涵进行过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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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的讨论，但至今依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没

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而统一的定义。更有甚者，

国内外依然有不少学者质疑生态美学，甚至断然

否定生态美学的合法性，认为它是一个由“生态

学”与“美学”二者勉强拼凑的概念，既没有明确

的所指，也没有明确的内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

因是多重的：既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有学术心态

的排斥，还有理解方面的误差。当然，最重要的还

是生态美学自身不够成熟———尚未形成一套由独

特标识性概念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无

到有的过程，比如，美学学科本身也是从无到有、

“无中生有”的。在 １７３５年鲍姆加滕提出“美学”
学科之前，人类文化系统当中何曾有学科意义上

的“美学”？从 １７３５ 年算起到现在，美学快要三
百岁了，但对于美学研究的范围、对象、范式等，依

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能否据此认为美学

“不成立”呢？究其根本，一个学科成立与否的依

据，不在于其学科话语是否能够做到“自圆其说”

意义上的“自洽”，而在于其研究的问题是不是真

问题、好问题、大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只

要人类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审美活动，有

着区别于其他体验的审美体验，美学就必然成立，

因为它言之有物，是“辅时及物”的学术领域。

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美学是

言之有物、辅时及物的新兴领域，我们将其研究对

象概括为“生态审美”，大意是说，人类的审美活

动会在生态观念的影响下发生根本性变化，生态

关怀、生态伦理、生态知识等要素都会改变审美活

动的范围，塑造新型的审美体验，即生态审美体

验。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各地勃兴的湿地公园及

其所代表的生态审美意识：湿地公园并非传统意

义上的由优美风景组成的风景名胜区，从根本上

说，它所展示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思想。在湿地公园中，无论

多么平凡、多么普通的物种，无论按照传统的审美

标准是否美丽，都会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呈现出

神奇的魅力，都会成为富有魅力的审美对象。借

鉴黑格尔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命题，我

们可以说：生态审美对象是生物多样性理念和生

命共同体理念的感性显现———当然，这样的“理

念”已经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理念创世纪”意义

上的神秘理念，它只不过是当代生态意识的集中

体现。这就意味着，在游览湿地公园的时候，典型

的审美判断句已经不再是“这是美的”，而是“这

是有魅力的”，“魅力”将取代“美”成为核心范畴。

生态审美的例子大量出现在中外生态文学作品

中，我们不必一一列举。

简言之，人类的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等都一

直处于发展变化中，既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形态

和文化样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思想观念，审美观

念、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等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

变化。当生态意识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审美观念、

审美标准、审美理想时，生态审美就必然会发生，

美学的生态转型就必然出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反对生态美学的人要么没有明确的生态意

识，要么没有想清楚生态意识对于审美活动会发

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通常将文明划分为器物、制度和精神三

个层面，美学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文

明整体上发生生态转型，开始走向生态文明的时

候，美学也必然发生生态转型，必然走向生态美

学。按照这种基本思路和观点，生态美学就不是

与景观美学、环境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等形态相平

行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美学整体的生态转型。

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美学简明地界定为“走向

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其理论要义为：借鉴生态

学原理，在生态智慧的引领下重新反思美学的学

科特性、核心问题、理论框架及其范畴体系，比如，

借鉴生态学的经典定义所说的“有机体与环境的

互动”，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审美互

动”，从而超越此前美学的“审美关系”论或“审美

活动”论，从而在生态学的视野中，更加清晰而科

学地解释此前的“审美关系”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此前的“审美活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对于生态美学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它明确地界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审美

互动”的价值定向是“和谐共生”，从而使得审美

判断成为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在生态学意义

上，人类这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是一

种中性的“事实”，生态科学就是对于这种事实的

观察、描述和解释。但我们知道，战争中交战双方

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互动”，比如《三国演

义》后半部的诸葛亮司马懿斗智、姜维邓艾斗智

等，都是敌对双方“互动”的绝佳例证。作为一种

生态哲学或生态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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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简单地从“事实”层面描述人类与大自然的

关系，而是要倡导一种“价值”观，即“和谐共生”，

其目标就是要克服现代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乃至敌

对观念的根本缺陷，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生态

文明新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生态美学的研究

对象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互动”，而是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互动”，生态美学

将因此而获得独树一帜的标识性概念，从而与此

前的非生态的乃至反生态的美学区别开来，批判

那些反生态的审美即“审美暴力”，引导人们走向

生态审美。

这样一来，生态美学就会从我们常说的“美

学原理”层面推进美学学科的整体发展，人类美

学理论发展史将因此被当代学者向前推进。在重

新界定生态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用

“审美可供性”“审美暴力”“生态魅力”等一系列

新型范畴重新构建一套理论体系，从而比较彻底

地改变美学的整体面貌。当然，任何理论创新都

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生态美学研究者需要

有足够的耐心，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指导下

久久为功。关心生态美学的人，也应该对生态美

学抱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宽容它目前的不成熟，

期待它逐步走向成熟。

三

上面提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思想来源

之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反过来，我们也可以

站在这种当代观念的高度，去进一步反思、发掘中

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而去发掘中国传统生态审美

智慧，在当代生态美学建构的整体框架中实现其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讨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时候，人们最容

易想到的是“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但学术界已

经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天地人三才”说比

“天人合一”说更加准确而精到。（李晨阳 ５—
１０）笔者高度认同这种观点，试图在汇通中国传
统生生哲学与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将中

