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中国的生态文学与生态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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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纲领和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

观。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基础。通过中国古代非

常丰富的山水画和山水诗，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态文化与生态学思想。中

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历史、文学、美学和哲学是合为一体的。因此，通过中国古典

文学作品挖掘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中的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并通过中国古代生态哲

学与生态伦理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信仰，这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

启发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生态文化特征与生态哲学内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的源泉。朱熹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中国文化万古常新的独特

之处和风格所在。生态文化是生态教育的前提，生态哲学是生态文明的灵魂。重视研究和深入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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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主张和文化价值观，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极其丰富的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营养，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哲学智

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遗产，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很有必要。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生态教育和生态信仰的保证，需要生态伦理学基础，而生态文学

与生态美学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辅助，一切生态文化和生态教

育将无从谈起，生态信仰就不能很好地树立起来，生态伦理学就没有情理基础无法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就无所适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就不能确定。生态哲学与生态美

学和生态文学相辅相成，没有生态哲学的高度，就没有生态文学的深度，就没有生态美学

的厚度（境界）。下面我们从中国古典诗词中认识一下生态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了解一下

生态美学的境界，认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哲学的高度和深度。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崇尚自然，顺应自然，尊重天然，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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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共中央十八大修改《党章》的基本内

容。问题在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个思想出自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

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美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主张和根本宗旨。

一、《诗经》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
古典诗词讲究“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这是生态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生态文学的

魅力所在，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所在。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紧密联系，生态

文学的形式与生态美学的境界相关，自然而然，生态哲学的高度就表现出来了。无论“左

右流之”还是“左右采之”，自然而然，天理人情，合乎自然秩序和自然规律，人情合乎天理，

才是君子之情，符合君子之志，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决定了中国人的

人生观。生态之美，文学之美，人生之美，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生态伦理观和生态信仰。阴

阳之道是天理正道，也是人伦君子之道，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爱情是人生最美的过程，也

是人生最纯洁最高尚的追求。何为君子之爱？《关雎》篇提供了一个“生态范本”。爱情的

发生发展过程自然而然，顺利吉祥。《诗经》奠定了中国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基础，也奠

定了中国生态哲学的基础。

《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第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整个诗篇的情景处于特殊的

生态景观之中，“在河之洲”，没有这个生态环境，没有“关关雎鸠”这个生态因素，这篇诗词

就没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诗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六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基础，也是中国人文教育

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和基督教《圣经》旧约开篇对于人类爱情的否定和批判不同（在蛇的

诱惑下，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教诲而偷食爱情禁果造成“原罪”），中国儒家经典《诗

经》开篇则对爱情赋予崇高的意义和美妙的赞颂。由圣人孔夫子所编辑的“诗三百篇”第

一篇就是这首伟大的爱情诗篇！当然，这里的爱情是君子之爱，不同于小人之爱。君子之

爱文明优雅，有高尚的情操和典雅的风度。爱情需要“寤寐求之”，而且有一个“辗转反侧”

的过程，需要“琴瑟友之”的高雅方法和艺术修养，要有“左右芼之”的选择和修炼过程，最

后必需圆满盛大的“钟鼓乐之”成就“婚礼”才是功德。千古以来，中国的“士君子读书人”

都是背颂这首伟大的爱情诗培养了高雅的文学修养，树立起伟大的人生信仰。这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理特征”和“性理基础”，也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精神基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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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诗经·国风·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淇：淇水，源出河南林县，东经淇县流入卫河。奥（yù）：水边弯曲的地方。猗（yi）猗：

长而美貌。）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匪：通“斐”，有文采貌。瑟：仪容庄重。僩（xiàn）：神态威严。赫：显赫。咺（xuān）：有

威仪貌。）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谖（xuān）：忘记。）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

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充耳：挂在冠冕两旁的饰物，下垂至耳，一般用玉石制成。琇（xiù）莹：似玉的美石，

