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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启示录书写!生态文学的预警工程
!!!生态批评对环境想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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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批评既要透过生态中心主义的视野研究生态文学运用环境想象创造生态灾难意象的文学#文化策
略!又要研究环境启示录话语构成的主要元素!其目的在于警示人们!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主导下的生存范式造
成的生态灾难必然遭到自然的加倍报复!进而迫使傲慢的人类充分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万物同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
之中!维护和谐的人天关系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必要前提"环境启示录实际上是一项生态文学预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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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文学&文化批评
潮流是在日益严峻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催逼之下#伴
随着生态哲学的逐渐成熟而兴起的#迄今为止#它是
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最为全面&最为深刻文化诊断
尝试#其内容庞杂丰富且不断拓展延伸%生态批评
对环境启示录书写的话语机制研究是其重要内容之
一%本文首先要对西方文化中的几个世界范式大意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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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内涵作一简要的透
析#以说明自然意象选择的生态结果+其次#本文将
通过分析具体的生态文学文本以了解环境启示录书
写的内在话语机制+最后#本文还将进一步分析环境
启示录构成的主要元素#以便有可能对绿色文化启
示录的创作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

一
!

世界范式大意象的建构及其意义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为了解自然秩序#建构

了多种自然意象#比如#经济体系&生命链&平衡系
统&网络&有机体&心灵&机器等%这些意象的影响广
泛深入#有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所以人们
将它们看成是历史悠久的世界范式大意象%不借助

于这些意象#我们无从谈论自然#更不可能考虑自然
的本质%无论你是否相信它们的正确性#意象的选
择会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对自
然的态度&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对不同意象
的选择会引起迥然不同的生态结果%

主导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笛卡尔
H

牛顿的机械
自然观#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基础#因为它将
自然看成是一架无感觉&无精神的机器#人们为了满
足自己的无度的贪欲#不仅疯狂地掠夺征服自然#而
且还肆意肢解分割有机完整的大自然%然而#生命
之网强调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它给
人灌输了这样一种理念#万物生灵要么共存共荣#要
么同归于尽#这就迫使人类必须谨慎行事#必须认真
考量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时空效应#因此#生命网
的意象客观上有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虽然达尔文自己无意赋予自然目的性#但是#他赞同
自然选择的隐喻#这样#他的进化论的观点更易于被
维多利亚时期的读者接受%在-华尔登湖.一书中#

梭罗极力引入'经济(的隐喻#但是#实际上放弃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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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意义上的'经济(%美国环境作家马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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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家&托管&合作和竞争几个意象之间#

试图在两个主体意象之间确立适当的关系%

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建构了两个
并列的自然秩序意象#即,网的意象和机器的意象%

一般来说#看重世界图景的微妙精致的人喜欢蕴涵
机体特征的网络隐喻%达尔文虽然更喜欢作为物种
演替史缩影的家系图#但是#在刻画动植物之间遥远
的亲缘关系的时候#往往想象它们'被一个复杂的关
系网络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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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世纪后#生态文
学家卡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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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达尔文对蚯蚓的研
究#将'土壤共同体(看成是由一个交织的生命网络
所组成的&每种生命形式都以某种方式与别的生命
形式相连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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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诗人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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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肉体与灵魂之间&肉体与其他躯体之
间&肉体与世界之间的明显区别#'这些东西似乎有
明显差别#然而#它们共存于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网络
中#这就是它们同一性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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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声
明#与机器隐喻的涵义并非截然对立#也可看成是对
所建构的宇宙的善意表达#但是#在不同的气氛中也
可看成是具有决定论倾向的征兆,动植物毕竟是捆
绑在一起的+各种物体与世界共存于一个相互依存
的网络之中%卡逊在指出污染的影响的时候#清楚
地表达了这种并协性#她说'生命或死亡网#科学家
称之为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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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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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生命形式
中的无所不在#使得卡逊瞬间将生命转变成死亡#还
应该包括此意象的可塑造性%

