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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的命名与研究是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和生态学兴

起，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提出的。所谓生态美是指生命

与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和谐共生所展示出来的美的形

式［1］。他强调万物间的关系，追求万物间的生命和谐美、平
等自由美。此类似思想早在我国古代诸多典籍中已有反映，

如“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2］，当“天人和谐”时，天地间

的一切美也就孕育而生。管子所说的“美”其实就是关系美，

就是生命和谐美、平等美。“昔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

一以宁; 神得一以灵; 谷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3］。
老子提出的“一”［4］，既“太一”，既道，阴阳相合为一，一化生

万物。其实“一”就是万物间和谐、平衡的规律，得此规律自

然得清、宁、灵、生、正，这些均是道家追求的美学理想。再往

前追溯《易》中也有“大和”之美，它处在宇宙生命的协调统

一之中，是宇宙生命健康正常发展的根本保障［5］。这些中华

民族的古代经典，无不渗透着我国古代哲人对“生态”的整体

理解。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已经证实，客家先民多北方衣冠士

族，不乏饱学之士。再加上他们的恋祖情节和对中原文化的

眷恋，古代哲学经典自然成了客家先民生态审美意识形成的

文化背景与理论基础。同时，客家先民生态审美意识的形成

还具有与客家移民精神紧密关联的心理基础:“乐观自信、开
拓进取”。在此基础上，客家人的生存观往往表征为 3 个心

理层次: 乐观 － 超脱 － 整体生命和谐。客家人的生命乐观不

是阿 Q 的自欺，它发展的高层次是乐观中超脱。客家人的超

脱不是宗教的出世，而是超脱个人生死，追求更高层次的理

想: 整体的生命和谐。客家人的生存观是对整体生命和谐的

乐观与不懈追求。
1 客家传统服饰中生态美学价值观的形成历程

客家传统服饰生态审美体验的发展历程与其生态美特

点的形成是同步甚至是同一的。客家先民( 客家人) 在以上

理论与心理基础下乐观地祈祷、追求和谐构建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民艺品( 含服饰) 的关系，并开始了生态

审美历程。面对陌生人群，客家人一方面内部的凝聚力不断

加强; 另一方面，客家人也力求与外族和睦相处，这些在很多

客家族谱中均有相关记载。所以在诸多客家礼俗中见到了

服饰作为重要的情感纽带———礼品。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最

典型的映射在后来客家人的革命精神上［6］。他们中多数人

具有牺牲精神和整体的团结精神，为了整体的生命和谐，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所反映到服饰上，如冬头帕上蕴藏着革

命信息。面对新的自然环境，表征为客家人借物喻祖的情节

与民艺造物( 含服饰制作) ，如客家先民与草鞋结下了患难之

交，对草鞋的崇拜至今还可见于客家乡村。这种对自然生命

与器物生命存有的感恩，也常转化为祖先崇拜或神明崇拜的

形式。这种将映像世界赋予生命的心态同样是在追求整体

的生命和谐。这些形成了客家人的生态美观，进一步促成了

生态美观与服饰的结合，并渐渐形成了客家服饰生态审美的

特点。虽然在客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客家文化的不同地

域、客家传统服饰的不同品类等等不同的局部上生态美表现

出变化性、差异性和丰富性，但是，因它们有共同的“形成动

因”，而流露出来的整体特点仍可概括为以下 3 大方面。
1． 1 整体的生态系统 客家传统服饰中构建了一个丰富、
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构建基于“整体

观”。“整体观”首先表现为客家传统服饰的品类、元素、题
材、主题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家传统服饰上的古老图案涉

及祈福纹样、生活用具纹样、动植物纹样与文字纹样 4 类，表

现生殖崇拜、平安吉祥、生活幸福、革命事迹、人物崇拜等多

种主题。还有，客家传统服饰的存在时常与日常劳作、民间

习俗等行为相互联系，与民俗、节庆、日常等等生活紧密结

合，这些特点也体现出整体性。客家传统服饰的生活性表明

民众群体是其创作的主体，这促成其从“创作”到“使用”再

到“审美”均表现为客家民众的群体行为与意识，这也是“整

体观”的另一表现。“整体观”还表现为宇宙意识。客家传统

服饰将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服饰自身视为一个整体，这

个整体正如同《道德经》勾画出的宇宙框架“故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3］，如冬头帕中蕴

藏的“天人合一”意识。还有，客家传统服饰的审美体验也是

整体的，它是视觉、触觉，甚至有听觉和嗅觉的全面参与，如

客家童帽中的铃帽就是视觉、触觉、听觉与嗅觉一体的民艺

形式。
由于客家先民在迁移和家园重建中围绕“生存”，学会了

“观象制器”，学会了“象、道、制、形、器”的统一［7］。他们注

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的相辅相承与平等

共存关系。于是，客家传统服饰的“整体观”表现在客家传统

服饰各品类间，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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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而是一个相互连接，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1． 2 平等、朴实的和谐美 客家人的生存困境迫使他们寻

