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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视域中的平等观 
 

贾  倩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生态平等”的观念是将人与一切“非人存在物”都视为平等的存在，它不仅不会导致反人类，

恰恰是人类实现自身的前提和基础。其核心原则既是一种关心的平等，更是一种重视差异的平等观。

它不仅具有哲学、伦理学的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它应该也必然属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视

域，而且只有在生态美学的观照下，才能真正展开生态平等的追求，进而必将促进人类自身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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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对生态美学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其能否成立）存在争议，但它已引起了广泛关注却

是事实。至于它是否可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这让我想起有人曾借鲁迅的话对美学问题做的一个有

趣描述：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1]。当然，生态美学问题绝不是无中生有，随着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重，生态学问题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加上美国生态学家得奥波德“大

地伦理”、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等观念的提出并发展，生态学从自然科学走向

了社会科学。恰如格里芬所说：“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因为“它为生态运动所倡导

的持久的见解提供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源”[2]。我国生态学家牛文元也指出：“生态学已

经由哲学语言代替了自然语言，由深层解析置换了表象描述，由二元分离复归到一元本体，由被

动追随到强烈参与，这时的生态学已经走出单一的学科领域，成为一种新时代的世界观。”[3]生

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批评纷纷兴起，生态美学的出现和受到关注也成为必然趋势。其实，

生态美学的提出并非完全由国内学界首创。1989年，格诺特·伯麦就在其专著《建立一种生态自

然美学》中阐释了生态学的美学理论[4](P79)，只是其生态美学观并没像国内这样引起热切关注而已。 

国内生态美学的倡导者之一曾繁仁先生曾说：“生态美学是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是一

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通过争论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更加需要的不是在是否成为学科问题上

的争论，而是生态美学学科本身的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具有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

‘生态平等’理念作为生态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遭至了极为广泛的批评”[5]。造成这种结

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态平等的深层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并未得到比较充分的阐释。 

一、生态平等的深层内涵 

生态平等不是普通哲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平等，而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平等观。

虽然我国古代就有了朴素的生态平等观念，像《庄子·齐物论》、《庄子·秋水》、宋代的程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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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到，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平等”观念，则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加以发展的。美国语言

学家伊文斯在《进化论伦理学与动物心理学》一文中曾说：“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的确是大自然

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那种试图把人从大自然中孤立出来的观点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道

德上是荒谬的。”[6]倡导“动物解放”的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认为“我们应当把大多数人都承认

的那种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所有成员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7]当然，上述关于平等

的说法自有其“非人类中心主义”和“动物权利”意义上的狭隘性，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

平等”观念是由“深层生态学”得以确立的，并将生态中心平等作为深层生态学立论的两条最高

准则之一。也就是说：“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都拥有在较宽广的

大我的范围内使自己的个体存在得到展现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但是，深层生态学对生态平等观

念并没有进行较为完善的阐释，被误解的同时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批评就是认为生

态平等必然会导致反人类的严重后果。 

（一）关于提倡生态平等的原因 

除了全球生态危机严重，“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日益显露以外，深层生态学另外给出的是

“生物圈的一切存在物都具有内在价值，这是可以被直觉到的，无需靠逻辑证明。”[8](P48-50)但这

种脱离了人的所谓只能“直觉到的内在价值”很难让人信服，它甚至会沦为一种主观的神秘主

义。事实上非人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始终是脱离不了人的，反之亦然。价值存在于关系之中，也就

是说，人的价值同样需要“非人存在物”得以实现，而提倡生态平等正是体现了对一切存在物价

值的重视。 

另外，倡导生态平等的一个更重要原因被忽视了。众所周知，人自身的实现离不开自由和平

等的实现，而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提倡生态平等正是实现人类平等的前提和基础，

这是因为“人对自然工具性的操纵不可避免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9]生态平等是从生态整

体的角度出发去追求平等，而“人类平等”的追求则是把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人类生

硬的划分出去，把“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区分开来，而试图单独实现前者的平等，这实际

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区分。“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已由历

史的生态学所证实。”[10]深层生态学指出：“要在人身上找到所有人都具有而动物不具有的特征

是不可能的，把人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如理性、自然意识、自由意识、符号交流能力之类的特征）

