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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是2005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文艺学与中国
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的结项课题，《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是从生态文艺的基本观
念到历史扫描，进而比较宏观地把握中国美学中的生态思想及中国古代艺术中生态性体验的特点，并
由此通过对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的生态特点的认识，通过对其理论及审美转换性的把握而引申至现代
，着力挖掘其现代意义及价值，并且还致力于通过多向度转换途径的分析进而寻找其与当代西方生态
批评的结合点及学理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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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光，男，1956年10月出生，山东烟台人。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丛事文艺学、美学与生态文化研究，讲授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西比较美学、生态
美学等课题。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15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出版专著有《文艺美学》（合著）。
现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生态文艺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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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五、生态文艺观与人类生态责任第二章 生态文艺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及
逻辑性二、生态文艺与人的多重存在的生态关系三、生态存在与艺术存在的多重生态关系四、生态文
艺与系统整体性的方法论五、生态文艺与复杂性思维六、生态文艺与诗意思维的体验性第三章 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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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意地栖居”五、生态文艺与人的精神生态征象第五章 生态文艺的历史性视角一、生态文艺的历
史与逻辑二、生态文艺的古代形态三、生态文艺的近现代形态四、生态文艺的未来形态第六章 中国古
代文艺思想的深生态智慧一、“道法自然”与“自然无为”的生成性智慧二、“阴阳刚柔”与“万物
化生”的转换性节律三、“和而不同”与“致中和”的审美智慧四、“天地人”三材的运行系统五、
“民胞物与”的交融情结第七章 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生态审美支持一、自然审美之于生态审美：人与
自然的生态共生体验二、“化”性：转换的生态韵律及审美内涵三、“无”性：生态审美的内在依据
与艺术美的“功”力四、“象”性：自然生态与人心“营构”的审美载体五、“神”性：“穷神知化
”的审美韵律与艺术的妙造六、“德”性：人格塑造的审美愉悦与精神超拔七、“境”性：生态审美
转换及主体性升华的载体八、“大”性：生态审美的基质与多样化的融合形态第八章 理论转换的层面
一、理论转换的价值立场二、基础层：范式转换的启示三、方法层：思维品质转换的脉系四、回归层
：人类学视野的转换五、语境层：话语转换与对话第九章 审美转换层面一、审美转换：生态和谐体验
的深层追问二、拓展层：生态审美通达爱意文明三、关怀层：生态审美悟解人文生态智慧四、接续层
：审美现代性转换及其推进五、现实层：日常生活的生态审美化六、支持层：现代人居环境的生态审
美化及优化策略第十章 生态批评：对接、整合与艺术实践一、生态批评的理论方位二、生态批评：绿
色思绪与文化现象三、生态批评：实践一种“生态世界观”四、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对接
五、生态批评：整合性的生态文艺视野六、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走向解放的人文关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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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文艺观念　　建立生态文艺观是时代使然，是人类追寻未来性优化存
在的必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生存面临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因为人类自身还存在面临着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不是因为人类自身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而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抉
择，是人类不断完善自身所必须进行的自我剖析，并且是人类可持续性走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建立生
态文艺观不仅能够有效地引导人们认识生态存在的必然性，体验人的生态化生存的合理性，在融通人
与自然所建立的生态和谐关系中能够审美地激发生命活动的机能，能够审美化地演替物质交换、能量
输入输出及信息传递的生态节律，而且能够促使我们从精神和心灵深处将这种认识与体验作为积极主
动的生存需求，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指向性，从而引领我们始终能够依据生态存在的规律性，并能
够以韵律化、诗意性地构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机理，搭建人类通向未来之路的优质生存的桥梁，使人
的本真“澄明”使人的和谐、诗意的生存“美态”得以显现。
　　一、生态文艺的“本然性”　　生态文艺是人的文艺，也是自然的文艺，但终究是人的文艺，缠
绕这样的话语，其根基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
这同时表片了两种可能：一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的生存而创生的一种生命体验形式，是难以别离自然生
态而存在的，或者是说，自然生态作为生态文艺存在的根基，理应有其“本然性”的存在形式；二是
生态文艺的意义及魅力，或者是其艺术本性的“敞开”，无不得自于自然生态，得自于人与自然的生
态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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