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鼎生，1955年出生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曾任广
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广西民族大学
生态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云南大
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广西优秀专家，贵州省“候鸟
型”专家。

有《簪山带水美相依》《美海观
澜——环桂林生态旅游》《超循环：
生态方法论》《整生论美学》《美生
学——生态美学元理论》等独著15
部，另有合著 8 部，主编著作 11
部。在《文学评论》《哲学动态》《文
艺理论研究》等发表论文 100 余
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
别委托项目研究系列——桂北生
态环境与桂林景观生态耦合发
展。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铜鼓
奖”1项，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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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态美学研究，
是从本土化特别是乡土化的景观形态、

性态、域态、质态研究中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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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从景观生态研究，进入生态美学探索，已近30
年，回头一看，有一条明晰的本土化来路。这本土
化，往下有乡土化、本地化、乡野化、家园化、自然化
的底色，往上有传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意味。土
里土气，是我学术人生的写照，是我学术生态的
基因。

我本人是土里土气的，并一以贯之。1974 年 7
月的一天，在家乡小学做了两年民办教师的我，正
和社员头顶烈日插晚稻时，被公社的宣传干事唐业
汉叫到公路上。他说：“我们安和公社有一个名牌
大学的名额，尚未招到合格的学生，你被推荐去参
加考试。”

我来不及洗脚穿鞋，跨上唐老师的自行车后座，
赶往公社应试。招生的老师以“赶考”为题，叫我当
场写一篇文章。我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了“两腿泥香
考大学”的习作，被录取到中山大学中文系。

当年9月份入学后，我得知经济系有一位同乡叫
蒋基林，便电话相约在学校八角堂的大门口相见。
我准时抵达，在众多学子中，素未谋面的我们几乎同
时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其“记号”是我们都穿了一双
由母亲做的布鞋。基林成了我一辈子的好朋友，每
当谈起初见时的情景，我们都会为当时的一身土气
而哈哈大笑。

1992年 9月，我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跟随周来
祥先生攻读文艺学专业美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几年
后，就传出了一段趣谈：周先生对来自广西的弟子情
有独钟，教出了一身工装的工人美学家王杰；一身布
衣的农民美学家袁鼎生；还有手持“大哥大”，一边读
书，一边兼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业务的老
板美学家黄理彪。

数十年来，赤脚泥腿考大学，一双布鞋上大学，
农民美学家，成了印在我身上的徽记，成了我土里土
气的底色，成了我做本土化学术的“元力”。凭此土
里土气的“元力”，我做了数十年桂林城乡景观生态
的研究，为其后的生态美学探索，形成了“底色”与

“基点”。

二

1984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教 7年了，
系主任黄海澄教授升任广西艺术学院副院长，让我
接授由他主讲的美学课。

从 1981年开始，我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林焕
平老先生做学术助手，他要求我教学与科研一致，教
美学课了，科研也对应地转向了。教研室主任林宝
全教授对我说：“年轻老师做科研，要从具体研究走
向抽象研究，步子才会稳实。”结合两位前辈的指点，
我决定研究桂林山水美学。

我做了一个桂林城乡山水形态、性态、域态、质
态研究的长远规划，描出了本土化景观生态研究的
蓝图，并付诸实施。第一步，做足“田野”。我先对桂
林城市与乡村的每一座名山，每一段秀水，每一处胜
景都做了实地考察，并沉浸其中体验、感受，形成直
觉、顿悟，与之对话和交流，进入了古人“我见青山多
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物我相亲的境界。

为整一地领悟桂林城乡的山水生态，我常在晨
昏昼夜与阴晴雨雪以及春夏秋冬的不同时刻中，反
复进入同一“景观”，分辨不同时令与气象条件下的
山水生命与气韵，多维地把握景观的审美个别性与
特殊性，关联地形成山水的类型性与共同性。

基于多年“景观志”的记录和“沉浸式”的田野调
查，我于1989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簪山
带水美相依》。这是一部描写与论述桂林景观性态
的著作，在分门别类中，呈现了桂林城乡山水的韵律
美、虚空美、风骨美、象形美、匹配美，显示了漓江的
雅秀美、灵渠的科学美、阳朔的幽美。本书还以“借
来千峰翠，还它一望春”为题，描述与论说了镶嵌在
簪山带水之间的“田园美”；以“秀韵纳雄质，清柔复
刚劲”为题，论述了桂林山水整体性态的俊秀美；以