求与环境的和谐。这促生出了客家民艺“和谐”的生态美，体

现在万物间是一种互渗与能量转换关系; 表征为人是宇宙的

一部分，万物间平等、自由、互利。客家人奉多神崇拜，一直

认为“头上三尺有神灵”，把万物视为有生命的单体，把宇宙

视为生命共同体。共同体中的一切单体生命是平等的，甚至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关系。如客家童帽图案中有动

物与植物的相互融合，“蝶”与“花”浑然一体……的“双关审

美意境”［12］。这是一种超越客观规律的自由的创造性思维。
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关系为单体生命提供了生命繁衍的环境，

他们在其间进行着能量的转换与循环，如孩子戴上客家狗头

帽，就可以获得像狗那样的灵活和机敏的活力，躲过不吉，而

茁壮成长［8］; 葬礼上编制的草鞋是为了帮助死人的灵魂借助

它的力量回到故土。在能量的转换中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

的审美体验不断在个体生命的有限中追求整体生命的无限

与和谐，整体生命的无限与和谐又成就着个体生命的不断

繁衍。
客家传统服饰上的生态和谐美还时常与五行相生相克、

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风水等意识相互联系，如客家妇女头

饰———冬头帕，为的是寻求与环境的和谐，表达对天崇敬意

识［9］; 再如，客家人利用葛、麻、蓝靛等制作服饰，也是客家人

注重物、人与自然和谐平衡，且绿色环保的生态意识与天人

合一思想。［10］客家传统服饰生态和谐美的现象不胜枚举，可

以说这就是客家人的生存观。
“道生之，德蓄之”［3］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的和谐是通过

“德”来蓄养和维系的。“德”也是平等的表现，也是人与万

物之间生态伦理关系的反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

宰，是谓玄德”。［11］“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常德乃足，复归

于朴; 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3］这里老子指出的“玄德”是

大德，大德具有诚、朴实、善和无限的含义。客家人在制作服

饰时熔铸了赤子真诚，客家传统服饰反过来也以其实用、结
实、耐用等美德回报于客家人，在这循环中客家人的物质与

精神生活得到了良性的维系。
1． 3 整体生命和谐的功利性 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的和谐

关系是在“生存”趋势下的追求，其中崇尚生命美，以耐用和

实用为美德。客家传统服饰追求耐用，即使服饰破旧了也要

缝补，以此延长其使用寿命。对生命的崇拜进而表为对生殖

的崇拜、对繁衍不息的追求，再进而转化为对家族、国家兴盛

的祈愿。于是，从“生存”起点理解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的和

谐，其实是为人的“生存”功利。如客家童帽上凝聚了天下长

辈对后代的期望、祝福和关爱，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情感之

一。在这里童帽制作不再是单纯为了驱邪、避寒和修饰美化

之用，而真正的功能在于它是真挚情感的载体。只有在这种

情感动机的驱使下才可能考虑到驱邪、避寒和修饰等。从这

个角度可说童帽文化源于中华民族这种优秀的情感［8］。这

种情感活动就带有强烈的“生存”功利色彩，既长辈给后代带

上童帽是想获得宗族生态的和谐平衡。这些都是以“人”中

心追求整体生命的和谐，所以，归根结底是为人的“生存”功

利观。
概括地说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的特点是在客家人“生存

观”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它追求整体生命和谐与功利的统一。
其整体性、和谐性与功利性的逻辑关系参见图 1。图 1 表示

整体呈现出来的是客家传统服饰美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就

是客家传统服饰特色形成的具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象”。
在 这个整体系统中“生存”是核心，为了实现这个功利的目

注:“粗线”表示主要的生态关系与流程;“细线”表示派生的生态关系。其中，“1”或“8”( 双线圈范围) 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客家人与客家

传统服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共同形成的“象”。它既包括整个图表表现出来的系统，同时它又是这个系统里的一部分;“1→2→
3”表示客家先民( 客家人) 面对陌生之“象”时出现的生存问题;“3→4→5→6”表示客家人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达到和谐获得生存空间的

过程;“1→6→7→8→9→10→11→12”表示客家传统服饰制作的思维系统。

图 1 客家传统服饰的生态系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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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家人选择了“和谐”。客家传统服饰作为“观象制器”
的产物，作为维持生命不息的对象，作为“象、道、制、形、器”
统一的物化载体，自然而然地在整体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功利