自然秩序大意象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
可塑的#当然#其内涵的嬗变往往是由于文化历史的
变迁造成的%'存在之大链(本是表示世界仿佛是个
井然有序的&由低等和高等形式的存在物组成的大
链条#其中#人的地位比野兽高#但比天使低%在中
世纪#'存在之大链(在一定程度上是神学对滥用自
然的约束%文艺复兴继承了'存在之大链(#但是一
种新的思潮#即人文主义#对它予以曲解&篡改#使它
从表示完美世界秩序&约束人类行为的象征转变成
了人类优于自然的象征%借用'存在之大链(中人的
位置在'哑兽(和伶俐的天使之间的安排#人文主义
坚持人与生物圈的其他存在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差
异#并且注入新的内容#即,人有理性话语#然而动物
没有%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
之灵长(#这样#人成了现象世界唯一的主体%工业

革命的催逼#'存在之大链(失去了与天堂的联系#人
成了自然秩序中'低等生命形式(的至高无上的统治
者#这显然是对'存在之大链(的歪曲%

根据-存在之大链.第九章#'存在之大链(曾经
为自然存在物提供了稳定等级关系#但是#它依然具
有很强的可塑性#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演替的过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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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进化论思想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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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也为
以后生态学的发展铺平道路%例如#生物学食物链
概念就是受此启发#来强调自然界生物之间相互依
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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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食物链的观念确
证了低等生物为高等生物而存在的观念#但是#生态
学家颠倒了这个逻辑关系%事实上#是人类依靠细
菌#因为细菌支撑草#草喂养牛#牛成了牛排#因此#

作为食物链顶部一环的人类与其说很崇高#不如说
很脆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稳定着整个共同体#并
对它的延续来说是最重要的%对简单生命形式的破
坏将给整个生命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灾难#食物链的
意象也进一步打击了盛气凌人的人类%

以上讨论了自然秩序的各种隐喻#以及它们在
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的生发潜力#尤其是创造性
的运用#生态批评就是要运用这些自然秩序的大意
象潜力#发挥人的想象力#创造灾难意象#迫使人类
接受生态危机迫在眉睫的可怕图景#唤起他们的生
态关怀#从而得到预防现实灾难的发生%

二
!

灾难意象的建构!生命网转化成死亡网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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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当代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是它开启了当代环境运
动#其问世使得'寂静的春天(顿时变成了'喧闹的夏
天(#在美国全社会掀起激烈的论战#其历史意义有
人这样评价道#就对公众意识和环境行动的紧迫性
的影响来看#-寂静的春天.堪与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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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寂静的春天.激起如此大的社
会反响呢1 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逊充分发挥其环
境想象的能力#建构了无处不在的自然灾难意象之
网#使得我们无处逃生#从而催生了我们的环境意
识#迫使我们立刻行动%

卡逊在她的头三本书中尽情挥洒其丰富的想
象#用散文诗般的语言#将海洋描绘成绿色&精致的
完美世界%并预言#'他!人类"已经征服&掠夺陆地#

但他不能控制或改变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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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快卡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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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意识到她错了#因为'甚至那些似乎属于永远存在
的东西不仅受到了威胁#而且已经感觉到了人类毁
灭性的手(

)

@

*

+@+

%-寂静的春天.不是一部以描写为
主的作品#依据传统文学观来看#是她最不具有文学
性的书%在本书里卡逊无情地揭露了滥用杀虫剂的
恶果%但是#她的创造性的想象对此书所产生的深
远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卡逊的前一本书-在海边.一
开始就生动地描写了海边洞穴里面小小迷人的世
界#一个只有在退潮时候才能接近的世界%然而#

-寂静的春天.却以令人心寒的-明天的寓言.开始#

该寓言讲的是一个美国中部的一个乌托邦似的小
镇%从前#这里的一切生物与周围的环境生活得很
和谐#真有一点'天人合一(的意蕴#但是#现在情况
完全变了%动植物都死掉了#人也因为各种怪病走
向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人们曾经年年拥有的
鸟语花香的春天沉寂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
野&树林和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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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逊告诉我们这个小镇是虚
构的#但是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许许多
多这个小镇的翻版%"虽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她所
描述的所有灾祸#但是#其中每一种灾祸实际上已经
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已经蒙受了
大量的不幸%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可怕的幽灵已经
向我们袭过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很容易地变
成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那么#卡逊是如何运用想象创造生态灾难的意
象的呢1 也就是说#如何将'生(之意象变成'死(的
意象或者如何将生命之网变成死亡之网的呢1 首
先#寂静的春天激起的恐惧来自突然意识到#不仅净
土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更糟糕的是#一切都被污染
了%在卡逊看来#生命或死亡之网是联系紧密的&甚
至是相互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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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的证据驱使卡逊得
出生命之网已经蜕变成了死亡之网的结论#因为'水
流到任何地方不可能不威胁该地方水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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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得整个自然变得非常可怕%内吸杀虫剂
的世界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异世界#它超出了格林
兄弟的想象力$$$或许与亚当斯的漫画世界极为相
似%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童话中富于魅力的
森林已变成了有毒的森林$$$这儿昆虫咀嚼一片树
叶或吮吸一株植物的津液就注定要死亡+在这里#跳
蚤叮咬了狗#就会死去#因为狗的血液已被变为有毒
的了+在这里#昆虫会死于它从未触犯过的植物发出
来的水汽+在这里#蜜蜂会将有毒的花蜜带回至蜂房