国古代文化哲学的整体思路概括为如下四句话：

“人生天地间，谓之天地心；一道贯三才，一心开

三门。”王阳明提出过著名的“四句教”，借用这个

话头，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四句话称为“文化哲学

四句教”，用之说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思路、内

容、特点及其衍生的“生生美学”
①
思想。我们下

面作一些初步讨论。

首先讨论“人生天地间，谓之天地心”。

两汉佚名的《青青陵上柏》写道：“人生天地

间，忽如远行客。”这是对人生短暂的感慨。此

后，“人生天地间”经常出现在古典诗词当中，成

为一句常用语，足见其普遍性。如果一定要追溯

其典故来源的话，我们可以联系到《老子》第五

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

出。”“橐籥”即鼓风吹火的风箱，是一种日常用

具，老子用之比喻天地之间的空间及其特性，包括

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都生存在这个空间之内，这

就揭示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结构，隐含着“天地

人三才”这个基本观念。与天地万物相比，人被

视为“天地之心”，其特性是“有心”，《文心雕龙·

原道》对此有着明确的描述：“仰观吐曜，俯察含

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

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

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

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１０）
刘勰的这段话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总

纲，中国美学及其精神就是在这个整体思路中产

生的。

其次讨论“一道贯三才，一心开三门”。

中国古人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或本

体），最著名的语句就是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道生

万物”。化生天地万物的大道可以称为“生生之

道”，它贯通在“天地人三才”之中，这就是《易传》

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

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我们将这种思想概括为

“一道贯三才”。《大乘起信论》曾经提出过“一心

开二门”思想，以“众生心”开出“真如门”与“生

灭门”。我们借鉴其理论思路而提出“一心开三

门”，意思是说：作为“天地之心”和“有心之器”的

人，其“心”可以划分为“三门”，即成分、状态与功

能。就成分而言，古人认为心包含性、情、欲、智、

仁等成分；就状态而言，古人认为心可能处于静、

躁、乱、闲、定等状态；就功能而言，不同的成分在

不同的状态下会发挥不同的功能，比如思、辨、感、

知、悟等。我们认为，“一心开三门”这句话有助

于我们将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心性论整理出一个

条理分明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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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句教”决定了中国“生生美学”的思

路及其特征。集中体现中华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

的就是“生生”思想。中国古人通常认为，“道”是

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其功能就是“生”，上面已

经引用了《老子》的“道生万物”思想。当古人觉

得“道”过于抽象、难以感知的时候，他们通常会

用更加具体可感的“天地”这个术语，来指代化育

万物的本源或本体，比如《周易》所言：“天地之大

德曰生。”（杨天才　 张善文 ６０６）“生生之谓易。”
（５７１）天地处于不停的有序变化之中，其运行方
式具体体现为四季的流转，就如孔子概括的那样：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陈晓芬　 徐儒宗 ２１４）正是这种无言的天地节
奏、四时节律及其所生的事物，不但成为古人赖以

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审美

欣赏对象———孔子所说的那句话就饱含着强烈的

审美欣赏的意味，而强烈的“法天”“则天”意识，

初步表达了古人对于天地人万物系统背后规律

（即道）的尊重和敬畏，这就成为古人的生态意识

之根。如果我们借鉴当代生态学的关键词“生态

系统”来看的话，古人所说的“天地人万物系统”

无疑就是一个朴素的“生态系统”，古人所欣赏的

一切事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感性显现。植根于

生生哲学的美学就是“生生美学”，其实质是在

“生生”理念引导下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审美体验

及其艺术呈现或表达。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角度来

说，中华生生美学就是中国原发的、朴素的、古典

形态的生态美学。中国古人认为，作为本源或本

体的道是自本、自根、自化的，其功能是化生天地

万物，故称“生生之道”；道生万物所凭借的材质

通常叫作“气”，万物都是“气化流行”的产物。道

本身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嗅，超越一切感官能够

把握的范围；与此同时，道化生万物的“化机”（即

化生之机）也是幽微难测的“几微”，但人可以发

挥心的功能“原道心”，与“道心”合一的“人心”

就可以从天地万物的样态、仪态、情态上，感悟到

大道的存在及其运行所产生的“生机”“生意”“生

趣”“生态”“生气”，“不可见的”从而显现为“可

见的”，“审美”的意义由此形成，“生生美学”由此

得以成立。

中华生生美学有着丰富的理论表达，具体体现

为围绕着“生”字而形成的三种构词法：第一，生　
　 ，比如，生理，生物，生机，生意，生态，生气，生动，

等等；第二，　 　 生，比如，化生，大生，广生，自生，
等等；第三，生生之　 　 ，比如，生生之道，生生之
德，生生之仁，生生之心，生生之意，等等。这三种

构词法形成的词汇，构成了“中华生生美学”的基

本文献，成为我们发掘中华生生美学的坚实基础。

在“轴心时代”发生思想突破的每个民族都

有其最高价值理想，但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的最

高价值理想及其理论形态也产生了显著差异。相

较于古希腊的理念论美学，中国轴心期开创的是

道论美学。因此，道的特性、道生万物之机、化生

之机的感性显现以及笔补造化之功，就是以道论

为哲学基础的生生美学的根本问题。借助当代审

美学的术语及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中华生

生美学讨论的主要审美问题如下。（一）生生之

道：审美本体论。（二）生生之德：审美主体论。

（三）生生之功：审美功夫论。（四）生生之态：审

美对象论。（五）生生之艺：生生观念的艺术呈

现。这些审美问题都可以经过创造性转换与创新

性发展，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

构中国生态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总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指导下，我们

应该更加清晰地反思人类生存结构，发掘中国古

代“天地人三才”说所包含的生生哲学，进而探讨

生生哲学与中华美学精神的生成逻辑、生生哲学

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发展历程、中华生生精神的艺

术呈现、生生哲学与当代生态美学建构、生生美学

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国际意义等问题，从而建构出

足以在国际美学届发出强烈声音的中国生态

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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