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王俊勇(１９７４—)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ꎬ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ꎬ研究方向

是美国史、环境史ꎮ
〔∗〕本文是云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环境史视野下的黄石国家公园研究(二战以前)” (项目批准

号:ＹＢ２０１４０７１)成果之一ꎮ

学术史谭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８ 期ꎬ２０１６. 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７ Ｊｕｌ. ２０１６

二战前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形象的历史演变〔∗〕

○ 王俊勇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１８７２ 年黄石国家公园成立前的两次探险建构了黄石国家公园基本形象ꎬ
即“奇观”且保留“地狱”特征的自然形象和民族主义的、民主的精神形象ꎮ 此后至二战

前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公园管理局分别主导了公园的发展ꎬ它们出于不同的需要又塑造

了公园新的形象ꎮ 公园形象的历史演变反映了不同群体的自然观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甚至决定着黄石国家公园未来生态及其命运ꎮ
〔关键词〕黄石国家公园ꎻ形象ꎻ北太平洋铁路ꎻ国家公园局

１８７２ 年黄石地区建立为国家公园ꎬ自此国家公园不仅在美国获得发展ꎬ而且在全世界获

得广泛而持续的发展ꎮ 国家公园是美国的“有史以来最好的观念”ꎬ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保

护自然资源的典范ꎬ成为美国人对世界文化主要贡献之一ꎮ〔１〕 人们看待和理解黄石国家公园

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宣传的结果ꎬ宣传产生形象ꎬ而不同个人、集团处在不同立场ꎬ出于不同

原因参与公园形象的建构ꎮ 国家公园研究是新兴的环境史研究重镇ꎬ〔２〕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

国家公园ꎬ黄石国家公园吸引了众多研究者ꎬ成果丰硕ꎮ 关于公园形象建构ꎬ很多研究者有所

涉及ꎬ但专门研究不多ꎮ 美国历史学者凯特尔(Ｒ. Ｂ. Ｋｅｉｔｅｒ)考察了国家公园理念ꎬ认为国家

公园是“自然的教堂”“娱乐场所” “生命之源” “销售商品”等等ꎬ并对每一种理念进行了分

析ꎮ〔３〕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公园所蕴涵的理念ꎬ而非形象的建构ꎮ 蒙大拿州立大学一篇硕士论

文从艺术学的角度探讨了铁路宣传手册的图片所建构的黄石公园形象ꎮ 这篇论文侧重图片

分析ꎬ分析的时间段在铁路时代ꎮ〔４〕然而ꎬ要理解黄石国家公园的形象建构ꎬ须从历史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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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开分析ꎮ 本文尝试探讨黄石国家公园早期(１８７２ － １９４０ 年ꎬ即二战前)的形象建构ꎬ剖析

建构的力量及其形象的变化ꎬ从而深入理解政府、资本、环保主义者与黄石国家公园保护之间

的关系ꎬ并揭示不同群体对自然的不同认知与态度ꎮ

一、两次探险与黄石形象的转变

黄石地区的故事传到东部海岸最早是 １８１０ 年ꎮ 约翰寇特(Ｊｏｈｎ Ｃｏｌｔｅｒ)随刘易斯和克

拉克探险队(Ｌｅｗ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ｋ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到西部探险ꎬ当探险队其他成员返回东部后ꎬ他继续

留在西部ꎬ对黄石地区进行了考察ꎮ 他是看到黄石公园温泉和水柱的第一个白人ꎮ〔５〕 其实早

在将近 １８ 世纪末期ꎬ法国猎人命名黄石河为“黄石(Ｒｏｃｈｅ Ｊａｕｎｅ)”ꎬ可能是由土著曼丹人

(Ｍｉｎｎｅｔａｒｅｅ)的称呼“Ｍｉ ｔｓｉ ａ － ｄａ － ｚｉ”或 Ｒｏｃｋ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翻译而来ꎮ 寇特向他的朋友描述

