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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生态”
是一个不算生僻的词语，基本义项有两
个：一个是动宾词组，“生”的意思是

“生长”或“生出”，“态”的意思则是
“样态”或“情态”，所以“生态”的意
思就是“事物生长出样态或情态”；另
外一个是偏正词组，“生”为形容词，
意 思 是 “ 活 生 生 的 ” 或 “ 生 机 勃 勃
的”，“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机勃
勃的样态或情态”。这两种意义上的

“生态”之所以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
蕴，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了一种自然生命
观。这种自然生命观与今天的生态观念
基本相通。

首先看第一种含义。明人顾璘曾经
写过如下诗句：“层岩叠嶂通幽冥，草
木生态俱含情。”（《顾璘诗文全集》）
诗歌描绘了在幽静的深山里，繁盛的草
木无不生长出动人的情态。另一位明人
杭淮则写道：“浮云生态自朝暮，碧草
余葩满郊甸。”（《双溪集》） 这是描写
天上云朵从早到晚不停变幻的样态或情
态，容易让人联想到“二八月看巧云”
这样的俗语。

古代典籍中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意义
上的生态。首先想到了唐代诗人杜甫的
诗句：“瞵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

几时。”（《晓发公安数月憩息此县》）
这是一首感时伤怀诗，慨叹那种活生生
的美景情态不能长久。这种意义上的生
态较多地用于艺术评论，特别是用于评
价绘画的特色和艺术成就。例如，宋人
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认为有
画家钟隐的花竹禽鸟画达到了神品，最
爱画的白头翁、斑鸠等“皆有生态”。
宋代佚名的《宣和画谱》记载郭元方善
画草虫，“信手寓兴，俱有生态，尽得
蠉飞鸣跃之状。”清人孙岳颁 《佩文斋
书画谱》 记载画家姚月华所画芙蓉匹
鸟，“约略浓淡，生态逼真。”这些言论
都是在说，画家能够将所画事物生机勃
勃的情态、神态，用卓越的艺术技巧活
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以“良知”观生态

其实，“生态”的上述含义可以合
在一起，将之理解为“事物生长出来的
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事物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样
态或情态”并非现成的、凝固的、具
体的东西，而是由人的“灵明”来感应
和呈现。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对此体会
最深。

王阳明游南镇时，一友指着岩中花
树向他提问：“先生您曾经提出‘天下
无心外之物’这个命题，但是，咱们眼
前这棵树上盛开的花朵，在深山中自开
自落，与我们的心有何关系？怎么能够
说这树花不在我们心外呢？”这个疑问
是阳明心学的最大难题。王阳明这样回
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
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
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文成公全书》） 这个回答其实区
分了花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处于“良
知”感应之外的花，它近似物质意义上
的植物，这种意义上的花当然是客观存
在于人心之外的。但是，王阳明关注的
是花的“颜色”，这个“颜色”不是物
理意义上的或红或白，而是“容颜色
泽”的意思——花的容颜色泽，只有经
过人心之良知感应，才能呈现出动人的
光彩。这种意义上的“颜色”，真正的
含义正是“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

从王阳明这个典型例证可以说，没
有人的“良知”，就不会发现万物的

“生态”。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古代圣
贤 一 贯 强 调 “ 仁 者 与 天 地 万 物 为 一
体。”（《孟子·梁惠王》） 这既是他们
对于万物呈现各自“生态”的前提条件
的体认，也是对于人的使命的倡导。宋
徽宗尽管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其
绘画“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
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
（《广川画跋》）“万物各得全其生
理”这个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
一个角度是万物：天地万物都应该全面
地展现与生俱来的生命之理，其“生
理”来自道的大化流行；另外一个角度
是人，人的使命就是“赞天地之化育”
（《中庸》） ，帮助天地万物各得其
所，全其生理。

万物皆有生命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美学名著《判断
力批判》 中曾经提到“生命感”，主要
指人在进行审美判断后的愉悦感以及人
类两种先验能力 （即想象力与理解力）
之间的自由游戏所带来的自由感。遗
憾的是，康德受时代局限，将自然视
为完全由因果律控制的机器，自然事物
基本都是没有生命和灵性的物质，因
此，他的“生命感”与人类之外的自然
事物无关。

