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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ꎬ当前国内外评论界大多认为«白鲸»是一部代表着

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作品ꎮ 然而ꎬ在小说中ꎬ麦尔维尔对亚哈船长的解构、对捕鲸业

的批判以及对鲸的同情与礼赞ꎬ事实上ꎬ彰显了«白鲸»总体上是一部倡导生态正义的作

品ꎮ
〔关键词〕«白鲸»ꎻ麦尔维尔ꎻ生态

一、引　 言

２０ 世纪以来ꎬ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ꎬ«白鲸»因为描写了亚哈疯狂追击白鲸莫

比迪克并最终导致了船毁人亡的结局而倍受评论界的关注ꎬ但中外评论界大多

认为«白鲸»是一部反生态的文学作品ꎮ 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劳伦斯布依

尔就指出ꎬ虽然小说成功地将一个动物塑造成主角ꎬ但因为“麦尔维尔的环境想

象太过于人类中心主义” 〔１〕ꎬ所以作者对鲸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吝惜而节制

的” 〔２〕ꎮ 我国生态批评学者王诺教授在其专著及论文中也认为«白鲸»这部小说

的“基本倾向是反生态的” 〔３〕ꎮ 或许是因为布依尔先生和王诺教授在生态批评

界的影响ꎬ我国评论界大多认为«白鲸»是“反生态的” 〔４〕ꎬ有的甚至指责«白鲸»
的作者“绝无一丝爱怜海洋生物之意” 〔５〕ꎬ笔者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不同见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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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ꎬ«白鲸»的确描绘了以亚哈为首的“裴廓德号”誓死追杀白鲸这样

一个捕鲸故事ꎬ从生态批评视角来看ꎬ亚哈也的确是一个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者ꎬ
堪称反生态的恶魔ꎮ 但这并不表明小说的主题就是反生态的ꎬ我们绝不能因为

一部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位疯狂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就说它是反生态的ꎬ只能说这

部作品的某个人物是反生态的ꎻ就如同一部描写战争残酷的小说就一定是反和

平的作品一样ꎬ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ꎮ
至于什么是反生态文学ꎬ笔者尚未发现学界有明确定义ꎮ 但根据人们对反

生态文学的批判ꎬ反生态文学应该指:从正面宣扬人类与自然对立、歌颂人类对

自然进行掠夺与征服的艺术作品ꎻ它体现了作家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二

元对立的思维模式ꎮ 在这样的作品中ꎬ人是世界的主宰ꎬ凌驾于万物之上ꎻ人与

自然是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关系ꎻ人的利益高于一切ꎬ是终

极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ꎮ 按照以上对反生态文学的理解ꎬ要判断«白鲸»是否反

生态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作者对于捕鲸业的态度ꎬ也即对于人类捕杀

鲸的行为是批判还是赞赏? (二)作者对于被捕杀的鲸的态度:是同情还是冷

漠? (三)作者对亚哈这个人类中心主义代表的态度:是肯定歌颂还是否定批

判? 笔者认为ꎬ以上三点应该是评判«白鲸»是生态还是反生态文学的关键之所

在ꎮ 关于第三点ꎬ笔者另有专文进行了论述:“虽然«白鲸»这部小说的主题纷繁

复杂ꎬ亚哈这一人物形象也是多重而相互矛盾的ꎬ然而从整体上来看ꎬ麦尔维尔

对亚哈疯狂追击白鲸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ꎬ亚哈是其批评和解构的对象ꎮ” 〔６〕

所以本文仅就上述一、二两个方面展开讨论ꎮ

二、麦尔维尔对捕鲸业的批判

«白鲸»创作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正是美国工业蓬勃发展、经济日益强大ꎬ文
化上也逐渐脱离英国母体而获得独立的时代ꎻ另一方面ꎬ国家的快速崛起使得