自己看到的黄石地热奇观:“大地像是烧开了的锅ꎬ到处冒着浓烟和气泡ꎬ有浓重的硫磺气

味ꎮ”有趣的是ꎬ人们竟然把他描述的景象戏称为“寇特的地狱”ꎮ〔６〕很多寇特之后的狩猎者和

探险者亦如此称呼ꎬ他们宣称确实存在这个景观ꎬ他们用“难闻的蒸汽”、满盈着粘土的火山

坑等来描绘ꎮ 有一些早期的地名ꎬ“它们得名于那些环境格外险恶的地区ꎬ如:地狱咆哮河、
地狱清汤河、恶魔之釜等等ꎮ 这一名称源于猎人考尔特尔(即寇特)所讲述的关于可怕的硫

磺石的故事ꎮ” 〔７〕而山人(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ｅｒ) 〔８〕布里杰(Ｊｉｍ Ｂｒｉｄｇｅｒꎬ１８０４ － １８８１)善于讲述荒诞故事ꎬ
经由他的如簧之舌ꎬ黄石地区神奇的自然景观显得更加神秘ꎮ

１８７２ 年前的黄石地区在不同人群中其形象有差异ꎬ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形象ꎮ 印第

安人的黄石地区形象是“狩猎和捕鱼的宝地”ꎬ这源于他们朴素的生活观、自然观ꎮ 探矿人比

较了解黄石地区的自然特征ꎬ但表达呈现碎片化ꎬ且经常矛盾ꎮ 而皮毛商人眼中的黄石形象

是“传奇”:它有彩虹色的水池ꎬ外层饰以深蓝色的泉水ꎻ咆哮的瀑布ꎬ以及明镜般清澈的湖

水ꎬ亮晶晶的冰川倒映其间ꎮ〔９〕

直到 １８７０ 年沃什伯恩—朗福德—多恩探险队探险和 １８７１ 年海登科学勘探ꎬ黄石的自然

奇观才逐渐被大众所知ꎮ 而这两次探险形成的传奇故事、文字描述、艺术作品、科学报告等对

于黄石地区形象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ꎮ
１８７０ 年沃什伯恩—朗福德—多恩探险队探险结束后ꎬ１８７１ 年 ５ 月和 ６ 月朗福德(Ｎａｔｈａｎ￣

ｉｅｌ Ｌａｎｇｆｏｒｄ)在斯克里布纳(Ｓｃｒｉｂｎｅｒ)刊物连续发表“黄石的奇观”ꎮ 他一方面高度颂扬黄石

之美ꎬ另一方面仍保留有“邪恶之穴”“火与硫磺之湖”的描写ꎮ 在他笔下ꎬ“充满奇迹”意味

着超出人们的正常预期ꎬ表达着景观的独特、奇异和变化莫测ꎮ 他对黄石的体验既有对自然

的欣赏ꎬ更有超越人类情感的崇高与敬畏感ꎮ 朗福德的黄石体验构成了以后游客的典型体

验ꎬ甚至他表达体验的语言在后来的众多游记中以类似形式出现ꎮ
探险归来ꎬ沃什伯恩获得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资助开展巡回演讲以宣传黄石奇观ꎮ 受其激

励ꎬ宾夕法尼亚大学杰出的地质学者海登(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 Ｈａｙｄｅｎ)开展 １８７１ 年夏天的科学探

险ꎬ国会对此次探险拨专款 ４ 万美元ꎮ 当时正是西部地理探险史时代ꎬ探险家们“探索西部

和绘制美国西部地图ꎬ以纳入发展轨道ꎮ 也许ꎬ最重要的是ꎬ把先前偏僻的土地带入到美国人

的心理意识层面”ꎮ〔１０〕海登勘探就是其一部分ꎮ 作为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ꎬ他的黄石科学报

告运用准确的地质学术语描述所见ꎻ配以杰克逊的摄影照片以及莫兰的画作ꎻ又不失黄石湖

之美的美学体验:“湖躺在我们面前ꎬ静静地如一张大薄片ꎬ闪现着极精细的深蓝色调ꎬ这是

我所凝视的最美丽风景之一如此景色值得一生回味ꎮ” 〔１１〕海登报告科学语言的运用兼具

情感的表达使朗福德笔下的“奇观”形象真实而丰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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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哈德逊河派画家托马斯莫兰(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ａｎ)受北太平洋铁路资助参加了海登

