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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生态美学兴起于20世纪初，中国生态美学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引进介绍西方环境美学
为其开端。但从21世纪初起，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本土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并开始与西方
对话，即进入跨文化研究。生态美学以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为其重要理论支撑，反对人类中

心论，力主生态整体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家园。由工业革命时期人

类为自然立法发展到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共生。

中西之所以在生态美学领域能够形成跨文化研究，是因为两者具有共同性。共同性之一是

生态问题是中西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西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之后，已经将生
态环境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而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口众多，人均可耕地、淡水

与森林等资源偏少，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保护自然环境成为紧
迫的社会问题。另一个共同性就是中西生态美学都具有某种反思性与融合性，即对传统工业革

命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超越，并且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性，中国21世纪初已经提出建设环
境友好型社会。

其次，是相异性。相异性使得跨文化对话具有足够的空间，也使得中国生态美学得以发

展。总之，中西生态美学在相同性前提下具有明显的相异性。

其一，中西方存在“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力倡环境美学，并且对
于“生态”一词多有异议。美国著名环境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知识浅薄的
自然崇拜者的俱乐部，而环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体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性。中国学者

则认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争涉及人类中心与生态整体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中国学者从三

个方面论证“生态”一词优于“环境”。字义上，“环境”具有“包围、围绕、围绕物”之意，是外在
于人的二元对立，“生态”则具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是对于主客二分的解构；内
涵上，“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是一种生态整体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
说，“生态”一词更切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而环境美学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接
轨。

其二，从生态文化的发生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化是一种原生性文化或叫做“族
群原初性文化”，是在原始形态农耕文化中形成的亲和自然的文化形态。而在西方文化中，生
态文化是一种反思的后生性文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强调“天人合一”，因而生态文化是中国
古代的原生性文化。中国哲学以“天人相和”为其文化模式，中国古代艺术基本上就是一种自然
生态的艺术，山水画自魏晋以后成为画之正宗，山水诗文甚为发达。而西方古代是一种科技文

化，强调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它的生态文化是20世纪产生的反思的后生性文化，
是对工业革命破坏自然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也借鉴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梭罗

在《瓦尔登湖》中引用《论语》中的“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作为其亲和自然
之依据。

其三，中西方生态美学的话语也有差异。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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