与和谐两大特点。这两点又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

成为客家精神与物质世界平衡统一天平上的重要砝码。客

家人的生态服饰观是客家民艺生态观的缩影，亦是我国农耕

时代诸多民艺事项的缩影。
2 客家传统服饰所表现的“象”给现代人的启示

客家传统服饰是生态服饰的典范，从中不难发现它所蕴

含的价值与启示。
2． 1 瓜瓞连绵，生命可持续性价值与启示 客家传统服饰

生态美特点自身就具备审美价值，不过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功

利与和谐统一于整体生命可持续发展时，才会更好地显现出

来。其生态美的功利是生命和谐的功利，和谐是生命功利的

和谐。单纯的生命功利会导致人凌驾与生态系统之上，使人

的行为陷入形而下和惟物质; 单纯的生命和谐会导致人的创

造力淹没在惟“生态自我”中，容易使人陷入形而上和惟精神

的片面狂热中。所以功利与和谐统一的意义其实是物质与

精神的统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更是“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与“天人合一”。客家传统服饰与生态环境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待对象世界的

态度，也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客家人在服饰的创作过程中

“观象制器”，能注重“象、道、制、形、器的统一”，以诚与平等

对待服饰，服饰也就能通过实用( 合理、结实、耐用的美德) 回

报他们。所以客家人在创造和使用服饰的同时，服饰生态美

反过来熏陶着客家人，在这种平等和谐的共生中成就着客家

人生命的持续，形成瓜瓞连绵之势。这是具有终极意义的价

值追求与价值实现。
与农耕时代不同，工业时代的标准化通过机械制造出了

众多千遍一律的服饰。这些阻隔了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也

阻隔了民众在服饰制作、使用中的生态审美体验。反而使人

对服饰( 物质) 的欲望不断膨胀，进而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掠

夺，加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为了获取暴利、满足民众对服

饰( 物质) 不断膨胀的欲望，于是快速复制的低劣、假冒产品

四处蔓延。失去生态审美体验的民众开始经受劣质、虚假，

甚至丑恶的服饰( 物质) 包围。
庄子借老农之口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

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1］这里庄子全盘否定机械的

作用虽不可取，但他的担忧却道出了器物对人心性潜移默化

的巨大影响。工业时代给人们带来了丰足的物质，也使得日

常生活中“美”与“丑”纠缠不清，审美标准开始模糊。工业

时代从环境与审美体验方面都给民众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
此时重新审议客家传统服饰中的生态美，可以获得启示: 后

工业时代需将人类自身融入生态，并作为审美对象的一部

分，这样人类与生态的对立也就有可能消除。审美生态就是

在审美自己，破坏、掠夺生态环境就是扼杀人自身。保护人

的生存环境也是保护人类生命的不断延续。

2． 2 源头活水，理论拓展性价值与启示 与生态美很容易

混淆的是自然美。自然是指不经人力干预的自然状态，其美

也就是天然美。自然美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美需要人类无功利的静观才能体验到

她的存在，其审美体验主要是精神上对美的感悟。艺术创作

遵循的是“外师造化，中法心源”，可见“纯艺术”美一方面以

自然美为来源，同时也与自然美审美活动的形式、方法同一

样: 不追求功利，而追求静观、忘我和精神自由。《庄子·田

子方》中，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

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然不趋，受揖

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

是真画者也。’”［11］

世界存在于普遍的联系中，不可能有孤立的事物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美中也应该蕴藏着“关系”，这是她与生

