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9卷　第 5期

2006 年 9 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 59. No. 5

Sept. 2006. 545 ～ 550

收稿日期:2006-01-23

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环境美学的新视界

陈望衡 ,陈李波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望衡(1944-),男 ,湖南邵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

从事美学 、中国文化研究;陈李波(1977-),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

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环境美学 、城市景观研究 。

[摘　要] 自然环境 、农业环境与城市环境是环境美学研究的三种主要的人类生存环境 。

自然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农业生产是对自然的摹仿 ,因此 ,农业环境是准人工的自然环

境;城市则是完全的人工环境 。在城市 ,自然被排挤出去或只是作有限的点缀。后工业社会诞

生的园林城市则是人工与自然相统一的环境 。尽管园林城市也属于城市类型 ,但它实现了环

境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以及人性内在结构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因而是适宜人类居

住的理想生存环境。园林化是人工环境建设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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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美学中 ,自然 、农村与城市环境是其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 ,但将它们分成环境美学的三个孤立

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因而 ,不仅割裂了环境美学中这三个领域的内在关联 ,并且使环境美学的本意得不

到应有的彰显。事实上 ,自然环境 、农业环境与城市这三类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它们共同构建出我

们的生活世界;而且尤为重要的是 ,对这三种环境类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阐述 ,将获得研究环境美学的

一个全新的视角 。

一

在自然 、农村与城市这三个环境类型中 ,自然无疑作为基础而存在 ,农村与城市是以自然为基础而

构建出的 。人类最早是生活在纯自然的环境之中 ,早期的人类与动物相混处 ,没有独立屋宇 ,往往借洞

穴作为其栖身之所。在以洞穴及后来构筑的简易茅屋中 ,人类凭借渔猎活动 ,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得生活

资料来维系生存 。然而在人类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 ,情形发生了大的改观 。由于农业生产需

要从自然中划出一块单属于人的活动场地 ,野生的动物是不能进入这块天地的 ,这块天地对于它们不仅

没有自由 ,而且还会面临捕杀的危险。同样地 ,在这片天地中植物也不再是野生的植物 ,而是服从人的

意志加以改造。农业生产和以前的渔猎生产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渔猎基本上是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

活物资 ,人类的食物直接来源于自然 ,但在农业生产阶段 ,人类的生活物资则间接地来源于自然 ,来源于

对原生自然界的摹仿:野生的稻麦被移植在农田里 ,农田的环境使野生稻麦的自然本性优于野生的环

境。同样 ,也必须按照牲畜自然本性的需求去饲养牲畜。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村与自然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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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一种摹仿与被摹仿的关系 。尽管农村对自然进行了一些改造 ,使得农村与原生的自然存在着某种

分离 ,但农村与自然仍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 。“以自然为师”意味着农村这一准人工环境既遵循着自

然之规律 ,维系着自然的基本品格 ,同时也彰显出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留下了人类文明之烙印 。因

此在某种程度上说 ,农村是一种文明化的“自然” ,而所谓的“田野牧歌式的美”便是将人的自然化与自然

的人化紧密结合的一种人类生存环境的典例 。

城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 ,尽管封建社会也有城市 ,但城市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 ,其典范形

态却是在工业社会。但就城市而言 ,如何将农村中所孕育的人类文明张扬之极致才是城市发展的要务 ,

“城市的许多成分固然潜伏在村庄之中 ,有些成分甚至已经明显可辨 ,但村庄比如一个未受精的卵 ,而不

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胎 ,它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体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方能进一步分化 ,发育成更高更

繁复的文化形式 。” [ 1](第 15页)因此在城市中 ,农村充其量是一个未发育成形的人类文明之雏形 ,我们所

关心的只是将其“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 ,至于农村所蕴含着与自然天然的亲和性 ,便无关紧要

了。自然在城市中 ,要么沦落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 ,要么成为一件作为点缀城市的装饰品罢了 。

一方面 ,自然在城市中没有丝毫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社会的城市中 ,工厂的建立往往将一个