“相亲相和相环相拥”为题，论证了桂林山水整体意
态的和谐美。显而易见，这本著作展示了桂林城乡
景观多侧面、多样态的审美特征，以及整体的性态之
美，展现了桂林城乡翠绿田园与青碧山水相互映照
下的绿美家园气象。

桂林城乡山水多侧面的性态之美与整体的意态
之美，是与景观个体的形态之美与韵态之美关联
的。为了充分地运用景观志的资料，我对桂林城乡
山水的代表性个体景观，分别进行了审美描述、审美
评说、审美分析、审美升华，于 1990年在漓江出版社
出版了《天下第一美山水》。

此后，我以大桂林乡村景观为主要研究对象，
带领 10 余位年轻学者，对桂林地区各县的山水景
观，特别是乡野景观，进行了实地考察，出版了合著

《珠环贝绕大桂林》。在此书的后记中，我写道：“桂
林地区的景观太多太美，写稿者大都土生土长，笔
端和着美韵，自然地流露出对家乡山水的爱，读来
当有真情实美。”我本人写的乡土景观，更有这种
特征。

我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安和
镇袁家村，地处五岭之一的都庞岭下，是当年红军长
征经过的地方。我写过多篇家乡景观的文章，都收
入书中出版。如我在《方竹》一文中写道：“都庞岭山
系中，方竹依岭成片，顺峰成林，龙吟细细，凤啸森
森，耸方正之气于巅，荡清廉之气出岫。”“它根根笔
直，棱线四出，成方柱状，节节上叠，带着枝枝清疏之
影，耸上天去，好不堂堂正正，铁骨铮铮，凛凛然，难
犯难侵，难撼难移。”

我笔下的方竹，是方正之人与方正之竹的合一，
是家乡竹子的神韵与人格的同一。它，既不全是人
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不尽是天物特征的写照，表
达了一种主客体潜能对应性自由实现的美学观念，
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美学趣味。这就初现了研
究对象乡野化与美学观念民族化的一致，初成了一
种乡土美学质地。这方竹的摹写，还在天与人的相
映中显示了生态伦理的韵象，有了生态美学的端倪。

我还写了本村的景观——指挥爷爷墓，乡土化
的美学追求更为直接。一次回全州探亲，父亲让我

写写指挥爷爷。我再次凭吊了儿时不知游玩了多少
次的指挥爷爷墓。相传很久以前，官兵追杀一个可
能取代当朝皇帝的小孩，指挥爷爷骑马去救，未果。
他归来时气死在山脚。蚂蚁感其义，衔土为他垒起
了一个 60 米高的坟墓。我以《独留青冢向黄昏》为
题，写出了这一悲剧化的生态伦理之美。

三

对桂林景观的形态研究，我走了一条从桂林城
乡的个体景观拓展到大桂林乡村个体景观的路子。
这些乡村的个体景观的烟火气、乡野气更浓，自然性
与社会性的结合更为天然，本土化特质更显著。

像桂林市灵川县海洋山的银杏，本地人叫白
果，是第四纪冰川期的孑遗植物。它长在屋前屋
后，成为乡村中人与自然亲和的景观。在《珠环贝
绕大桂林》一书里，我以《树树金伞叶叶黄扇》为题，
写出了银杏的形和、色和之美，更写出了它与人相
和的美：“在海洋，白果林中住人家，房屋全部掩映
在树林中，在公路上看不到村庄，所见到的只是一
片或绿茵茵、或青油油、或黄澄澄的白果树林。仅
在冬日，果、叶落尽，才偶尔从疏枝斜影里露出几片
青瓦。一年四季，白果树撑起一把把伞，为平民百
姓挡风、蔽雨、遮阳。”“树与人这邻里间的关系是那
样的友好，亲和，自然与人是如此的相生相依，共生
共荣。”

这样的个体性乡土景观研究，让我在 1990年就
疏远了人化自然的主体论美学，自发地进入了人与
自然共生的领域，望见了生态美学的一丝光亮。

对大桂林城乡景观的本土化研究，起初没有研
究经费，也没有研究团队。我凭着一股热情，一个人

骑着自行车，遍访了桂林市区和郊区的所有景观，考
察了兴安与阳朔等县的山水与田园，并沿漓江步行
观赏与体验了桂林市至阳朔县的风景。

1990年，我组织团队研究大桂林乡土景观，得到
了著名书法家伍纯道教授的指导。他从自己在日本
办个人书法展所得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资助
多位团队成员考察乡村与山区景观，使《珠环贝绕大
桂林》的写作得以顺利完成，并能免费出版。

