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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西方的一种批评派别，荒野哲学是在
生态批评的学术潮流之中出现的一种理论。
生态批评和荒野哲学关注文学与环境、也就是人文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
题。
　　山水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蔚为大观、十分显要的诗歌流派。
如果说自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土壤的话，山水诗反映的恰恰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依相生、声气相
感、血脉相通的亲密关系。
　　之所以要在荒野哲学和山水诗之间进行跨界研究，就是因为它们二者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错位
的，但在精神和逻辑上却是一致的。
本论文在导论部分对生态批评、荒野哲学以及山水诗进行了大略的介绍和理论的辨析，提出用生态批
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得出内在于山水诗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和荒野精
神这一结论。
　　正文部分对荒野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之上深人挖掘和细致梳理了中国古代山水
诗的荒野精神。
这里所说的荒野，并非只是一片空间，一个自然的客体，它和中国文化史上的“自然”概念一样，是
一种精神的象征，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甚至它比“自然”更自然，因为它是原生的、纯粹的、真正的自然而然。
这样一种美学精神在山水诗中具体表现为荒山野水的意象世界、趣在荒野的审美理想、情近荒野的情
感指向以及魂归荒野的回归主题等。
　　结语部分则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后现代反思，指出荒野凸显、东方浮现、诗歌再生都是这一反思的
精神成果；如果说哲学是乡愁、是对意义的追问和对家园的寻觅的话，那么，诗歌则为我们提供了意
义之所在与归家之路途。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提出，从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有重大影响之时开始，为地球
史上一新纪元，称为人类纪。
在人类纪，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深刻，人类大规模改变地球的地质时期已经开
始。
在这样一个新的地质时期，反思人类历史发展的功过得失，发掘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建构东西方
学术交流的新格局，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态
，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文学艺术的当代使命与文学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文学理
论研究者应该直面的现实。
　　于是，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建立文学艺术的生态视阈——便成为唯一的拯救之途。
山水诗的生态批评告诉我们：在山水之间，在荒野之上，我们能够找到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找到人
类家园的永恒所在。
山水诗，守护着的是人们经年不变的千古诗心和荒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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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荒野之思：荒野的三个维度及其美学价值　　荒野哲学与山水诗　　中文摘要　　生态
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西方的一种批评派别，荒野哲学是在生态批评
的学术潮流之中出现的一种理论。
生态批评和荒野哲学关注文学与环境、也就是人文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
题。
　　山水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蔚为大观、十分显要的诗歌流派。
如果说自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土壤的话，山水诗反映的恰恰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依相生、声气相
感、血脉相通的亲密关系。
　　　　之所以要在荒野哲学和山水诗之间进行跨界研究，就是因为它们二者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是
错位的，但在精神和逻辑上却是一致的。
本论文在导论部分对生态批评、荒野哲学以及山水诗进行了大略的介绍和理论的辨析，提出用生态批
评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得出内在于山水诗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和荒野精
神这一结论。
　　正文部分对荒野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挖掘和细致梳理了中国古代山水
诗的荒野精神。
这里所说的荒野，并非只是一片空间，一个自然的客体，它和中国文化史上的“自然”概念一样，是
一种精神的象征，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甚至它比“自然”更自然，因为它是原生的、纯粹的、真正的自然而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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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荒野哲学与山水诗》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后现代反思，对荒野从时空和心理的层面作生态哲学意
义上的思考，深入分析其审美价值，进而揭示了中国古代山水诗中深刻的荒野精神，分析了其中的荒
野意象，以及其中的趣味生意，进一步阐释了“趣在荒野”的审美理想，论证了其中的情感指向与人
生体验，最后以“魂归荒野”作结，倡导回归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反映了人们以荒野为安顿心灵和
永恒体验的家园，并且揭示了荒野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视野下的独特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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