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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阐释路径〔∗〕

雷　 鸣

(西北大学　 文学院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７)

〔摘　 要〕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阐释ꎬ不能仅拘囿于解析文本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ꎬ而应揭示其对

生态危机发生的思想文化根源之探掘ꎮ 批判欲望、反思主体性ꎻ对工业文明重新审视ꎻ重拾自然神性ꎬ书写返魅

的自然ꎻ对后现代范式“主体间性”生态人格的建构ꎬ都显示对生态危机深层原因的思考ꎬ亦是现代性的反思与

批判ꎮ 以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作为阐释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逻辑起点ꎬ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症候ꎬ亦能更

好地理解生态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ꎮ
〔关键词〕生态小说ꎻ阐释路径ꎻ现代性反思ꎻ返魅ꎻ主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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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研究者对生态小说〔１〕的阐释ꎬ通常路径

是探究文本如何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ꎬ或者

是“生态 ＋ 文学”的模式ꎬ挖掘文本所体现的生

态伦理思想ꎮ 当然这样的阐释路径没错ꎬ亦很有

意义ꎮ 但如果我们仅把生态小说中表现“人与自

然”关系ꎬ或包含哪些生态伦理思想ꎬ作为文本阐

释的逻辑理路时ꎬ必然导致两个层面的问题:一
是会把生态文学无限泛化ꎬ就以中国古代那些繁

多的山水田园诗为例ꎬ何尝不是表现“人与自

然”关系的维度ꎮ 而真正的生态文学产生于特定

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下ꎬ如吴秀明所言:“真正意义

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因为

只有资本主义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

义才具有这种资本和技术能力造成全球性的生

态危机ꎻ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讲ꎬ具体则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代表作如美国女记者瑞狄卡森

１９６２ 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ꎮ
此前的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可能给这个星球

带来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ꎬ它也没有现代生态学

应具的反对‘人类中心思想’ꎬ把世界看作是由

‘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观点”ꎮ〔２〕

二是掩盖了对生态危机发生深层原因的思考ꎮ
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

的危机ꎬ还在于人的价值危机、精神生态危机ꎬ更
深层面的是“现代性”文化、制度的危机ꎮ 如安

东尼吉登斯说:“粗略一看ꎬ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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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

相类似ꎮ 然而ꎬ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ꎮ 生态

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ꎬ是通过工业主义

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ꎮ 它们就是

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

风险景象(ｒｉｓ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ꎮ〔３〕 基于此ꎬ感应于生态

危机、探寻生态危机根源的生态小说ꎬ必然融入

了作家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ꎬ也必然寄寓着作家

对引致生态危机的文化思想根源的深刻反思与

批判ꎮ 那么ꎬ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阐释ꎬ应从

其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维度切入ꎬ如此能有助于

我们理解生态小说所产生的特定时代症候ꎬ以及

对生态危机发生深层原因的思考ꎮ

一、主体性黄昏与欲望批判

自启蒙运动以来ꎬ“现代性”核心命题ꎬ即是

让人成为主体ꎮ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开启了“我
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转向ꎬ通过康德实现了主体

的“人为自然立法” “人为道德立法”ꎬ经黑格尔

的自我意识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ꎬ最终实

现主体主义的自我完成ꎬ主体性精神大获全胜ꎬ
发展到巅峰ꎮ 人成为世界的唯一主体ꎬ成为了新

的上帝ꎬ世界是为人的存在ꎮ
在人的主体性话语体系中ꎬ人性高于神性ꎬ

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ꎬ生理要

求和情感需求都是合理的ꎬ都应该得到尊重与满

足ꎮ 从 １４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ꎬ反对封建专制

与宗教蒙昧ꎬ高扬人性ꎻ中间经宗教改革运动ꎬ冲
决禁欲主义、主张个人主义世俗生活的幸福ꎻ到
１８ 世纪的启蒙运动ꎬ主张个人主义价值观ꎮ 不

难看出ꎬ欲望一开始即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ꎬ
对欲望的肯定ꎬ是通向现代个体自由与解放的必

由之路ꎮ 于此意义上说ꎬ对欲望的渴求与表达ꎬ
构成了现代性发生学意义上的重要维度ꎮ

这一点ꎬ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作品在吁求现

代性时ꎬ表现明显ꎮ 譬如五四新文学ꎬ表现人之

觉醒ꎬ即是通过欲望的宣示与释放ꎮ “创造社”
成员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大肆标举欲望本能ꎬ如郁

达夫的作品«沉沦» «茫茫夜»等ꎬ就是把个体欲

望的袒露与伤时忧国的情绪结合ꎮ 新时期初ꎬ启
蒙现代性与欲望再次处在同一位置ꎬ不少小说以

欲望来喻证对“人”的主体性之关切ꎬ如张洁的

«爱ꎬ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ꎬ都把人的欲望当作健康的人性内容ꎬ视为

对荒唐时世抗议的一种武器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以降ꎬ中国文学退守“日常生活”ꎬ从“新写实”
小说到“新生代”小说ꎬ还有“私语化”的女性写

作ꎬ均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中ꎬ窥视或遥望

来自庸常生活的欲望流溢ꎮ 总之ꎬ在中国追求现

代性的历史语境中ꎬ中国文学对欲望的表述ꎬ大
多与启蒙现代性目标合谋共契:欲望的突围与张

扬ꎬ被视为对主体意志的自由追求ꎻ对欲望的肯

定与释放ꎬ是人之主体性确证的重要维度ꎮ
可是随着欲望话语在现代时期合法化乃至

极度膨胀ꎬ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ꎬ按照伊

格尔顿的说法ꎬ“以普遍的个体占有为形式的贪

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

的社会实践”ꎮ〔４〕 此时ꎬ不得不说ꎬ欲望的意义建

构由主体确立的现代性事件演化为拆解主体的

后现代性事件ꎬ欲望的建构性沉沦为欲望的破坏

性ꎮ 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ꎬ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对