１９ 世纪的美国人过于自负ꎬ在爱默生所倡导的超验主义的影响下ꎬ“个人主义”
被推崇到了极致ꎬ对财富的拥有成为了衡量成功的尺度ꎮ １９ 世纪的美国从而成

为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和金钱崇拜的时代ꎮ 人们肆意开疆拓土ꎬ疯狂掠夺

自然资源ꎬ“裴廓德号”捕鲸船正是美国时代的缩影ꎬ堪称“美国之舟的复制

品” 〔７〕ꎮ
在«白鲸»中ꎬ麦尔维尔首先对捕鲸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的观点进行了批判ꎮ 在没有石油及天然气的 １９ 世纪ꎬ欧、美市场对鲸油的需求

不断增长ꎬ鲸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加油壶” 〔８〕ꎮ 在捕鲸船上ꎬ金钱、权力

高于一切ꎬ“裴廓德号”的前任船长、老股东比勒达就是这样一个爱财如命的人

物ꎮ 他虽然随时都拿着一本«圣经»ꎬ但却认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是一回事ꎬ而
这个现实的世界又完全是另一回事ꎮ”(第 ７２ 页)所以他一面劝说水手们在主日

里不要捕杀得太多ꎬ可是一面又告诫他们别错过任何机会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

里ꎬ你的心也在哪里”(第 ７５ 页)ꎮ 在小说中ꎬ麦尔维尔对他的描写虽然用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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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ꎬ但对他这种嗜财如命的性格刻画可谓入木三分ꎮ
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在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斯达巴克身上得到了最好体

现ꎮ 作为“裴廓德号”捕鲸船大副的斯达巴克虽然多次力劝亚哈放弃对白鲸的

追击ꎬ但他对白鲸的态度和以实玛利不同ꎬ他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实用理性主义经

济至上的思想ꎮ 斯达巴克真正关心的只是鲸油ꎬ他出海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ꎮ
当他第一次反对亚哈追击白鲸时ꎬ就旗帜鲜明地说:“我是到这里来捕鲸的ꎬ不
是来为我的上司报仇的ꎮ 就算你捉到了它ꎬ你报这个仇能产生几桶油呀ꎬ亚哈船

长?”(第 １５６ 页)所以他总是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ꎮ 而在“裴廓德号”第一次放

下小艇追击鲸时ꎬ他再一次表明了这种态度:“前边就是大量的鲸油ꎬ斯塔布先

生ꎬ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呀ꎮ”(第 ２０９ 页)由此可见ꎬ他劝说亚哈不要追击白鲸并

非像以实玛利一样是出于对莫比迪克的敬畏ꎬ而是出于对所得利益和承担风

险的理性权衡与取舍ꎮ 斯达巴克这个人物可以说是 １９ 世纪美国功利主义的缩

影ꎮ
在金钱至上的世界里ꎬ人的生命也变得用金钱来衡量ꎮ 当胆小的水手比普

第一次落水被救起后ꎬ二副斯塔布就警告他说不要离开小艇:“我们不能为了你

这样的人而白白牺牲一条大鲸ꎮ 一条大鲸卖起来可比你的身价高出三十倍

呢ꎮ”(第 ３９２ 页)然而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ꎬ当可怜的比普再一次因为惊恐而落

入海中后ꎬ斯塔布和其他水手果真弃他不顾ꎬ径直去追击比他“身价高出三十

倍”的大鲸了ꎬ结果独自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比普被吓疯了ꎮ 对此麦尔维尔这

样评论道:“人类虽然爱他的伙伴ꎬ然而ꎬ人类毕竟是种孳孳为利的动物ꎬ这种癖

好往往要跟他的仁爱心发生冲突ꎮ” (第 ３９２ 页)人类已经堕落到了嗜钱成癖的

程度了ꎬ多么辛辣的嘲讽! 由此可见ꎬ在金钱至上的工业社会中ꎬ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已经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ꎬ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背后是情感沙

漠和道德荒原ꎮ
１９ 世纪美国的捕鲸业也象征着人类对海洋大自然的掠夺与征服ꎮ 当时正

值美国历史上大规模地进行领土扩张的西进运动ꎮ 而«白鲸»里“裴廓德号”的
航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精神向海洋的延伸ꎮ 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

