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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生态审美观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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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马克思生态审美观反映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揭示了生态美的本质特点和重要地位, 提出了生

态美的审美标准, 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 为我们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推行 /生态设计0,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

会, 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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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它以生态审美观为核心,

探求生态美的本质和规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美是由劳动

创造的。人们在改造和保护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美。

马克思认为: 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 就是懂得按照美的

规律改造自然界, 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 [1] 7。人类在改造自

然环境的劳动实践中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满足了自己的物

质生活需要, 而且创造了美, 满足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需要。

/和谐即美0是中外传统的审美标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构成了生态美。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中外传统的和谐审美

观, 创立了科学的生态审美观。马克思生态审美观反映了无

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 ,揭示了生态美的本质特点和

重要地位, 提出了生态美的审美标准。研究和阐释马克思生

态审美观, 对于促进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 推行 /生态设

计0,建设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生态审美观的基本内涵

(一 )生态美的本质和特点

追求美, 是人的天性。所谓 /美0是指客体属性满足主

体审美需求的关系。人作为主体不仅具有物质需求,而且具

有精神需求。审美需求是主体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某种物质形态可以引起人们的美感, 那么, 这种物质形

态就被称为审美对象或审美客体。自然物具有审美属性, 比

如金和银的色彩会引起人们的美感, /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

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 0 [2] 145。因此, 金银的审美属性 /使

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

料0 [ 2] 144。人作为审美主体是一种类存在物, 人与动物虽然

都靠无机界而生活, 但人比动物更具有普遍性, 因而能够产

生包括审美需求在内的精神需求。马克思明确指出: 自然物

/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0,都

是人的意识的对象,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0 [ 1] 95。可见, 自

然美就是自然物的审美属性满足于人的审美需求的关系。

自然美是美的最基本形式, 只有在自然美的基础上, 才

产生出社会美、艺术美。生态美不是单纯的自然美, 也不是

单纯的社会美,而是渗透着社会美的自然美, 从一定意义上

讲,生态美是自然美与社会美的统一。所谓生态美是指生态

环境的审美属性满足于人的审美需求的关系。人是生态世

界的主体,也是生态审美的主体,离开了人这一审美主体,就

无法构成生态审美关系, 也就不能形成生态美。生态环境是

人的审美客体,如果生态环境缺乏审美属性, 也不能构成生

态审美关系,也不能形成生态美。马克思认为, 现实的生态

世界是人类实践创造的。现实的自然环境已经不是纯天然

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 ;生态世界的人, 也是由劳动实践创

造的。离开了人的劳动实践,就没有现实的生态世界。不仅

生态世界是由劳动实践创造的,而且生态美也是由劳动实践

创造的。劳动实践是人作为主体的本质所在, 是人区别于动

物的本质特征。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

需要进行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

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

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0 [ 1] 97。在马克思看来,包括生态美

在内的一切美,都是由劳动实践创造的。即美是由人的劳动

实践所创造。人们在劳动实践中按照美的规律和内在需要

来改变自然界的面貌,使之能满足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需要。由此可见,生态美具有属人性、客观性、实践性

等本质特点。



(二 )生态美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不仅阐述了生态美的本质和特点,而且阐述了生

态美在人的审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美 0包括自然美、社

会美、艺术美三种基本形式,而生态美则是自然美和社会美

的统一。自然美是最基本的审美形式,是形成社会美和艺术

美的前提和基础。首先,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实践中,

一方面, 使自然物的形态发生变化, 形成了审美属性;另一方

面, 使自己的精神需求得到发展, 产生了审美需求,这样在人

与自然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关系, 产生了自然美。接着,

人类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 创造了人类社会, 社会关系也就

成了人的审美对象。人们是按照自己发展的需要和美的规

律来构建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使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也具有审美属性, 这样,就形成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审美关系,

