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希生态美学思想探微①

王全权

搞 要：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梁希先生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生态美是“美术化”、

“天然化”与“民众化”的统一；对生态审美的体验与追求中的家园意识与诗意地栖居；实现生态美

必须发扬“敲林钟”精神等方面。他的生态美学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美丽中国”也具有重要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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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先生（1883—1958）是我国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林学和林

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诗人和书法家。在中国首创了林产制造化学，传播了新的林业

科学理论，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发挥森林多种效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促进了

新中国林业的蓬勃发展。

在长期的林业研究过程中，在进行林业资源的调查中，梁希先生不仅形成了对林木生

长规律的科学认识，对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深刻认识，也对森林、对自然的

审美价值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美学思想。本文试通过《梁希文集》

中的相关文章及部分诗作，分析梁希先生的生态美学思想。

一、生态美——“美术化”、“天然化”与“民众化”的统一
生态美学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它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

生态审美关系。生态美学反映了审美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审美是审美主

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融合。它超越了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的确认与关爱，也

超越了征服、掠夺自然的实用价值取向，实现了审美主体将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及世界

的和谐交融。生态审美意识不但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和对外在自然审美价值的发

现，而且是生命的共感。生命的共感既体现了生命之间的共通性，也反映出生命之间的共

命运感，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

《西湖可以无森林乎》就是梁希先生生态美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梁希先生看来，生态美

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西湖之美恰恰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统一。

① 收稿日期：2013-12-2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ZXD012）；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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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被千百年来人们广泛传颂？为什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在《忆江南》中发出“最忆是杭州”的感叹？而又令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魂牵梦萦、流连

忘返？梁希先生指出在于杭州有西湖和西湖之美。“夫杭州何以能颠倒众生，何以能吸引

古今来才子、佳人、诗翁、词家、羽客、缁流、英雄豪杰，使之如醉如梦若颠若狂，或来而不能

去，或去而不释思乎？曰：有西湖也。西湖何以能独擅其胜，垂千数百年而不衰？曰：山清

水秀而风景佳也。”①“山清水秀而风景佳”是西湖吸引人们的根本原因。人们来到西湖，是

来欣赏西湖优美如画的风景。

西湖之美，在于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境界，实现了生态美与艺术美的

巧妙结合。梁希先生描绘了一幅西湖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美学图景：“春水红船，境如天

上；秋山黄叶，人入画中。此一幅天然摩诘图，悬之武林西郭门外，娱乐人目，怡人心，使人

思，致人歌，何其美也。”②西湖像一首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字摩诘）的山水诗，又是

一幅充满意境的中国山水画，既有“美术化”的美学意蕴，又是“天然化”的生态场景。西湖

中，山水、树木、游人情景交融，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沉淀了人与动植

物、人与环境和谐共生，体现了情与景的高度融会，达到了生命流动与融通的生态美学的

最高境界。

“云影山光，触处皆是，高人来此洗眼，名士于此清心，何其真也。”③西湖的美景不但让

人赏心悦目，而且能涤荡人们的思想、净化人的心灵，人们在欣赏西湖美景中，体验了环境

的美、领悟了生命的真、激发了心灵的善，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山水美景不为部分人所

独享，广大民众都可以尽情领略，是大自然对众生的平等恩赐，又实现了“民众化”。因此，

生态美又是生命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和谐统一。

“杭州之西湖，有山有水，美矣。”④西湖之美，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西湖的生态环境，在于

西湖丰富的森林资源。“而山无林荫，水无树影，可谓尽善乎？未也。”⑤如果没有森林、树

木，西湖就失去了美的依附基础。树木、森林被乱砍滥伐一空，造成“山无林荫，水无树影”

的局面，而且失去森林的西湖，清凉比不上莫干山，清秀比不上天目山，雄伟不如庐山，又

没欧美日本等山温润。除了有几座较有名、历史较长的寺庙外，西湖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