就曾指出ꎬ“亚哈船长是美国征服世界的化身” 〔９〕ꎮ 对于为了巨大经济利润而在

海洋上进行疯狂追捕与血腥杀戮的捕鲸行径ꎬ麦尔维尔充满了厌恶和愤怒:“这
只牙骨的‘裴廓德号’已经变成个屠宰场了ꎬ每个水手都是屠夫ꎮ”(第 ２９０ 页)即
使对«白鲸»持批判态度的布依尔也坦言ꎬ«白鲸»“的确多次描写了捕鲸者的邪

恶:不仅将亚哈描绘成偏执狂ꎬ而且把整个捕鲸描绘成‘一种屠宰业’ꎬ捕鲸者则

是‘屠夫’ꎬ而裴廓德号的日常捕杀则成为了像要去耶路撒冷进行圣战的十字

军ꎬ沿途所进行的‘入室行窃’的勾当ꎮ” 〔１０〕不仅如此ꎬ麦尔维尔还将捕鲸者同拿

破仑的侵略与鲨鱼的贪婪并置:“我们都是海上陆上的凶手ꎬ包括大鲨鱼和拿破

仑在内ꎮ”(第 １３５ 页)在«斯塔布的晚餐»一章中ꎬ麦尔维尔直接将在船上吃着鲸

排的斯塔布和在海中抢食大鲸尸体的鲨鱼等同起来:那天晚上ꎬ大尝鲸肉筵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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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只是斯塔布ꎬ同斯塔布自己的咀嚼声交混在一起的ꎬ还有成千上万的鲨鱼在

巴嗒巴嗒地饱尝它的肥肉ꎮ (第 ２７９ 页)这段描写一针见血地讽刺了人类的贪

婪无情ꎬ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类这一残忍行为的厌恶和批判ꎮ
麦尔维尔还从鲸的视角对人的兽性进行了嘲讽与批判ꎮ 在小说中ꎬ当描写

一群被捕鲸者包围了的鲸的恐慌时ꎬ麦尔维尔这样评论道:“看到我们面前这些

古怪的‘吓怕了’的大鲸ꎬ就毋须大惊小怪ꎬ因为普天之下的野兽决不会痴心妄

想ꎬ认为人类在疯性大发的时候ꎬ不会把它们大批杀害ꎮ” (第 ３６４ 页)其对人类

兽性的讽刺批判溢于言表ꎮ 在小说中ꎬ人类所表现出来的贪欲与残忍有时甚至

超过了动物ꎮ 在«白鲸»的结局中ꎬ连凶狠的鲨鱼和残酷的海鸟也都变得温顺

了ꎬ唯一不能控制自己贪得无厌本性的就是人类ꎮ
而在以实玛利眼里ꎬ捕鲸船就是人间地狱:这艘载着野人ꎬ烧着鲸尸向前奔

赶的“裴廓德号”ꎬ似乎就是患偏热症的亚哈船长心灵的具体复本“那时虽

然被包裹在黑暗里ꎬ然而却能更清楚地看到其他一些人的红彤彤、疯狂而可怕的

面孔ꎮ 我看到的尽是不绝如缕的幢幢鬼影ꎬ在浓烟里ꎬ在烈火里半隐半现ꎮ”(第

４０１ 页)在这些文字中ꎬ麦尔维尔对于捕鲸业的批判、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谴责