里#结果也必然酿出有毒的蜂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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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卡逊用她那富于想象的笔触勾画了破
坏生态健康带来的灾难#这种灾难是普遍的&跨越边
界的#它殃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无一幸免#这
真是世界末日的图景%卡逊将中毒的森林想象成为
与文化固有的自然秩序对立的反常现象#在卡逊看
来#一个污染的宇宙是如此不合常规#因为作为一个
完整有机的世界的自然观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的田
园传统之中#是不能挑战的%在写作-寂静的春天.

的后期#卡逊知道她患上了晚期癌症#这进一步强化
了她对施加在其他人和大地身体上的痛苦的愤怒%

卡逊还利用生态学食物链的概念进一步强化化学污
染将会威胁所有生命形式的可怕结局,毒物将通过
食物链传到了人体内#人也成了自己导演的生物悲
剧的直接受害者%在此#卡逊再一次提醒人们#'在
自然界没有任何孤立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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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命
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进一步强化化学工业造成的恐怖#强化死
亡之网的末日感#卡逊运用各种手法#例如#将核战
争与污染并置,'与人类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
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
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
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
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了未来形态的遗传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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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寂静的春天.神秘恐怖的风景中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比如#卡逊认为杀虫剂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
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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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杀虫剂是源于二战前及期间德国的致
命的神经毒气秘密研究计划#而今天#它们打着善意
的&正当的幌子#大规模地用于杀'害虫(#最终却杀
人类自身#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多人对此还不知道%

卡逊指出世界范围内癌症病变的上升主要与我们大
规模地使用的含有致癌物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人
长期暴露于致癌物之中#患癌症并不奇怪#她尤其指
出'造血组织恶变的恶性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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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猛增就与长期接
触危险化学物质有关#这种病最早是广岛幸存者患
的病%卡逊的小说中布满了来自战争灾难的意象,

武器&杀戮&屠宰&尸体&灭绝&大屠杀&空中喷洒杀虫
剂的飞机以及征服等#凸显她的环境论点,人类在征
服自然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走到了人类利
益的对立面#危及人类的生存#无可救药%更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生产杀人武器的兵工厂现在以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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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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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启示录书写,生态文学的预警工程$$$生态批评对环境想像的探讨



方式杀虫杀人%这一系列的意象#不治之症&死亡等
等强化死亡之网的可怕%

-寂静的春天.充分表现了文学生态中心主义的
内涵)

*

*

#是典型的环境非虚构文学作品#与传统的小
说类型有明显的区别%它以刻画&表现非人类世界
为其出发点#没有主人公&主要人物&故事情节&人物
对话等等%但是#卡逊在去除杀虫剂工业的魔力的
时候#也试图赋予它小说式的发展势头#首先考虑地
球&水&植物!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然后考虑野生物
!从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最后才考虑人!从第十一章
到十四章"#以讨论癌症的普遍上升而达到小说的高
潮%接着#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抗!第十五&十六两章
论述'害虫(对杀虫剂发起的抵抗"#杀虫剂种类的增
加#数量的逐年增大不仅没有使我们变得更安全#反
而将我们置入更危险的境地%由于打破了生态平
衡#'使得整个盛放灾害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盒子
中的害虫以前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引起这么大的麻
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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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章!第十七章"提供可能的解决办
法%到此#卡逊已经将我们带到了灾难的边缘#然
后#她建议我们走'另外的道路(#然而#这条路也没
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希望%卡逊也赞成对自然施加
控制#只要我们的控制是得当的#她提议采用'生物
控制(的办法来解决威胁人类的生存的所谓的'害
虫(#但是#她感到非常的绝望)

(

*

(BE

%因为卡逊认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超越边界&无所不在#所以#

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不是基于具体的区域#而必须
是立足全球%也许全球性的视野往往使人感到悲
观%令人意象不到的是#卡逊提出的难以解决的问
题很快引起了官方和民间的严重关注#并且着手开
始解决此问题%

卡逊凭借其卓越的想象力创造了死亡之网#并
不是出于恨#恰恰相反#完全是出于对包括人在内的
万物生灵之深沉的爱%她将-寂静的春天.献给倡导
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家施韦兹!