曾经作为人之主体性建构维度的欲望ꎬ表现出极

度否定与批判ꎬ试图谕告:正是欲望的恣肆与放

纵ꎬ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ꎬ表征人之主体

性的欲望ꎬ带来的是人类家园被破坏的图景ꎻ同
时欲望的张扬ꎬ并不必然标示人的主体性确立ꎬ
而招致主体的异化与毁灭ꎮ

首先ꎬ揭示人类主体性的欲望无休止膨胀ꎬ是
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根本原因ꎮ 小说叙述现代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ꎬ而无休止地向自然索

取的残酷现实ꎬ痛斥着当代人的贪婪与自私ꎬ对为

了一己之利而掠夺和践踏自然的行径ꎬ表露出深

恶痛绝的立场ꎮ 莫言在 ２０１７ 年的新作«天下太

平»就显出尖锐的批判立场:原来的大湾清水见

底ꎬ村民都能在河里洗澡ꎬ全村人喝的水ꎬ也都来

自湾边一口大水井ꎮ 可是村民袁武为了自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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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ꎬ节省费用ꎬ把开办养猪场的污水暗暗地直接

排入大湾里ꎬ大湾渐渐变成了一个污水坑ꎬ全村

村民只能买水喝ꎬ村里不少人得了怪病ꎬ年轻人

都不敢回村ꎮ 正是袁武的贪婪逐利ꎬ使得原本是

山清水秀的太平村失去了活力ꎮ 陈应松的«松鸦

为什么鸣叫»中的团政委转业时带走了整车的香

柏家具和五斤麝香ꎬ而这五斤麝香ꎬ需要射杀百

只香獐ꎮ 还有«豹子最后的舞蹈»ꎬ以豹子为叙

述视角ꎬ痛切讲述了人的贪欲ꎬ导致了动物家族

的灭绝ꎬ伐木队伍在山上用套子和枪口搜寻着山

上的熊、野猪、豪猪等ꎮ 京夫的«鹿鸣»中ꎬ人们

为了满足口腹新鲜之欲ꎬ将防风固沙的发菜掘

光ꎻ为了换取金钱ꎬ一夜暴富ꎬ偷猎藏羚羊成为首

选的发财捷径ꎮ 杜光辉的«哦ꎬ我的可可西里»
中的王勇刚ꎬ为疯狂地攫取财富ꎬ组织大规模地

在可可西里开采金矿、偷猎藏羚羊活动ꎮ 叶楠的

«背弃山野»中ꎬ“他”为了换钱ꎬ给自己的女人买

首饰、衣物ꎬ设陷阱捕猴ꎮ 孙正连的«洪荒»也呈

现了因人的贪婪而导致了大量狼被捕杀的惨境ꎬ
张三得知小狼崽能卖到两万元ꎬ在利益驱动下ꎬ
从狼窝里偷狼崽子ꎮ 赵剑平的«獭祭»因为獭的

皮能卖钱、肝能治病ꎬ浑身是宝ꎬ人的贪欲便成了

轮番砍向獭的屠刀ꎮ 在这些作品中ꎬ现代人的欲

望几乎就是一个晦暗不明、深不见底的潘多拉魔

盒ꎬ释放出来的恶魔ꎬ狰狞残酷地吞噬着自然ꎬ生
态破坏的直接黑手就是魔鬼般的欲望ꎮ 梭罗曾对

这种欲望恶性膨胀的人有过生动描绘:“他习惯

于残忍地攫取东西ꎬ手指已经像弯曲的鹰爪
他只想到了金钱的价值ꎻ他的存在就诅咒了全部

湖岸ꎬ他竭尽了湖边的土地ꎬ大约还要竭泽而渔

呢他甚至为了湖底的污泥可以卖钱ꎬ宁愿淘

干湖水他的田园处处标明了价格ꎬ他可以把

风景ꎬ甚至可以把上帝都拿到市场上去拍卖ꎬ如
果这些可以给予他一些利益ꎻ他到市场上去就是

为了他那个上帝”ꎮ〔５〕 确乎如此ꎬ无止境的欲望ꎬ
掣动人们把自然一步一步地推向毁灭的深渊ꎮ

其次ꎬ揭示欲望膨胀导致人的异化ꎬ甚至引

致人自身走向毁灭的深渊ꎮ 欲望的膨胀不仅伤

害自然ꎬ而且人的欲望化实现ꎬ就是人的本质不

断异化的过程ꎬ并且导致人在欲望的漩涡中沉落

消亡ꎮ 刘醒龙的«爱到永远»中ꎬ人们为了自己

利益ꎬ不加节制地造高峡平湖ꎬ阻断了水中物种

的洄游而致其灭绝ꎮ 张抗抗的«沙暴»中的辛建

生当年插队内蒙古草原ꎬ多年来一直为过去的猎

杀行为而后悔ꎬ但现实富丽生活的诱惑ꎬ对金钱

的渴求ꎬ使他又重新拿起了猎枪ꎮ 胡发云的«老
海失踪»中的乌啸边曾经民风淳朴ꎬ从未有人偷

东西ꎬ但听闻乌猴能卖钱ꎬ过去朴实的乡民不惜

铤而走险ꎮ 哲夫的«天猎» 中的乔老腾为了发

财ꎬ土法炼焦ꎬ致使家乡生态环境恶劣ꎬ其子更有

野心勃勃的发财计划ꎬ带着雄厚资金在海南砍伐

树木ꎬ驱逐飞鸟爬虫ꎬ建起珠光宝气的现代化娱

乐城ꎬ醉生梦死、生活惶惑ꎬ最终尸弃于荒滩ꎮ 诸

多生态小说写出了现代人追求欲望的满足而直

接破坏生态的同时ꎬ亦伴生了自身异化ꎬ成为欲

望的奴隶ꎮ “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表ꎬ汲
汲于功名富贵ꎬ也许他们所得很多ꎬ但他们不再