从 1990年开始，我和团队从大桂林乡村景观的
形态研究，进入了域态研究，有了景观生态的升级。
这项研究，得到了桂林地区所辖各县的支持，有了政
府或相关部门提供的考察与出版经费。我们先后探
索了资源县、灵川县、全州县、阳朔县的乡村景区和
山野景点，并综合此前性态研究与形态研究的经验，
形成了域态研究的景观生态新特征。先后在漓江出
版社出版了五本专集，即专写资源县、灵川县、全州
县、漓江、阳朔县乡土风景的《天地有大美》《百里玉
带缀灵珠》《美在都庞越城间》《一条流美的河》《万点
碧莲上玉空》。

这一景域性研究，是在把握大桂林景观生态整
体俊逸气性的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以行政区
划为界，各景域有自身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往上
要呈现大桂林整体俊逸的某个本质侧面，往下要统
摄各景区的审美特质。同样，景观个体要表征所属
景区的美质。这就从上到下，形成了大桂林城乡景
观的系统性。

像《天地有大美》，所展示的资源县景观总体是
雄丽的，它在既雄壮又绚丽的景观中和里，显现了大
桂林亦雄亦秀、辩证统一的俊逸美质。资源景域有
资江、宝鼎瀑布、八角寨三个景区，全是丹霞地貌。
资江两岸丹霞流彩，河畔遍长花木，河中时见彩石，

跟漓江的清丽相比，涌现出完全不同的绚丽美质。
宝鼎瀑布从丹霞石上飞流直下，白里隐红，溢出雄伟
壮丽之味。八角寨的主峰云台山，如绚丽的皇冠直
上云天，周边的丹霞山岭，如条条彩龙环绕着它，散
发出既崇高又华丽的美质。资源景域的三大景区，
于相互中和里，共生出整体雄丽的美质，丰富了大桂
林城乡景观整体俊逸的审美特征，也确证了大桂林
景观的各个域态是形成整体质地的有机部分，确证
了大桂林景观生态的整一性。这就从大桂林城乡景
观生态的系统增长角度，解读了“桂林山水甲天下”
的缘由。

从1992年9月起，至1994年12月止，我在山东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还兼顾了大桂林景观的域态研
究。《天地有大美》《百里玉带缀灵珠》《美在都庞越城
间》，都是在这期间出版的。提前毕业回到广西师范
大学后，30年来，我主要从事生态美学的理论与方法
研究，但也持续了大桂林景观的域态研究，并开启了
质态研究。这种研究，有了更明确的生态视角，和生
态美学更一致了。

2008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集
《美海观澜——环桂林生态旅游》。2009年，我主持
申报并获批了“桂北生态环境与桂林景观生态耦合
发展”的国家项目（A09025）。2013年和课题组成员
蒋新平、龚丽娟一起，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结题成果《桂林景观生态与环境研究》，这一成果的
面世，标志着我历时近30年，基本完成了桂林景观的
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的系列化研究。

结题成果，集中地论述了大桂林城乡景观层层
外扩的圆圈形结构；论述了大桂林山挺水弯的俊逸
质地；论证了大桂林城乡景观外雄内秀的中和美韵；
论证了山水生态与文化生态相依相长的和谐共生气

象；论述了桂林景观与外围生境及乡土环境耦合的
整生关系；比较了桂林景观与湖南的张家界景观以
及越南的下龙湾景观相似相异的质地。

基于以上内涵，这本书可视为专门探索桂林景
观与周边自然、社会、文化处境和谐共生，特别是耦
合整生关系的景观生态学，是谓大桂林景观系统的
质态研究。这一质态研究，统一了城市景观研究与
乡土景观研究，总摄了山水景观研究与田园景观研
究，形成了系统的本土化研究，具有中国景观生态学
研究的整生化经验与美生化理想。

四

回望学术来路，我对大桂林城乡景观的生态研
究，即大桂林的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研究，组成了
未间断的个体学术史，形成了自身本土化、乡土化、
山野化、自然化、民族化美学研究的特色。

这种特色，像基因一样，在我中晚年的生态美学
研究中持续呈现，从而有了中国化的生态美学特
质。也就是说，我的生态美学研究，是从本土化特别
是乡土化的景观形态、性态、域态、质态研究中长出
来的，两种研究是无缝衔接的。

从学术基因来看，我先后有三个博士生，分别以
桂林龙胜梯田的生态中和景观、桂林景观的生态美
育价值、桂林景观的在地化质地为题，撰写了博士论
文。我还和另两位博士生，于去年和今年合写了两
篇“桂林山水甲天下”探因的文章，这就有了景观生
态乡土化、本土化研究生生不息的传承，从而更有生
态发展的意义。