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表明：中国古
人认为不但人有生命，自然事物包括花
鸟虫鱼同样也有生命，其生命的样态和
情态也展现着生命的神奇和魅力。所
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引发人们审美
感情的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
而 是 审 美 意 义 上 的 “ 物 色 ” 或 “ 物
性”。前者如刘勰在 《文心雕龙·物色》
篇所写，是自然事物那种富有生命感的
形态；后者则是郭象哲学所表达的天地
万物各自具有的“自性”，也就是事物
自身具有的天然本性。

明代袁宏道在解释“趣”的时候，
曾经举例“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
之光，女中之态”（《叙陈正甫会心
集》）。这里的“色”是“山光水色”
的“色”，这里的“态”是“意态由来
画 不 成 ”（王 安 石 《明 妃 曲》 ） 的

“态”，二者互文，可以互换。山水其实
也有其“意态”，感召着人们的诗情画
意，所以古人才认为：青山不墨千秋

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样审美意义上
的青山绿水，绝不是自然资源意义上的
山水：山意味着矿藏或木材，水意味着
电力或淡水资源。清除自然山水的“意
态”和“情态”，将之视为物质性的、
可开发利用的、可进行市场交换的“自
然资源”——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
本观念，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
逻辑。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传统生态
言说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蕴，值得高度关
注和深入诠释。

生生之道

中国传统生态言说背后隐含着“生
生本体论”。《易传》 明确提出：“天地
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种哲学
观念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神奇力量，一
直不停地化生、孕育着天地万物，中国
古人将这种力量称为“道”。就生生特
性来说，这种道也就是“生生之道”。
从最终本源来讲，包括花鸟虫鱼在内
的天地万物都是生生之道的产物。中
国艺术家即使在描绘最细微的事物比
如 草 虫 的 时 候 ， 也 总 是 试 图 呈 现 其

“生机”或“化机”，也就是生生之道
化生万物的那种神妙的机制或机理。生
生之道化生万物的基质 （或材质） 被古
人称为“气”。“气韵生动”由此成为中
国艺术美学的最高追求。而这些美学术
语或命题，都与“生态”有着内在的密
切联系。

在生态学诞生之前，人们只是朴素
地认识到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有着一定的
关系。生态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科学
范式，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有机体与
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是地球
生态圈 （即生物圈） 中的成员之一，理
应与生态圈中的其他成员发展一种共
存、共生、互惠、互益的关系，共同构
建生态命运共同体。要做到这一点，人
类必须首先改变自己对待自然事物的观
念和态度。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告诉今
人，自然事物可以“生长出生机勃勃的
样态、情态、神态和意态”。种意义上
的“生态”，正是自然万物各种生命样
态与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人类理应对
之尊重和欣赏。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
心教授）

七夕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古代的星纪
崇拜，进而升华为牛郎织女相会的爱情故事。七夕之
夜成为少女祭祀星神、祈求心灵手巧的浪漫之夜。

七夕节俗的丰富与圆满是在六朝时期。六朝时
期关于七夕有多种生动地记述，晋人周处 《风土
记》 描述了民间七夕节俗的生动场景：七月七日，
其夜将庭院洒扫干净，摆上茶几饭桌，设酒脯时
果，说河鼓、织女二星神此夕相会。守夜的人都隐
怀私愿，向上天表达你的求富、求贵、求寿或者求
子的愿望。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达女性愿
望、比试与展示女性巧艺的节日。

