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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导论》

前言

　　曾有学者询问我们：生态美学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我们的回答是，生态美学的产生不仅
是一种时代与现实的需要而且还是当代美学学科全方位的突破，具有崭新的革命意义。大体说来我们
将这种突破概括为六个方面：　　首先是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突破。由传统认识论过渡到唯物实践存在
论，并由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整体主义。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哲学关系。长期
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美学界在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上一直还处于前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也
就是传统认识论阶段。我国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力主“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所谓
美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①等等。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至1845年间就已经突破了这种传统
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而力主从人的感性的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事物并从“内在尺度”与“
种的尺度”相统一的角度来阐释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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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导论》

内容概要

《生态美学导论》是国内首部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综合中西古今资源，全面
论述生态美学这一崭新美学理论形态的论著，全书论述了生态美学的产生、理论指导、中西资源、理
论内函以及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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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导论》

作者简介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美学学
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学的教学科研工作，著有《西方美学
论纲》、《走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美学之思》、《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转型期的中
国美学》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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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导论》

书籍目录

导言：生态美学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一 生态美学的研究意义二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
展历程三 代表性论著四 今后生态美学的建设与发展五 研究方法第一编 生态美学的产生第一章 生态美
学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一 人类已经走在交叉路口上——人类由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觉醒的开始二
《增长的极限》——人类应该选择另一种发展模式三 人与自然的崭新关系——从“祛魅”到部分“复
魅”四 我们已处于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五 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的现实紧迫性第二章 生
态美学产生的哲学与文化背景一 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的转型二 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提出—
—由传统认识论到当代存在论的转型第三章 生态美学产生的文学背景一 现代生态批评产生的文学基
础二 文学生态批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三 生态批评的原则与主要特征四 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文学
批评第二编 生态美学的理论指导一 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实践存在论的生态理论二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
创新理论中有关生态文明的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理论建设中的基本贡献第三编 生态美学的
西方资源一 西方18世纪以来的生态美学资源三 西方20世纪兴起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四 生态神学与
对《圣经》的生态美学解读第四编 生态美学的中国资源第六章 《周易》与儒家的生态审美智慧一 孔
子与其他儒家代表人物的古典生态智慧与二 《周易》中“生生为易”的生态审美智慧第七章 道家与
佛教的生态审美智慧一 道家的生态审美智慧二 佛家的生态审美智慧第八章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生
态审美智慧一 “国画”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自然生态艺术二 “国画”在绘画的透视上运用一种特有
的异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焦点透视”的“散点透视法”三 “国画”的“气韵生动”的重要美学原则
是将大自然作为有生命的灵性之物加以描绘四 “国画”特有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原则来
源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思想五 “国画”所追求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艺术
目标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六 “国画”的“意在笔先，寄兴于景”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
第五编 生态美学的内涵第九章 生态美学的内涵(上)：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 马克思实践存在论哲学的指
导二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内涵三 中国古代的生态存在论审美智慧四 生态存在论视野中的环境美学第
十章 生态美学的内涵(中)：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一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的审美二 生态美
学研究的生态现象学方法第十一章 生态美学的内涵(下)：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一 生态审美本性论二 “
诗意地栖居”三 四方游戏说四 家园意识五 场所意识六 参与美学七 生态文艺学八 生态审美的两种形态
：阴柔的安康之美与阳刚的自强之美九 生态审美教育第六编 生态美学的文学作品解读第十二章 生态
美学的中国作品解读一 《诗经》的生态美学解读二 回望家园：《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生态美学解读
第十三章 生态美学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一 英国《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生态美学解读二 《白鲸》的
生态美学解读第七编 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一 关于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的反思二 必须将生态美学的哲
学基础牢牢地奠定在生态存在论哲学观之上三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四 生态美学的今后发展五 
关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中国化之路主要参考书目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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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导论》

章节摘录

　　提出问题、进行反思，但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反现代化、反工业化、反生产力、反科技”的错
误思潮，甚至有人提出倒退到中世纪，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现实和行不通的。有些人夸大其
辞地说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好程度不见得比英国中世纪的农民好，这是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呓语。其实
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活一直是非常艰苦的，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善，更不要说回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
中世纪了。因此，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还是应该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
后，提出发展和环境同步、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反比的思路，这就是德国学者胡伯（Huber）提出的
“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所谓生态现代化指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是全世界现代化的生
态转型。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大体做到了这一点，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环境压力的增长。　
　第三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生态现代化之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在实现现代
化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走生态现代化之路。也就是说，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
外，再加一个“生态现代化”，即五个现代化。计划到2050年左右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使我国经济发
展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人居环境完全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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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导论》

精彩短评

1、关于生命，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文艺批评丛书
2、可惜导师与“山东学派”观点相左⋯⋯= =
3、曾繁仁先生是坚定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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