科学探险ꎮ 随后ꎬ莫兰于 １８７２ 年 ６ 月完成杰作«黄石大峡谷»ꎬ它是一幅 ８４１４４ １ / ４ 全景式巨

幅油画作品ꎮ 作品气势恢宏ꎬ追求景观的真实又超越真实ꎬ诠释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融

合ꎬ完美地与美国时代精神相吻合ꎮ 国会破天荒地付给莫兰高达 １ 万美元ꎬ是“美国政府出

资购买的第一幅一个美国艺术家的美国风景画作”ꎬ〔１２〕并将之悬挂在参议员画廊以展示ꎮ 国

家公园历史学家纳什(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Ｎａｓｈ)认为ꎬ“早在 １８７４ 年国会购买莫兰的作品«黄石大峡

谷»并悬挂在国会大厅时ꎬ黄石就已经被视为国家的骄傲ꎮ”那么为什么黄石国家公园被表达

为民族主义象征、国家的骄傲呢? 美国地理学家梅尼(Ｄ. Ｗ. Ｍｅｉｎｉｇ)认为ꎬ“每个成熟的民族

都有其象征景观ꎮ 它们是民族形象的一部分ꎬ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思想、记忆与情感交集的一

部分ꎮ” 〔１３〕１９ 世纪末ꎬ尽管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同时美国切断了

与古老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纽带(如王权和贵族文化)ꎬ然而却没有孕育出属于他们自身的

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新文化ꎮ “西部发现的这些自然奇景正好弥补了美国的缺陷ꎬ即缺乏

古老城池、贵族传统ꎬ以及旧世界其他类似遗留物方面的遗憾”ꎮ 在此背景下ꎬ风景独特又没

有遭到破坏的黄石被塑造成了这个年轻民族的象征景观ꎬ维系着美利坚民族的早年荒野记忆

与情感ꎮ 同时ꎬ内战结束后ꎬ如何弥合内战中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的疏离感ꎬ增强国家认同呢?
这样的黄石形象正好契合了时代需求ꎬ成为美国国家认同的载体ꎮ

１８７０ 年的探险还贡献了神话般的篝火故事ꎬ塑造了民主的公园形象ꎮ 正是这个故事ꎬ探
险队被誉为“少有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先驱”ꎮ 但直到 １９０５ 年故事由探险队队员朗福德公开

他的日记才为人所知:１８７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晚ꎬ大家围着篝火讨论如何处置黄石土地ꎬ三个确保

探险队利益的建议被队员们提出ꎬ随后ꎬ队员赫奇斯(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Ｈｅｄｇｅｓ)提出要保留此地为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ꎮ 故事迅速获得了各方响应ꎮ 历史学家奇腾登(Ｃｈｉｔｔｅｎｄｅｎ)在

１９１０ 年为沃什伯恩探险队举行庆祝典礼ꎬ按照朗福德的建议ꎬ定制了一个“大展板”树立在故

事诞生地———吉本河与火洞河的交汇点ꎮ １９１６ 年成立的国家公园局迅速认可该故事ꎮ 国家

公园局局长史蒂芬马瑟(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 Ｍａｔｈｅｒ)、霍勒斯奥尔布赖特(Ｈｏｒａｃｅ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特别重

视宣传篝火故事ꎬ并于 １９２２ 年举办纪念活动ꎬ持续到 １９６０ 年代ꎮ 历史学家塞拉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ｓｔ Ｓｅｌｌａｒｓ )将之称为创世神话(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Ｍｙｔｈ)ꎮ 国家公园理念借由它传遍整个星球ꎬ比利

时艾伯特国王、澳大利亚保育专家米洛邓菲在创办当地国家公园时都利用了篝火故事ꎬ甚
至前者因此还掀起了第二波国家公园运动风潮ꎮ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ꎬ特别是 １９６０ 年代历史学家奥布里海恩斯(Ａｕｂｒｅｙ
Ｈａｉｎｅｓ)专门撰文质疑ꎬ冲击颇大ꎮ 他们质疑篝火故事中的一些细节ꎬ甚至怀疑篝火故事本身

