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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鼎生写过一些山水、环境、自然美方面的论文与著作，这于他本世纪始展开
哲学意义上的生态美学研究，是一种准备。
几年来，他形成了生态美学研究的系统性成果。
这部《生态艺术哲学》，更有些方法与理论上的新探索。
    这本《生态艺术哲学》，又回到了理论研究的新起点，形成了超循环研究。
作者的《审美生态学》，以生态审美场为逻辑发展的终端，《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以生态审美
场为历史进程的终点，这本《生态艺术哲学》以前述二书的结尾为开端，展开了生态审美场逻辑与历
史统一的行程：在艺术审美生态化中形成生态审美场；在生态审美艺术化中，发展出生态艺术审美场
；在艺术审美天化中，依次生发天性、天态、天构艺术审美场，形成天化艺术审美场系列。
这就形成了承接与超越自身以往研究的成果，在理论、历史、应用三大领域的关联中，系统地建设了
生态美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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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鼎生汉族，1955年6月生，广西全州县人。
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美学原理和美学史。
著有《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审美生态学》、《西方古代美学主潮》、《审美场论》、《簪山
带水美相依》、《天下第一美山水》等8部著述，参与合著《西方美学主潮》等6部，并主编有11部书
，发表论文90余篇。
先后获得13项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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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生态审美场　　审美场逻辑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整生化，均指向生态审美场的目标。
审美场也就成了生态审美场的出发点。
　　在个体人生领域里，生态审美场由局部性、片段性、间歇性生成走向全域性、全程性、连贯性生
成。
在现实世界中，它由人类各族的特殊性生成，走向人类整体的普遍性生成，最后走向全球甚或宇宙良
性环行的整生性构成。
在历史领域里，远古实践性、文化性生存审美场，向古代客体生态性和近代主体生态性审美场递次发
展，促成现代主客耦合共生性生态审美场，共成当代和未来天人整生性生态审美场。
生态审美场有着系统生成性和系统生长性。
　　在审美历史悠远漫长的行程中，在审美结构与生态结构双向往复的对生中，所展开的艺术审美生
态化，是生态审美场生成的基本规律。
其他规律或融入与属于这一基本规律，或通向与构成审美结构整生化的整体规律，共同成为生态审美
场的生发机制。
　　艺术审美生态化，是艺术审美向生态领域拓展，实现审美场与生态场重合，形成生态审美场的过
程与方法。
它有远古原型的一面，有现代创新的一面，是现代向远古的螺旋式复归。
它是审美历史生成的方法，结晶的方法，有着自由自然性。
　　第一节生态审美场的多维共生　　生态审美场的多维共生，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完成，并向现实综
合涌现的。
　　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儿子”，都是在历史中逻辑化成长的，都有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系统生成
性，现当代及未来的生态审美场也不例外。
它与“原型”状态的生存审美场、古代客体生态占主位的天态审美场、近代主体生态占主位的人态审
美场，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家谱，秉承了“系统发育”的成果。
　　一、生态审美场的“原型”　　生态审美场是生态活动与审美活动结合形成的审美场，是生态自
由与审美自由统一生发的审美场，是审美人生与审美生境耦合并进而共生的审美场。
生态审美场的前两大基本特征，在动物祖先的生态审美场中就已初步生成。
也就是说，动物祖先的审美场，构成了生态审美场的最初原型，成为人类生态审美场的生物学远因。
这里说的动物祖先，是就人类源出于动物界而言的，和说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同一个道理。
它不专指人类直接承续的某种动物。
　　人类生态审美场的原型，除了动物生理生态审美场外，还有远古人类的实践性生存审美场和文化
性生存审美场。
三者统一，生成了后起的生态审美场的整体预构和先在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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