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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教育理论最早由西方人布龙芬卜伦那（Brtmfenbrenner）①提出，腾守尧先生则结合中国道家
的天人合一观和当代的生态观，发展出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态式教育理论和实践。
这一教育范式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态式教育是针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本体论范式的灌输式教育和园丁式教育的批判产生的。
灌输式教育以教师为中心，强调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的要求，必须无条件地记背教师传授的知识，
知识被梳理成条块数据由学生强记强学；园丁式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师只能顺应学生的需要，
只能像园丁给种子或树苗浇水施肥一样对学生施教。
这种教育的理论之源，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回忆说”，后来的理论，如卢梭的“天性说”、福禄
培尔的“神性说”等等，均可作为园丁式教育的支撑。
显然，无论是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范式。
生态式教育，顾名思义，是以中国老庄以及现代生态观为理论支撑，注重学生智慧的发展，认为智慧
既不是由知识的灌输产生，也不是像海底石油那样现成性的、等待开发的东西，而是在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自然以及人文环境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产生。
对话的范围和深度是无限的，因而这种智慧的发展也是无限的。
它绝不会像海底石油那样，因过度开采而枯竭。
它就像自然中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一样，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说到底，生态式教育即生态观在教育范式上的逻辑表征和实践推演，生态观是关于人和世界整体
同一或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一种世界观。
生态观是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深层追问中产生的。
生态观在深层生态学创始人奈斯那里又称“生态智慧”，在滕守尧先生那里亦称“神性智慧”。
　　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哲学中表征人类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世界观，说的是把人定义成一个唯
一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性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是一切创造和价值的源泉。
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背景是主客二元的在世结构。
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哲学自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起，尤其是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
“自在之物”的近代西方哲学，一直是把主客二分（世界二元）之主体性当作本体论之最高原则。
　　与人类中心主义本体论背景强调“主客二分世界二元”的在世结构相反，生态智慧是在强调“人
与世界整体同一”的在世结构本体论背景基础上产生的。
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主体和客体二分的外在关系，而是人与世界整体同一的内在关系。
西方哲学史上，明确主张并且有体系支撑人与世界整体同一的在世结构本体论的，在黑格尔以前最著
名的是斯宾诺莎“神即自然”说，黑格尔以后最著名的是海德格尔的“人在世界中存在”说。
而在中国，则是道家的阴阳说以及“天人合一”说。
　　从“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无休止的争论中摆脱出来，以儿童与教师、儿童与自然
、儿童与社会、儿童与知识之间的生态关系为入口，去把握儿童的生命和智慧，探索儿童生态智慧（
亦称神性智慧）的守护与存养的新路子，无疑是滕守尧先生生态式教育的重大贡献。
它实现了从灌输式教育、园丁式教育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的转换，即从对“教师”、“学生”的线性
范式或单一性范式切换到对“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情感介入的整体同一性思维范式。
　　生态式教育的终极关怀就是为了让世界在儿童的视域里恢复神奇而复魅，恢复神圣而敬畏，恢复
神秘而审美。
就是通过生存式教育范式，让人类回复到人与世界的整体同一，或者说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亦即神性
智慧境界。
　　在生态式教育中，对儿童进行美感教育是守护和存养儿童的神性智慧的最佳途径，以自由创造为
本性的审美、艺术活动可以充分保障儿童神性智慧在生态的环境里创造性地呈现和展开，儿童神性智
慧中的个性化特征，自由的、充满想象的，富于情感和专注投入的，注重过程和愉悦的都具有审美创
造的特征，与美感教育同旨。
　　生态式教育从守护和存养儿童的神性智慧出发，通过儿童与学校、社会的对话，儿童与自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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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已知和未知事物及生命的对话，通过对儿童边缘性学科整合和融合性学科的学习，来培养生发儿童
的德性，使儿童德性发展出乎自然；通过关注生命的人文关怀，关注生命中与儿童相关的哲学的、宗
教的、审美的、历史的、艺术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对生命有养分有滋润的素质的培养，通过对
生命、自然和神圣的情感体验和感悟，让儿童感悟到天、地、人、神是一个浑然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
让儿童留心专注自然中每一点一商的生命，通过专注而感悟大自然生命的神奇、神秘和神圣，通过感
悟而敬畏自然，通过敬畏而对周遭万物心存感激和感恩，通过感恩而学会去爱和感受爱，通过受周围
的一切生命而守护和存养儿童的神性。
对学校教育而言，就是要让学生尊重一切生命，尽可能多地保留对自然和一切神秘事物、未知事物的
