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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和人种，尽管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种种不同的_文明和文化，但种种不同中又
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不管是哪个民族和哪个人种，不管是哪种文化和哪种文明，都离不开艺术。
可以说，艺术和人类共存，艺术与文明共生，不管在哪种文明和哪种文化中，艺术都是不可缺少的要
素。
艺术永远与人类形影相随，艺术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艺术作为人之心灵最活跃、体验最丰富的状态下的创造物，反过来又以其丰富的精神营养滋润着人类
的心灵，丰富着人类的经验。
从孔子听乐后三个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到南朝画家张僧繇画龙点睛后龙竟然活了并破壁飞腾的传说，
我们无不感受到艺术所具有的神奇魅力。
从阿尔塔米拉洞穴中展示动物形象的原始壁画，到青海大通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妙趣横生的舞蹈
纹彩陶盆；从动人心魄的《命运交响曲》，到表现战争之残酷和人类良知的《格尔尼卡》⋯⋯我们处
处感受到艺术与生命和文化血肉相连的关系。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的艺术，始终表现和反映着人类自身的感觉、情感和经验世界
，始终忠实地记录着人类智慧所达到的高度和人性所达到的深度，始终积淀和深化着人类对自己的认
识和理解。
对艺术的感知常常激发人们深刻的哲学思考，使人不由自主地思考与人的生存有关的问题：我们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
人的本质和价值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何在？
⋯⋯例如，观看古希腊雕塑《米洛的维纳斯》，我们不仅为其美色倾倒，还会从她那高贵、尊严、祥
和的姿态和眼神中窥见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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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环境美学”的研究著作，发掘环境美学的历史文化根源，呈现环境美学的跨学科图像，
重点分析环境美学的谱系，揭示“家族相似”下的多样性。
本书聚焦自然审美鉴赏及其模式，探讨环境审美批评的可能途径，从生存质量、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
的角度，探索环境与人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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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中
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美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学》与《中国艺术教育》杂志编委
。
主要学术兴趣为美学、美育学与比较文学。
 主要著作有《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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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来自西南的一个小山村，老家原来隶属于四川，现在归属重庆。
每每有人问我何处人也，我的回答总是“四川人”，因为我始终觉得“四川人”是一个文化概念，而
不是一个地域概念。
从地域文化上看，四川与重庆都属于古老的巴蜀文化，人只有在文化和空间建构的坐标中才能找到自
己的位置。
少小离家，老大也很少回了。
我一直在北方求学与工作，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感受到差异巨大的文化与环境。
在乡村与城市、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中，环境差异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环境美学研究似乎与自己从前的研究有些差别，以往强调从书中的问题开始，现在是要从
现实问题出发，探讨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这种途径当然不是制度的，而是学术的。
最初，我担心过于强烈的现实动机会影响环境美学的学理阐释。
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其实，环境美学问题萦绕心迹已经数年，1998年，我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时，在院图
书馆借阅到阿诺德·伯林特的英文专著《环境美学》，那时才知道“环境美学”这一说法。
我当时关注西方美学东渐与20世纪中国美学，并没有特别关注“环境美学”。
后来，在中国学界，“生态美学”呈燎原之势，研究者甚众，“生态美学”成为美学的“前沿问题”
。
有时，“生态美学”类似纯粹哲学，有时，“生态美学”类似环境伦理学，凡此种种，令人困惑不已
。
从概念史的角度看，“生态美学”与“生态美”等概念也晦涩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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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同自然一样，都是人类本来意义上的家园⋯⋯艺术绝对不是常人认为的玩物，而是和谐之源，
从中流出的，是涌动不息的生命之泉，只要接触艺术和欣赏艺术，这富有生命活力的甘泉便会滋润干
渴的嘴唇，使心田之苗茁壮成长。
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和谐的和发展完美的人。
如果一个社会由这样的人组成，整个社会也就成为和谐的社会。
⋯⋯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艺术离异，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
会变成文化的沙漠。
”“对艺术的创造、接受和欣赏，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素质。
而获取这种素质的重要捷径，就是艺术教育。
”“当今方兴未艾的综合艺术教育或生态式艺术教育⋯⋯不仅注重各门艺术之间的对话、交叉和贯通
，还注重艺术精神向其他学科的渗透。
⋯⋯实施综合艺术教育，我国是最有优势的。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艺术教育传统，完善和发展综合艺术教育，造就高素质的人才，正是开
发这一套《艺术教育前沿论丛》的宗旨。
”本册为《艺术教育前沿论丛》之《环境美学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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