的历史真实性ꎮ 这么一个饱受质疑的故事ꎬ为什么会受到各方的积极宣扬并远播海外呢? 纳

什认为ꎬ国家公园理念反映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ꎮ 这个充满激情和怀着崇高理想的故事表

达了“土地———我们自然景观的一大块———被保留ꎬ不是为国王、贵族或者富人ꎬ而是永远为

每一个人ꎬ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ꎬ〔１４〕恰好宣扬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民主与理想主义ꎮ 正如黄

石公园局前局长雷缪尔加里森(Ｌｅｍｕｅｌ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在 １９７１ 年所说ꎬ“如果这个故事没有发

生ꎬ我们将建议制造一个ꎮ 那是多么完美的想象呀ꎬ让我们利用它吧!” 〔１５〕

两次探险所呈现的绘画、摄影作品、科学报告、游记等ꎬ形成了黄石公园游记、艺术作品的

风格并为后人所继承ꎮ 它们建构了一个“奇观”且依然保留“地狱”特征的自然形象ꎬ赋予了

黄石国家公园民族主义的、民主的精神形象ꎮ 黄石形象的建构是由科学家、艺术家、铁路公

司、出版商以及政府共同完成的ꎬ他们也继续推动黄石形象的传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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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太平洋铁路与公园形象

“黄石国家公园是真实的存在ꎬ是铁路的魔力把这一奇观呈现给了文明的公民ꎮ” 〔１６〕 １９
世纪后期铁路是现代化象征ꎬ铁路在国家公园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１７〕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早就觊觎黄石地区的旅游资源潜力ꎬ因而在黄石创建为国家公园过程中施加影响力ꎬ以此达

到垄断黄石旅游资源目的ꎮ １８８３ 年北太平洋铁路通到公园ꎬ成为当时东部旅行者到达公园

的唯一方式ꎮ 自此直到 １９０８ 年长达 ２５ 年ꎬ北太平洋铁路垄断着通向黄石的铁路ꎮ 这一时期

黄石公园先后由内政部(１８７２ － １８８６ 年)、军队(１８８６ － １９１８ 年)管理ꎬ前者疏于管理以致生

态遭到破坏ꎻ后者加强了管理ꎬ以军队强大力量保护了生态ꎮ 但他们都没有宣传黄石的动力ꎮ
而实力雄厚的北太平洋铁路私营企业出于获取旅游垄断利润的需要ꎬ进行了强大的宣传以吸

引游客ꎮ １８８３ 年北太平洋铁路通向黄石的铁路开通ꎬ公司发行了约二百万份关于黄石公园

的宣传品ꎻ当年还举办了火车车厢的展览ꎬ称作“轮子上的展览会”ꎬ有 ４０ 万人参加ꎬ并带走

了黄石公园的宣传品ꎮ〔１８〕

铁路公司对公园宣传影响最大的就是“奇境运动”ꎮ 时任北太平洋铁路乘客部主任查尔

斯Ｓ. 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Ｆｅｅ)ꎬ受到刘易斯卡罗尔(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ｏｌｌ)正广为流行的故事«爱丽丝

梦游奇境记»启发ꎬ定名广告主题“奇境”ꎮ 奇境运动发行了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１８８２ － １９１４ 年总共

３５ 期«奇境»(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宣传手册ꎬ共聘请了八位主编ꎬ其中维勒(Ｏｌｉｎ Ｄ. Ｗｈｅｅｌｅｒ)编辑了