拥有自我ꎮ” 〔６〕

欲望于此不再与确证人的主体性等文化价

值域相勾连ꎮ 这些生态小说书写欲望所体现的

批判态度ꎬ说明我国的生态小说作家们已清醒意

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ꎬ就在于人类欲望的膨

胀与异化ꎮ 如张炜所言:“多少人歌颂物欲ꎬ说它

创造了世界ꎮ 是的ꎬ它创造了一个邪恶的世界ꎻ
它也毁灭了一个世界ꎬ那是一个宁静的世界ꎮ” 〔７〕

二、检审工业文明的神话

众所周知ꎬ中国作为一个外源式后发型现代

化国家ꎬ由于历史条件的急迫性ꎬ为推动中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ꎬ对工业文明自然是持膜拜与

欢呼的态度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工业化道路更是附

着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ꎬ预示着未来美好生活ꎬ
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ꎮ 文学亦不遗余力

地对工业化充盈着热切的期待与诗意的颂赞ꎮ
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曾如此诗意地描述工厂:无
数烟囱、瓦斯库、高大的厂房ꎬ像涂着水墨ꎬ掩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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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ꎬ显得无比壮丽ꎮ 草明的«乘风破浪»把机

器的噪音比喻为小姑娘的娇嗔与少妇的欢笑ꎮ
工业化图景ꎬ在作家笔下荡漾着美丽的诗情ꎬ似
乎预示灿烂明天和美好未来ꎮ 新时期的“改革小

说”承担一个很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ꎬ便是为发

展工业寻求合法论证ꎬ灌注它们通向未来的象征

功能ꎮ 毋庸置疑ꎬ工业文明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

性设计中一种基本的且富有诱惑力的维度ꎮ
确乎如此ꎬ现代性最直接的外显经济形式ꎬ

乃是工业化的推进ꎮ 可以说ꎬ人类工业文明构成

了现代性工程的主导成果ꎮ “这一现代工程
１８ 世纪的工业革命和 １９ 世纪兴起的工业资本

主义ꎬ以及 ２０ 世纪兴起的工业社会主义为其经

济形式ꎮ 这一现代工程所展示出的最终目的是

将人类从自然和宗教束缚下解放出来ꎮ 它最终

追求的(即使最初并不很明确)是建立一个完全

自动化的科学世界ꎮ 其目的在于释放普罗

米修斯的能量ꎬ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ꎬ并取消所

有的自然限制ꎮ” 〔８〕 因此ꎬ客观地说ꎬ工业文明推

动了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ꎬ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

生活质量ꎬ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ꎮ
但是工业的发展只是刻意追求经济的增长ꎬ

单向度地关注物质、经济资源的增殖ꎬ沉湎于改造

自然的狂热之中ꎬ从而使人类肆无忌惮地把自然

视作资源库ꎮ 可以说ꎬ工业文明这一发展进步的

神话ꎬ裹挟着威胁人类生存的负面ꎮ 还是大卫
雷格里芬说得好:“现代梦想绕了一个奇怪的

圆圈ꎮ 在这个圆圈中ꎬ现代科学进步本打算解放

自身ꎬ结果却危险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ꎬ人类

社区之根ꎬ以及它的传统之根ꎬ并且ꎬ更重要的

是ꎬ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之根ꎮ 它的能量从创造

转向了破坏ꎮ 进步的神话引出意想不到的不良

后果ꎮ” 〔９〕

正因为如此ꎬ西方许多思想家对工业文明的

负面效应ꎬ表达了强烈的忧虑与批判ꎮ 马克思就

说:“技术的胜利ꎬ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

来的ꎮ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ꎬ个人似乎愈益成

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ꎮ 我

们的一切发现与进步ꎬ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

有理智生命ꎬ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

量ꎮ” 〔１０〕卡恩、维纳也指出:“在人类在技术方面

取得成就引以为荣之后ꎬ现在人类正在技术的重

压下辗转呻吟ꎮ 科学认识的突破和新的技术并

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ꎬ而让人感到的是一种麻

木不仁的富裕ꎬ它既蕴含着新的可能性ꎬ同时又

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ꎮ” 〔１１〕

于是ꎬ在世界文学领域ꎬ亦有不少作家对工

业文明充满着清醒的重估姿态ꎮ 早在 １８３５ 年ꎬ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凯尔纳就写出了 «在火车

站»:“你听到粗暴刺耳的汽笛声 /这野兽在喘

息ꎬ它在准备 /急速行驶ꎬ这一头铁兽 /飞驰起来ꎬ
简直像惊雷”ꎮ 德国剧作家穆艾勒的剧作

«死亡筏»预言人类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图景:严重的化学污染和核污染ꎬ将使地球变成

了一个死亡星球ꎮ 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羚羊

与秧鸡»ꎬ通过预测与想象未来的生态灾难ꎬ对人

类工业文明ꎬ发出生态预警ꎮ
同样ꎬ现代工业文明在发展进步的炫目光芒

下ꎬ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ꎬ也触目惊心地浮现于

中国ꎮ 工业文明所谓“发展神话”的负面效应ꎬ
也袒示出一幕幕令人忧伤的图景ꎮ 中国当代生

态小说ꎬ开始重新打量被我们视为标高的现代化

模式ꎬ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审视与反思ꎮ
首先ꎬ大量文本展示工业化对大自然破坏的

酷烈图景ꎮ 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车轮ꎬ肆意碾压自

然ꎬ自然只剩下被污染毁损的凄惨景象ꎮ 余华的

«自杀未遂者的讲述»叙述一个自杀者因惨不忍

睹的恶劣环境而找不到自杀的地方ꎮ 想跳楼ꎬ却
发现地面全是垃圾ꎬ想到嘴里将塞满卫生纸和油

瓶而放弃ꎻ想跳海ꎬ却发现化工厂黑乎乎的废水

都排入海里ꎬ曾经蔚蓝的海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

恶臭ꎮ 张炜的«九月寓言»中那宁静、古朴的村

庄ꎬ如梦如幻的月下田野ꎬ因为矿井的掘进而陷

落ꎻ还有他的«刺猬歌»中的棘窝镇美丽、野性而

温存ꎬ自从工业巨子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后ꎬ棘
窝镇被紫烟笼罩ꎬ散发着刺鼻的气味ꎮ 谌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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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河»中美丽的清河ꎬ在工业化蹂躏下ꎬ清河不