C%?9.;245O93;dD

9.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前言
%卡逊的伦理基础是

她深信'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

我们需尊重它#'科学需要的是谦虚(

)

(

*

(F(H(F!

#这种
施韦兹式的声明要求人类放弃疯狂的统治欲望#理
性地对待自然的竞争#保持生态平衡%像任何一种
生命形式一样#人类不得不为争取食物&栖息之地&

房屋而竞争#有时自然中的各种昆虫也在生存竞争
中挑战人类%杀虫剂是人类为了赢得竞争作出的最

新回应#但是#在卡逊看来#人类已经将冲突升级到
危险的境地%她试图告诫我们#人类不断增长的主
宰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会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人
类需要谦卑并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寂
静的春天.发出了强烈危险的信号#人类的福祉岌岌
可危#我们星球上万物生灵的福祉也是如此%在此
书中她猛烈抨击人类中心的思想观念#正如她写道
'2控制自然3这个词是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
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

)

(

*

("!

#

'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
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
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
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

)

(

*

E!

%

总之#卡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关于基
于自然秩序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生命之网的意
象&食物链的观念#论证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
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将生命之网转变成死亡之
网#创造大灾难&世界末日的意象#震慑被物欲&统治
欲驱使的人类#使他们明白#要避免生态灾难#必须
放弃人类优越的观念#敬畏生命#与自然万物和平共
处%否则#灾难来临之际#将无一幸免%

三
!

环境启示录话语构成的主要元素
启示论可谓历史悠久#-圣经.就有启示录篇章#

环境启示论的思维也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生态批评
研究的重点不是环境启示论的社会历史演进而是环
境启示录话语#也就是它的形成机制及其内涵%

生态文学家创造灾难#恰恰是为了逃脱灾难%

期待灾难发生的姿态当然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只
有通过在想象中堕入地狱(#我们才能有'希望未来
逃脱在现实中坠入它的厄运(

)

+)

*

(*B

%生态文学家创
造世界末日图景所运用的心理机制类似于弗洛伊德
在阐释恶梦时提出的人类具有的伤痛情结%在弗洛
伊德看来#恶梦完全是为了产生恐惧#以便更好地应
对不测%'这些梦是通过培养我们的忧虑#也就是默
认造成精神创伤的一切#恢复控制局面的尝
试(

)

++

*

(@@

%具体来说#恶梦是努力重构糟糕的情形#

以便成功地对付它#在这些梦中#丝毫没有逃避的企
图#只有积极地面对局面#作出新的努力以便成功地
主导形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作家凭借想象
创造悲剧实际上是为了扭转悲剧#创造死亡实际上
是为了新生%卡逊在-明天的寓言.篇中描写的即将
正在消失的田园美景#其目的只是创造伦理的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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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读者正视历史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

人类为中心的文化或自然本身的灭绝已经迫在眉
睫%

环境启示录话语通过强化迫在眉睫的毁灭的主
题#足以维持高水平的环境激愤%-寂静的春天.出
版了

!)

多年#其传递的环境信息'魅力(不但不减#

而且与日俱增#充分说明了其作为环境启示录经典
的成功%在此#笔者主要根据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布
伊尔!

M0O.9/49K-9%%

"的分析对环境启示录的五个
基本要素作一简要的疏理)

+)

*

!)(H!)"