宝石。会弁（guì biàn）：鹿皮帽。会，鹿皮会合处，缀宝石如星。）

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

（箦（zé）：积的假借，堆积。）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圭璧：圭，玉制礼器，上尖下方，在举行隆重仪式时使用；璧，玉制礼器，正圆形，中有

小孔，也是贵族朝会或祭祀时使用。圭与璧制作精细，显示佩带者身份、品德高雅。绰：旷

达。一说柔和貌。猗（yǐ）：通“倚”。较：古时车厢两旁作扶手的曲木或铜钩。重（chóng）
较，车厢上有两重横木的车子。为古代卿士所乘。戏谑：开玩笑。虐：粗暴。）

这首诗诞生在太行山下卫国淇河之滨。独特的生态环境，竹林丛中，淇水之滨，风光

幽雅，气候宜人，君子于此“竹林青青”之时，切磋问学、琢磨道理，体验生活，审美生活，充

满活力，富有情趣，有君子之交，有琴瑟之好，有珠玉之美，有圭璧之重，尊贵典雅，环境幽

雅，生活优美，在生态美学的境界，树立生态哲学的修养，不亦乐乎？岂不美哉？

《诗经·国风·曹风·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这是《曹风》中的一篇。蜉蝣是昆虫纲蜉蝣目的一类原始节肢动物，大部分在变态成

虫后不吃不喝，只能求偶繁育，然后很快结束生命，在“朝生暮死”的短暂生命周期中实现

生命的辉煌。该诗利用蜉蝣短暂的生活周期，表达了对于人生短促的感叹和深思，利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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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学的形式反映了生态美学的境界，表达了生态哲学的观点。

《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晞（xī）：干。湄：水和草交接的地方，也就是岸边。跻（jī）：水中高地。坻（chí）：水中

的沙滩。涘（sì）：水边。）

这是《诗经》中最美的一篇，意境优美，冠绝古今。蒹葭是水生、半水生植物，适应于水

畔湖滨生长，对于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敏感，在秋天白露霜降的节气迅速开花，显得意境

苍茫。这首诗的生态景观非常特殊，只有这样的生态景观才能激发人 的特殊情感，引发

人思考。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水陆交汇处是最具生命活力、也是生态效益最活跃的地带，这个

区域的小气候变化大，对于节气到来非常敏感。环境变化影响心境，生态决定心态，影响

神态与情态，天人之际，冷热交替，情意生矣！

《诗经·小雅·鸿雁之什·鸿雁》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劬（qú）劳：勤劳辛苦。爰（yuán）：语助词。矜（jīn）人：穷苦的人。鳏（guān）：老而无

妻者。寡：老而无夫者。集：停。中泽：即泽中。堵：长、高各一丈的墙叫一堵。作：筑起。

究：终。宅：居住。嗷（áo）嗷：鸿雁的哀鸣声。哲人：通情达理的人。宣骄：骄奢。）

鸿雁是善于长途迁徙的候鸟。利用鸿雁的生态习性，比喻描写出征兵士艰苦卓绝的

生活，语言优美、情景感人。

鸿雁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特殊象征。鸿雁的周期性迁徙现象是一种遗传生态习性，

年复一年，往来准时，故为“信使”的象征。鸿雁迁徙不远千里，长途跋涉，不辞辛苦，象征

伟大目标和远大抱负以及伟大人格。“鸿鹄之志”比喻君子的伟大理想。《诗经》此篇可谓

“鸿鹄”开篇，影响深远。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

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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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玁（xiǎn)；玁狁（xian yun）：北方少数民族戎狄。汉代谓之匈奴。作：指薇菜芽冒出地

面。莫：通“暮”，也读作“暮”。本文指年末。靡（mǐ）室靡家：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靡，

无。室，与“家”义同。）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

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

不来！

（盬（gǔ)。盬（gu）：止息。）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

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

孔棘！

（騤騤（kuí）；马强壮的样子。弭（mi）：弓两头的弯曲处。鱼服：鱼皮制的箭袋。棘：危

急。腓（féi）：庇护，掩护。翼翼：整齐的样子。谓马训练有素。棘（jí）：急。孔棘，很紧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

