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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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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学最初起源于西方社会，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生态文学研究现已进入其蓬勃发

展阶段。从西方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两个角度对西方生态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

详尽分析，指出了生态文学研究的历史任务及发展趋势，旨在为中国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借鉴，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真正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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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是探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它是

文学工作者为摆脱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所发出的呐

喊。生态文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

之后，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发展。它产生和迅速发

展的原因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以及由此导

致的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生态文学研

究工作者不仅致力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且注

重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疏离及冲突的社会文

化根源，力求为人类摆脱生态危机、走出生存困境

找到出路。

一、西方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生态文学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段，主要是生态

思想的提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包括雷切

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怀特的《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莫兰的《方

法：天然之天性》，爱德华·艾比的《有意破坏者》，

以及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等。

1962年，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雷切尔·卡森

发表代表作《寂静的春天》，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

反响。这部作品的发表，“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策略、环境策略、公共政策的修正”u儿n’和“环境革

命”[1]P87使生态思想深入人心，并直接推动了全球

范围内生态思潮及生态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生态文学史上，除雷切尔·卡森之外，利

奥波德也是一个领军人物。卡森掀起了全球范围内

的生态思潮，而他则奠定了生态思想之基础，因而

被学界称为“生态文学之父”。他创作的《沙乡年鉴》

不仅是生态文学的杰作，而且是绿色思想的圣经。

六七十年代，除卡森、利奥波德之外，还有几

个作家也发表了各自的生态文学作品。1967年，美

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发表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

碑”的传世之作《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

书。在这部作品中，怀特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
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

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激励着人类

“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幢儿附14’这篇文章在生

态思想界及神学界再次引起极大反响，并推动了生

态神学的形成发展和生态思潮的进一步发展。

爱德华·艾比，美国又一著名生态文学家，也

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批判了“为发展而发展”的唯

发展主义错误倾向，体现出其纯朴的生态主义意识。

1975年，艾比发表小说《有意破坏者》。在这部作品

中，艾比指出，人类应“想方设法阻止或减缓技术

统治的强化，阻止或减缓为发展而发展、阻止或减

缓癌细胞意识形态的扩散”阳¨聊’。爱德华·艾比对

唯发展主义的批判，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7年，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发

表论著《自然之自然》，他结合自然科学原理，对唯

发展论和科技至上论做了进一步批判。在莫兰看来，

人类应“与发展决裂”，因为“为技术经济的发展牺

牲一切其他的发展，让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恶化并面

临死亡的威胁，在反馈的作用下，让人类也面临死

亡。川4儿啪”莫兰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控制人”的原因。

莫兰认为，“人的认识论已经被技术化”，技术因而

成为以合理性自居，无意识的、被普遍化了的认识

论的支柱。

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生态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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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阶段。生态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泰

勒的《尊重自然：生态伦理学理论》，罗尔斯顿的《环

境伦理学》，戴利、汤森的《经济学、生态学、伦理

学》等。在这一阶段，生态思想进一步得到广泛传

播，生态学与许多的人文社会学科相互融合，几乎

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出现了宣传生态思想的作品。

英国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在《尊重自然：生态

伦理学理论》中为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提出四个最

基本的行为规则：“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

诚原则”、“重建正义原则”，并强调了生态整体论及

对生物的伦理关怀。泰勒指出，“禁止干预这些统一

体，意味着我们决不能试图操纵、控制、改变或‘管

理’自然的生态系统或者在其他方面干预它们的正

常机能。州印伊17217∞这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奠定了

基础，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行为再次敲响警钟。

第三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即生态批评

理论的出现及其迅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生态

批评理论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生态批评研讨

会频繁举行，生态批评研究呈现如火如茶之势，从

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从事这方面的研

究。这阶段生态批评的代表性作品有：格罗特菲尔

蒂、弗罗姆的《生态批评读本》，布伊尔的《环境的

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和《为

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

化与环境》，诺顿的《走向整体的环境主义者》，本

顿等的《环境话语及实践》等。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全球掀起生态文学研究的热潮。1991年，英国教授

贝特出版《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从生态学角度对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进行分析，并分析