地区中所有的动植物全部清除干净 ,或作为生产的原始质料 ,以便满足人类更高的生活需要 。另一方

面 ,城市确实将农村中所孕育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由于工业生产需要许多相关的行

业相配合 ,于是相关的行业便在城市集中 ,城市变得越来越大。除了生产需要外 ,人类的政治生活 、文化

生活也都因城市而更为方便与优越 。城市不再是像农村环境这样的准人工环境 ,而成为完全的人工环

境 ,城市与自然没有直接性关联。故自然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或作为有限的点缀是必然的事情。

对自然 、农业再到城市这一历时性梳理中 ,这三种环境类型呈一种线性发展态势 ,从最初的自然性 ,

到自然性与人工性(人类文明)的结合 ,再到最终人工性的无限张扬 ,在历史中相对应的典型形态为:远

古(原始社会),自然环境;中古(封建社会),农业环境;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环境 。

二

如按人类生存环境这一线性发展的思路 ,显然位于发展之高端的城市理应成为人类生存环境之范

型。但 ,我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尴尬处境 ,又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呼之欲出的答案产生质疑 。我们所理解

的城市环境美的印象主要是密集的高楼与纵横的街道 。在城市中 ,自然没有了地位 ,为了修建高楼与街

道 ,人们将一座座高山削平 ,将一块块湖泊填掉 ,树林在城市中没有了立足之地 ,仅剩的可怜的行道树还

不时遭到人们的摧残与砍伐;至于鸟兽 、鱼类也在城市几乎绝迹 。过于密集的高楼大厦 、嘈杂的机器轰

鸣 ,加之紧张的生活节奏 ,让人们逐渐感到城市其实并不是理想的生活场所 。

究其缘由 ,是我们忽略了人性具有自然性与文明性两面这一内在结构 ,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并不

与上述所谓人类环境的线性发展相合拍 。在农业环境中 ,人性的这一内在结构与环境自身的特点可能

存有某种契合 ,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尚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只是人性中文明性的一面未能得到更好的张

扬。城市环境将人性中文明性的一面张扬至极致 ,但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被严重压抑和异化了。

正因为如此 ,人们对城市 ,对造成这种生活环境的科学技术 、对工业社会 、对工业社会的哲学理

念———工具理性进行反思 ,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8世纪的欧洲社会风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工业文明

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卢梭在揭露城市对人性残害的同时 ,高声疾呼:回归自然 ,回归乡野。表现在艺术

创作上 ,以自然风景 、农村风景为主题的画勃然而起 ,一新世人眼目;同时 ,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

风行一时 。这场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城市文明的最初的批判。对城市文明的第二次批判则与 19世纪以

来的生态运动有关 ,工业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远较以前深入 ,与之相

应 ,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也以空前未有之步伐向前进行 ,这样 ,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 ,但也造

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而生态平衡严重破坏所带来的灾难 ,又集中出现在城市中。人们又一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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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

因此 ,我们对于人类环境的这种线性发展的进程 ,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对于人类环境中自然性与人

工性的成分 ,我们不应简单地褒扬一者或废弃另一者 ,而是应该结合到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内在结

构重新进行分析 ,并藉此寻求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范型 。

三

让我们转换一种视角 ,从人性中所包含着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 ,以一种共时性的眼光来

审视目前所并存着的自然 、农村与城市这三种环境类型 。

首先是自然环境 。在环境美学研究三个领域之中 ,只有自然环境不是人工环境 。当然 ,纯粹的自然

环境现在也是少之又少 ,但相对于农村与城市来说 ,它基本上还是自然生成的 。自然的产生不是为了

人 ,而是自身发生发展的必然 ,这种必然表现为无目的的目的性 ,但在客观上却在许多方面也满足了人。

自然的自身的功利性 ,内在的可以归结为生态性 ,而它的表象则可以归结为“如画性”(Picturesque)[ 2]

(Chapter 1)。至于自然环境中的听觉方面的美 ,也可以说是“如乐性” 。由于自然中缺失人性中文化性的

因素 ,因此自然环境更多地作为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 ,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自然环境美或不美 。