%

第一#突出网络化的关系#这是环境启示录最重
要&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它要求运用网络及其同义
词的隐喻来理解和勾画环境现实%杀虫剂使卡逊感
到最恐惧的是它通过食物链&水循环&大气循环的扩
散%在这些领域谈论生物的相互依存完全是冷静客
观分析#并不含有任何政治和感情成分%当然#以生
物共同体&生态系统等概念来整合各种现象很适合
卡逊这样作家的灾难预警的目的#因为他们理解这
种话语及其蕴涵的各种征兆%利奥波德也利用网络
的隐喻要求保持生态平衡的#否则就会造成生态失
衡#而导致灾难性的恶果%人与自然万物同处于一
个由'土壤&水&动植物以及人类(共同构成的生物共
同体之中#生物共同体是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人类的
利益必须与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协调%

)

*

*

!)!

第二#环境灾难启示视野强调成员之间的平等
关系#倡导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像梭罗将动物想
象成邻居#像缪尔或传统的美国土著人将各种生命
形式想象成植物人&太阳青年&祖母蜘蛛等等#像利
奥波德将人看成共同体中普通的公民#或像辛格
!

[9;9.23/

P

9.

"一样将所有动物看成是平等的&反对
物种歧视#那么杀死一只苍蝇应该像杀死一个人一
样有罪%赋予非人类世界属人身份的神话最强烈地
凸显了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观念#西方生态学家重
新将地球想象成盖亚#人与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是
对等的#各种生命形式具有共同的根#这样大量的非
人类生物的灭绝使人感觉到像个大屠杀%卡逊认为
对动物的残酷是失去做人的尊严#于是卡逊发出了
这样的疑问#'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
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应有尊
严(

)

(

*

@"

#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她看来#任何默
认对生命采取残暴行为的人将失去做人的身份%

第三以及第四种因素是放大和并置#也就是说#

转变视觉结构#放大事物的规模#跨越时空将事物并
置%-华尔登湖.就是典型地运用了这两种技巧#使
得每时每刻#或常常感觉到如此#都变成了最重要的
时刻+每个物体都得到了深化+无论多小的事物都不
感到小%

第五个因素是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意识%以上
四种认识方式#即,相互联系#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

放大和并置等#都是服务于环境启示的目的#然而没
有第五种因素#它们不会服务于共同目的%也就是
说#没有第五种因素即环境灾难意识不能构成环境
启示录对话%梭罗就没有强烈的&迫在眉睫的生态
灾难感#虽然面对波士顿周围大片森林迅速消失#他
深感痛惜#并且对威胁&玷污华尔登湖圣洁的伐木
者&铁路以及他自己予以谴责#但梭罗对大自然抗拒
人类的能力仍然充满信心)

+(

*

(FBH(F@

#所以#在梭罗的
文中生态灾难感没有那么强烈和紧迫#他甚至认为
'部分耕种的乡村(优于荒野#'荒野是人类文明的原
料(

)

+!

*

+B!HBB

%直到马什的-人类与自然.的问世#英
语世界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即将发生的环境灾难成因
的环境作品才算出现#马什也因此成了第一个美国
环境灾难的先知#他传达了一种迫在眉睫&振聋发聩
的灾难信号,'地球正变得不适合为其高贵居民的家
园(&人类的贪婪与鲁莽会'将地球沦为贫瘠的蛮荒
之地#甚至导致各种物种!包括人类"的消亡(

)

+F

*

F!

%

他还特意警告患增长癖的美国人不要忽视前人无视
自然限制而获得的痛苦教训#否则美国将会重蹈其
他文明因人为破坏环境而导致衰亡的覆辙%

()

世纪后期环境反乌托邦主义的存在有其重
要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自然的过度掠
夺或过度的人为干预导致自然不可扭转的环境退
化+受蹂躏的自然以压迫者的身份反击人类+人类没
有出路%环境启示论不仅仅是西方人的无所不在的
噩梦#也是全人类的噩梦%生态批评透过生态中心
主义的视野研究生态文学运用环境想象创造生态灾
难意象及想象世界末日恐怖图景的文学&文化策略#

其根本目的在于警示人们,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
主导下的生存范式对自然犯下的种种罪行必然遭到
自然的加倍报复#最终要遭到彻底清算#以此震慑傲
慢的人类#迫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万物同
处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维护和谐的人天关系与
人类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人类要创制辉煌的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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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共同命运
的高度考量自己的行为%由此可知#环境启示录是
通过想象环境灾难唤醒人的生态良知#进而对生态

灾难进行预警%生态文学家想象灾难#恰恰是为了
逃脱灾难#想象末日是憧憬未来#想象死亡是为了新
生#为了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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