可谓力透纸背ꎬ入木三分ꎮ 经济学家戴利断言:“贪得无厌的人类已经堕落了ꎬ
只因受到其永不能满足的物质贪欲的诱惑ꎮ 撒旦唆使道:把石头变成面包! 现

代人就照着做了ꎬ甚至到了制定某种能量集约计划以将地球上的岩石全部碾成

面包原料的地步———妄图吃掉地球方舟本身ꎮ” 〔１１〕 在小说«白鲸»中ꎬ以亚哈为

首的捕鲸者正是这样一群“妄图吃掉地球方舟”的疯狂之徒ꎮ 他们历时三年ꎬ环
球世界ꎬ只为了满足自己征服白鲸、报仇雪恨的欲望ꎮ 麦尔维尔对像亚哈一样疯

狂追击白鲸、肆意践踏海洋的行径发出这样的忠告:无论幼稚的人类如何夸耀自

己的科学和技艺ꎬ直到末日审判ꎬ海洋终将粉碎人类所能制造的最宏伟、最坚固

的航船ꎬ因为“人类已经忘记了本来就应该对海洋做出的充分的敬畏” (第 ２６２
页)ꎮ

在对捕鲸业进行批判的同时ꎬ麦尔维尔对于遭受人类屠杀的大鲸寄予了深

切的同情ꎬ并要求人们向大鲸学习ꎬ礼赞大鲸ꎮ

三、麦尔维尔对鲸的同情与礼赞

麦尔维尔在批判捕鲸者的无情和残忍时ꎬ对于鲸因人类的杀戮所受到的灾

难和痛苦充满了同情ꎮ 这种情感在对“裴廓德号”捕杀第一头鲸时的描绘中得

到具体的表现ꎮ 当鲸被刺中后ꎬ在血海中垂死挣扎时ꎬ麦尔维尔用了“痛苦地滚

动”“煞是怕人”等词汇来描写鲸中枪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ꎬ从而将一头垂死的

鲸转化成了一个正在受苦难流血的人ꎬ深切体会到大鲸的痛苦并流露出深深的

同情ꎬ因为麦尔维尔深信ꎬ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ꎬ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ꎮ
这种对于鲸之苦难的怜悯之心和对于人类凶残行为的自责之情贯穿了整部

小说的字里行间ꎮ 在描绘那些被捕鲸者追赶、中了标枪的鲸所遭受的苦难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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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可怜”的词句随处可见:一只因为捕鲸者的围追而惊恐失措的鲸ꎬ好像

“给人施上了魔法似的”ꎬ它除了从喷水孔里喷出来的那阵闷气ꎬ一点声响都没

有ꎬ使人“顿生一阵难以言状的怜悯心了”(第 ３３７ 页)ꎻ垂死挣扎的大鲸最后那

阵将了未了的喷水ꎬ“煞是可怜”(第 ３４１ 页)ꎻ而被捕鲸铲击中的大鲸则因“痛得

发狂”(第 ３６９ 页)而在水里翻腾ꎻ一只老鲸的眼里暴出的两只大泡泡ꎬ“教人看

了非常可怜”(第 ３４０ 页)ꎮ 从这些描写中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白鲸所受痛苦的

悲悯之情ꎬ也激发了人们对于捕鲸者荼毒生灵的深切痛恶ꎬ迫使读者意识到人类

应该成为白鲸苦难与毁灭的代理人ꎬ从而消除了人鲸之间的二元对立ꎮ
不但对鲸所遭受的痛苦给予深厚的同情ꎬ麦尔维尔在小说中还热情礼赞鲸

的智慧与壮美ꎮ 麦尔维尔曾说:“除非你承认了大鲸的价值ꎬ否则ꎬ在真理方面ꎬ
你就不过是个思想狭隘者ꎮ”(第 ３２２ 页)而这正是当代生态批评家所倡导的理

念ꎬ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ꎬ万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ꎬ人类

应该平等地对待一切生命ꎮ 在麦尔维尔笔下ꎬ大抹香鲸的额头“又高耸又威

严”ꎬ一如神灵的仪表ꎬ它那种赫赫威仪ꎬ就会教人不由自主地对它那无限的尊

严“心悦诚服”ꎻ而当鲸快速游动时ꎬ那种迅疾而又非常和缓安静的游姿ꎬ真是令

人“叹为观止”ꎻ而且ꎬ鲸和人一样ꎬ既有肺又有热血ꎬ可是ꎬ它竟能终生活在寒冷

的北极ꎬ这说明鲸具有比人类更为强大的生命力ꎬ所以人类“你应该礼赞鲸ꎬ以
鲸作为你的楷模!”(第 ２９４ 页)麦尔维尔甚至说ꎬ在写作关于鲸的文章时ꎬ需要

大手笔、大气魄:“请给我一只秃鹰的羽管笔! 给我把维苏威的喷火口拿来作墨

水缸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包罗万象、而又广袤无垠的题材的特点! 我们要

把它写得跟它身体一般巨大ꎮ”(第 ４３２ 页)这种对鲸由衷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ꎮ
麦尔维尔所创作的«白鲸»的确是一部包罗万象、气势恢宏的巨著ꎮ 英国作家劳