其次是农业环境 。从以上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环境中的自然性和人工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人

性的自然性与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达成契合 。农村环境既然作为准人工环境 ,它便与城市环境同属于

功能性环境(functional environment)。但二者也有不同。在农业环境中 ,功能的实现不仅依托于环境

的人工性的一面 ,同时也要依托于环境中的自然性的一面 ,而恰好是后者使得农村得以体现出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农民在对人造自然的期待中 ,完成着对果实的耕作与收获。这份期待的语境孕育

着希望 ,也使得农业环境呈现着的是我(农民)与大地(自然)共同持有希望的环境 ———劳作和期待基于

我的希望 ,而大地赠予的果实和承诺是大地本性(自然生长)的希望 ,也正是希望使得我与大地两者价值

合一 ,使得人性中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与农村环境中的自然性与人工性合拍 。因此在这里 ,

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欣赏农村刚翻过犁的耕地的景象 ,而厌恶城市建筑施工现场的喧杂:前

者 ,使我们心中存有自然赠予我们的阵阵麦浪以及果实的喜悦;而后者 ,人自身的欲望使得原先美好的

自然景象正在遭到残害 ,从而消逝 。

而对于同属于功能性环境的城市 ,情形又当如何  城市由于没有自然因素的制约 ,从其诞生伊始 ,

便以改造并控制自然为目的。张扬人类文明的人工性一面在实现城市环境功能中贯穿始终 。同时 ,人

自身的欲望也被工业文明和技术手段烘托到极致 ,城市被单向诠释为“人的城市”而不是人与土地共同

持有希望的环境 。人自身的欲望不仅将人与城市中原本存有的自然环境无限地离间开来 ,也将人性中

自然性的一面无限地压抑下去 。也正是在欲望所营造的语境下 ,城市中存有的自然失去了其原初的意

义和价值 ,人仅只是将自然作为实现自己欲望和满足需要的工具 ,自然自身的欲望被剥夺了。自然本是

有它自己的目的性 ,它的工具性服从于自身的目的性。在农村 ,自然物的工具价值既服务于自然自身的

目的 ,同时又服务于人的目的 。沉甸甸的稻穗既是农民耕作的目的 ,也使自然自身实现其生命繁衍 。因

而一片长势喜人的水稻 ,既是农民的希望 ,也是自然的希望 。而在城市 ,自然自身的目的性被剥夺 ,它只

是实现人的某种目的的工具。

工具服务于目的 ,既然城市中自然只是作为人的工具而存在 ,当人的某种目的达到之时 ,工具就不

再具备其原初的价值 。人为自身的价值 ,可以将一片树林砍掉而建造楼房 ,因为建楼是他的目的;同样 ,

过些日子 ,他也可以因为需要遮阴或者审美 ,又拆除楼房 ,建造出一片树林 。总之 ,一切以人的价值与目

的为转移 ,自然在城市完全失去了主体的地位 。这种结果 ,就造成城市生态严重失衡。与此相关 ,由于

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遭到压抑 ,人性出现异化 。

但在农村中 ,由于我们的劳作与土地未来的承诺使得自然环境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在劳作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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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合一 ,自然环境与农业环境在两者共同持有的希望中 ,其自身都无蔽地显现出来 。因此自然与农村

是相生相成的关系。陶渊明诗云:“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 ,

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参见陶渊明《归田园诗五首》其三)海德格尔描述:“沉重的农

鞋中 ,积聚着在刺骨寒风下迈动在一望无垠田垅的步履的坚韧与凝滞。鞋面上粘着湿润而又肥沃的泥

土 ,鞋底在暮色暧暧中 ,在田野小路上踌躇而行。在这农鞋里 ,有大地无声的召唤和大地对果实无言的

给予。”[ 3] (第 163页)这些描述在诉说农业中自然性与人工性和谐的同时 ,也诉说着人性自身自然性与文

化性的统一。(见下图)

四

依上所述 ,是否可以这样说:农村环境正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理想范型 ,我们现在应该抛弃城市而重