七夕乞巧习俗丰富多样，除了仰观星汉，乞求
富贵子嗣、容颜美好外，心灵手巧是传统社会对女
性的特别要求。甘肃陇南西和以撒花瓣的方式乞
巧，乞巧歌词，“巧娘娘，快给我姐妹赐花瓣，莫赐
宝贝莫赐钱，赐我一副巧心眼”。巧心眼属于心智之
巧，巧妇是民间社会推崇的偶像。古代“妇功”同
样重要，它强调女性纺织、针线等技艺的掌握。因
此，七夕乞巧在后代特别重视女性手艺的精巧。近
代山东有拜巧姐乞巧，唱乞巧歌：“我请巧姐吃桃
子，巧姐教我缝袍子。我请巧姐吃李子，巧姐教我
学纺织。我请巧姐吃甜瓜，巧姐教我学绣花。”穿针
乞巧是自汉代以来的七夕乞巧项目，月夜穿针要求
快、准、巧，这是难度很高的技术活。在民间还有
一个特别的园艺乞巧方式，那就是种巧芽。人们在
七夕之前，培植豆芽或麦芽，到七夕活动期间，妇
女带着各自精心培植的作品，奉献给巧娘娘，同时
让大家品评，看谁的巧芽长得茁壮顺溜，谁就得
巧。这是种植技艺的比试，是对女性智慧的激发与
农事技艺成果的肯定。

当代社会在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人们对七夕节
重新发生兴趣。七夕节再次得到社会重视。七夕节
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节日重振的典型之一，它直接
应对的是西方的情人节。中国本来没有情人的概
念，中国重视的是家族社会关系，节日服务于这种
家族文化需要。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节庆文化进
入中国，情人节受到年轻人青睐。由于西方节日的
启发，或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们发现中国传统
的七夕节中有两情相悦的节日元素，于是对七夕进
行改造，有意识地遗忘乞巧节俗，扩张男女相会的
节俗传说，提出七夕为中国情人节或爱情节的说
法。但是，这些以两性交往为七夕主题的节日改造
对于纯正的传统七夕节来说是有偏差的。因为传统
七夕以乞巧为主，所有活动围绕女性之“巧”以及
对未来美好生活祈求展开。

七夕作为传统的女性节日，在当代社会要适应
时代变化的需要，既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也要变革
创新。

其一，复兴传统乞巧内涵、重视手工实践。乞
巧是传统七夕的重要内容，七夕乞巧活动主要强调
人们的心灵手巧。当代社会虽然在乞巧形式上不一
定追求古制，但可效法古意，利用七夕节日调动人
们对手工技艺的兴趣，以巧艺展示与巧技竞赛的方
式激发青少年的创造欲望与创造动力，磨炼心智，
在技巧的比试过程中锻炼思维能力与动手能力。将
七夕节作为传承技艺传统、倡导重视技艺实践的民
俗节日，结合中小学教学中的手工课与课外兴趣教
学活动开展七夕乞巧的展示与竞赛，如手工小制
作、美术作品、小的技术发明、电脑动画、程序设
计等。

其二，传扬牛郎织女传说，强调爱情忠贞。将
七夕作为两性交往的时机与两性伦理、情感教育的
特别时间。七夕节因为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
说，被认为是中国的爱情节，两情相悦与相互守望
是七夕的主题之一。七夕节俗中强调男女的彼此欣
赏，为青年男女的正常交往提供时机与空间。同时
七夕也强调人们对感情的忠贞，这种忠贞经受着时
间流逝与空间分隔的考验。在快节奏的今天，人们
的情感生活面临着比传统社会更大的挑战，一方面
两性交往合作的机会增多，所面临的情感困扰也随
之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学习与工作的原因，情侣常
常分隔两地。在这样的社会境遇面前，七夕所承载
的牛郎织女矢志不渝的爱情传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我们可以依托七夕节作适当的两性伦理与两性
情感的社会教育，同时倡导男女情感忠贞、家庭和
美的社会风气。

七夕节在早期是庭院式乞巧节日，唐宋时期，
演变为社会节日，明清时期七夕节回归庭院。到了
当代，七夕节由家庭节日重新扩张为社会节日，人
们可以在七夕节的仪式展演与人际交流，加强地方
社会的联系，活跃与丰富地方民众生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子课题“社会转型期
文化习俗及生活方式的嬗变与重构”成果之一）