１８９３ － １９０６ 年共 １７ 期ꎬ影响颇大ꎮ «奇境»每年发行 ４ 万份ꎬ重点介绍黄石地区的风景、野生

动物和历史ꎬ图文并茂ꎬ印制精美ꎮ 庞大的发行量造就了影响巨大的旅行指南ꎬ它成功地塑造

了这一时期的黄石国家公园形象ꎮ «奇境»旅行指南的泛滥为那些一无所知的旅行者建构了

旅游景观ꎬ代替游客决定看到什么和如何理解所见ꎬ直接影响了游客参观黄石公园主流的感

觉ꎮ〔１９〕其宣传技巧有以下几点:首先ꎬ旅行指南运用“奇观”“神奇”等词汇ꎬ使用一系列预先

设定的信念和期望ꎬ将它们深深映入游客的头脑中ꎬ形成游客的黄石形象ꎻ其次ꎬ几乎每一本

旅行指南都会列出游客参观公园的顺序———如从猛犸热泉开始ꎬ到黄石大峡谷达到情绪兴奋

点ꎻ第三ꎬ旅行指南提供科学数据ꎮ 作者会列举瀑布的高度ꎬ热泉形成的年代与深度ꎬ重要喷

泉的高度、力度以及间隔时间等等ꎮ 这些数据使游客对黄石公园产生熟悉的感觉ꎬ又激起探

索的欲望ꎮ 这些技巧加强了«奇境»旅行指南的感染力ꎬ建构的形象也是多层面的ꎬ并有强烈

时代感ꎮ
第一ꎬ荒野形象ꎮ 据«荒野法»ꎬ“荒野”意味着“地球及其生命群落未受人为影响ꎬ人类到

此只为参观而不居留的区域ꎮ” 〔２０〕印第安人是北美原住民ꎬ也长期生活在黄石地区ꎮ 他们利

用自然资源从事狩猎、捕鱼等劳动来维持生存ꎬ与自然保持着相对和谐的关系ꎮ 然而ꎬ«奇
境»却有意忽略他们的历史和存在ꎮ １８８３ 年的旅行指南«爱丽丝新奇境历险记»借爱丽丝之

口说ꎬ“旅馆、政府修建的道路和桥梁是公园里仅有的人工景观ꎬ其它的都处于自然状态———
粗野、凛然、荒凉”ꎮ〔２１〕印第安人被刻意忽略ꎬ公园被描绘为未经驯化的、未经人类接触的荒

野ꎮ １９ 世纪美国社会经济获得迅猛发展ꎬ原始风貌迅速被改变ꎬ这引发了一些美国人的深深

担忧ꎮ 国家公园为消失的边疆提供了一种替代品ꎬ它既给人们游憩探险的机会ꎬ同时还给大

家带来心理安慰———因为那里还有不能用作开发的荒野地ꎮ〔２２〕

建构一个神秘、荒凉的荒野显然不足以吸引游客ꎬ奇境运动还建构了可以消费的荒野ꎮ
上喷泉盆地位于风景如画的火洞河谷ꎬ是黄石公园拥有热液特征最集中地ꎬ被誉为“喷泉之

都”ꎮ 据维勒调查ꎬ这个地区拥有不少于 ２０ 个一流热泉ꎮ〔２３〕１８７２ 年前ꎬ上喷泉盆地的形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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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鄙的ꎮ 然而ꎬ奇境运动调和了理性的文明与变幻莫测的荒野ꎬ挖掘充满柔情且奇异的特征ꎬ
使得荒野被游客接受并欣赏ꎮ １８９７ 年的«奇境»把上喷泉盆地的喷泉分为三块ꎮ 在简要介绍

每一块的特点后ꎬ作者把笔墨重点放在黑沙池(Ｂｌａｃｋ Ｓａｎｄ Ｐｏｏｌ)ꎬ“水面呈蓝宝石或绿松石

色ꎬ极为漂亮ꎮ 雾气不断蒸腾ꎬ环绕水池四周ꎬ约 １５ 英尺以上高ꎬ大概是由黑曜石分解的黑色

的沙子构成ꎮ”这个现象是公园热泉和水池“最引起人们兴趣的特征之一”ꎮ〔２４〕 其叙述笔调正

如国家公园历史学家伦特所言ꎬ“中上阶层使这个保留下来的荒凉的、原始的黄石地区变得

带有灵感和可消费ꎮ” 〔２５〕

«奇境»封面图画频繁使用妇女形象是奇境运动的一大特点ꎮ «奇境»各期封面共有 ２２
个人物ꎬ其中妇女有 １７ 名ꎮ 早在 １８７２ 年的一幅名为“美国进步”画ꎬ就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