我哀！

（薇：豆科野豌豆属的一种，学名救荒野豌豆，又叫大巢菜，种子、茎、叶均可食用。《史

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

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说的是伯夷、叔齐隐居山野，义不仕周的故事。《史记 周本纪第

四》记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刺就是指《采薇》。《汉书·匈奴传》记载：至穆王

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

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不遑（huáng）：不暇。遑，闲暇。启居：跪、坐，

指休息、休整。启，跪、跪坐。居，安坐、安居。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席，危坐时腰部伸直，

臀部与足离开；安坐时臀部贴在足跟上。）

薇菜是一种野菜，也是古人的生活必需品。利用季节变化和薇菜的生长情况，利用生

态景观的改变表达生态美学境界和生态哲学观点，这就是生态文学的魅力。历经春夏秋

冬四季辛苦征战，为国出征的将士，塞外戍边，千辛万苦，不能回家。在大雪纷纷的冬季，

疲惫不堪的士兵终于结束战争状态，可以回家了。惨烈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即将回家的战

士又会怎样呢？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

我哀！

离家时正是春意盎然，回家时却已经是冬雪迷漫，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变了，似乎一

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又饥又渴的战士应该是归心似箭啊！为什么他却是“行道迟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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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的悲伤却无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说“莫知我哀”？孤独的人已经无家可归？这是一

种特殊的境界，有生态美学的凄惨悲苦的情景，又有生态哲学空无寂灭的思想。红尘寂灭

之后，就是涅槃的境界。道家所谓“人心死，道心生”，这就是佛教所谓“法界”的呈现。“莫

知我哀”与孔子“莫我知也夫”相似，“人不知”的境界。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知我者其天乎！”（见《论语·宪问篇》）子曰：人不知而不愠。（见《论语·学而篇》）可见，

《诗》云：“莫知我哀”，更有深旨在焉。

《诗经·小雅·鸿雁之什·鹤鸣》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九皋：皋，沼泽地。九：虚数，言沼泽之多。渊：深水，潭。渚：水中小洲，此处当指水

滩。爰（yuán）：于是。檀（tán）：古书中称檀的木很多，时无定指。常指豆科的黄檀，紫檀。

萚（tuò）：酸枣一类的灌木。一说“萚”乃枯落的枝叶。“它山”二句：利用其他山上的石头可

以错琢器物。错：砺石，可以打磨玉器。榖（gǔ）：树木名，即楮树，其树皮可作造纸原料。

攻玉：谓将玉石琢磨成器。朱熹《诗集传》：“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

器，得以成焉。”）

鹤飞于九天之上，声闻于野。鱼潜于深渊之中。在如此水陆空一体化的生态景观中，

生态美学的境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生态文学的魅力，烘托出生态哲学观点。仔细琢磨，所

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那种生态美学境界多么令人向往，此情此景，令人难忘。“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生态哲学的观点。

二、汉代文学中的生态文学名篇
汉代文学继承了先秦文学中的生态文学传统，体现了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的观点。

我们在司马相如的诗歌及其汉赋中可以发现很多此类作品。

《凤求凰》（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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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是有固定配偶的大型鸟类，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吉祥神鸟。以凤求凰代表伟大

高尚的君子之爱，具有特殊的生态美学境界和生态哲学高度，比喻伟大的爱情和高尚的情

怀。正是司马相如这首伟大的诗词获得了卓文君的爱情，成就了伟大的爱情，堪称千古佳

话。比翼双飞是生态现象，既是生态文学语言，又是生态美学境界，体现了“无独有偶”“好

事成双”的生态哲学观点。诗人的语言在情理之中，合情合理的要求，成就了难以拒绝的

爱情。

三、魏晋文学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战争频繁。读书人归隐山林，吟诵于林泉，使中国古代生态文学

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会发现许多幽美的体现生态美学境界的诗篇，

其中的生态哲学观点值得注意。

最为典型的是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如此美妙的生态美学情景中，“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这