伦斯就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像麦尔维尔那样ꎬ满怀激情地去感知非人类

生活的浩瀚与神秘ꎮ 他非常执着地想要超越我们视野ꎮ” 〔１２〕

麦尔维尔不仅从正面讴歌了鲸之宏伟与壮美ꎬ它们对于同类的友爱与援助

也堪称人类的楷模:
最近抹香鲸因为遭到四面八方不断地追击ꎬ所以它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小

群游动ꎬ而是成群结队了ꎮ 当鲸发现有捕鲸艇追击它们时ꎬ虽然相距还有一英里

之遥ꎬ它们就迅速聚拢来ꎬ“列成紧密的队伍ꎬ所以它们的喷水完全像是一片闪

光的枪林弹雨ꎬ以加倍的速力奋勇向前ꎮ”(第 ３６４ 页)正如安德鲁德尔班科所

指出的:“抹香鲸的确为了相互的保护而聚集在一起ꎬ而当鲸群被鲨鱼或者别的

食肉动物攻击时ꎬ单独的鲸就会将自己暴露给攻击者ꎬ通过自己的身体护卫受伤

的鲸并将它们带回到保护圈里ꎮ” 〔１３〕

鲸不仅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进行自卫ꎬ而且还为了同类的安全而不惜冒着危

险挺身而出ꎬ麦尔维尔还在小说中描绘了莫比迪克英勇救援其同胞的场景:有
一天ꎬ当“撒母耳恩德比号”的水手放下小艇去追击一群鲸ꎬ并且已经把其中

的一条拴住了的时候ꎬ突然海底里竟蹦出一条大白鲸来ꎬ“泡沫飞溅地奔进了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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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ꎬ开始凶狠狠地咬起我的捕鲸索了ꎬ而其它那些鲸却都给侥幸地望风逃脱

了ꎮ”(第 ４１６ 页)白鲸的这种勇敢拯救同类的行为ꎬ比起为了金钱而置自己同伴

生死于不顾的人类不知要高尚多少倍ꎬ堪称动物世界中精诚团结、见义勇为的楷

模ꎮ “«白鲸»是一首献给鲸的这种神秘天性的赞美诗———它好像有一种天生的

团结互助的精神ꎬ麦尔维尔几乎以一种虔诚的敬畏来描绘这种神奇的动物ꎮ” 〔１４〕

人类对鲸的疯狂捕杀ꎬ也令作家对这个物种的存亡而担忧ꎮ 在小说中ꎬ麦尔

维尔直接使用«鲸的庞大身躯会缩小么? ———它会灭亡吗?»(第 １０５ 章)这样的

标题来表明这一主题ꎮ 由于捕鲸者借助现代技术和机器工具来疯狂地捕杀可以

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鲸ꎬ麦尔维尔担心鲸最后是否会从海里消亡:“那条最后的

鲸ꎬ是否会像最后的一个人那样ꎬ抽完最后一筒烟后ꎬ连他自己也在最后一口烟

里烟消雾散了呢ꎮ”(第 ４３７ 页)麦尔维尔认为ꎬ作为个体的鲸虽然会有死亡ꎬ但
作为一个神圣的物种ꎬ“我们还是应该把鲸类看作是一种不朽的动物” (第 ４３９
页)ꎬ即使人类都在“最后一口烟里”绝迹了ꎬ鲸却还将生存在波涛汪洋的大海

