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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地生存发展”，这是作者二十多年始终不渝地探讨的基本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作者从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语言哲学和科学等方面展开了多展次的思考，初步
构建起以生态语义场为本体论的生态理性哲学新思想，提炼出生态整体的哲学方法的反思性的整体拓
展与超越研究，即融铸成本书。
　　哲学是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境遇性生存困境之觉悟与追问，其基本方式是沉思——悟性之思与理
性之思。
前者开辟出诗意智慧的中国传统；后者开创出以“经验理性－观念理性－科学理性”为历史道路的技
艺智慧之西方传统。
　　本书所主张的生态理性哲学融合与贯通“不变中求变”之思辨智慧“变中求不变”之悟性智慧，
以人与世界生态一体存在为基点，以“已在－此在－彼在”相融流共生、互生为视角，以人－文化生
态语义场和世界万物之间相向言说的整体生态智慧。
生态理性哲学以更高远的存在境界和更广阔的生存视域，在生存论分有与解构中谋求存在论的融合与
贯通，在配享融合与贯通智慧洗礼的进程中达向更高水平的分有与解构；并在新的分有与解构中开辟
更为广阔无限的融合与贯通之路，以此而生生不息。
质言之，本书致力于在“哲学终结”论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双重时代背景中拓荒，即从对象、视域、方
法等方面担负起重建当代人类新哲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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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代兴，男，1956年9月生于四川广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教授，课程教学论专业硕士生导师。
76年参加工作，从教28年。
研究生课程主要开设：语文教育哲学、教育哲学、哲学思维与研究能力；同时开设《当代伦理学前沿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美与自由：当代生存美学探索》三门院、校选修课。
 
　　研究专长和主要方向：哲学、美学和伦理学；20多年来一直围绕“21世纪人类如何才能理性地生
存发展？
”而展开多层面的《生存研究》（计划32卷），初步构建出“生态理性”哲学整体思路，提炼出生态
化综合（亦称“生态整体”）的哲学方法；共完成书稿、文稿近2000万字；初步发表哲学、美学和伦
理学等等方面论文六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七部：《作家哲学论》（1990）；《人类书写伦》（1991
）；
　　 《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生存的智慧》（1998）；《当代语义美学论纲
：人类行为意义研究》（2001）；《利益伦理》（2002）；《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2003）；另有
伦理学志著《优良道德论：新论理学研究》（44万字）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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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理性生存的执著追问——读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前言：存在的当代之需与哲学的生态之路
　一　哲学之源：天人相通的遐想与人神相融的敬畏　二　哲学家：边缘域中的心灵－精神和智慧－
真理的拓荒者　三　形而上学：哲学道路开辟的必须方式　四　人类精神全景：哲学探询的自身领域
蓝图　五　生态整体：生态理性哲学的方法论视域　六　从经验理性到科学理性：生态理性道路开辟
的认知背景　七　共生与互生：生态理性哲学的基本精神　八　生态智慧：以生命为中心的整体动力
学智慧　九　限度生存：生态理性哲学的实践方向第一章　经验·观念·科学：理性的历史之思　一
　理性之思的精神本质　二　经验理性：人类哲学的童年精神　三　观念理性：人类哲学的成长方向
　四　科学理性：人类哲学的认识论荒原　五　无限度观念的源流：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的泛滥　六
　强权主义：科学理性哲学的自我终结方向第二章　人的世界性存在展布：生态理性之思的对象视域
　一　哲学：人的世界性存在展布的生存困境之觉悟与追问　二　哲学激情和哲学对象：哲学消亡论
的虚幻依据　三　生态反思：哲学对象的源头错位　四　人的世界性存在：重探人类哲学的当代对象
　五　哲学：人的时代性存在的精神奠基　六　书写与被书写：原发存在与创生存的本与源　七　生
存：原发存在向创生存在敞开之路　八　生态场域：哲学探询的当代视域第三章　生态化综合：生态
理性之思的哲学方法　一　思维方法与思想方法的哲学意韵与认知视野　二　生态化综合方法生成的
人类精神背景　三　生态化综合生成的存在论境遇　四　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思想源泉　五　生态化综
合的认知方向　六　生态化综合的生存构架　七　生态化综合方法的哲学精神　八　生态化综合的美
学境界　九　生态化综合的伦理品质　十　生态化综合的教育理想第四章　生态理性之思的整体道路
　一　语言·存在·世界之于人　二　生态语义场：世界本体信纸　三　书写：生命存在论　四　形
式化：存在的生存论展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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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毕达戈拉斯最早提出“哲学”概念，他把“哲学”定位为是生活的旁观者的沉思。