1959年 8月，毛泽东视察浙江金华
时曾对当时的永康县委书记说：“永康
有个方岩，方岩有个胡公大帝。胡公大
帝不是神，而是人。他姓胡名则，是北
宋的一个清官，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人民纪念他，所以香火长盛不衰。我们
共产党的干部也应该多做好事，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嘛！”

胡则出生于浙江永康胡库村，少时
家贫，北宋太宗端拱二年登进士，开宋
朝八婺科第之先河。胡则历任太宗、
真宗、仁宗三朝，先后出知浔州、睦
州、温州、福州、杭州、陈州等，按察
江淮、京西、广西、陕西等六路使节，
并曾担任权三司使使部流内铨、工部侍
郎、兵部侍郎等朝迁重臣。“水光潋艳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苏东坡笔
下的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早在苏东
坡出任杭州知州前几十年，公元 1026
年的杭州知州胡则面对钱塘江大潮引发
的严重水患，集聚民力修筑钱塘江海

塘，为此后治理环杭州水系和西湖水患
打下坚实基础。公元 1039 年，胡则病
逝杭州，范仲淹在胡则墓志铭中写道：

“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
百年之为兮千载后”。

胡则以国为重的为官准则和刚正不
阿的道德风范，逐渐积淀为胡氏家族的
家规家训规范。胡氏家训由胡则及其弟
胡赈创始，历经宋、元、明历代传承整
理完善后，到乾隆十二年正式形成较为
系统完整的 《胡氏家训》。《胡氏家训》
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当时吴越文化
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思想
得到充分体现与身体力行。首先，《胡
氏家训》把个人修养摆在重要位置，提
出“家道盛衰，皆系于积善与积恶而
已”“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
患不可生侥幸心”，倡导“以清白相
承”、以“和睦”成“逊顺家风”，教导
子孙后代做到善恶分明、积善行德，为
子孙后代树立行为规范。同时，《胡氏

家训》把个人、家庭、家族与百姓、国
家、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提到

“为官心存君国”“以家国为重，以忠孝
仁义为上”“先忧后乐，鞠躬尽瘁”
等，充分展现胡氏子孙强烈的家国担当
与百姓情怀。并且，《胡氏家训》 十分
崇学重教，一再申明教导“子孙虽愚，
经书不可不读，即使冥顽，纵有开悟
之时”，“为人者至乐莫如读书，至要
莫如教子”。正是有了这种“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和“身系家国、尽忠
有责”精神的传递和观念的引导，胡
氏后人寒窗苦读的传统和为国为民的
努力从未改变，从而成就了一个个源远
流长、人才辈出、官身留名的耕读之家
和书香之第。

继胡则之后，胡氏一门进士及第多
达 54 人，仅胡库一个村明清两代举
人、秀才、贡生近 200人，涌现了一批
清白传家、敢于担当、为国尽忠、为民
造福的好官、清官。他们遵从《胡氏家

训》 崇高的家国情怀和深厚的为民情
怀，崇尚学习，注重教育，一心为民。
北宋以来，胡库村先后建有上书院、

“祠塾”、文昌阁、崇本书院等学所，不
仅为族人读书专属之地，也为方圆周边
村落学子延师授业。

如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精神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两学一
做”、干净干事、清白为官的生动样本。

（作者为中共浙江省金华市委党校
副教授）

◎美在生活

“生生之道”道“万千”
□ 程相占

◎美在生活

“生生之道”道“万千”
□ 程相占

七夕
有爱更“乞巧”
□ 萧 放

七夕
有爱更“乞巧”
□ 萧 放

象征“乞巧”文化的手工：穿针引线象征“乞巧”文化的手工：穿针引线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日益推进，“生态”这
个词语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热词。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生态言说也开始得到发掘与关注。

生态的基本意思是生态学，是英文术语ecology
的翻译。究竟是哪位学者最早做出此翻译，今天已
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翻译非常出色，
从某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意
识，对于大众理解生态审美的深层内涵具有较大的
启发意义。

◎家风家训

胡则：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 陈旭东

◎家风家训

胡则：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 陈旭东

胡则塑像 （网络图片）胡则塑像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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