普遍对进步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追求和信心ꎮ 画面主角是一位妇女ꎬ穿着白衣飘飘的长袍ꎬ夹
着一本书ꎬ漂浮在空中ꎬ相比地面其它生命显得更突出、更高大ꎻ而地面上的铁路正在吸引居

民和投资者前往西部ꎮ １８８３ 年“爱丽丝历险新奇境记”宣传手册ꎬ画面中爱丽丝拿着一副望

远镜ꎬ正观望下瀑布ꎮ １９１０ 年的宣传手册描绘妇女们坐在山崖的石头上ꎬ偏着脑袋ꎬ似乎在

选取更有利角度观看下瀑布ꎮ 北太平洋铁路的宣传家斯梅莱(Ｓｍａｌｌｅｙ)把上盆地喷泉口比作

“强悍的亚马逊女战士的乳房”ꎬ有着“难以描述的美”ꎮ〔２６〕女性视角表达着黄石是有吸引力、
能接近的西部景观ꎬ这有利于铁路吸引游客ꎮ

第二ꎬ壮观与华美的黄石国家公园是国家的“珍宝”ꎮ 黄石大峡谷是黄石公园著名景观

之一ꎮ «奇境»是如此描绘大峡谷的:上帝将在这里见证作为世界制造者与宇宙法则的

耶和华的力量和荣耀ꎮ 艺术家ꎬ不论是画家还是雕塑家ꎬ面对大胆的、英雄般的形状ꎬ仅仅考

虑使用颜料和比例去临摹ꎻ科学的信徒唯有揭示多少世纪以来已经产生如许结果的必然性ꎬ
去证实地质学的法则ꎻ演讲者将苦恼修辞的匮乏无法述说大自然的华美ꎮ 人类大众共同情感

是ꎬ他们伫立在这场景前ꎬ怀着敬畏和沉静ꎬ“将感到他们灵魂的阵痛和满足感ꎮ” 〔２７〕 而黄石

湖在维勒笔下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看的珍宝”ꎬ“漫步在湖岸ꎬ自然的审美部分环绕在我

们身边ꎮ” 〔２８〕

丰富的野生动物是黄石国家公园的宝藏ꎮ 维勒在 １８９５ 年骄傲地宣称ꎬ“总有一天ꎬ这个

地方将成为我们国家天然的动物花园之一ꎮ 动物ꎬ如同人类一样ꎬ发现这儿是一个美好的地

方野兽和鸟儿ꎬ将在这么大的休憩胜地、避难天堂里嬉戏ꎮ”他接着写道ꎬ“对比其它地

方ꎬ熊和鹿、麋鹿和羚羊、山狮和野牛、山地野绵羊和山羊ꎬ几乎无法穷尽的动物ꎬ都麇集于此ꎬ
它们温顺而易驯服ꎮ” 〔２９〕铁路公司的宣传不是从生态观念着眼ꎬ依然从大自然审美角度描述ꎬ
以此吸引游客ꎮ

第三ꎬ进一步强化民族主义象征形象ꎮ 把西部风景与民族主义产生联系是那个时代的文

化特点ꎬ哈得逊派画家莫兰和比尔斯塔特(Ｂｉｅｒｓｔａｄｔ)就鼓励公众把西部壮观风景想象成美国

的象征ꎮ〔３０〕在宣传手法上ꎬ«奇境»强调黄石巨大地质特征ꎮ 对于这个现象ꎬ国家公园历史学

家伦特(Ａｌｆｒｅｄ Ｒｕｎｔｅ)解释ꎬ因为巨大地质景观外形酷似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ꎬ这是民族主义

的表达ꎮ〔３１〕

１８８８ 年发行的«精华的奇境»ꎬ编辑亨德森为读者描述了“自由之穹”(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Ｃａｐ)和
猛犸热泉梯田ꎮ 前者威风凛凛地耸立在猛犸热泉脚下ꎬ是一个高三十七英尺的石灰华圆锥