清ꎬ水臭鱼死ꎮ 哲夫的«地猎»中ꎬ那大峡谷水源

纯净、清澈ꎬ因炼金造成污染蔓延ꎬ自然之水浑浊

不堪ꎬ直至永久枯涸ꎮ 亦秋的«涨潮时分»因化

工厂拔地而起ꎬ秀美的海湾赤潮泛滥ꎮ 在漠月的

«青草如玉»中ꎬ为了搞工业开发ꎬ青草如玉的西

滩牧场ꎬ被推土机碾压得光秃秃的ꎬ亮出一片灰

黑ꎮ 正是工业化铁蹄的践踏ꎬ大自然面貌全非ꎬ
表征着现代化进程中曾给人类带来幸福之光的

工业化活动ꎬ成了大自然的“杀手”ꎮ
其次ꎬ叙述工业化对生物圈的多样化生命的

伤害以及对人类自身的威胁ꎮ 不少生态小说描绘

在一路狂奔的工业化摧残下ꎬ许多物种面临着生

存危机与几近灭绝的境遇ꎬ同时人类自身生存也

遭遇危机ꎮ 李宁武的«落雁»以雁的视角ꎬ呈现了

工业化给大雁带来的生存黑暗ꎬ大雁迁徙本是自

然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ꎬ由于工业化的烟囱、
硫酸和煤烟气味ꎬ迁徙竟成了大雁的死亡之旅ꎮ
刘庆邦的«红煤»讲述煤矿由于长期狂挖滥采ꎬ
给一个美丽、生机勃勃的红煤厂村带来了触目惊

心的变化ꎬ河坡上没有了花草ꎬ光秃秃的ꎬ河里没

了水ꎬ更没有鱼虾螃蟹ꎮ 关仁山的«白纸门»呈

现出雪莲湾人期盼现代性标识ꎬ然而却是工业污

染造成的红藻、蟹乱的“海坏了”的结局ꎮ 王华

的«桥溪庄»描绘在工业污染荼毒下ꎬ村民无望

苦挣、疯狂绝望的灾难图景:女人不怀血胎、只怀

气胎ꎬ男人都患了“死精症”ꎮ 如此悲惨情景的

根源ꎬ即是工业化ꎬ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指出:
“事实上ꎬ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ꎬ迄今为

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ꎮ 而工业革命却

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带来的灭顶之灾ꎮ 人类

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ꎬ因此ꎬ当
人类获得的力量足以使生物圈不适于人类生存

时ꎬ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人类自身的威胁ꎮ” 〔１２〕

在工业革命开始后ꎬ工业化已然成为现代性

的一种社会建制ꎬ被视作发展与进步的标识而得

到神话般地尊崇ꎬ臻达工业文明亦是全世界发展

的理想蓝图ꎮ 但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价值取向

一般是征服与索取ꎬ同时以大生产、高消费为基

本特征ꎬ由此也带来全球性的问题及困境ꎬ如全

球范围内的严重生态危机ꎮ 在不可阻遏的工业

化洗礼中ꎬ中国也不例外ꎬ同样面临着生态环境

的严峻问题ꎮ 近年来常见诸媒体报道的ꎬ如雾霾

锁城、地下水体及土壤污染、恶性肿瘤发病率、死
亡率、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出生缺陷率呈增

长趋势等ꎬ便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明显表现ꎮ 当代

生态小说密实地显影自然世界的种种之殇ꎬ也正

是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一种警醒ꎬ吁求人们重新

打量工业文明的救赎发展功能ꎬ对工业文明的

“双刃剑”效应进行理性审思ꎮ

三、理性祛魅之后与自然返魅

“五四”以来的文学ꎬ其主导话语是对现代

性的期待与追求ꎬ民族国家、启蒙、革命是现代性

追求的主要表征ꎮ 自然作为文学中的风景ꎬ也被

打上了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话语烙印ꎮ 如鲁

迅小说中ꎬ因其启蒙立场ꎬ乡村自然是“苍黄、萧
索”ꎬ令人感到晦暗ꎮ 茅盾的小说ꎬ基于对社会的

精微剖析ꎬ自然景色是时代背景的映射ꎮ 这种书

写自然的方法ꎬ也一直延续到当代小说中ꎬ如“十
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自然风景描写ꎬ通常是主

人公心境的外化或者一定政治内涵的隐喻ꎬ为表

现女主人公的美好品行ꎬ必有皎洁的明月相伴ꎻ
为映照男主人公的伟岸ꎬ必有一轮灿然的太阳挂

天边ꎻ革命者牺牲时ꎬ往往会描写松涛声声ꎬ海浪

翻腾ꎮ 更甚者ꎬ“自然”有时直接沦为表达政治

豪情的工具ꎬ如新民歌运动中那些显示改造、征
服自然之斗志的诗歌ꎬ动辄“天上没有玉皇ꎬ地上

没有龙王ꎬ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

五岳开道ꎬ我来了”ꎮ 正是基于现代性的吁求或

狂热想象ꎬ作家笔下的自然不再拥有自身内在的

价值与自洽的原始之貌ꎬ不再是具有灵性的独立

的生态系统ꎬ而仅仅成为作家随意搬用的道具ꎮ
对如此书写自然的路向ꎬ可以用自然之“祛

魅”来解释ꎮ “祛魅”这一概念ꎬ是马克斯韦伯

首先使用的ꎬ用以揭示欧洲由宗教改革肇始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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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启蒙运动ꎬ承袭了宗教形而上世界观向世俗化

