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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是借助深层生态
学，全面消解传统的人类中心
主义和机械理性的百年圭臬，
试图以万物平等互生的整体观
来观照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
期在人类文明范式从机械文明
向有机文明的转向中，消弭工
具理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
拯救世界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提
供思想方法论上的依据和指
引。生态文学不同于单纯以自
然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传统的
渔猎之趣，并不为生态文学所
赞赏。海明威和麦尔维尔式的
与自然搏斗的形象，不再是生
态文学中的英雄，而是具有了
负面的效果。它更重视的是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不是人
与自然的对立。

劳伦斯·布伊尔在他被誉为
“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
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
国文化的构成》中提出，一部定
位于环境的著作应当包含如下
特征：

（1）．非人类环境不是仅仅
作为背景框架来展现，而是表现
为人类历史是暗含在自然史之
中的。

（2）．人类利益不被当作惟
一合法的利益。

（3）．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
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的一部分。

这里对“环境取向”特征的
强调，实质上就是对生态文学的
界定。从上述三条“原则”之中，
我们可以得出对生态文学总体
特征的理解。

首先，生态文学区别于自然
文学之处，在于生态文学注重的
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
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
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
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
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
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
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
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
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
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
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
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
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
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
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
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

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
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
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
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
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
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
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
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
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
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
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
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
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
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
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
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
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
生态的。

生态文学，回归自然家园的浪潮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

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
目前，在美国以自然文学为题出版的书已有几千种，多所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而且多为研究生课程。从
1992年起，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把人类置于自然之中

“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全14册） 作者：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 版本：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美国独特的自然人文传统给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固基础，业已产生许多重要的代表作家，如我们所熟知的爱默生、梭罗，但是对继他们之后的重要的生态文学作

家，我国的介绍还比较零散。本丛书选择了三位最重要的作家，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和玛丽·奥斯汀的代表性作品，总计十四卷，是迄今为止国内生态文学译介中规模最大的
一套丛书。

生态文学之所以在美国，
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浪
潮 ，是 有 其 深 厚 的 社 会 背 景
的。在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所
引发的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盘
剥与利用，已经使自然开始了
隐退，自然已逐渐被商品所代
替。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
供物质、能量资源和作为人类的
排污场外，其他功能不再被人类
视为必要，生态系统存在本身的
价值和生命的多样性价值，甚至
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都已经退
居最次要的位置。大自然已经
危机四伏，环境已经完全改变
了。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酸雨
肆虐、地面下沉、水土流失、淡
水缺乏、沙漠迅速扩张、全球气
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物种
数目急剧减少、海平面持续上

升、有害化学物质导致物种突
变、居住环境恶化、生态严重失
衡……整个人类的生存已处于
威胁之中，种种一切，使人的精
神趋于枯竭，造成了一种可怕
的沙漠化和荒原化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自然与
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
就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主要功能。生态文学是以描写
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作
为一个文学流派，它的源头是英
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
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
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
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
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
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
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
是因为其内含的深刻思想，对当

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
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属
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
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因此，其
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
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
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
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那种身心
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
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
结果。

在西方文化中，历来占据主
要地位的致思方式是以自我和
实体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从
而形成了固执于主客观分野的、
用来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
度模式，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使
人们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
境、人与自然隔绝与区别开来，
促使人将自然对象化，将本来是

自然一部分的人孤立出来，以实
用的工具化的态度来对待自然
母亲。而生态文学的思维模式
则呈现非两值对立的多元整合
性质，它强调的是过程、环境、是
感知整体和结构的能力，是万物
互相依存和关联的思想。这种
以整体为基础的意识模式，将精
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
然融为一体。因此，生态文学从
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
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
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
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
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
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
的生态文学。美国生态文学的
发展趋势，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生
态意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进
化过程。

最近推出的“绿色经典生态
文学”丛书选入三位美国生态文
学作家的作品，包括约翰·巴勒
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等，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不约
而同地在各自的写作中体现出
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
不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
观。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
谐，他们都以美为向导，去体验
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
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
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
析与整体的浑融。这也就是梅
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
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
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
境和场所”。将人与世界看作一
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
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
向与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
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这几位生态文学作家本身都
是博物学家，他们将对自然的科
学认识与审美感受有机结合起
来，因此行文优美而不枯燥，同时
又兼顾了知识上的准确与丰富。
约翰·巴勒斯对鸟类生活的细致
观察、约翰·缪尔笔下壮丽的冰川
和山岳、玛丽·奥斯汀所塑造的严
酷而辉煌的沙漠，读来都让人时
有发现，不失为愉悦的审美之旅。

生态文学引发了当前已成
为显学的生态批评，促使人们去
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
批评把社会和文化置于自然这
个更具本原性的大系统中，把人
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
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
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
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
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作游
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作人
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
康的朝圣记录。 □马永波

全球性的生态文学浪潮

是知识，也是美

本文作者马永波为诗人、翻译家、学者，近年致力于生态文学的译介。作品有《炼金术士》、《存在的深
度》、《树篱上的雪》，译著有《美国诗选》、《艾米·洛厄尔诗选》、《史蒂文斯诗学文集》、《1940年后的美国诗
歌》，专著有《文学的生态转向》、《美国后现代诗学》、《英国当代诗歌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