新回到农村中生活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不要忘了现今所处的是

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时代 ,

城市化是历史之必然。任何希图

回到以前田园牧歌般的农村生活

的妄想 ,不仅不现实 ,而且有点荒

谬可笑 。诚然 , 农村在某种程度

上有作为人类理想生存环境的结

构 ,但这只是在低层次上凭借农

村中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来

实现人性结构中自然性与文化性

的统一。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

到 ,农村中的人工性毕竟受到自

然性的制约而呈现一定的被动

性 ,即人性中文化性的一面未能

得到更好张扬 ,因此在农村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以及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毕竟带有某种被动与无奈 。农村中的那种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是以严重压低甚至牺牲文化性为代

价的 ,这种低水平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远远不是人类的理想。

因此 ,将农村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范型并不妥当。但 ,人类生存环境的另一种类型———城

市能够担当此重任吗  按自然性与文化性高度统一这一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来要求 ,城市诚然有它的

不足 ,它的自然性的缺失 ,造成生态的失衡与人性的异化是明显的事实 。但我们要看到 ,城市是历史发

展之必然 ,我们要创造理想的人类生存环境 ,只能以城市为基础 。尽管与农村相比 ,在自然性方面 ,城市

确处于劣势 ,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 ,城市荟萃人类最优秀的文明 ,体现着人类最高水平的生

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人性中的文明性也只有在城市中才得到充分的张扬 。这些都远胜于农村环境 ,虽

然有一些市民厌恶城市的环境而走向农村 ,但成为主潮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 。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原先被城市排挤出去或仅视为城市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的自然重新请回

到城市中来 ,并赋予自然应有的地位 ,从而使得人性中被压抑许久的自然性重新恢复起来 。正是在这一

理念之下 ,新的城市理念 ———园林城市应运而生了 。园林城市是一种新城市理念 ,一种新的城市范型。

它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园林放大为整个城市 ,也就是说 ,一座城市就是一座园林 。这样的城市应叫做园

林城市。作为园林城市 ,它的特点是自然与文明兼得 。它具有比较多的自然山水 ,植物与动物 ,也具有

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生活设施包括华美的建筑 、舒适的街道。在园林城市这一城市类型中 ,城市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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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与人工性重新获得了平衡 ,一种在更高的层次上所实现的平衡:在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 ,在自

然面前 ,人类便能克服了先前在自然和农村中所带有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并且在此基础上 ,对自然价值

进行重新的认识 。自然在人心目中 ,不再只是令人恐惧的外在对象 ,也不只是城市建设中加以征服和改

造的原生质料 ,而是具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相统一的“系统性价值”[ 4] (第 45 页)。如果说在农村中 ,我

们人类基本上还是遵循自然规律 、“以自然为师”的话 ,那么在园林城市这一新的城市类型中 ,我们便是

与自然形成某种默契 ,从而“与自然为友” 。

因此 ,从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之完善的视角来看 ,人类环境发展的历程 ,则不止自

然环境 、农业环境与城市环境这三个类型 ,而应该加上园林城市这一新的城市类型。人类环境发展的历

程则完善为:远古(原始社会),自然环境;中古(封建社会),农业环境;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环境;现

代至未来(后工业社会),园林城市 。其中 ,自然无疑作为人类环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类进行着环

境的创造 ———农业社会 ,人类创造的环境是自然环境的摹仿 ,是一个准自然的人工环境 ,或者说准人工

的自然环境 ,这种环境称之农业环境。工业社会 ,人类创造的环境为完全的人工环境 ,自然被排挤出去

或只是作有限的点缀 。这种环境为城市 。后工业社会 ,人类创造的是人工与自然相统一的环境 ,这种环

境为园林城市。尽管园林城市也属于城市环境 ,但是它却真正实现了环境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以

及人性内在结构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从而创建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生存环境 ,一份真正属于人

与自然的诗意家园。

建设园林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人类生存环境构建的主要方向 。

五

园林城市并非一个空洞 、浮夸的标语口号 ,它所有的举措都是建立在城市平凡生活之中 ,它所注重

的仅仅是城市中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 ,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在现今中国城市建设中 ,如何