产生了社会美。再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

现, 一部分人专门从事音乐、绘画等活动,这样就形成专业化

的艺术, 产生了艺术美。艺术美是对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模仿

和升华, 没有自然美、社会美, 就不可能形成艺术美。艺术美

也是劳动实践创造的, 它源于自然美, 根植于劳动实践。专

门化的艺术是由艺术家直接创作的,但它也是来源于劳动人

民的实践, 音乐、绘画等最初就是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艺术家

们只是使艺术创作专门化了。生态美是自然美与社会美的

有机结合, 它比单纯自然美和单纯社会美的内涵更为丰富,

它是构成现代艺术美的基础,是现代艺术创作的基本前提。

离开了生态美, 现代艺术美就缺乏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只有

在生态美的基础上才能使艺术美达到更高境界。总之, 在人

的审美关系中, 生态美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优于自然美

和社会美, 是发展现代艺术美的最有利条件。因此, 人类必

须在当代实践中保护生态环境, 创造生态美, 促进审美关系

的丰富和发展。

二  马克思生态美学的审美标准

/和谐0是中外传统美学共同的审美标准。孔子说: /礼

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0 [ 3]柏拉图指出: /音乐就

是和谐, 和谐就是美。0 [ 4]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 艺术美是对

自然美的模仿。他说: /自然界喜欢矛盾, 并且从矛盾中而不

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 。, ,显然, 艺术在这一点上

模仿了自然。0 [5]在马克思看来, 生态和谐是生态美的标准。

所谓生态和谐是指生态世界中各种生物之间及其与环境之

间的协调与统一, 其实质是人与各种生物及自然环境之间的

协调与统一。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解释, 和谐即 /和而不

同0,是指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和谐并不等于

类同, 而是以不同为前提。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解释, /和0与

/异0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异0即不同, 是指世界事物的多

样性、差异性、特殊性; /和0是世界事物之间的协调性、平衡

性、统一性。异是和的前提, 没有异就没有和; 和是异的条

件, 没有和也就没有异。生态世界, 万事万物, 各具特色, 而

各种不同事物又是和谐地联系起来,构成了生态世界的统一

性。因此,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看, 生态世界是 /和而不

同0的。 /和而不同0是生态审美的根本标准。古希腊哲学

家赫拉克利特说过: /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

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0亚里士多德

进一步提出: /艺术也是这样产生和谐的0 [ 6]。在马克思看

来,生态世界的 /和而不同0就是生态美。按照 /和而不同0

的生态审美观, 人类必须尊重和保护生态世界物种的多样

性,承认各种动物、植物都有其生存和繁衍的必然性、合理

性,人为地消灭某一物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正是生态世界

物种的多样性构成了生态和谐的前提。因此, 我们应当在维

护生态世界物种多样性的前提下, 通过正当的实践活动促进

人与各种生物之间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与统

一,创造生态美。生态和谐不仅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而且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生态和谐会使人们赏心悦

目,产生美的感觉; 生态失衡、环境恶化则会使人们产生丑的

感觉。可见,生态和谐, 不仅是人类的审美标准,也是人类的

审美追求。

三  马克思生态审美观的当代价值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人类的审美观点在不断地发

生变化,但是马克思生态审美观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 至

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一 )马克思生态审美观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思想基

础

当代世界,面临一个全球性难题, 这就是生态危机。树

立生态文明观念,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 是世界各国

人民的共同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了 /生态文明0

的概念,并要求在全社会树立 /生态文明观念0 [ 7]。生态文

明观念内涵十分丰富, 主要包括: 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

生态审美观、生态科学知识等。其中, 生态世界观是核心,生

态价值观是灵魂,生态审美观是风格,生态科学知识是基础。

生态审美观体现了生态文明观念的思想风格, 反映了生态文

明观念的审美诉求, 是生态文明观念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

精神,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的生态审美观。

马克思生态审美观是科学的生态审美观, 是形成科学的

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 生态环境 /一方面

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 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 是人的精神

的无机界0 [ 1] 95。人是生态审美的主体, 生态环境是生态审

美的客体,优美的生态环境作用于人的感官, 会产生生态审

美情感,满足人的生态审美需求。马克思生态审美观正确地

揭示了生态美的本质和规律,要求人们按照生态和谐的审美

标准去审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按照生态美的规律去

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并使之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马克思

既强调按照生态美的规律去建设生态文明, 体现了合规律

性;又强调坚持 /以人为本0, 按照人的审美需求去建设生态

文明,体现了合目的性, 从而彰显了 /真0与 /善0相统一的审

美取向。因此,马克思生态审美观是科学的生态审美观, 为

我们树立生态审美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我们必须批判和

抵制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和自然中心主义审美观, 树立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审美观。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人的

审美需求,忽视甚至违背生态美的客观规律, 而自然中心主

义虽然重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但否认了人的审美需求,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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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不能形成科学的生态审美观。只有马克思的生态审美

观既揭示了生态美的客观规律, 又反映了人的审美需求, 体

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从而为人们树立生态

文明观念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 )马克思生态审美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行动指南

所谓社会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化状态, 包括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四个层面, 其中,物质

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保障,精神

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灵魂,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前提。可见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生态文明这个

前提条件, 就不可能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

会文明就不全面。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

和谐共生、良性互动的文明形态。建设生态文明是党的十七

大报告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马克

思生态审美观作为行动指南。首先,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审美

观为指导, 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

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

成就, 但生态文明建设还相对滞后。近年来,环境污染、植被

破坏、资源浪费等问题比较突出, 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存

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审

美观为指导, 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的家

园。其次, 必须以马克思生态审美观为指导, 推动当代中国

艺术设计的生态化。前面讲过 ,生态美是现代艺术美的基础

和前提, 树立马克思生态审美观, 可以促进当代中国艺术设

计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艺术设计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繁荣局面, 这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我国设计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 一些设计师生态文

明观念淡薄,其设计品浪费了大量自然资源, 污染了生态环

境;一些设计师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效益, 违背了生态美

的客观规律;一些设计师片面追求设计品的实用价值忽视了

设计品的审美价值,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审美

需求。基于此,设计艺术界提出了 /生态设计0新理念, 倡导

绿色设计、环保设计、低碳设计,呼吁艺术设计的生态化。马

克思生态审美观是树立 /生态设计0新理念的理论依据, 我

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审美观为指导,发展绿色设计、环

保设计、低碳设计, 为建设生态文明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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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M arx. s EcologicalAesthetics and its ontemporary Value

ZHOU Fen- fen, X IAO Su- h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M arx. s eco log ical aesthetics re flected the dem ands o f popular mass, revea led the essential charac teristic and the im-

portant role o f eco log ica l beauty, and proposed aesthetic standand fo r eco log ica l beauty, and it achieved an effective comb ination of the

regular ity and the purpose. It can he lp lay a fundation for our ideo logy and set a gu ide for ou r behav iorw hen w e are try ing to estab lish

the concept o f eco log ica l civ iliza tion, to cultivate eco log ica l c iv ilization and imp lement the practise o f eco log ica 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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