视为有权获得道德关怀的依据，就意味着排除了道德关怀领域中所有‘原始’文化的人、低智能

的人、婴儿、老年人、植物人以及暂时或永久的昏迷者。”[8](P22-23)由此看来，不追求更大范围的

平等也必将无法真正实现全体人类的平等。“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萨义德曾说：“大的

区分，会导致更小的区分”[11]，也就是说，在区分开人类和“非人存在物”之后去追求平等，必

然导致再将人类区分为东方人/西方人、富人/穷人、白人/有色人，进而也必然区分出“应该享

有平等的人”、“不该享有平等的人”，那么追求人类平等岂不成为一句空谈？可见，提倡生态

平等是实现人类平等的必要前提，说它会导致反人类的人，才是真正的反人类者。 

（二）关于生态平等的基本原则问题 

拥护“生态平等”观念的学者在面对攻击时，往往强调生态平等“不是人与万物的绝对平

等，而是人与万物的相对平等”。但这并不能详细说明“生态平等”的深刻性，因为任何平等，

包括传统的人类平等的追求都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且任何平等的观念都不可能绝对的实现，它

只能在追求中，只能依据其基本原则最大化的接近平等。那么，生态平等的基本原则应该包括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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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呢？辛格曾说：“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关心的平等，而对不同存在物的平等关心可以导致区别对

待和不同的权利。”[12]也就是说，如果将“关心的平等”作为生态平等的基本原则之一，人们保

护大熊猫和消灭蚊子的行为并不违背生态平等的观念。进一步说，即使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平等也

并不排斥救助弱小和实施死刑，但生态平等绝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平等，不仅是其平等范

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其另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即正视差异的平等。人与人之间、人与“非

人存在物”之间都存在差异，“深层生态学所说的平等是生态系统赋予人和自然存在物的权利和

利益是平等的，因为人和自然存在物都是生态系统‘无缝之网’上的一个‘节’。”[13]这种说法

事实上也是一种对“差异”的回避，其实差异并不是实现平等的障碍，它恰恰是追求平等的前提。

试想，如果人与人之间，一切存在物之间若没有差异，那还追求什么平等？“平等”本身将失去

意义。西方传统上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孟德斯鸠）的说法，是一种忽略差异的平等，正

如阿多诺所说的“法律是粗糙的不合理的合理性现象，在法律中，表面公平原则成了信条，它用

同一支画笔为一切上色。”[4](P96)可见，这种平等的实现必将以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为代价，而正

视差异、尊重差异的平等才能实现包括人类平等在内的生态平等。当然，人类平等的实现存于追

求生态平等的过程中，恰如人在整个生态系统的位置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三）关于生态平等观念下，人与“非人存在物”产生矛盾时如何解决的问题 

对此，阿伦·奈斯提出了“根本需要原则”和“亲近性原则”[8](P160)。以上原则理论上似乎

是将人与非人存在物的众多矛盾一一化解了，但在实践中往往还会有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其

中最不容忽视的是，以上原则有着潜在的发达国家思想背景，而发展中国家遵照以上原则时经常

会与本国的发展产生诸多矛盾，正如喀麦隆记者F·比库鲁所说：“你们破坏身边的环境，从而

得到了发展，现在却禁止我们这样做，我们凭什么放弃，人们想知道他们从保护森林中可以得到

什么？”[14]还有一重要现象就是，“生态平等”观念的真正破坏者、违背者，往往也是出自西方

发达国家。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没有一个中国东北的猎户想把虎皮剥下来放在客厅里当地毯，

也不会有一个巴西农民需要砍伐大片的森林去盖房子，背后的黑手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现代

意义上的生态平等观念却也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面对“生态平等”，发

展中国家问能够得到什么？发达国家是说一套做一套。奈斯的那两条原则似乎已经很有说服力，

为什么生态平等观念的落实却那么困难呢？笔者认为，仅从伦理道德价值的角度追求生态平等，

最终往往只能沦为道德说教，而生态平等的美学意义被严重忽视了，需要从美学高度进一步阐释。 

二、生态平等的美学意义 

正如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所说：“我认为有必要根据这种生活环境的激变而树立新的伦