是什么样的境界啊？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阳货》）陶令的“忘言”

与孔子的“无言”一脉相承，可谓圣贤之德心心相印、不言而喻。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诗中人生哲学代表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生态哲学，是山水诗词和田园诗词的典范，

是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典范。陶诗注重情、景、理的巧妙统一，把生态文学（情）、生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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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景）和生态哲学（理）完美统一，完美无缺，天衣无缝。人的天性（本性）是来自大自然的

秉性，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获得最大的满足和真正的快乐。生命的本来是大自然，生命的

归属依然是大自然。返本归元（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是一切生命的本质需要。

四、唐诗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
唐代诗歌是中国文学的顶峰，从唐代几位典型代表诗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加

丰富的生态文学作品和生态美学的表现，其生态哲学的思想与魏晋诗歌一脉相承。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霰（xiàn）：雪珠，小冰粒。）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汀（tīng）：沙滩。）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把自然景观（生态景观）与人生感受结合起来，在自然生态景观中发现人生哲学。张

若虚在这首不朽名篇中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自然哲学观点和人生哲学思想：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几句诗涉及宇宙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涉及生命的意义和人生哲学的根本。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人生的真谛与大道的永恒，短短的几句话中却包含了无穷的哲

学思想。第一个人是谁？是谁第一个感受到了月亮的光辉？在变与不变之间，有一个永

恒的问题。这就涉及人类意识的起源和发生，涉及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和本体论。这

几句唐诗提出了哲学的几个根本问题，涉及佛教的“比量”和“现量”、“真谛”和“假谛”。人

生短暂、江流无限，人生无常、宇宙永恒。一个真如的境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对比《论

语》的记载可以对这首诗篇有更深刻的理解。

《论语·子罕》中有一个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个哲学意味很浓郁的记载被认为是孔子“悟道”的标志。“逝者”就是“寂灭”，“不舍

昼夜”就是永恒，是超越“无常”的“真如境界”。

对于宇宙天地的起源和万物命运的把握，道家的思想信仰可备参考。

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两处论述说明了中国道家的本体论信仰。

（一）关于宇宙起源和主宰及其相应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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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道家所谓“天下母”就是创生宇宙万物的“道”。宇宙万物都是“大道之子”，理解了

“道”的法则，就会明白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这个“道”主宰万事万物的命运，遵守这

个“天下万物之母”，就可以获得永恒之道（没身不殆），这是道家长生不老的理论基础和神

仙信仰的基本原理。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道家主张“终身不勤”具有深刻涵义，即无为而治。如果违背了这个自然法则，就会导

致严重后果：“终身不救。”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这是道家的

生态伦理与道德信仰。

（二）关于本体论的永恒信仰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道德经》在这里指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宇宙永恒之本体是“道”，它决定着万物的起

源（创生）和命运（主宰）。道家的“道”是永恒的本体存在，与佛教所谓“真如法身”有异曲

同工之妙。《心经》所谓：不生不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非色非空……

《道德经》第25章 中老子对于“道”的本体论定义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大宗师篇中进一步论述道：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以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帝；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生不为

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庄子对于“道”的这个本体论说明与佛教本体论简直是不谋而合。

对照佛教“非色非空”“即色即空”的“真如本体”，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个类似论述。

《道德经》第21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和《金刚经》所言何其相似：见诸相非相，则

见如来。

《送友人》（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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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著名的送别诗，有生态文学的形式和生态美学的境界和生态哲学的高度。浮云

无意、落日有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行路难》（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羞：通馐；直 ：通值。）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是一个自然生态问题，李白巧妙地把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 结合起来，提出了

一个严峻的人生哲学问题。诗人李白的情怀在这首名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壮阔的生

态景观中，诗人拔剑四顾，饮食无味，为什么？因为“路难行”、“志难酬”。但是，一旦江河

入海，气象迥然不同，海天辽阔，境界无限。人生到达如此境界，原来的一切困难都会自然

而然化为乌有。

这就是李白的人生哲学：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望庐山瀑布》（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瀑布是自然生态景观，由此而来，提出了自然观和宇宙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和人生哲

