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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王素芬编著的《顺物自然——生态语境下的庄学研究》力图在尊重和贴近《庄子》文本的前提下，
采取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研究方法，将生态哲学和庄
子哲学研究相结合，通过对《庄子》中的“道”、“德”、“自然”、“天”、“命”、“悲”、“
逍遥”、“自然”、“真人”等基本概念的统计和分类，依据哲学的主体框架对生态哲学语境下的庄
子哲学作一整体性的研究，深入挖掘庄子思想中“原生态”的生态智慧，包括本体论、天人论、认识
论、科技观、人生观等方面，是一部有分量的庄子生态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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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论
　一、生态语境研究的问题视阈
　　（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
　　（二）生态运动的方兴未艾
　　（三）生态理论的日益深化
　　（四）后现代哲学的推波助澜
　　（五）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
　二、庄子哲学生态语境转换的可能性
　　（一）庄子哲学的生态学特质
　　（二）生态哲学发展对畀质文化的渴求
　三、国内外生态视阈下庄学研究现状及评价
　　（一）国内生态视阈下庄学研究现状
　　（二）国外生态视阈下庄学研究现状
　　（三）目前生态语境下庄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四、研究的价值和方法
　　（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说明
第一章　道法自然
　一、“道”与“德”：庄子生态智慧的本体论基础
　　（一）庄子之道
　　（二）庄子之德
　二、庄子之道的生态学意蕴
　　（一）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与内在价值论
　　（二）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
　　（三）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和生态消费理念
第二章　天人之论
　一、“天人合一”概述
　　（一）“天人合一”的含义
　　（二）“天人之学”概述
　二、庄子之天及天人关系
　　（一）“天”的含义
　　（二）天人关系
　三、庄子“人与天一”思想的生态学价值
　　（一）“人与天一”与生态平等理念
　　（二）“人与天一”与生态价值之争
　　（三）“人与天一”与生态审美情怀
　四、庄子“人与天一”思想的生态学局限
　　（一）理论上的“曲高和寡”与实践上的“凌空蹈虚”
　　（二）理论上的消极无为与实践上的无所作为
　　（三）政治伦理意蕴的浓厚与生态科学意义的缺失
第三章　道性思维
　一、道性思维的主旨
　　（一）道性及道性思维的主旨
　　（二）道性思维的生态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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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感知的有限与无限
　　（一）感知的有限
　　（二）感知的无限
　　（三）感知的有限与无限的生态学意蕴
　三、道的不可言与不得不言
　　（一）道不可言
　　（二）道不得不言
　　（三）道的不可言与不得不言的生态学意蕴
　四、道的不可知与可知
　　（一）道的不可知
　　（二）道的可知
　　（三）道的不可知与可知的生态学意蕴
第四章　道技之辨
　一、庄子科技观的哲学基础及其科技思想
　　（一）庄子科技观的哲学基础
　　（二）庄子的科技思想
　二、庄子的知识观：世俗之知和体道之知
　　（一）世俗之知
　　（二）体道之知
　　（三）庄子知识观的生态学意蕴
　三、庄子的技术观：工具之技与通道之技
　　（一）工具之技
　　（二）通道之技
　　（三）庄子技术观的生态学意蕴
　四、庄子科技观的整体评价
　　（一）积极作用
　　（二）消极影响
第五章　人生之困——庄子人生哲学的生态学解读（一）
　一、庄子人生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背景
　　（二）经济背景
　　（三）环境因素
　　（四）哲学基础
　　（五）文化背景
　二、庄子的人生困境思想
　　（一）命运之困
　　（二）社会之困
　　（三）自我之困
　　（四）环境之困
　　（五）人生之悲
　三、庄子的人生境界论
　　（一）自然之人
　　（二）世俗之人
　　（三）修道之人
　　（四）体道之人
第六章　逍遥之游——庄子人生哲学的生态学解读（二）
　一、命运之困的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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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认命安命
　　（二）安于死生存亡
　　（三）安于穷达贫富
　　（四）安于是非毁誉
　二、社会之困的解脱
　　（一）时困之解
　　（二）仁害之除
　三、自我之困的解脱
　　（一）形体自由或身之游的实现
　　（二）精神自由或心之游的实现
　四、生态之困的摆脱
　　（一）“至德之世”、“建德之国”的生态社会理想
　　（二）至人、神人、圣人的生态人格理想结语
　一、如何看待道家或庄子哲学中的生态智慧
　二、如何认识西方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三、如何评价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东方转向”
　四、如何看待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主要观点比较
附录二　深层生态学与庄子生态智慧主要观点比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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