的（“客从莫干来，则嫌其热，从天目来，则嫌其俗；从庐山来，则嫌其平，而从欧、美、日本来

则嫌其干燥无味。盖除名庵古刹外，森林皆滥伐一空，名胜去何？”⑥）。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梁希先生将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进行了类比，

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都具有天然美的姿质。西施之美在于其天然的发眉肌肤，失去了这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②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③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④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⑤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⑥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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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西施还美吗？而西湖之树木、森林就相当于西施的发眉肌肤，“名胜犹美人也，西湖犹

西子也”①。对西湖的林木进行乱砍滥伐，盖上楼堂馆所，无异于剪去西施的头发，剃去西

施眉毛，伤害西施的肌肤，“削西子之发，剃西子之眉，伤西子之皮，而饰以金玉钻石，被以

纱罗锦绣，则人皆掩口而笑矣”②，即使给她戴上漂亮的金银首饰，穿上绫罗绸缎，见到她的

人都只会掩口而笑。

如何恢复西湖之美？作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就是造林。造林使“苍松翠柏，种满龙

井、虎跑，布满牛山、马岭，盖满上下三天竺、南北两高峰”③，还西湖的本来面目，恢复西湖

的生态环境，发挥西湖的生态调节功能，实现西湖生态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西湖才能

“严冬经霜雪而不寒，盛夏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热”④，天下的游人也才能尽情游玩、流连忘

返，从而重新达到西湖“美术化、天然化、民众化”的和谐统一。

二、生态审美的体验与追求——家园意识与诗意地栖居
家园指物质层面的土地、房屋、故乡与生息地等，以及情感所依附和家庭与生活。家

园概念既体现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⑤“家园意

识”是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之一，它凝聚了人类对自我和存在的思考，对诗意地栖

居的向往，强调了人与自我、他人、社会的一体性，是个体对存在与环境、社会关系的理解，

是个体对自然、社会的精神归属感，是“人的本真存在的回归与解放”⑥。

作为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和新中国林业的奠基人，梁希先生有着浓厚的家园意

识。他认为大自然是我们的家园，森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森林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关

系民生，它还是人类的家园，为我们提供生态庇护。在《民生问题与森林》中，梁希先生首

先将时代划分为三：第一个时代，原始时代和游牧时代；第二个时代，人文进化的时代；第

三个时代，19世纪以后，即工业化时代。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这三个时代中森林对人

类的作用。在原始时代，全球都是树木，人们在森林里生活。衣食住行都依靠森林，森林

是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生存的摇篮，是人类最初的家园。“森林是人类的发祥之地。人类

所以能够发达到现在的地步，都是森林的功劳。”⑦在人文进化时代，尽管人类的物质条件

有所改善，但“衣”的暖和、适体，“食”的适口、精致，“住”的舒服、美观，“行”的省力、快捷，

“一半靠着农业，一半靠着林业”。到了工业化时代，工业化使森林面积缩小了，但林产品

及新产品的改良，仍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梁希先生还详细地论述了林产品功能及在人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②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③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④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10页。

⑤ 程海萍：《生态美学观照下的家园意识——论菲利普·罗斯小说中的家园叙事》，《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
第2期。

⑥ 黄继刚：《生态家园的美学之思——简论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的美学观》，《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⑦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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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衣食住行”等生活实践中的应用，指出了森林对人类生存的生态价值和在人类生活实

践中的实用价值，证明现代建设与现代生活同样不可须臾离开森林。

家园意识和对林业发展的关注，是梁希先生挥之不去的情怀。1939年，梁希先生在《造

林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中写道：“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天经地义要森林⋯⋯我们为我们的

