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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美人类学是本集刊积极推动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一辑里的三篇论文分别从方法论、个案研究和
基本理论阐释三个方面讨论了不同的问题，相信对读者会有不同程度的启发。
　　本辑我们组织了关于日本近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问
题的讨论，其中包括两篇论文与一篇译文。
赵仲明的《日本近代从自然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若干理论争论》，主要从历史的视角观察了
日本文学从自然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着重讨论了其中自然主义、无产阶
级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中独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特征，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理解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依
据。
丁瑞媛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理论建构与历史演进》，主要分析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本身
、文学理论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以及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及其代表性作家在二战期
间及战后的发展轨迹，总结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进步性与局限性，为今后有关日本无产阶级
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依据。
译文胜本清一郎的《艺术运动中的前卫性与大众性》，是在日本近代讨论文艺理论问题中的观点较为
先端的论文，胜本在谈论有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方向的时候明确指出，必须认清无产阶级艺术的
确立运动与大众化运动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只有正确认识这两种运动，并将它们有机结合起
来，才能使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正确成长。
以上通过对若干占据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文学运动与理论的分析与探讨，试图为近代日本文
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建构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为今后有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全
面客观的依据，相信对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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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看做一个人类生存的本体层面的问题，则其解决也需要从本体层面出发去
解决。
从自然环境作为人的生存之根、人类精神的家园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环境的和谐，其实质上是自然美
的保持和生态美的建设问题。
只有作为美的形象体现和代表的自然成为人类的生存之根，才可能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
这里，自然美和社会美都是传统美学中本来有的概念，而生态美则是近年来美学界从美学角度去审视
、观照和反思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问题而提出的新型的美学概念。
“生态美”的概念提出是近几年来的事，对它的阐释也不少，但不少人不是语焉不详，便是根本不作
任何界定，随意使用。
在我看来，从哲学层面上说，它是在自然美和社会美基础之上对自然美和社会美的超越，也是自然美
和社会美的综合，是一种更高级的审美形态和审美境界。
自然美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人化和改造，是人以主体的身份对自然之美的发现；社会美是人对自己在
社会活动中的所体现和确立的各种社会价值的形式化，是以美的形式对社会善的价值的确认，生态美
则是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本真化。
自然美和社会美强调的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社会的变革，即强调美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活动，生态美则强调的是人作为自然之子对自然的回归与依赖，是在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之后以一种
更高的视野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把人放到更高、更深、更广阔的宇宙空间和时间中去审
视、定位，从而重新树立起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敬之情。
从价值观上说，自然美是在自然之“真”中发现社会“善”的内涵，社会美是使社会之“善”赋予自
然之“真”以形式，生态美则是在更高的基础上把自然之“真”的形式和社会之“善”的内涵统一、
融会、贯通起来，使之成为蕴含人类理想的自然本真之美与社会实践之善的自由形式。
如果说，实践美学过去强调的是在自然之“真”的形式下所包含的社会之“善”，那么，今天，从美
学角度对生态问题的观照使得自然之“真”本身成为注目的焦点——这里的“真”不仅仅是“真实”
，更重要的还有“本真”之意。
如果说，过去对人化自然的强调立足于美的历史回溯和起源学考辨，那么，现在对人的自然化和自然
的本真化的重视则是立足于现实的哲学分析和面向未来的理想展望。
人的自然化不是把人“化”到自然中去，不是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人自觉地保持对自然的谦
卑和谦逊态度，把自然当作自己情感和精神的归宿和家园。
在当今人类科技高度发达、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已经达到可以对其生存的环境进行干预的前提
下，确立生态美作为人与环境的之间关系的审美理想已经是势在必然。
把生态美作为环境美的理想形态，正是要重新设计人与环境的关系、使人与的环境的关系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达到新的优化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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