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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之路》

内容概要

《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从生态美学生存观的高度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生态、人与社会人
文生态和人与自身心性生态的关系，以及人在面临危机时如何审美生存等问题，这对促进人的生态意
识和绿色精神的确立、社会生产方式和生存文化的转型以及广大民众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审美观念的
转变，推进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参考价值。其优点与创新点主要是：
“疏浚了一条历史文化脉络”、“打通了一条中西文化通道”和“导出了一个新型的审美生存命题”
，同时还提出与诠释了一些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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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之路》

作者简介

　　南木子（原名：李德臻）、浙江武义人，教育管理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MBA）、生态美学博
士（PhD）。现任政协浙江省武义县委员会副主席，武义县政府咨阿委副主任，浙江省知识界人士联
渲会理事，武义县“知联会”会长，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生态安全与生
态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生态学会会员，国际养生旅游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常务副院长。先后发表
散文、诗歌30多篇，教育沦文20多篇，经济学论文10多篇，哲学与美学论文10多篇。 对人生的觉悟是
：有山有水乐在其中，无执无待？于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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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之路》

书籍目录

序一（余潇枫）序二（黄信阳）序三（楼含松）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第二节 课题
的理论基础、宗旨、新突破及其意义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关键问题第四节 研究方法第二章 国内
外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综述第一节 国内外生态美学基础性学术研究综述第二节 国内外生态美学相关性
学术研究综述第三节 国内“人性”问题与生态文化思潮研究综述第四节 国内外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研
究综述第五节 老庄生态美学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性第三章 “返朴归真”——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
基础第一节 “返朴归真”思想的基本内涵第二节 “返朴归真”思想审美进路的基点一、“虚极”—
—“天道”审美进路二、“静笃”——人类之德审美进路第三节 “返朴归真”思想的审美维度一、“
自然而然”天道说二、“无为而为”人性论第四节 “返朴归真”思想的审美境界一、万物“和合共生
”的审美境界二、人类“诗意栖居”的审美境界三、“朴真”与“本真”的审美存在境界第四章 “道
性同构”——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哲学范式第一节 “道性同构”的立论之维一、老子顺道宇宙存在观
二、庄子齐物审美生存观第二节 “道性同构”的审美之维一、老庄审美思想的神妙境界二、逸士审美
生存的清玄旨趣第三节 “道性同构”的存在之维一、“有形”与“无象”的存在二、“迷幻”与“本
真”的存在三、“功利”与“虚己”的存在第四节 “道性同构”的理论框架一、“道性同构”范式生
成论基础二、“道性同构”范式整体观视野三、“道性同构”范式信仰说境界第五节 “道性同构”范
？的审美特点一、自然：一体万化之道二、无为：生生不息之德三、平等：齐物和合之境四、自由：
游心太玄之域第五章 “天人合一”——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终极旨归第一节 “天人合一”审美生存
的本原与精神一、审美生存的本原二、人性化的自然精神第二节 “天人合一”审美思想观照的存在境
界一、“天人合一”审美宇宙观二、“天人合一”审美生态观三、“天人合一”审美人生观第三节 “
天人合一”审美思想观照的自我范式一、人性的异化与自我的迷失二、人性的返归与自我范式的重塑
三、人性的升华与自我范式的确立第四节 “天人？一”审美思想对人类生存的启示一、在绿色生态文
化中审美生存二、在社会现实中实现生态自我三、在本然生活中持守生态情怀第六章 “浙中绿岛”—
—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实践范例第一节 “浙中绿岛”生态禀赋生成说一、“浙中绿岛”内涵与实质二
、“浙中绿岛”生成条件第二节 “浙中绿岛”的基本模式一、生态农业模式二、生态旅游模式三、生
态工业模式四、生态人居环境模式第三节 “浙中绿岛”生态效应价值说一、“绿岛效应”的形成二、
“浙中绿岛”价值分析第四节 “浙中绿岛”的文化定位一、生态文化定？二、生态本位提出的历史背
景三、生态本位的立论依据四、生态本位论的理论基石五、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第五节 “浙中绿岛
”给生态美学的启示一、确立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协同进化的生态存在整体观二、确立“应然世界”
与“必然世界”相契合的生态存在价值观三、确立完善自我精神与关切生态现实相结合的生态存在实
践观第七章 结论第一节 本研究的优点、创新点和局限性一、本研究的优点与创新点二、本研究的局
限性第二节 本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构想与愿景一、生态自我范式的确立二、审美生存家园的寻找与构筑
三、皈依在诗与思的桑梓里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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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之路》

编辑推荐

　　莫问“同予者何人”——当生态还原自然，当绿色成为时尚，当人性复归和美，那时候，你和我
一同漫步在老庄生态美学思想朗照下的从返朴归真到诗意栖居的回乡之路上。　　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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