国土保安，我们为我们的水源涵养，我们为我们的山村建设，我们为我们的材料供给。”对祖国

的大片荒山得不到绿化而焦急，为在国土上造林而奔走呼号：“前人不肯种树留给今人，今人

又不肯种树留给后人，不顾将来，试问荒山荒到几时才了呢？”他呼吁：“我们要高瞻远瞩地施

行百年大计，要宽宏大量地救济农山村，要急起直追地经营国有林。”①

在《〈中国林业〉发刊词》中，梁希先生对中国数千年来对森林的破坏进行了批评：“大自

然对得起中国，中国人曾对不起大自然。”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从开山耕地

的农民、砍柴的樵夫到派人大规模毁灭天然林的国民党政府，都对大自然犯下了错误或罪

行，使全国只剩下百分之五的林地。但是，“斧斤不尽山林劫，天地无私草木春”。他殷切地

希望，发展林业要像教育一个野孩子一样，“要他懂规则，守纪律，不乱发展，不自暴弃，扶他

走上正轨”，让他衣食饱足温暖，身体健康强壮，发挥他的能力，贡献社会，“但也不允许从他

身上作过分的剥削”②。将大自然看作自己的家园，把发展林业当作教育孩子，正是这种深

切的家园意识，成为梁希先生为中国林业事业奉献一生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诗意地栖居”则是梁希先生的审美追求。“诗意地栖居 ”一词出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

的诗句，他在《人，诗意地栖居》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

⋯⋯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 在这片大地上。”③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在享有物质生活的同时，能够在精神的

家园中“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至上的境界。人们渴望物质生活的富足，更渴望精神家园

中充满美好的情愫。这是一种诗化的生活，是一种诗意的人生。

“诗意地栖居”作为生态美学的重要命题，其内涵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强调人爱护

自然、善待自然，对应的是工业化以来在工具理性控制下人的“技术的栖居”。旨在通过人

生艺术化和诗意化来抵制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个性泯灭以及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随着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84-86页。

②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207-209页。

③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07页。

—— 65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愈来愈被物化，不再用哲理的眼光审视自己、观察事物、对待生活。而

在人们满足物质享受的同时，带来的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环境的破坏与精神家园的迷

失——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声色犬马、唯利是图。因此，“诗意地栖居”主张摆脱对大自然

的征服与控制，回归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真状态，从而使人类美好地、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

梁希先生在进行林业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林业资源调查工作实践中，通过与大自

然零距离接触，激发出对自然生态的独特审美心理，产生“诗意地栖居”的审美体验。这一

体验，我们可以从他的诸多诗作中读出。如梁希先生1950年9月在西北林区考察期间所

作的《秦岭林场晓起》：

荒村数户邻，花露挹清晨，犬吠初来客，禽呼未起人。

林深山色秀，滩浅水痕新，细草微风里，高秋似仲春。①

清晨，宁静的小山村，林木森森，山色秀丽，浅滩溪水，微风吹拂下，野草轻轻摇动，花

瓣上的露珠在早晨第一缕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这时有客来访，惊动了警觉的鸡犬，打

破了山村的宁静，忙碌而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这首诗极具画面感，是一幅生动的山

村生活画卷，体现了作者对平凡而充实生活的追求。

又如《牧童》：

风动一山幽，牧童山上头，不知人去处，林下散黄牛。②

该诗中，有山、风、草木、黄牛，还有贪玩的牧童。这一人与动物、植物和平相处的田园

诗般的场景使人不得不心向往之，产生令人沉醉的审美心理体验。

又如《骑驴上割漆沟》：

高山流水路悠悠，红栎青松割漆沟，添个白头驴背客，许教入画更风流。③

作者骑着毛驴，在割漆沟弯曲的山间小路上缓缓行进，眼前有高山流水，两边是红栎、

青松，俨然一幅“溪山行旅图”，而作者的心中怎能不产生融入自然、徜徉其间而乐以忘忧

的审美体验呢？

此外，还有他在川西期间的诗作，如：

细雨斜风苏马头，绿杨荫里小停舟，今朝说是鱼虾市，圩里人烟一瞬稠。《苏马头（在锦

江）》④

点点芦花浅浅湾，田家桑竹两三间，乐山人说江南好，我说江南似乐山。《乐山（嘉定）

郊外》⑤

这些诗句中，作者置身于不同的生活场景，或山间、或田园、或湖边、或集市，人们为了

生活而奔忙，为生存而作息，但一切都遵守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而爱护自然、取之自然而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28页。