理，提倡生态伦理学，就意味着适应人的生存环境的伦理学，它是包含着解决在现代科学技术的

环境中产生的新问题的思考。——与此相同，在美学上也产生了极大的问题。”[15]
L·K·奥斯

丁也强调指出：“美是环境伦理学的基础”[16]，也就是说，“生态平等”可以是一个生态哲学或

生态伦理学范围内的问题，同样也可以而且应该被纳入生态美学领域。 

（一）哲学、伦理学、美学本身就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这个审美已趋向泛化的时代，美学绝不能容忍堕落到只强调装饰打扮这类浅层的审美活动

上去，而应发挥出它的深层价值。促进生态平等的实现，正是当代生态美学重要目标之一。宣扬

“伦理/美学”的德国新生代哲学家沃尔大冈·韦尔施在分析阿多诺的现代美学理论时，称其为

“公正对待异质性的美学”，“只有在美学中，公正才能被完整的表述”，“美学公正认识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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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存在”，其实，这里所说的认识到差异性存在的“公正”观念和把“正视差异的平等”作为

基本原则的“生态平等”观念有着极其相似的内涵，韦尔施接着表明：“美学的表面可能作为设

计的外形，然而，其伦理/美学的内核、目标却是公正。”[4](P95-97)也就是说，现代美学的深层目

标，毫无疑问的应包含公正，也就是包含对平等的追求。那么，生态美学对生态平等的追求当然

是必然的选择。需要强调的是，“伦理/美学”绝不是伦理学和美学的简单相加，和生态美学类

似，它们均是当代美学转型的必然要求，正如王德胜所指出的：“关于生态美学，根本目的是为

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在概念、理论形态上纠缠。一种科学研究，如果不利于促

进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就难以体现其价值。”[17]因此，针对当代人漠视生态平等，对“非

人类存在”恣意掠夺、压迫的现象，不仅是生态伦理学所重视的，同样是生态美学所不容的。 

（二）生态美学观的存在论哲学基础 

生态美学观念的提出并日益成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朱立元曾

专门论证过“生态美学观的存在论根基”[18]，曾繁仁等众多生态美学的倡导者也都曾强调过其存

在论的哲学基础[19]。当然，海德格尔从未提过“生态美学”以及“生态平等”，更不要说指出生

态平等的美学意义了。但海氏言语中却隐藏着生态平等的观念，他在《通向语言之途》中说：“让

一个事物作为事物所是的事物而出现，并因此让其在场。”这句话所暗含的意思是，人应该以平

等的观念，让一个事物以其本来的面貌存在，而不要自持自身在理性、智力等方面的优越，对异

己的事物进行蛮横的干涉。那么，海氏所暗含的生态平等的观念又跟其美学思想有何联系呢？再

来看看他曾对美下过的一些定义，“美乃是存有之在场状态”，“美乃是整个无限关系连同中心

的无蔽状态的纯粹闪现。但这个中心却为起中介作用的嵌合者和指定者而存在，它是把其显现储

备起来的四方关系的嵌合”，“美是作为无蔽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从以上海氏对美的定义来

看，他认为“存在”之显现就是美。那么，什么情况下“存在”会显现？怎样才能让“存在”显

现呢？“存在”的显现，也就是“存在”的“解蔽”，按他的说法就是“真理的发生”，而艺术

作品就是存在的形式，美学就是对存在的感受状态。那进一步说，“既然作为一‘物’的艺术作

品具有真理性，那么别的‘物’也就有可能具有真理性。”这些“物”是什么呢？应该说整个生

态系统内的万事万物，它们与人一样，都是平等的存在，都具有真理性，也都具有美的因子。那

为什么人们对其真理性视而不见？对千姿百态的美渐趋麻木？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人

类自以为是的将自身与万物区分开来，在确信自身的优越性的同时，主动放弃了生态平等 。黑

格尔说艺术终结了，意思是艺术作为真理最高表现形式终结了；海德格尔则认为艺术作为真理的

最高表现形式并没有终结，而是被人们遗忘了[20]。人们自持拥有理性的意识和科学的手段，肆意

的侵犯着非人存在物本该拥有的平等的存在权，最终受害的必将是自己。如果生态平等观念不能

在人们头脑中被及时的唤醒，艺术怎能继续成为真理的最高表现？“物”之真理性怎能得以展

现？长此以往，终结的恐怕不仅是艺术，而将是包含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物。也许现代人对“美”、