转变的社会过程ꎬ其核心要义是摒弃具有神秘性

的、有魔力的事物ꎬ祛除其“神性”与“魔力”ꎬ由
超验神秘返归世俗生活本身ꎮ “日益智化与理性

并不表明ꎬ对赖以生存条件有了更多的一般性的

知识ꎮ 倒是意味着别的ꎬ就是说ꎬ知道或者相信什

么:只要想知道什么ꎬ随时都可以知道ꎬ原则上没

有作梗的神秘不可测的力量ꎻ原则上说ꎬ可以借助

计算把握万物ꎮ 这却意味着世界的脱魔———从魔

幻中解脱出来ꎮ” 〔１３〕在韦伯看来ꎬ世界的“祛魅”ꎬ
即是以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对世界的 “脱魔

化”ꎬ在这一时代中ꎬ一切神秘的东西都将被祛

除ꎬ人们自由而无畏地创造ꎮ
但是“祛魅”一方面使现代自由得以产生ꎬ另

一方面也发生着严重的负面效应ꎮ 大卫雷格

里芬指出:“‘世界的祛魅’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

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ꎬ同自然的交流

之中带来的意义和满足感的丧失ꎮ” 〔１４〕 泰勒也指

出:“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先辈曾有过的与大地

及其韵律的接触ꎮ 我们已经失去了与我们自己

和我们自己的自然存在的接触ꎬ并且被一个统治

一切的命令所驱使ꎬ这个命令把我们投入到一个

与我们本性和我们外部自然的无尽的战斗中ꎮ
这种对世界的‘去幻’的抱怨ꎬ从浪漫主义时代

起就一次次得到阐明ꎬ它明确地感受到人类已经

被现代理性的三分———他们自己内部、他们之间

和自然界ꎮ” 〔１５〕总之ꎬ在现代性的“祛魅”世界里ꎬ
自然摆脱了神性的笼罩ꎬ彻底成为一个可以由科

学方法加以解剖ꎬ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

操纵的ꎬ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ꎬ不具有任何经验、
感觉的存在ꎮ 如舍勒所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
有机的家园ꎬ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

对象ꎬ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ꎬ而是计算和

工作的对象ꎮ” 〔１６〕 正是在“祛魅”理性精神烛照

下ꎬ自然的神秘性与魔力遭到放逐ꎬ人们失去了

对大自然的谦逊与敬畏的情怀ꎬ唯有统治、征服、
占有的欲望ꎮ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对自然书写ꎬ则完全不同

于这种“祛魅”路向ꎮ 它们一方面书写大自然的

巨大力量ꎬ表现自然乃是庄严、不可侵犯的崇高

之存在ꎮ 红柯的小说总是以激情张扬之态ꎬ书写

西部自然的强大与冷酷、粗犷与野蛮ꎬ«雪鸟»里
那条狂暴的奎屯河ꎬ不管天有多热ꎬ河里的水ꎬ永
远是冰冷的ꎬ雪水刺人肌骨ꎮ «打羔»中ꎬ沙暴来

临之时ꎬ就跟一道黑墙一样把天和地砌在了一

起ꎮ 红柯对自然近乎神圣的敬畏、推崇ꎬ正如他

自己所说“初到新疆ꎬ辽阔的荒野和雄奇的群山

以万钧之势一下子压倒了我ꎬ我告诫自己:这里

不是人张狂的地方ꎮ 在这里ꎬ人是渺小的ꎬ而且

能让你强烈地感觉自己的渺小与无助”ꎮ〔１７〕 陈应

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神农架山垭ꎬ总是

弥漫着诡秘的气氛ꎬ令人感到有森严气象ꎮ 杨志

军的«环湖崩溃»描写青海湖之青色湖面呼啸而

来ꎬ如石破天惊的生命潮ꎬ以奔突的生命力傲视

人类ꎮ 同样在«藏獒»中ꎬ写党项大雪山气势逼

人ꎬ在头顶的天空ꎬ闪射令人不寒而栗的威光ꎬ让
人在眨眼之间崩溃ꎮ 在如此伟岸、神奇ꎬ具有崇

高之美的大自然面前ꎬ人们应该深刻体悟到大自

然的丰盈、博大ꎬ在自然面前多一份谦逊、尊崇与

敬畏之情ꎮ
另一方面ꎬ书写自然的未经人工之凿的状

态ꎬ展现自然乃自洽、自足的有机整体ꎮ 范稳的

«水乳大地»呈示的自然ꎬ优美而超拔脱俗:层层

蛮荒的山峦在天地间铺展开来ꎬ蓝得纯净如天国

的天空中ꎬ云团飘浮ꎬ雪山耸入云天ꎮ 杜光辉的

«哦ꎬ我的可可西里»ꎬ无人为痕迹的自然散发出

魅力:由于可可西里没有一丝人为的污染ꎬ月亮

格外皎洁ꎬ无人区的冰雪像擦过一样ꎮ 李克威的

«中国虎»写山区林间ꎬ是一个生机勃发、自足自

得的植物王国:粉蝶紧附枝叶间ꎬ露水顺着树叶

滚动ꎬ金线蛙蹦落草丛中ꎬ野百合的花蕊静谧舒

张ꎮ 季栋梁的«老人与森林»叙写冬天的原始森

林在无人痕迹时的盎然状态:各种飞禽走兽怡然

自得地走在雪野里ꎬ呱呱鸡如滚动的雪球ꎬ獾如

黑包裹在移动ꎬ狐狸像披着好外套的贵夫人在赏

雪消闲ꎮ 作家们笔下的雪山、云、树、草都有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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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风采ꎬ自然世界已不是道具与布景ꎬ它们都