体ꎬ像是一个古老的见证ꎬ它愿意也能够展示尘封的过去ꎮ 这块突出的石头令人忆起古老的

弗吉尼亚自由帽的形象ꎮ 自由帽使早期的国家铸币增辉:它既是古典古迹的象征ꎬ也是美国

文物的象征ꎮ〔３２〕

在猛犸热泉之上是富有活力的“猛犸热泉梯田”ꎮ 这个景观类似一个楼梯ꎬ远远看去ꎬ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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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凝固瀑布ꎮ 其构成物质是氧化镁、碳酸钠、硫磺、二氧化硅等ꎬ这些物质在热水中溶

合ꎬ顺着山坡往下流ꎮ 当在冰点下流过暴露在空气中的地面时ꎬ它们随着水的凝结而固化ꎬ最
后形成这个景观ꎮ «精华的奇境»把其地质形成类比西方文明发展历程ꎬ赋予了猛犸梯田历史

感ꎮ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ꎬ”主编亨德森说ꎬ“这个‘梯田’多么像我们人类建造世界呀?”它的古

老起源唤起了人类千年历史ꎬ成了“过去世纪的人类阶梯ꎮ”该景点沿路有数十个风景ꎬ取名自

古典人名ꎬ如狄安娜泉、许门阶地、朱庇特阶地和密涅瓦阶地等ꎮ 古典的名字使猛犸泉景点人

性化ꎬ赋予了具有超越意味的永恒ꎮ 亨德森问ꎬ“当橙色圆锥体完成时ꎬ美国存在吗?”他解释

道ꎬ石灰华圆锥体在柏拉图«理想国»封笔之前就开始构造了ꎬ自由之穹比克丽欧佩特拉方尖碑

(古埃及尖碑)、金字塔或者所罗门神庙都古老ꎻ猛犸热泉梯田初具雏形时ꎬ哥伦布远航新世界ꎮ
在他夸张的语言中有一个大胆的观念ꎬ在黄石国家公园悠久的历史中ꎬ大自然使人类大事件都

黯然失色ꎮ〔３３〕在猛犸的文化建构中ꎬ黄石公园的文学熔铸了多样化的品质:崇高和美丽ꎬ神秘和

欢快ꎬ这些都暗藏在古典古迹主题中ꎬ表达着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悠久的历史ꎮ 将黄石国家公园

打上民族主义的烙印ꎬ这一宣传手法恰好迎合了当时美国人特别是精英的整个时代的心态ꎮ
而早期的游客主要是中上阶层ꎬ这有利于铁路公司吸引游客到黄石公园旅游ꎮ

三、国家公园局与公园形象

１９１５ 年国会允许汽车驶入国家公园ꎬ国家公园的汽车时代来临ꎬ这对公园产生了重大影

响ꎻ铁路的影响力随之下降ꎬ塑造公园形象的力量发生了变化ꎮ １９１６ 年国家公园局成立ꎬ其
管理哲学是ꎬ公共土地应该有保存和利用双重目的ꎬ应该充分服务人民而不损害大自然ꎮ 第

一任公园局局长马瑟说ꎬ“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总是国家公园局决定政策的最重要因

素ꎮ” 〔３４〕因此ꎬ通过向更多的人开放国家公园ꎬ提高公园受欢迎程度这种方式ꎬ马瑟寻求公众

的支持以获得国会的拨款ꎬ以兴建与改善国家公园的各种设施ꎮ １９１６ 年至二战前ꎬ国家公园

局主导了国家公园的发展ꎬ也成为这一时期塑造黄石国家公园形象的主导ꎮ 一方面在“功利

主义”管理哲学指导下ꎬ人工建筑大量兴建ꎬ这改变了国家公园景观ꎻ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局重

视便利的交通设施、舒适的旅馆、娱乐项目等的宣传ꎬ建构了黄石国家公园新的形象ꎮ
上喷泉盆地有著名的老忠实喷泉ꎬ是黄石公园访问率最高的景区ꎬ几乎每一个公园游客

都会参观该景区ꎮ〔３５〕国家公园局和特许权经营者在此兴建了很多设施ꎬ以迎合增长的游客ꎮ
到 １９３２ 年ꎬ喷泉丘区域附近建立了一个纪念馆ꎬ一个圆形剧场ꎬ一个海恩斯摄影馆ꎬ两个加油