我对大桂林景观生态的乡土化、本土化研究，还
形成了较好的社会效应，有了人文学科研究为本土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天地有大美》出版后，每
年到资源县旅游的人数由几千人激增到 10万人，助
力了乡村振兴。兴安县将灵渠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时，把我写的《灵渠科学美》等文章放入相关材料中，
为其获批世界文化遗产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20世纪末，桂林市为缓解解放桥的交通压力，提
出在该桥下游数百米处，再建一座连接漓江东西两
岸的桥梁。在办公会讨论前，市委办公室派人征求
我的意见。我认为如在此处建桥，会压抑桂林城徽
象鼻山，因而建议在原址拓宽解放桥，被有关方面采
纳。20世纪90年代，我参加桂林市叠彩区政协会议，
提交了恢复宋代桂林环城水系的提案，被采纳。不
久后，两江四湖联通了，城西城北的水景与城东城南
的水景平衡了，整个桂林的山景与水景的比例均匀
了，更加呈现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桂林景
观结构，更加呈现了“是山城啊是水城，都在山环水
绕中”的亲和美韵。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桂林时，对保护好漓江、保护
好桂林山水作出重要指示。我们完成的国家课题，
提出了保护漓江上游的山林与水源的建议，明确了
建设“环桂林田园景观与乡村景观以及林木景观”的
主张，可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尽一份
力量。

我从事的本土化景观生态研究，生发了生态美
学理论，达成了对美学主潮的追求。我探索本土化
特别是乡土化景观生态一段时间后，曾经有过动
摇。主要是有同行乃至同事，好心地提醒我，美学的
主潮是艺术哲学，景观美学的研究是边边角角，难入
主流，难成大器，应尽快转向。正当我犹豫不决时，
林焕平先生欣然为我的第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本山
水景观美学作序。他说《簪山带水美相依》是“对桂
林山水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美学研究的第一
部专著”，期待我“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探讨”，给
了我极大的鼓励，坚定了我沿着本土化和乡土化景
观生态研究的路子走下去的决心。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苏关鑫教授知道我对
本土性和乡土性的景观生态研究的前景存疑时，也
主动找到我说：“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出过很
多‘大家’，当下桂林文化城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研
究的一个热点，你的研究与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探索
是对应的、匹配的，有美学意义，有学术价值。”

正是有了指导老师和系主任的点拨，我增加了
自身学术选择的自觉性，再也没有动摇过学术方
向。我做生态美学研究，有三条进路。一条是世界
美学史的进路，形成这条进路，我要感谢周来祥先
生。做博士论文时，我选了自然美学的题目，他让我
先做西方古代美学史。做历史研究后，我发现人类
美学范式从古代的依生之美，经由近代的竞生之美，
走向现代的共生之美与当代的整生之美，也就明确
了生态美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我将这一发现，
写成 40万字的《生态视域中的比较美学》，于 2005年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二条进路是生态文明的召唤，第三条进路是
本土化和乡土化的景观生态研究。如果没有第三条
进路，我不可能发现美学史的进路，也可能对生态文
明的感召不敏感，不去做生态美学研究，更不会通过

《整生论美学》以及《美生学——生态美学元理论》等
独著，把生态美学做成美学的原理性与前沿性学问。

本土化和乡土化景观生态研究，塑造了我的生
态美学方法与范畴的雏形。我在研究大桂林整体景
观时，发现了它山环水绕的自旋生结构，从中悟出了
生态美学的方法，于 2010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40
余万字的独著《超循环：生态方法论》。在本书的基
础上，我和袁开源合作，于2021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了《范式整生论》，探求了统一于自旋生的生态辩证
法。从大桂林山雄水秀的生态中和里，我悟出了生
态美学大厦的脊顶性范畴——生态中和，以之作为

《美生学范畴谱系》一书的总范畴。
生态中和，既是自旋生、整生、共生、美生、天籁

家园、绿色阅读、生态批评、生态美育等一系列核心
范畴的共同内涵，又是它们生发的深层机理，还是世
界运进的最后缘由。以自旋生为生态辩证法的源
头，从生态中和里派生出生态美学的范畴结构，既见
出了我的本土化和乡土化景观生态研究与生态美学
研究的连贯性，又显示了我的生态美学方法与理论
的本土化与民族化来处。

自旋生是对超循环的提升，生态中和是中国传
统中和的现代转换与创新，都有本土味，都有中国
风，都有世界性，都是我身上土气的实现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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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