但毕达戈拉斯把哲学理解成是旁观者的沉思，只是从哲学家的态度和其思维一认知方式角度来定位哲
学，并不标明哲学何以为哲学的来源。
在我看来，哲学来源于哲学家对神秘悠悠的天宇和浩瀚无垠的自然的无边想象与幻想(我想这也是科学
、宗教、艺术以及人类一切精神想望与探求的最终根源)：康德终身都没有走出生养他的故土可尼斯堡
，却开创了先验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海德格尔的哲学人生始终与他的林间小路融为一体，而无边的想
象与幻想却成就了他的大道大言。
哲学始终是哲学家在时代境遇中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心灵化探询，心灵与天宇、大地、生命万物的相
交相融，与天籁之音、地籁之音、物籁之音、人籁之音相合乐成章，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天
启般的无限想象与幻想；二是能获得独特体验与领悟向天、地、神、人会际的现实生活甬道：对康德
来讲，其生活甬道是那条密植着菩提树的乡间小径；而对海德格尔来讲，则是使其终身以许的“田野
道路”；三是一颗平常又平常的心：康德和海德格尔都生于平常之家，前者诞生于一个小手工业家庭
，后者的家族世代是普通农民和手艺人。
当一个人拥有一颗平常的心，并找到一种终身以许的方式去无限地想象和幻想神秘悠悠的天宇和浩瀚
无垠的自然，去关怀人的世界性存在命运的时候，哲学就构成了他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进程。
　　我之所以敏感和好奇人的世界性存在境遇，之所以与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对其生存困境的追问
结下不解之缘，主要不是哲学家们的哲学智慧的开启，也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为早年的生活经
验和坎坷的人生经历所激励。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失学，与放牛割草为伴，可以引以为美好回忆的外在东西并不
多。
生养我的故乡，是位于四川东北地区的广安县杨坪乡，这是一个浅丘陵地带，既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
高山深壑，举目一望，塞满眼底的只有光秃秃的连绵不断的小山包，冬天北风呼啸，夏天干旱绵绵，
灾荒不断。
这就是我的故乡，一个把人的生存完全暴露在贫困挣扎线上的地方。
但正是这样一个贫乏的地方，却使我童年的心灵孕育出自然与人、大地与生命相共生的原始关联性的
断裂意识，并潜滋暗长地扎根在我无知的生命中。
　　童年的生活是贫困和单调的，然而童年的幻想与神秘却是无穷的，这种无穷的幻想与神秘几乎构
成了我时时为饥饿所困扰的生命的全部神圣之源：我家住在一个拥有十几户人家的三合院里，院前是
一座小山丘，脚下一片沟田顺势由西而东向远方铺开，离家向东大约三百米之外的狭窄处，有一座小
石桥，架通南北通往县城的石铺大道。
这座没有水的田沟小桥，却有一个非常令人遐想不已的好名字：仙鱼桥。
听父辈们讲，相传很久以前这里是一条流水清澈的大河，有一天一位神仙由北而来，从这里经过，疲
乏了，就在石桥(桥的北头是一块大石坝)旁边坐下来在河水里洗脚。
清澈的河水加上头顶的暖阳把神仙催进了梦乡，当他醒来的时候，身边鼓鼓囊囊的包袱和酒葫芦不见
了，神仙一跺脚，不幸踹入河中，化成一条鱼游走了。
神仙走了，从此，清澈的河水干枯了，昔日的河流变成了干枯的沟田。
沿着小石桥再往下约200米处，是一条乱石散漫的大沟，被人们称作“石牛沟”。
乱石沟中有一条身首分离的青石牛，身首异处的牛头怒目圆睁，望着分离的牛身，给人以阴森恐怖的
感觉。
儿时伙伴们三五成群，总喜欢在牛背、牛头上玩耍，但若是一个人时，只能远而望之，恐怖至极。
相传很久以前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头大青牛，到处乱吃庄稼，无人敢近，无人能治，四周的庄稼人叫苦
不迭，长此以往，震怒天庭，一天大青牛正在沟边一块地里疯吃庄稼，突然天空中一声炸雷，把大青
牛炸得身首异处，变成了青石牛，从此，这里的一乡农人重新获得了安宁。
代代人相传的传说故事，给予我蒙昧的心灵注入悠悠的遐想与敬畏：天人相通、人神相融；天人相通
则生，人神相逆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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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代人类何以才能理性地生存发展？
哲学是对人的世界性存在的境遇性生存困境之觉悟与追问，其基本方式是沉思——悟性之思与理性之
思。
前者开辟出诗意智慧的中国传统；后者开创出以［经验理性－观念理性－科学理性］为历史道路的技
艺智慧之西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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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致力于在“哲学终结”论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双重时代背景中拓荒，即从对象、视域、方法等
方面担负起重建当代人类新哲学的任务。
主张的生态理性哲学融合与贯通“不变中求变”之思辨智慧与“变中求不变”之悟性智慧，以人与世
界生态一体存在为基点，以“已在一此在一彼在”相融流共生、互生为视角，以人一文化生态语义场
和世界存在生态语义场之相向书写进程为视域，探询人与天宇、大地、生命万物之问相向言说的整体
生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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