充盈着令人迷醉的生命魅力ꎬ展露自在自足的风

姿与魅力ꎮ 正如施韦泽所言:“每个生命都是一

个秘密ꎬ我们与自然的生命密切相关ꎮ 任何生命

都有价值ꎬ我们和它不可分割ꎮ” 〔１８〕

这样的“自然”ꎬ呈现“返魅”的特征ꎮ 所谓

“返魅”的自然观ꎬ是以大卫雷格里芬为首

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来的ꎮ 一是自然的

经验性ꎮ 他们认为ꎬ世界的基本单位不是缺乏经

验的“空洞存在”ꎬ而是一些我们称之为“感受、
记忆、愿望、目的等相似的东西”ꎬ低级个体如细

胞和分子与具有意识经验的人类并非截然不同ꎬ
而只是量的程度有所不同ꎬ而不是本质不同ꎮ〔１９〕

二是自然的目的性ꎮ 世界上的原初个体都是有

机体ꎬ万事万物都具有些许目的性ꎬ都具有对未

来进行创造性影响的某些力量ꎬ即自我决定的力

量ꎬ“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ꎬ是自然界

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ꎮ” 〔２０〕 三

是自然的整体性ꎮ 自然由一系列瞬间事物构成ꎬ
每一事都受先前事的影响ꎮ 世界是具有内在关

系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动态有序的有机整体ꎬ人作

为整体的一部分ꎬ并不是独立于世界万物的ꎬ而
是与世界万物纠缠在一起的ꎬ具有内在的关联ꎬ
“我们不单是作为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物ꎬ我们

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处环境作出自由反

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ꎮ” 〔２１〕 质言之ꎬ自
然的返魅ꎬ就是后现代哲学家基于自然之“沉

沦”现实问题的思考ꎬ增加对自然进化和神秘性

的敬畏ꎬ旨在扭转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主客二分的

僵化思维模式ꎬ抑制人过度的理性精神和自由意

志对自然的宰制与索取ꎬ以缓解人类的生存危机ꎮ
不仅如此ꎬ这种“自然返魅”的书写ꎬ生态小

说作家通常还有以下两种叙述路向:
其一是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视角ꎬ以动物自身

的生态位作为价值坐标ꎬ重塑与人类平等的主体

位置的动物形象ꎮ 动物形象一改以往文学作品

中多依附性、工具性、类型化的倾向ꎬ它们不再是

在象征符号或人物衬托意义上被塑造ꎮ 对这些

动物形象的重塑ꎬ一方面聚焦于动物自身特质ꎬ
强调动物的情感世界也是博大与丰富的ꎬ与人无

异ꎮ 如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ꎬ老牛会在

清水里看到与它有关的那把刀子ꎬ开始为了清清

白白死去而不吃不喝ꎮ 叶广芩的«熊猫“碎货”»
中的熊猫感觉要离开生活多日的四女家了ꎬ发出

激烈抗议ꎬ变得焦躁不安ꎬ并咬坏所有的木头物

件ꎮ 红柯的«美丽奴羊»中的奴羊ꎬ以清纯的泉

水般目光凝注、逼视着狠烈的屠夫ꎬ屠夫不禁感

到从未有过的虚弱ꎬ一头栽倒在地ꎮ 郭雪波的

«银狐»中的银狐极富母性情怀ꎬ照顾怀孕的梅

珊ꎮ 这些动物被赋予了鲜活生动的灵性ꎬ有厚实

自足的精神、丰盈的情感世界ꎬ同样是我们值得

敬畏的生命存在ꎮ 如史怀泽指出:“我们意识到:
伦理不仅与人ꎬ而且也与动物有关ꎬ动物和我们

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与畏惧死亡ꎮ” 〔２２〕 另一

方面ꎬ不少作品颠覆过去拘囿于人类视角出发的

价值评判ꎬ否弃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律ꎬ以自然律

作为评判动物的坐标ꎬ重塑动物的自我尊严与智

慧的正面“兽格”(仿“人格”一词而来)形象ꎮ 姜

戎的«狼图腾»对中国文学史中那种残忍、贪婪

的狼形象(如«中山狼传»等)是革命性颠覆书

写ꎬ小说以充满倾慕、赞赏之情的文字ꎬ描写狼群

具有卓越的智慧和组织性、纪律性ꎮ 类似重塑

“狼”形象的作品还有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

波的«沙狼»等ꎮ 李传锋的«红豺»亦改写豺狼凶

狠、残暴的形象ꎬ作为野猪的天地ꎬ它们是山民的

朋友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卫士ꎮ 阿来的«红狐»、
郭雪波的«沙狐»ꎬ亦颠覆过去贬抑性的狐类狡

诈或妖媚的形象ꎮ
其二是激活地方性的神话、原始宗教的文化

资源ꎬ表达万物有灵、自然充满神性的观念ꎮ 郑

万隆的«我的光»表现出东北地区萨满教具有当

代魅力的一面ꎬ老猎人库巴图信山神“白那恰”ꎬ
信山里的一切ꎬ树、草、鸟、兽、风、雨、雷电ꎬ包括

石头都和人一样ꎬ是有灵性的ꎮ 萨娜的«达勒玛

的神树»中的达勒玛ꎬ对山林树木、动物都敬畏ꎬ
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ꎬ你招惹谁了ꎬ谁都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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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你带来的伤害ꎬ这都充满着萨满教的特点ꎮ 迟

子建的作品亦如此ꎬ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

复活狐类神话ꎬ表达敬畏自然的主题ꎬ小说叙述

猎人伊万年轻时打猎曾放过了两只白狐狸ꎮ 若

干年后ꎬ伊万去世时ꎬ放走的那对狐狸化身为人ꎬ
为其送葬ꎮ 她的其他作品也充满着东北地区萨

满文化的特质ꎬ如«北极村童话»«原始风景»«秧
歌»«逝川»等大量文本中ꎬ动植物总是充满了神

性和人性的感情ꎬ如«逝川»中对泪鱼的叙述ꎬ泪
鱼被捕上来之后ꎬ捕鱼人只要反复祈祷“好了ꎬ别
哭了ꎻ好了ꎬ别哭了”ꎬ它们果然就不哭了ꎮ 於可

训指出:“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的或‘泛灵’
的ꎬ万物有神或万物有灵ꎬ可以看作是她的作品