中ꎮ 由此可见ꎬ麦尔维尔将鲸的生死同人类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ꎬ并且还认为鲸

将会比人类生存得更为久远一些ꎮ
麦尔维尔不仅表现出对鲸存亡的极大关切ꎬ而且这种关心也扩大到其它动

物ꎮ 在«白鲸»中ꎬ麦尔维尔还描写了美洲野牛急剧减少的现状:“这些野牛群ꎬ
三四十年前ꎬ成千成万地曼衍在伊利诺斯和密苏里的大草原上伊利诺斯的

野牛数目ꎬ就超过了现在伦敦的人口ꎮ”但到了现在ꎬ人们在那个地区“已经找不

出它们的一只角或者一只蹄”ꎬ而这种神速的灭种“主要是人类的刀枪所造成

的”(第 ４３７ 页)ꎮ 在小说«皮埃尔»(１８５２ 年)中ꎬ麦尔维尔也描绘了对于因为人

类捕杀而致使许多物种逐渐灭绝的担忧:“地球上这些凶猛的动物不是每天、每
小时地走向灭绝吗? 英国的野狼去哪儿了呢? 在维吉尼亚ꎬ现在又要去哪寻找

黑豹呢?” 〔１５〕通过这样的描写ꎬ不难读出 １９ 世纪的麦尔维尔在对动物命运的关

切和担忧中所折射出来的生态意识ꎮ 麦尔维尔的这种超前的生态意识在«做菜

的鲸»一章中得到了更为鲜明的表达:
毫无疑问ꎬ第一个把牛杀死的人ꎬ总是被人家看作是个谋杀犯ꎻ说不定

还要送他上绞架ꎻ而且如果把他送到牛群里去审判的话ꎬ他准会给绞死ꎻ也
一定会像任何一个谋杀犯一样罪有应得ꎮ 请你在礼拜六晚上到肉市场上去

走一趟ꎬ去看看一群群的两脚动物ꎬ在瞪眼紧瞅着一长排一长排的被杀死了

的四脚动物吧ꎮ 那景致可不像是从吃人生番的嘴里拔掉一只牙齿一般么?
吃人生番么? 谁不是吃人生番? 不过ꎬ我告诉你ꎬ如果一个斐济人ꎬ为了防

备那即将到来的饥荒ꎬ把一个瘦骨嶙峋的传道师拿去腌在他的地窖里ꎬ那倒

是比较情有可原的ꎻ我说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ꎬ那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斐济人

将比你ꎬ比你这个开通文明的老饕ꎬ把一些活鹅钉死在地上ꎬ拿它们的肝去

做你的肥鹅肝饼而大嚼一顿的ꎬ更会获得宽恕呢ꎮ (第 ２８７ 页)
以上这段文字里面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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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众生平等的观念ꎮ 在麦尔维尔看来ꎬ牛和人类一样拥有在地球上生

存的权力ꎬ如果让牛来审判人的话ꎬ那么人类一定会被送上绞架ꎬ因为人类这种

“两脚动物”屠杀了许多牛的兄弟ꎮ 这种生命平等观在«白鲸»小说中还在很多

地方得到了体现ꎬ比如他把吃鲸排的二副斯塔布同抢食鲸肉的鲨鱼等同起来ꎻ而
在幼鲸的眼里ꎬ“我们这些人似乎只是一些马尾藻而已” (第 ３６７ 页)ꎮ 此外ꎬ对
于以实玛利同食人生番魁魁格友谊的描写也体现了作者这种众生平等的观点ꎮ
不管是人类还是其它动物ꎬ在麦尔维尔的笔下都能看到这种平等博爱的人性主

义光芒! 在这里ꎬ看不到人类唯我独尊的骄横与霸道ꎬ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与

狂妄ꎬ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这些非人类生命的手足之情ꎬ折射出他对所有生命

的尊重与敬畏之心ꎬ从而彻底远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ꎮ
此外ꎬ在这段文字里ꎬ麦尔维尔还表达了一种辩证的生态观:即一切生物都

