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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这个概念虽然不是新的概念，但是，有关环境的学科却是新兴的学科。
原因很简单，自工业社会以来，在片面追求高效益的指导思想下，借助于高科技的手段，人类对地球
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取，地球连同环绕在它周围的大气层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地球也反过来严重地报复
人类。
这种人与地球的反复较量现在仍在进行着。
其结果，可想而知，那只能使地球成为一片荒漠，连同人在内的生命体从地球上消失。
　　当然，人类中的明智者已经高度认清这种可怕的结局，19世纪中叶就有一种名之为生态学的新的
科学理论诞生，而到20世纪，这种理论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一是突破生物学的范围，与人类学相结
合，成为人类生态学。
1922年，美国地理学家哈伦·巴洛斯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概念。
二是与哲学的结合，或者说，生态学向哲学的提升。
1984年，德国哲学家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出版。
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哲学形态产生。
虽然这些学说提出比较的早，但现在仍然是空谷足音，直到20世纪末叶，与生态人类学、生态哲学相
关或者就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各种学说才突然蓬起，在西方学术界蔚为大观。
这中间就有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艺术学等。
当然这些学科，未必具有严格的学科体系，只是因为取了新的视角而被视为一种新的学科，这种情况
正说明，有关环境的科学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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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罗尔斯顿是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环境伦理思想，特别是集中于“自然价
值论”上。
其实，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思想具有浓厚的美学情结，忽略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中的美学韵味必然
会带来其研究上的偏颇与不足。
另外，罗尔斯顿的环境思想不仪扎根于“自然价值论”，而且扎根于“荒野”（他曾提出过“哲学走
向荒野”、“美学走向荒野”）。
荒野是生命之源、价值之源。
为此，《美学走向荒野:论罗尔斯顿环境美学思想》作者另辟蹊径，从“荒野”入手切入到罗尔斯顿的
环境思想，通过荒野与自然、荒野与文化、荒野与自由关系的分析对荒野的意蕴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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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红梅，女，1969年出生于湖北省丹江口市。
1995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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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篇。
现为湖北人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七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哲学、环境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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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罗尔斯顿是一位十分注重体悟与欣赏自然的环境哲学家，虽然他的审美体验更多的是采取描述的
而非规范的方法进行表达。
例如在他学习物理学、生物学、神学，成为一名牧师后，偶然发现一株轮生朱兰花，他不禁大叫：“
真是太美啦！
”在任牧师之职时，他每周一次地游荡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南段，逐渐地，在近乎十年牧师的生涯中
，他一周之中用五天时间向人们宣讲天国的事，其余两天则走向荒野，细致地了解、品味壮丽的山林
。
当人们研究自然，目的在于对自然做出改进与修复，目的在于探寻明智地利用自然的方式时，罗尔斯
顿追问道：“但除了这些，我们还能不能为了欣赏自然的野性、自然自发的再生力量和自然的美而去
研究自然呢？
”在罗尔斯顿看来，其一，除了以工具论的眼光探究自然，人们还可以以审美的眼光面对自然；其二
，自然的野性、自然的自发的再生力量是值得欣赏的。
万物各有其美，任何物种的消失都是审美上的巨大损失。
灰熊如果灭绝，就会使现在和未来世代无数度假者的荒野体验少了一些东西，狼的灭绝使人们的敬畏
之心淡化。
事实正是这样，物种的消失减少了我们的审美对象，日渐减少的物种使审美对象的丰富性日趋单一化
。
单一化的审美对象钝化着人们的审美能力，而人的精神要求着多样化与丰富性。
　　在罗尔斯顿感看来，充满多样性的荒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虽然从文化的角度看，“野的”一词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但却不影响荒野本身可以带来美感。
罗尔斯顿说：“如果我们来到一片风景带，站在风景带的角度看问题，去感受它的完整性，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野的’是一个褒义词。
这种野性给我们带来一种美感——‘荒凉而神奇的西弗吉尼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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