了英国文学的环境创作传统。这标志着英国生态文

学研究的开始。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

国内华达大学成立。它现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文学

研究的学术研究团体。1995年，美国教授布伊尔出

版了《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

构成》，开创了生态文学独立研究的里程碑。

美国著名哲学家布莱恩·诺顿也发表了不少生

态文学研究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发表于1994年的

《走向整体的环境主义者》。诺顿是环境实用主义的

主要倡导者，“可持续性”是其环境实用主义思想的

核心，生态系统管理则是达到“可持续性”的桥梁。

1998年，由文学批评家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

的英国第一部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

评和文学》问世。1999年，《新文学史》发行生态批

评专号，十篇著名生态批评专论文章入选，为生态

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2000年，两部

重要的生态文学研究论文集出版发行，即库普主编

的《绿色研究的读者：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和

托尔梅奇等主编的《在自然的指导下阅读：生态批

评新论集》。

2001年，布伊尔教授出版新作《为处于危险的

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

这部作品选择了一批有自然取向的作品，深入分析

这些作品在环境污染、社会发展以及资源利用等方

面的作用，为当代作家从生态角度重审传统文学提

供了借鉴。

二、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现状

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现在

已进入其研究高峰期。西方国家的生态文学研究学

者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了传统的生态批评理论，并致

力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生态思想分析，进一步探讨生

态危机所产生的思想、文学及文化根源。

西方生态文学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密切结

合，跨学科研究的态势进一步增强。西方生态文学

研究不仅与环境保护学、伦理学关系密切，现在它

还与语言学、神学、女性主义、政治学、社会学相

结合，出现了生态语言学、生态神学、生态女性主

义、绿色政治、社会生态学等新兴研究学科，生态

文学研究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相融合的产物，

它的产生既是重建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需要，也是

语言学价值自我完善的体现。

西方生态文学研究将生态文学与生态语言学通

过于生态语言学的语篇分析功能联系在一起。它尝

试以当代批评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从

生态学角度对具体文本中的生态意识进行分析批

判，探讨生态意识通过语言结构实现对社会意识形

态控制与影响的机理，探索摆脱生态危机的新出路。

生态神学则将生态学与神学结合在一起，它将

人类的生态问题引入神学研究领域，重申人、自然、

上帝三者的关系，强调自然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由生态危机所导致的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既包括人类物质家园的毁灭，

还包括人类精神家园的毁灭。

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的另一新特点在于生态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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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女性主义各个分支都密切

关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主题，因而共同促进了生态

女性主义的发展。自由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主义的

改革目标相一致，它们通过改革现存法律、法规来

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从批判父

系社会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从而找到解放女性和

自然的有效办法。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则将自己的分析植根于对于资本主义父系社会的批

判。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导致了人对自然

的统治，市场经济将女性和自然作为资源来使用的

错误做法必须得到尽快纠正哺¨n84’。

新时期生态文学研究，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对具

体文本的生态思想解读。对于具体文本的生态学解

读，不仅包括对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生态意

识分析，比如对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鲁滨逊·杰弗

斯诗歌的生态角度解读，对现代英国著名小说家多

丽丝·莱辛小说作品的生态意识探索等；而且包括

对传统文学的生态视角解读。比如，对笛福小说《鲁

滨逊漂流记》反生态思想的分析，对英国浪漫主义

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作品生态意识的解读等等。

通过对这些具体文学的生态角度分析，进一步揭示

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为人类中心主

义的错误倾向敲响警钟。

三、 西方生态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西方生态文学现己进入其深入研究阶段，它已

从最初的关注自然保护转到关注世界的全球化与生

态保护地域及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关怀与生态关怀

的关系。虽然，生态文学研究最初发源于西方社会，

要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也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先

进经验，因为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文学研究必须互相

交流和借鉴才能得到共同发展。

新时期，西方生态文学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

在跨学科的层面上，建构文学生态学，对生态批评

的内容、方式、动机、及目的做出进一步修正。

总之，西方生态文学研究需重新审视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及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进一步明

确人类的生态责任和生存意识，通过生态文学这一

文学形式，宣扬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

最终建构出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新人文

精神和生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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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logical literature first appeared in western countries．After forty years development，ecological

literary research has akeady entered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From the aspects of its developing course and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the thesis analyzes in detail western countries’ecological literary research．Finally,the

thesis points out its task and developing trend in the future．The purpose l‘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find a way to get rid of people’S ecological crisis and spiritual crisis and really achieve the

socie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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