敬畏、感恩，宽恕并帮助一切生命存在，学会用艺术的和审美的哏光欣赏周遭万物，最终让学生学会
去感受爱和学会怎样去用生命爱一切生命，让学生在专注地感受爱和给予爱的双向交流中，直接与当
下的生命接触、融合，体验自然的神秘和价值的神圣，还学生一个快乐的、活泼的生命存在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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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性智慧：生态式教育的形上之维》生存还是毁灭，人类中心主义用最直接的功利快感遮蔽了
人类的双眼，使人类失去了预见和自制的能力，在人类欲望的满足中，在自然界的呻吟中，伴随着人
类认识世界征服世界的极度迷狂，人类最终也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到哪里去，连自
己是谁都怅然若失。
人类占有了世界，却丢失了人类自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让儿童留心专注自然中一点一滴的生命，通过专注而感悟大自然生命的神奇、神秘和神圣，通过
感悟而敬畏自然，通过敬畏而对周遭万物心存感激和感恩，通过感恩而学会去爱和感受爱，通过爱周
围的一切生命而守护和存养儿童的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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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看中国古人对“美”的解释——“羊大为美”，并非羊个头越大越美，而是指它的角，呈曲线
向上姿态，体现了一种昂扬向上，螺旋上升的力量，这被认为是美的。
关于原型，关于生命和成长，生活中还可以找到其他解释，例如一棵树的生长，树木越往上长，它的
根就越向下深入。
一棵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树不可能只有很小的根，它们无法支撑这么大一棵树。
在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大树中，水总是向上的，火（阳光带的能量）在向下。
一棵树实则是在上下两极之间的对话中产生的。
　　但在滕先生看来，最集中体现这一原型的东西还是艺术。
以中国绘画书法为例，其用笔都遵循“欲上而下，欲左而右，欲重而轻”等原则。
为何遵循这种原则创作出的线条就充满灵气，充满生命力呢？
滕先生指出，当我们这样做时，其实就已经创造了两极，上——下，左——右，轻——重。
在“欲重而轻，欲轻先重，欲收先放，欲放先收”的笔法运动中，形成两极间的交融，达到左右、上
下、刚柔等两个极端之间的融合和对话，生发出一种无限生动的气韵和生命。
也就是说，当我们进行这样的书法、绘画创作时，实质上是回到了无意识深层中不为我们看见却永恒
存在的原型，我们是在进行类似原型的运动。
　　除绘画书法外，还有中国古建筑，许多古建筑的最大特点是充满了灵性，它们往往看上去既是向
上又是向下的，既扎根大地，又腾空欲飞。
在灵动性与稳固性之间获得平衡，生动体现了两极对话的生命原型。
作为中华文化图腾的龙，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原型表现。
龙生有鹿的角，可偏又长着狮子的血盆大口，鹿温驯而狮子凶猛，对立的两种性质在龙身上却得到了
很好的结合，使得龙既有鹿的温驯又有狮的凶猛。
它有鹰的爪子，却是蛇的身子，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爬，一个犀利，一个柔软，两种极端在龙身上
同时体现，的确形成了奇妙的对话。
中华民族以龙为符号，象征一种永恒不断的持续发展。
这也许就是中华文化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还会渊源流传下去的原因。
今天，如果我们能按照龙的精神建立我们的文化、教育，相信一定会产生生生不息的动力。
　　视觉艺术如此，音乐同样如此。
中国古代大师太史伯指出，音乐的本性是“合和”，就是多种不同要素相互作用，造成一种共生的、
开放的、动态的和持续发展的结构。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和乐如一。
”　　滕先生指出，不仅东方艺术如此，西方艺术同样如此。
例如，伟大艺术家凡-高对星星的诠释就是一个漩涡，每颗星星都似一个回旋，每颗星星都像不断螺旋
转动的轮子。
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在对宇宙星云研究之后，发现星云形状与凡·高的画有惊人的相似。
可见凡·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随意创作，而是回到了原型，根据心中的原型进行创作的。
再如西方经典雕塑《米洛的维纳斯》，细看这个美女造型，其左臂是向上的，其右臂则自然向下垂落
；其上肢若是弯曲的，下肢必是绷直的；其头发是女性的，鼻子则是男性的；其上半身是全裸的，下
半身却覆盖着衣褶；上身是螺旋上升，下身的衣褶又是垂直向下，显得既轻灵又厚重稳定。
她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光滑中有曲折，厚重中有轻盈，开放中有封闭，封闭中有开放，不管是上半身左
右的对立，还是身体下半部分左右的对立，抑或是遮掩与敞开，都因此而转化为一种“平衡”和“对
话”的过程，从而使所有的对立走向融合，生发出介于两种对立性质之间的新性质。
　　滕先生由艺术的原型联想到儿童的神性。
他指出，人们常说，“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
”这句话很对，却太抽象，找不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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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儿童，会发现，儿童是“两极”的天生创造者，他不断创造两极，并不断在
两极之间流动，在两极相互作用下产生出灵光。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大人一般走的是正道，儿童走几步正道后，必定走斜线或曲线，或走向不是道的
地方，创造出道路的“有”与“无”。
正是在这种有无之间，创造出生命性。
当儿童这样做的时候，大人会问：你干嘛这样走？
他会回答：不为什么，好玩。
但是不可否认，你观察儿童这样做的时候，的确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滕先生特别举了两个儿童艺术的例子。
一个是滕韵芸小朋友的作品。
画中的驴子身子往前，头向后。
和我们直奔目标的功利心态不同，她往前走却不看目标，把旅行的过程看作一件快乐的事情。
与此同时，只要面对这幅画，就迅速产生了两极——“我”和“驴子”。
“我”是主体，“驴子”是客体，这两极之间的联通，是通过在“驴子”的心上画上“我”而得以实
现。
正因为“我”画在“驴子”的心上，所以主客并未分离，而是很好地交融了。
这种与周围自然的共享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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