尤其是她早期的一些作品的一种主导的文化观

念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ꎬ亦属罕见ꎬ而且对

消解当今社会日益强化的工具理性对感性生命

的约束ꎬ无疑也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ꎮ〔２３〕

当代生态小说如此书写自然ꎬ“自然有了品

质、意志、精神和灵魂ꎬ在它的深邃的胸膛里ꎬ搏
动着一个巨大的、永不衰竭的、令人感动又令人

惧惮的生命ꎮ” 〔２４〕 不难看出ꎬ这种着力于建构自

然神性ꎬ呼唤敬畏自然ꎬ与自然保持平等、亲情关

系的努力ꎬ明确传达了自然返魅的立场ꎮ

四、询唤后现代范式的“主体间性”型生态人格

弘扬人的主体性ꎬ一直是现代性文化思潮的

最强音ꎬ人们把这看作是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

一ꎮ 它把人从自然和神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ꎬ促
使人作为个体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

自觉的生存状态ꎮ 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

重大事件ꎮ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ꎬ这种极度膨

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至上的主体性原则也日

益显露出片面性和消极性ꎮ
为此ꎬ人们不得不做淡化和消解主体性的工

作ꎬ伴随对现代性的主体性思想的强烈质疑与解

构ꎬ一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主体间性”的思想开

始崛起ꎮ 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
概念ꎬ他认为:“他们同样在经验着我们所经验的

这同一世界ꎬ而且同时还经验着我ꎬ甚至在我经验

着这个世界和在世界中的其他人时也如此”ꎬ〔２５〕

其后ꎬ海德格尔提出了共在思想ꎬ马丁布伯的

“我与你”的相遇关系理论ꎬ伽达默尔之对话与

视界融合的理论ꎬ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论ꎬ这
些思想都发展了“主体间性”理论ꎮ

生态批评学者借鉴与运用“主体间性” 理

论ꎬ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主客二分对立ꎬ自
然也同人类一样ꎬ经验着人类所经验的同一世

界ꎬ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权利ꎬ人的价值不

是唯一价值ꎬ人也不是宇宙中心ꎬ人类不能高高

在上地俯视自然万物ꎬ充当自然的主宰者、支配

者和征服者ꎮ 正如大卫雷格里芬所言:“后
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

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ꎮ 相反ꎬ后现代人世界

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ꎬ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

具有自身经验、价值和目的存在ꎬ并能感受到他

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ꎮ 借助这种在家

园感和亲情感ꎬ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

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

的统治欲和占有欲ꎮ” 〔２６〕显然ꎬ这种具有后现代色

彩ꎬ以“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 〔２７〕

为要义的“主体间性”ꎬ从根本上超越了自笛卡

尔以来所确立的主体性原则ꎮ 因此ꎬ在人与自然

关系之中ꎬ那些践行主体间性思想的人ꎬ没有受

到现代社会的污染和异化ꎬ始终保持一种有机整

体性ꎬ热爱大自然ꎬ尊重、呵护自然的一切ꎬ这种

人格特质ꎬ不妨谓之“主体间性”型生态人格ꎮ
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性的持续危

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ꎮ 随着人们对现

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

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ꎬ这种意识

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考核查看后现代世界观ꎬ去设

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的后现代方

针ꎮ” 〔２８〕正是基于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害纠正ꎬ
同时对中国现代性不可逆转与生态环境面临着

严峻挑战的明确认识ꎬ当代生态小说瞩目于摆脱

现代性困境ꎬ询唤与自然之间平等、对话、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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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体间性”的新型生态人格ꎬ试图营构超