②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29页。

③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30页。

④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13-514页。

⑤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13-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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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自然、依靠自然而又感恩自然，人、动物、草木、禾苗、森林、高山、大地，大家共存共处

于生态系统中，一切那么和谐，一切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那么天然成趣，在作者的心目中，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世界吗？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令人向往的“诗意地栖居”。

三、生态美的实践与追求
梁希先生不但深刻地理解了生态美、用心地体验着生态美，而且努力地实践着生态

美。他不仅传播了新的林业科学理论，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的思想，还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号召人们种树造林，装点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在《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中写道：“山

青了，水也会绿；水绿了，百川汇流的黄河也有可能渐渐地变成碧海，这样，青山绿水在祖

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林业工作是做不完的，绿化要做到栽培农艺化，抚

育园艺化；要做到工厂如花园，城市如公园，乡村如林园；绿化，要做到绿荫护夏，红叶迎

秋。⋯⋯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都成一个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

设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①梁希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祖国成

为一座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生态园的美好蓝图。

在《新中国的林业》中他又发出了“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的豪言：“一幅

美丽的远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

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②林业工作者，不仅仅是造林人，而是装点祖国锦

绣河山的艺术家，是生态美的缔造者。

梁希先生认为，振兴中国的林业，不能一蹴而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为此，1946
年，梁希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钟》写的复刊词中向林业工作者提出了著名的敲击“林

钟”号召：“林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

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

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林人们！要打得准，打得猛，打

得紧！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希先生为实现生态美的

不懈追求。

纪念梁希先生，发掘梁希先生的生态美学思想，对当前我们建设美丽中国有着重要的

启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体现着自然美、生态美、环

境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几十年前，梁希先生“美术化”、“天然化”与“民众化”的统

一观点，可以说与“美丽中国”的内涵不谋而合，这也说明“美丽中国”是千百年来无数中华

儿女心中的梦想。生态美学已经提出：让艺术回到生活，让生活艺术化。美的生活需要美

的创造，“美丽中国”的目标也是让炎黄子孙过上“诗意地栖居”式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的

①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502-504页。

②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265-270页。

③ 《梁希文集》编辑组：《梁希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3年，第15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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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统一。而梁希先生倡导的“敲林钟”精神，更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美丽中国”梦想的努

力途径。

[作者单位：王全权，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张月红）

An Exploration of Liang Xis Ecological Aesthetic Thought

Wang Quanquan

Abstract: As a famous forestry scientist, Liang Xi had rich ecological aesthetic thoughts. He held that ecological
beauty is the unity of“artisticization”,“naturalization”and“popularization”. In his opinion，we should emphasize
the homel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etic residence in ecological appreciation;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beauty, one
shoul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to keep tolling the bell for forest”. Liang Xi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aesthetics
provides important inspirations for building“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Liang Xi；ecological aesthetics；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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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Value Pursuit of Liang Xi and the Conception Beautiful“Chinese
Dream”

Cao Shunxian，Wei Zhenhua

Abstract: Liang Xi was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in the life. He had been
consistently putting“to eliminate scourge for the country and to increase wealth for the people”as his own value
goal. His value pursuit of advances with the time, stands high, aims far, cares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holds firm
believes. Mr. Liangs value pursuit closely agrees with the conception of beautiful“Chinese Dream”. The value basis
of this agreement represents the belief and pursuit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democracy,
sc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Besides, the pursuit is not only about the prosperity on the surface level, but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civilization and prosperity on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level. It is the dream of harmony among
the peopl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society, an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t is also the dream of
rejuve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iang Xi；value；pursuit；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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