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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炎等著的《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是对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生态美学的历史
性追溯与梳理。
其以作为中国古典哲学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有关生态及生态美方面的论述为研究对象，深
刻剖析了隐藏在这三者中间的生态智慧与艺术真髓。
《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的论述自成一个体系，在对三种生态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对比性
关照中，梳理出“建构”—“解构”—“重构”的历史脉络，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发展不无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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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由于对观察者自身的漠视和忽略，长期以来，“对自然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才始终被丢
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到了18世纪，康德把这一问题带进了人们的视野，并试图对其做出回答。
他的回答是，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有一套先验的认知方式，这是一种必然地看待事物的人类方式，不受
观察者个体心灵的影响。
因此在康德这里，由于认知方式的先验普遍性，虽然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只是真实世界（即物自体）
的表象，但它仍然是客观的，而且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同时从科学的角度而言也是行之有效的，具有
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
　　也就是说，虽然被早期机械论者清除掉的主体性因素在康德那里又被重新纳入到科学领域之中，
但是“科学知识作为客观知识”的信仰并未因此而动摇。
世界仍然被认为是可以客观地进行描述的一个机械系统，个体观察者的身份问题仍然被扔在无人问津
的角落不予考虑，以至于长期以来“这种对自然的客观描述成了所有科学的理想”①。
但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在某种意义上，把“纯粹客观的描述”作为科学的理想只能是科学家们
的自我欺骗或者自我安慰，因为“作为观察者，他们自己总要站在他们正观察着的现场，并以他们的
存在影响着观察。
科学家不能像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上帝一样，漠不关心，相距遥远，超然公正，永远置身于大自然
之外，他们必然要在这个整体之内得到发展——永远看不到这个整体的全部，只能看到闪现在观察者
面前、并对观察者作出反应的某些部分”②。
即使是已经看到的某些部分，也会因为观察者所采取的具体方式比如观察设施或手段的不同而使结果
出现差异。
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到20世纪以后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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