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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观审美场覆盖人类审美的全域与全程，囊括人类审美的本质与现象，包含古代天态审美场，近
代人态审美场，当代及未来的生态审美场。
　　三代审美场相继生发，展开了人类美学的纵向比较。
世界各族的审美活动，既共生了每一代审美场，又分别发展了其不同的本质侧面，中西民族则对应地
发展了其核心本质耦合并生的两大侧面，形成了纵向比较中的横向比较。
纵横双向的立体比较，在审美场谱系的演化中推进。
　　当代生态审美场，在审美场与文化场、生态场、生态环境场的依次双向对生中形成与发展，在生
态审美主体和生态审美对象的耦合并生中实际构建，在中国主体生态审美场和西方环境生态审美场的
对生中，最后走向天人整生的最高生态审美场。
西方的大众文化和中国的审美文化对应地展开与发展生态审美；西方的环境美学与中国的生命美学共
生生态美学；人类美学在生态美学学科与生态审美场的耦合并生中进入历史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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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宏观比较的系统研究实现了对中观比较的平行研究的超越，显示出向统观比较的生态研究或
日整生研究发展的历史趋向性。
4.统观比较的整生研究统观比较是宏观比较的立体化推进，是生态哲学的整生原理促成的。
它形成了整生研究的科学范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路线与研究图式。
所有方面的宏观比较实现立体的整合后，形成历史的发展，也就自然地生成了统观比较。
统观比较以整生研究为范式，形成了诸如以万生一、以一生万的研究路线。
它表现为多维的宏观比较结构，整合为或日更精确地说整生为立体的逻辑结构，进而展开纵向的历史
结构的整生。
统观比较是对人类美学全视角环视后的历史通透与未来展望，在条分缕析中网络全球，经纬古今。
它的视角，似乎是在地球之上，它的视域，似乎超出人类历史之外，它的对象是人类审美的整体结构
或日统观审美场，它的内容和体系是人类美学和各民族美学整生的规律系统，是人类美学共同的根本
规律、普遍规律、基本规律、重要规律和各民族美学的各种类型性规律、特殊性规律、个别性规律整
生而成的规律系统，从而更加显示出研究视角与方法、研究对象与领域、理论内容与体系这三者之间
的统一性。
统观比较是多维宏观比较整合或日整生而成的整体比较，是宏观比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也就是说，宏观比较向统观比较转型与提升，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拉出历史的长镜头，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从影响研究的微观比较，走向平行研究的中观比较，再而走
向系统研究的宏观比较，最后趋向整生研究的统观比较，显示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程序性和文化生
态的谱系性。
文学和美学比较研究的一次次形态转换与平台提升，都积淀了此前的历史性成果，克服了此前的历史
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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