对“艺术”、对“生态平等”真是遗忘了，之所以说是“遗忘”，因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生

态平等概念正式提出之前，朴素的“生态平等观”与“美”、与艺术，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朴素的生态平等观念在艺术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由于这些观念大多散见于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关于艺术创作的言论或各类艺术作品中，加上

篇幅所限，只能择取几例作为代表加以说明。汉代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艺理论史上重要的

创作论著作，其中有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善柔条于芳春。心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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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这里的“悲落叶”、“善柔条”、“怀霜”、“临云”均表现了古

代艺术家对异已的“非人存在物”的一种平等的态度，不因万物与人的巨大差异而将其排除于人

的感情范围之外，而是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再来看看诗人元结所说的吧：“乡无君子，则与山

木为友；里无君子，则与松竹为友；坐无君子，则与酒琴为友。”在诗人心目中，“山木”、“松

竹”、“酒琴”，这些自然存在物，都具有与“君子”一般的品格，都是与已神交的朋友。 

其实，曾道出这种与自然万物平等交融观念的中国古代艺术家比比皆是：有“梅妻鹤子”的

林逋；有“我欲清吟无句，转烦门外青山”的恽南田；有“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友朋”

的欧阳修；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辛弃疾；有“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

的石涛；有“青山爱我，我爱青山”的张可久……不难看出，世间万物在这些艺术家的心中都有

着与人类一样的平等地位，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美好的艺术作品。 

同样，西方的众多艺术家或文艺理论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生态平等的观念。列夫·托尔斯泰

看到路旁生长的布满尘土的野花，便能从这普通的存在物中读到生命的顽强，从而又激发了自己

的创作灵感[21]。作家若是没有那种重视非人存在物的平等观念，恐怕是无法发现这小花的美，也

无法让他笔下的人物那么栩栩如生了。19世纪末的著名印象派画家塞尚曾说：“我愿沉醉于自然

之中，与它一起，像它一样萌发。我愿具有岩石的独特的色调，山峦的明智的固执，空气的流畅

和阳光的温暖”，“是风景在我身上思考，我是它的意识”[22]，在这里画家不仅是“岩石”、“山

峦”、“空气”、“阳光”所构成的美丽风景的欣赏者，而是融于其中，连自身的意识都与自然

物共有。在这里，没有了人总是充当主体的高傲、霸道和置身物外，而是与物的统一、交流和入

乎其内。这不是塞尚的主观臆想，而正是其生态平等观念的体现。和他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高更也

曾说：“在美丽的塔希提热带之夜的寂静中，我将能倾听我的心脏波动的甜蜜而又动听的咚咚声，

它与我周围的神秘生态保持着柔情的和谐。”[2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高更已注意到了生态和谐，

因为当时西方的生态危机已非常严重，高更的这种“生态”观念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的意义，是人

们在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下进行的一种主动的追求。也许现代人缺乏的和遗忘的正是这种“生态

平等”的美学观念。有了它，人们就“能从惯常的不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歌德

语）；有了它，就能使自己在心灵上增添一双慧眼，那千姿百态的美必将震颤心灵。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生态平等观，追求的是重视差异的平等。罗素曾

言：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套用罗素的话说，在生态平等观念下，其实参差多态，亦是

美之本源。虽然它着重在于人类精神领域的平等追求，但必将促进人类社会领域的平等实现。它

不仅不是反人类的，而是给人类一双美丽而实用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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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Equality in the Horizon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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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quality is that human being should live equally with all the subhuman. 

Instead of leading to antihuman, it is the precondition and foundation for human’s self-realization. One of its 

main principles is the equality of concerning,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cept of the equal attention differences. It 

is extremely significant in philosophy, ethics and Aesthetics as well. It should belong to the Aesthetic 

conceptions of Eco-beings Theory. Only in the horizon of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can we pursue the 

equality of ecology and promote human being himself to realize his own 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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