依赖于其他生物而生存ꎬ这其实就是朴素的达尔文生物链的思想ꎮ 世界上的一

种生物都是以另一种生物为食物而得以生存ꎬ而且反过来自己又为另一种生物

提供食源ꎮ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ꎬ我们每个人都是“吃人生番”ꎮ 然而在麦尔

维尔看来ꎬ一个活吃鹅肝的人比一个因为饥饿而吃人的人更应该进地狱ꎬ这正是

一种生态正义观的体现ꎮ 人们倡导生态ꎬ但决不会置人类的基本生存于不顾ꎻ但
我们却反对为了自己的贪欲和享受ꎬ而涂炭生灵ꎮ 或许麦尔维尔的这种观点应

该得到当今主流生态家的赞赏ꎮ 人应该像其他生物一样ꎬ有保障自己生存的权

利ꎮ 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就认为ꎬ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ꎬ为了生存所

需而猎杀动物不仅“不意味着不尊重生命”ꎬ而是“尊重了那个生态系统” 〔１６〕ꎬ因
为这是整个大生物链得以延续的必要环节ꎮ 而即使是最高级的人类ꎬ死后的尸

体也成了其他生命摄取食物的对象ꎮ

四、结　 语

当然在剖析«白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同时ꎬ我们也应该看到ꎬ从当今

的生态价值观来看ꎬ该作品中的确也存在着少许非生态的描写ꎮ 例如ꎬ在第 ２４
章«辩护士»中ꎬ麦尔维尔虽然一方面承认捕鲸业就是“一种屠宰业”ꎬ捕鲸手就

是“屠夫”ꎬ但另一方面却为美国捕鲸业的兴起与强大流露出赞美之情:我们美

国的捕鲸者的数目现在怎样会超过世界所有捕鲸者的总数ꎬ捕鲸队的船只多达

七百艘ꎬ人数多达一万八千人ꎬ每年有高达七百万美元的收获输进我们的港口ꎮ
(第 １０３ 页)而捕鲸业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令他颇感

自豪ꎬ鲸油不但是许多制造业的重要原料ꎬ也成为了普通百姓日常照明的必需

品:“差不多一切照耀整个地球的ꎬ以及照耀在那许多圣殿之前的大小灯烛ꎬ都
得归于我们的功劳!”(第 １０３ 页)从这些字里行间ꎬ读者不难发现麦尔维尔对于

美国捕鲸业的兴旺发达所产生的荣誉感与自豪感ꎮ 此外在第 ８２ 章«捕鲸业的

荣耀与辉煌»中更是追述到了替天行道的柏修斯、圣乔治、约拿等神话传说中的

英雄ꎬ最后麦尔维尔还十分豪迈地说:“这样ꎬ在我们团体的全部成员中ꎬ就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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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雄、圣人、神明和预言家了ꎮ”(第 ３４５ 页)由此可见ꎬ麦尔维尔对于捕鲸这一

行业的情感是复杂而多重的ꎬ他一方面批判了捕鲸业的残忍与血腥ꎬ也同情捕鲸

水手的非人生活ꎬ他们不但每天要承担繁重的体力活ꎬ甚至有时还要为此丢掉性

命ꎬ所以他对世人疾呼:“千万请你节省灯油和蜡烛! 你每烧一加仑油ꎬ里面至

少有人为它流过一滴血”(第 １９７ 页)ꎻ但另一方面又为捕鲸业给美国带来的繁

荣与发展而深感自豪ꎮ
虽然«白鲸»小说中有某些非生态的描写ꎬ但就整个作品的主体来说ꎬ麦尔

维尔通过抒写对鲸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ꎬ通过批判并解构以亚哈为代表的人类

中心主义ꎬ倡导了保护动物、尊重自然的生态情怀ꎻ而以亚哈为代表的“裴廓德

号”的覆没及以实玛利得到救赎的结局ꎬ更为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在处理人与自

然关系时的伦理取向:尊重自然ꎬ敬畏一切生命ꎬ才是身处灾难深渊的现代人获

得救赎的唯一途径ꎬ这对当前的生态危机无疑具有超前的警示意义ꎮ 因而可以

说ꎬ«白鲸»的主体是倡导生态的ꎬ是一曲惩恶扬善的生态正义之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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