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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论述类文本阅读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也是生态美学立论的重要渊源之一。

我国生态美学贯穿于古典哲学中，与儒释道三家思想相生相伴，始终影响着我国思想文化

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生态美学观在哲学上主要体现在对“生”的探究与重视上。儒家
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应远离对虚妄无形的神灵鬼怪的探索，而将重点
放在“生”之事上。孔子也曾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些都体现了儒家重
生、贵生的态度。同样，儒家也尊重“自然之生”，强调对自然节令和自然规律的尊崇，主张按
照生态规律合理安排农业。道家则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明万物生于
天道的过程，同时道家的“道法自然”“道为天下母”及“万物齐一”等观点也表现出尊重自然、爱
护众生的理念。佛家的“轮回转世”“众生平等”等观点则体现出对生的无限渴望以及对自然万物
生存状态的尊重。

当前我国的生态美学研究仍以西方话语为主，理论资源大多来源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

象学生态美学和以英美分析哲学为基础的环境美学。对这些西方理论的引进与研究为我国生态

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着力点，但由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这些西方理论与我国传统美学存在差异，

在理论适用性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中西方生态美学发展侧重点不同，有着“生态”与“环境”之
辨。西方偏重于发展环境美学，将环境作为区别于人的一种背景、围绕物看待，这便有着“人
类中心主义”的色彩。我国则重点发展生态美学，“生态”一词本身便将人包含于自然之中，人与
万物在自然生态中和谐共生，消解了主客二分，也符合我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根本精
神。此外，西方的生态美学在阐释我国传统艺术时存在理论不适用的情况。我国传统生态美学

观在绘画、音乐、诗学以及建筑领域均有体现，而其中涉及的一些概念很难用西方理论进行阐

发。

我国生态美学具有悠久历史和自身特色，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进

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也是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生态美学话语体系的一个突出优势。我

国当前的生态美学发展要植根于传统生态美学的沃土之中，但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使生态美学的发展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以便能够更好解决当今时代问题。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建设反映新时代生态文明需求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我们在传承

发展中华传统生态美学思想的同时，还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其持续进行补充、拓展

和完善，实现中华传统生态美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传统美学思想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摘编自胡友峰《生态美学立论的深厚渊源》）

(1) 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生态美学立论的依据都来自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B. 我国生态美学观有着悠久历史，在儒家哲学上体现为对人的“生”的重视，超越自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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