将城市打造成为园林城市呢 

(一)确立“居住第一”的理念

园林是人类居住的一种理想 ,而园林城市 ,就是将人类居住理想化 ,即将市民在城市中的居住放在

第一位。城市不是商场 ,不是市民在这里逛逛就走人。在城市园林化的建设中 ,首先重视的应该是市民

居住条件的改善 。城市中最美丽的建筑应该是市民的住宅 ,而不只是百货商场 、办公大楼 ,因为只有在

住宅中 ,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市民自身的影子。在园林城市中 ,要首先重视市民的住宅建设 ,并推

而将整座城市建设成市民最乐于居住的家园 。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提高城市居住区的档次 ,将住宅放在

园林城市中最显要 、最美丽的位置来加以塑造 ,同时要求城市的整个环境应该适宜人的居住:城市的所

有建筑 、市政工程 、景观小品还有绿化都应该首先考虑市民的居住 ,从而共同构建适于市民居住的家园 ,

无论这座城市是旅游城市 、工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 。

(二)确立以美学主导城市建设的理念

向来的城市建设总是以功能为主导 ,这诚然不错 ,但是 ,基于城市功能的多样性 ,必须实现多元功能

的统一 ,这种统一只能靠美来整全 。美作为真与善的统一 ,它完全有资格成为最后的统一者与整合者。

美学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既关于规划的全局 ,也关系城市部件的建设。城市部件最多是建筑与市政

工程 ,用美学来主导城市建设 ,不仅城市建筑要美 ,市政工程也要强调美学质量 ,城市少不得有许多工

程 ,如高架路 、高压线 、街道 、桥梁等 ,这些工程弄得不好是破坏景观的 。如何避免它们对景观的破坏 ,而

将它们也变成景观 ,就需要设计师将功能与审美结合起来 ,这需要别出心裁的创造。

(三)城市规划要确立“以山水为体 ,文化为魂”的理念

城市中原有的地形地貌是城市自身中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在园林城市中 ,我们要充分利用城市中原

有的地形地貌 ,而不可任意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明代的园林大师计成在《园冶》开篇就说到:“园林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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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因借 ,精于体宜。”
[ 5]
(第 64 页)在园林城市建设中 ,借的是城市中原有的山与水 ,而且尽可能地以城市

原有的地形地貌为骨架。以原有自然为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城市中自然仅仅为人的工具的理

念 ,尊重自然的权利 ,尊重生态 ,力求实现人和自然双方价值的统一。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荟萃之地 ,其人文意蕴是城市的灵魂 ,它无疑是构成城市巨大魅力的重要因

素。建设园林城市不能忽视彰显城市的人文意蕴 。城市中的人文意蕴 ,一是来自历史 ,二是来自当代 ,

两者要实现良好的整合。

(四)提高市民对城市的“家园意识”

既然城市建设中居住第一 ,城市就是我们的家 ,培养对于城市的家园意识十分重要。如果真正将城

市看成自己的家 ,破坏城市环境的不良行为自然就少了 。

园林化是人类环境建设的必经之途 。除了自然环境这人类的基础环境不需要园林化外 ,农业环境

与城市环境都需要走园林化的道路 。只是由于这两种环境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它们的园林化道路是

不一样的 。但不管怎样 ,打造一个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 、“宜居”且“乐居”的环境却是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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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ure , country and city w ere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human environment . Nature is as

the base o f human environment , and agriculture is the copy of nature , so country is the semi-artif icial

nature ,but ci ty is absolute ar tificial envi ronment . In city ,nature is pushed out o r only as the urban’ s

sprinkle. While the Garden-city w hich bo rn f rom the po st-modernlization is the envi ronment that

unify the artif ical and the nature as a w hole. The Garden-city is also a type of city ,but i t really realize

the harmony of the artif ical and the na ture , unifies the nature and the culture as a w ho le in the inherent

st ructure of human-nature. So the Garden-city could const ructs the ideal environment for human’ s

inhabitation , and would be the necessity of const ruction of human environment.

Key words:nature;country ;city ;gard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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