学，意蕴丰富、内涵深刻，天上人间，人间天上，令人深思。

《将进酒》（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黄河东归大海，一去不复返。这种自然生态景观，与人生哲学密切联系。生命的衰老

和时光的流逝，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人生欲有为，天命不可

违！李白无愧于伟大诗人，他的浪漫主义不是空想，他的自由意志不是盲目的抗争，这就

是生态哲学的观点。

《绝句》（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首著名的绝句，描述了一幅优美而壮阔的自然生态景观。成都的春天很美，四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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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西面是青藏高原，沿长江东下就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作者一生颠簸流浪，常常居无定

所。离开成都，诗人的后半生几乎在长江下游浪迹江湖，终老于客船之中。这一首绝句几

乎是诗圣的人生写照。杜甫的心境和他所处的生境，无比壮美，无比壮观，他的精神境界

和思想信仰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咸阳城东楼》（许浑）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这首律诗中的生态景观非常丰富，生态美学境界和生态哲学观点很清楚。“溪云初起”

和“山雨欲来”是日落时山区湿地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鸟下绿芜”是草地，“蝉鸣黄叶”是

林地。暴秦历史短促“二世而亡”只有十余年，大汉传几十代绵延四百余年。用“朝夕之

变”和“春秋之变”比喻秦汉，长短之对比分明。至于“行人莫问”“渭水东流”更是有限至于

无限，一个无穷无尽的永恒世界不是很令人深思吗？永恒的世界（真如法界）是难以想象、

难以言表的本体，超越生死存亡的变化，没有“比量”，只是“现量”，不可言说，不可思议。

如《心经》所说：无苦集灭道，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非色非空，难以想象。这是“不

可问”“不可说”的哲学问题。品味晚唐诗人许浑的这首诗，既可以对大唐王朝的灭亡寄予

深切的同情，又能对中华文明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命充满希望。

对比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晚唐诗人许浑的《咸阳城东楼》这两首诗，不

难看出大唐的盛大气象、无穷化境和伟大精神。大唐把古印度佛教“中国化”后形成了中

国禅宗，延续和弘扬了大乘佛教的精神“慧命”，赋予中华文明以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焕发出无穷的光彩和活力。这就是生态文学的生机，也是生态美学的生境和生态哲学的

生灵。

五、宋词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
宋代理学对于宋代文学影响深刻。宋词中的生态文学作品非常丰富，体现了很高的

生态美学境界和生态哲学的观点。如：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中的生态文学语言不用说了，而生态美学境界和生态哲学观点就显得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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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这首名篇代表了大宋文学和美学的水平和境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这一句上承唐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堪称“千古一问”！苏轼进一步深入，把月亮

幻化为天堂仙境，美不胜收，令人神往。在茫茫天人之际，以人道示天道，以天道证人道。

在“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和哲学高度说明自己的人生哲学。

考虑到苏轼坎坷艰难的一生，诗人心目中的“明月”更有一层深意寄托，而“问青天”就

显得别有风味、别有用心。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是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的完美

统一了。

六、元曲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
宋元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巨变，文学形态和哲学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但是，在元代文学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典型作品，反映了生态哲学

的观点。

《天净沙·秋思》（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秋日黄昏，枯藤老树，西风瘦马。

这种生态景观内含生态美学和生态哲学。中国的文学绘画和美学观念到了宋元之际

为之大变，士人阶层的心态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全球性气候变化规律来看，宋元之

际正是全球气温下降的气候变化周期，北方草原干旱寒冷，游牧民族南下抢掠，中国农耕

文化面临空前严酷的挑战，这就是后来蒙古灭南宋的生态环境。马致远的这首《秋思》预

见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悲惨命运：“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枯藤老树”正是行将就木的大宋文明，“古道西风瘦马”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处于穷途

末路的写照。

七、清代诗词中的生态文学、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
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繁荣时期，明清文学的生态文学作品很多，主要是小说四