站ꎬ两个汉密尔顿储存室和一个大操场ꎮ 还有著名的亨利兄弟游泳馆ꎬ１９１４ 年由兄弟俩出资

修建ꎬ面积达 ５ꎬ０００ 平方英尺ꎮ １９３３ 年查尔斯Ａ. 汉密尔顿收购并改建ꎬ１９５０ 年才拆除ꎮ 老

忠实喷泉附近还有 １９２７ 年兴建的黄石国家公园旅馆、露营公司餐厅以及 １９３０ 年完工的汉密

尔顿储存室ꎮ 黄石公园露营公司有两个集中露营区域ꎬ分别位于老忠实喷泉的正东面和南

面ꎬ到 １９４０ 年约有 ４００ 个露营点ꎮ 一些具有乡村风格的房子散布在此ꎬ它们一至四层ꎬ整个

建筑群虽然不大ꎬ但颇有西部乡镇风格ꎮ 这些建设为游客提供了很大方便ꎬ同时使游客把一

部分关注点转移到娱乐项目上ꎮ 过去人们对公园的感受仅仅是独特的自然奇观ꎬ现在游客在

舞池里、马背上以及喷泉澡池里获得娱乐的经历ꎮ 盆地的文化特征在这一时期以典型的游客

体验创造了一个市场化的变化ꎮ
除了完善喷泉盆地游客设施ꎬ“喂养熊”娱乐项目在汽车营地和客栈区域设立ꎬ一度风靡

黄石国家公园ꎮ 奥尔布赖特(Ｈｏｒａｃｅ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的 １９２０ 年年度报告里称ꎬ公园里喂养熊“对大

部分游客而言已经成为最有趣的公园特征之一”ꎮ〔３６〕１９３０ 年代后期ꎬ公园还出现了专门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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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游客观看灰熊表演ꎮ
国家公园局除了兴建与改善设施外ꎬ还聘请作家撰写文章进行宣传ꎮ １９１７ 年米尔斯

(Ｅｎｏｓ Ｍｉｌｌｓ)受马瑟所聘请ꎬ撰写了«你们的国家公园»(Ｙ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ꎮ 文中功利主义

的用语随处可见ꎬ如“风景工业”“风景是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大部分‘未开发’”等ꎮ １９１９
年亚德(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Ｙａｒｄ)的«国家公园的书»(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同样强调国

家公园要满足人民的娱乐ꎮ 当然这些著作也特别突出国家公园的精神价值ꎮ

四、结　 论

国家公园历史学家伦特说ꎬ国家公园是美国人的发明ꎮ〔３７〕 但这个发明并非一成不变ꎬ作
为第一个国家公园ꎬ黄石国家公园自 １８７２ 年创建以来已有 １００ 多年历史ꎬ其地质景观如黄石

大峡谷、老忠实喷泉、自由之穹等自然风貌基本没有变化ꎻ然而ꎬ其动植物风貌发生了很大变

化ꎮ 尽管前者使得黄石国家公园依然保持其自然景观的独特性ꎬ但整个黄石地区由于人类的

介入ꎬ已然不再是原始的自然风景ꎻ大量人工建筑的建设、公园里发生的人类故事等等使得公

园不再仅仅是自然风景ꎬ而具有了人文景观的特征ꎮ 黄石国家公园是人类与自然复杂的长期

对话的结果ꎬ其形象的建构无疑也是自然、文化、资本、政府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事实

上ꎬ两次探险所建构的公园的自然与精神形象成为迄今为止公园的基本形象ꎬ而正是它的存

在与广为传播才使得公园的保护始终没有严重偏离轨道ꎻ然而ꎬ１８８６ － １９１６ 年北太平洋铁路

主导了公园发展ꎬ出于资本的需要ꎬ建构了荒野与国家珍宝形象ꎻ１９１６ 年成立的国家公园局

在利用主义管理哲学指导下推进公园的发展ꎬ塑造了一个“娱乐公园”形象ꎮ 但不管是谁ꎬ它
们依然推动着公园基本形象的传播ꎬ因为那是公园最有魅力的一面ꎮ 公园形象的历史演变反

映出人类的不同群体对自然的认知与态度ꎬ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黄石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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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形象的历史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