越现代性的一种后现代范式的价值观和理想生

存境界ꎮ
其一是褒扬“主体间性”人物所具有的“自

然伦理”之美ꎮ 他们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ꎬ融入

大自然当中ꎻ爱惜物命ꎬ珍视天地间一切生命ꎮ
他们行为的最终意义是生态和谐ꎮ 张炜的«家
族»中的地质学者朱亚在野外勘察时ꎬ沉浸于自

然的美丽ꎬ全然不顾自己的事业与前途ꎬ竭力阻

止对大平原的掠夺性开发ꎮ 还有他的«刺猬歌»
中的霍公更是作家对“主体间性”之生态人格的

完美想象:霍公已经达到了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

地步ꎮ 他走到林子里ꎬ所到之处总有一些白羊、
狐狸、花鹿之类相跟ꎬ它们之间无论相生相克ꎬ都
能和谐亲密ꎮ 郭雪波的«沙狐»中的老沙头和女

儿沙柳热爱沙漠ꎬ热爱沙漠中的一切生灵ꎮ 与沙

狐之间有默契ꎬ谁也不伤害谁ꎮ 也因为有了沙狐

的帮助ꎬ抵御了鼠害ꎬ他们种植的沙漠植物得以

保全成活ꎬ沙坨子终于变成了沙漠绿洲ꎮ 方敏的

«大绝唱»中的男孩、女孩ꎬ都把河狸当作亲密伙

伴ꎬ每天给河狸准备水葱和歌声ꎬ河狸则以香气

回报他们ꎮ 当代生态小说中有许多这样的人物ꎬ
他们热爱与尊敬自然ꎬ休戚与共ꎬ把自然万物当

作与自己平等的成员ꎮ 不仅如此ꎬ具有“主体间

性”生态人格之人ꎬ在对自然具有博爱、平等之心

的同时ꎬ自身亦不为外物所役ꎬ不追求物质享乐ꎬ
简单生活ꎮ 迟子建的«微风入林»中的孟和哲没

有现代物质文明享受的概念ꎬ只喜欢山林生活ꎬ
喜欢闻树木的清香ꎮ 方英文的«后花园»中的宋

隐乔脱离城市ꎬ在“娘娘窝”过着简单生活ꎬ加入

毫无功利的资学善举ꎮ 杨志军的«圣雄»中的巴

思坎得尔珍惜自然的一切ꎬ视自然为神明ꎬ对动

物总是充满温情ꎮ 总之ꎬ具有“主体间性”生态

人格的人ꎬ不仅追求“人与自然”平等共存之自

然伦理ꎬ亦追求精神“自我澄明”之生存之境ꎮ
其二是展示人与自然世界有机和弦的“生态

整体”ꎮ 与现代人同自然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或

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ꎬ后现代精神的“主体

间性”思想ꎬ力图摆脱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

的二元论思维模式ꎻ摆脱机械论的ꎬ单纯以人为

中心的世界图像ꎬ崇奉一种有机整体论ꎮ 这种有

机整体论认为ꎬ人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

一分子ꎬ他与自然万物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整体ꎮ
不少作家笔下呈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ꎬ展示人与

自然平等相待、融合和洽的美丽图景ꎬ宛若“生态

乌托邦”ꎮ 迟子建文学想象中的“小镇”ꎬ往往是

一个生态和谐ꎬ爱与美并存的世界ꎮ 那里的自然

富有灵性与生机ꎬ应和着人的情感脉动ꎻ人执着

于单纯可爱的情感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ꎮ 如«朋
友们来看雪吧»中的“乌回镇”ꎬ与周围的山林河

谷没有边界ꎬ完全是大自然的一部分ꎬ人们在此

呵护山林河谷ꎬ活得怡然自得ꎮ 同样 «微风入

林»中的“罗里奇”ꎬ也是草香馥郁ꎬ树木清香ꎬ明
月清澈ꎬ人生活其中ꎬ充溢着生命活力ꎮ 方敏的

«孔雀湖»中的“孔雀湖”ꎬ是一个富有魅力且未

被现代性负面染指过的湖ꎮ 这里的阿莫人在湖

边过着古朴、简单、自然的生活ꎬ湖与人相依ꎮ 但

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桃花源”ꎬ阿莫人穿着

现代人的衣服ꎬ却行着土人的仪式ꎬ吃着现代人

的饮食ꎬ过着原始的生活ꎮ 张泽忠的 «山乡笔

记»中的“侗乡”ꎬ犹如人间仙境ꎬ人呵护自然ꎬ自
然滋育着人———青山碧水、山花大树、百鸟争鸣、
猴戏青藤都是侗乡的保护神ꎬ侗乡人亦如膜

拜神灵一样崇拜它们ꎮ 在这些生态世界的书写

中ꎬ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和谐的共同体ꎬ如同

朋友和对话者、共生者ꎮ
一般而言ꎬ现代性精神的重要特点主要表现

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方面的个人主义ꎬ以及相对主义、工具理性的思

维方式ꎮ 可以见出ꎬ上述“主体间性”之新型生

态人格ꎬ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地方

有机和谐的价值理念ꎬ很显然是对现代性精神的

一种超越ꎮ 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ꎬ“它对现

代性不是彻底地解构ꎬ而是超越现代性ꎬ并试图

通过现代前提和传统观念的修正ꎬ来建构一种后

现代的世界观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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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总之ꎬ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从探寻生态危机发

生的思想文化根源的角度ꎬ拷问欲望、反思人的

主体性ꎻ对视为发展神话的工业文明重新检视与

审思ꎻ与此同时ꎬ反思过度的理性化对自然祛魅ꎬ
重拾自然的神性ꎬ为自然返魅ꎻ并呼唤、形塑了后

现代范式之“主体间性”生态人格ꎮ 这些都典型

地呈示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姿态ꎮ 因此ꎬ把
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定位于一种反思现代性话语ꎮ
以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作为阐释生态小说的逻辑

起点ꎬ我们能得到一个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具

有涵盖力与深度的阐释视域ꎬ而非拘囿于“人与

自然”的皮相ꎮ 质言之ꎬ把生态小说与现代性问

题联系起来考察ꎬ努力探掘纷繁生态小说潜藏着

的现代反思意涵ꎬ有助于我们以更高层面来理解

当代生态小说ꎬ也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ꎬ包
括它内在的问题症结ꎮ

注释:
〔１〕综合国内外学界的诸多观点ꎬ本文所指的生态小说ꎬ是

特指在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基本图式和运行机理ꎬ在世

界范围内产生影响ꎬ并造成严重生态危机的背景下ꎬ以人与自然

关系作为文本的叙事核心ꎬ并揭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及其

背后的深层人类思想文化危机ꎬ同时以生态整体系统为价值基

础ꎬ对自然与人的整个生命系统进行道德关怀和审美观照的小

说ꎮ 本文所涉的作品均具有上述特点ꎬ但各个维度的表现侧重

点有所不同ꎮ
〔２〕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

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ꎬ«理论与创作»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３〕〔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ꎬ田禾译ꎬ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９６ 页ꎮ
〔４〕〔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ꎬ马

海良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７３ 页ꎮ
〔５〕〔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ꎬ徐迟译ꎬ长春:吉林人民

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８５ 页ꎮ
〔６〕〔美〕约翰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ꎬ郭名倞译ꎬ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 － ２ 页ꎮ
〔７〕张炜:«融入野地»ꎬ北京:作家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８〕〔９〕〔１４〕〔２１〕 〔２６〕 〔２８〕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

现代精神»ꎬ王成兵译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６３、
６４、２２０、２３、２５、２３８ 页ꎮ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２ 卷)ꎬ北

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４ 页ꎮ
〔１１〕转引自漆思:«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ꎬ«长白学

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ꎮ
〔１２〕〔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

事体世界历史»ꎬ徐波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５０２ － ５０３ 页ꎮ
〔１３〕〔德〕马克斯韦伯:«入世修行———马克斯韦伯脱

魔世界理性集»ꎬ王容芬、陈维纲译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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