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中的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不言而

喻，其生态哲学的观点则另外论述。这里选择几首诗足以说明问题。

《己亥杂诗·其五》（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诗人于1839年（己亥年）辞职离京返乡，第二年是庚子年（1840年）爆发了著名的“鸦

片战争”。我们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研究这首诗就会发现问题。参考同一组诗的另一首：

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龚自珍无愧于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预言家。在他离京之后的第二年，中国就遭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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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联军入侵，“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文明面临千古奇变，满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状

况。而伟大中国的复兴却在清朝覆没的百年之后。“未济”是周易六十四卦最后的一卦，描

述了事物的终结和“世界末日”的情景和状况。《周易》的未济卦揭示了宇宙不可穷尽的自

然规律和“天道”周而复始的历史命运，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信仰和精神信念。诗人在

满清即将覆没、中华即将亡国的残酷现实面前却表现出独特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超越人间

得失利害的思想，这是多么难得而可贵？今日阅读这首写于 1839年的诗篇，回顾一百多

年来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和伟大复兴，不能不对龚自珍的超前意识和卓越智慧

感到敬佩。

流水无意，落花无情。中国传统文化恰好在这个无情无意的自然现象背后发现了深

情大义和慈悲心肠，这是不同寻常的见解。生态文学的情景极其丰富，生态美学的意境非

常深远，生态哲学的内涵非常丰富，万化之表现，唯一心之妙用也。

最典型的莫过于王国维的《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缘起性空、万化归空，这是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最是人间留不住”“零落花如许”，这

是世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体现王国维的哲学和美学境界的是所谓做学问的“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立）：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
第二境界（守）：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
第三境界（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第一境界出现在一夜秋风之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目空一切，独出心裁。生态景观

与心理感应同步。

第二境界出现在身心磨难之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第三境界出现在百转千回后又突然返回原地。《老子》曰：归根复命，返本还元。佛祖

曰：回头是岸，明心见性。

—— 62



八、结语
在中国古代浩瀚的文献中，有关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资料数不胜数，有关生态文化

和生态哲学的资料非常丰富，有关生态伦理学的思想理论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各个方

面。在古代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大量体现生态信仰的思想信念和精神观念。

本文只是挂一漏万，摘取了一个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方面：古代诗词。至于古典文学的

其他方面，如小说、戏曲、绘画、雕塑、祭祀表章、奏章、笔记等等，有很多精彩文献涉及到中

国古代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资料，限于这篇文章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就不能面面俱到

了。真正全面讨论中国古代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则有待于大德君子，如何建立完整的中

国古代生态哲学体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鄙人德薄才浅，实不足以胜其任。本文抛砖

引玉，激发后学之兴趣，呼唤博学鸿儒挺身而出共襄盛举，是所望焉。

从生态文学和生态美学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检阅中国古代

学术思想，从生态伦理与生态信仰的方面考察中国古代精神信仰，就会对中国文化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无穷活力和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生

机”所在，利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作者简介：张正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古籍所兼职教授；程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副教授。]
（责任编辑 朱凯）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Ecological Values in Beautiful⁃China Initiative
Zhang Zhengchun，Cheng Gang
Abstract: Ecological progress is a part of political programm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t also
represents the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based on particu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ofou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ies. There are abundant ancient eco ⁃ culture in numerous Chinese ancient paintings and poems of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literature,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were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It is inspiring to study eco⁃literature, eco⁃aesthetics and eco⁃philosophy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orks
and to explain the ecological values in Chinese ancient eco⁃philosophy and eco⁃ethics. The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erive from its features of ecological cultures and connotations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Just as Zhu Xi, the famous schola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nce said：“Why is the water so clear? For theres
water flowing from the source.”That is why Chinese culture sustain and flourish for a long history. Eco⁃civiliz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ecological education, and eco⁃philosophy is the soul of eco⁃civilization.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explore the eco⁃literature, eco⁃aesthetics and eco⁃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literature；ecological aesthetics；ecolog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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