态美容易混淆的最大原因。生态美更强调关系美，更深化了

关系的层次，认为没有经过人类染指的自然状态的生态关系

中有美存在，同时也认为人化的自然中也有关系美存在。于

是，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生态美包括自然美［12］，生态美是

自然美的发展深化和认识拓展。从而客家传统服饰的生态

美包含客家自然美，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客家传统服饰也

是孕育客家纯艺术的方面之一，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纯艺术

的一股源头活水。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涉及客家人生活的

方方面面是客家生活的缩影，维系着客家人物质与精神各层

面的生活。［13］这些潜移默化地熏陶着“纯艺术”的创作者与

审美主体，如中国近代版画家罗清桢 1940 年在赴赣南地区

期间，创办了《战地真容》木刻半月刊; 陈丹青 1970 ～ 1978 年

在赣南农村插队期间自习绘画。赣南人的生活( 含服饰生

活) 无不给他们创作、学习的灵感。这些例子均能证明客家

传统服饰生态美作为源头活水的价值。
客家传统服饰生态美积淀着我国上千年的文化精华，成

为客家人的文化根脉之一。客家现代纯艺术和实用艺术创

作仍可从中找到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意义的素材。然而，随

着工业时代的发展客家人与传统服饰的伦理不再是平等、真
诚，原生态的传统服饰面临着传承危机。
2． 3 诗意生活，心理调节价值与启示 客家传统服饰在具

有“整体生命和谐”这一宏观价值的同时，作为人的产物也具

有对审美主体“自身和谐”进行调节的微观价值。首先，它在

创造中反映的不单是美好的生态系统( 自然系统、社会系统

等等)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客家人对美的理想。既

对整体生命和谐美的追求转换为客家主体生命的静穆宏大、
朴实与真挚，这也是调节颠沛流离心境后的超脱。这样宏观

的价值就转化为微观的价值，客家人的内心流露出了平静的

特征。再有，在客家传统服饰纯艳的色彩、丰富的图符、粗犷

的造型、实用的美德中规划的是一个对明天充满憧憬的蓝

图。客家人的精神是自由的，他们生活在浪漫的诗性的精神

国度里。即便是生活中存有苦难，也如同世人在莫扎特的音

乐里感受不到他的痛苦一样，客家人通过童帽、刺绣等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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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行未知样品的测量。
2． 4 核酸测量模块 核酸测量模块的功能是通过测量特定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来计算各种核酸( ＲNA、ssDNA、dsDNA、la-
beled DNA) 样品的纯度、比例、浓度、摩尔浓度及蛋白质浓

度等。
2． 4． 1 预设程序。操作之前需要打开软件，选择或设置相

关参数。点击软件界面右侧快捷栏的“Method”后，立即显示

分析方法( Analysis Method) 的 7 个重叠界面，分别为 General
( 常规) 、Instrument( 仪器条件) 、Monitor( 模拟监视) 、Process-
ing( 处理方法) 、Nuleic acid parameter ( 核酸参数) 、Base se-
quence parameter( 碱基序列参数) 、Ｒeport( 报告格式) 。

在软 件 的“Method-General”界 面 选 择“Nucleic Acid
Measurement”模式，该界面的其他参数选择和设置与波长扫

描模块相同。
在软件的“Method-Instrument”界面，测量的数据模式通

常只选择 Abs; 如果未专门做背景校正，那么波长的范围设定

在 230 nm ＜ λ ＜280 nm，如果选择了 320 nm ＜ λ ＜ 350 nm 范

围内的任意波长 λ1 处的 Abs 做了背景校正，那么波长的范

围设定在 230nm ＜ λ ＜ λ1。该界面的其他参数设置与波长扫

描模式中的相同。
在“Method － Monitor”界面设置 Monitor window 的参数，

与波长扫描模块相同。
在“Method － Processing”界面设置数据处理方式，与波长

扫描模块相同。
在“Method-Nuleic acid parameter”界面，测量数据的模式

选择了 ＲNA、ssDNA、dsDNA 中的一个; 选择并设置背景校正

参数; 设置浓度计算时的浓度因子、浓度单位、浓度的有效数

字; 在测量核酸样品的纯度、比例、浓度、摩尔浓度及蛋白质

浓度等时，需要设置两个测量波长( 260 和 280 nm) ; 若结果

中显示测量比例的结果，那么选择测量比例项，还可对纯度

的上下限进行设置，或指定纯度值; 设定系数 K0、K1、K2 通过

Warburg-Christian 方法自动计算出蛋白质的浓度。若选择了

labeled DNA 作为测量数据的模式，那么在测量波长处需要

设定消光系数 e1，在色素标记波长处需要设定 DNA 的消光

系数 e2，在测量波长处设定色素的消光系数 e3，输入色素标

记物的波长、测量波长，设置浓度单位和浓度的有效数字。
在“Method-Base sequence parameter”界面，输入 A、C、G

和 T 各种碱基的数目，输入、上传或粘贴碱基序列( 不超过

1 056 bp) 。
在“Method － Ｒeport”界面设置输出 report 的数据项，参

数设置与波长扫描模块相同。
2． 4． 2 基线校正。参数设置和操作与波长扫描相同。
2． 4． 3 样品测量。参数设置和操作也与波长扫描相同。
3 结语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不仅使用历史悠久，而且在多个研

究与应用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现代科技与生产

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性能指标不断被

提高，其功能在使用上也越来越便捷。U-3900H 型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就是一款不仅性能指标优良，而且具有非常清晰

明确的 4 个功能模块，在使用上非常方便。为了发挥该款仪

器的使用效率，应该首先掌握其 4 个功能模块的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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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升华成了乐观进取。于是，客家传统服饰，不管是对创作

者、着衣者，还是欣赏者都是内心的慰藉，在其上看不到艰辛

的不悦，有的是阅历积淀下来的从容、自信和试图获得对内

心生命力自由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说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

人对生命无限性的指认，是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家园。
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民众的幸福

指数［14］却常常不能与它成正比。面对这种现象，客家传统

服饰所能给予的启示是: 用平静的内心、返朴归真地去感悟

生命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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