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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世纪初$"人类世#概念在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并迅速向人文社科领域传播'科学与人文的交互碰撞产生

了极强的冲击力$引发了普遍的人类世焦虑$形塑了多重宏大叙事$加深了世人对"地球癌症#的认知% 聚焦于气候变

化&毒物书写的人类世文学具有深厚的全球化思想内涵$集生态与政治&伦理与正义&想象与反思于一体'人类世概念为

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或将引发文学研究的"地质

转向#%

关键词#人类世'地球癌症'气候变化文学'地质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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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进入 !"世纪以来#&人类世'"4/IBM'P'.E/E$

概念在国际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受到学者高度评

价#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时刻#堪

比哥白尼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发现#将极大改变世

人对事物的认知'

!

% 人类世既是地球历史的一

个发展阶段#也是地球发展的一种状态#不仅意味

着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环境和发展的主导力

量#同时表明整个地球环境濒临崩溃% 人类世概

念到底是如何提出的#具有什么内涵/ 对文学创

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又该如何研究相关的人类

世文学呢/

一3$人类世%#界定与思考

&人类世'一词最早出现在 !$ 世纪 %$ 年代#

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海洋生物学家尤金2斯托莫

"c?CE/ETI'EMSEM$创造% !$$$ 年#荷兰大气化学

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2克鲁岑 "OL?F

RM?IAE/$和斯托莫正式提出&人类世'概念% !$$!

年克鲁岑在)自然*杂志发表)人类地质学*一文#

详尽阐述了&人类世'的内涵% 他认为#地球已结

束了持续 "" 1$$多年的&全新世'"g'F'.E/E$#进

入了深深烙刻着人类活动痕迹的&人类世'这一

地质年代% 正如他所言!&在过去三百年#人类对

地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增强% 由于人为二氧化碳气

体的排放#全球气候在以后数万年都随之改变%

现在用-人类世.这个术语表示人类主导的地质

时期非常恰当%'

"形象地说#人类活动产生的衍

生物将进入土壤(岩石(冰层#直至&海枯石烂'%

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在国际科学界#尤其在地质学

界引起了广泛重视%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而提出#人类世概念

是对人类活动影响地球程度的客观描述#但该概

念又具有丰厚的人文性#表面上是陈述人类作为

地球环境的主宰而存在#实则令人感受到人类对

地球的伤害% 可以说#自从文艺复兴挣脱神学思

想枷锁(肯定自我价值以来#人类一直醉心于物质

发展和科技进步#内心不断膨胀#逐渐走向了地球

之上&唯我独尊'的极端,人类的贪婪(疯狂的索

取对地球母体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人

类正在走着一条不归路#堕落为吞噬地球机体的

癌细胞%

人类世是对当下人类发展和地球环境所处境

况的描述#在隐喻意义上#是对地球患癌的一系列

代谢紊乱症候群的统称% 人类世癌或地球癌症主

要有三大表征!全球气候变化(毒物泛滥和物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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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降低% 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影响广泛而深

刻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是人类世最重要的表现形

式#因此被称作&人类世的核心表征'

!

#并&将有

可能成为 !"世纪的定性式事件'

"

% 工业文明的

发展模式#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消费

模式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 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使用使空气中二氧化碳(

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浓度不断增高#导致全球气温

不断上升% 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

臭氧耗竭等问题#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造成严重威

胁%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意味着全球变暖#而且还

意味着干旱(热浪(飓风(洪水等极端天气发生的

频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更大#

% 空气境

况(天气和气候是事关地球生命机体呼吸是否均

匀(顺畅的问题#因此对地球存续至关重要,极端

天气频发的地球正如无法正常呼吸(遭受哮喘甚

至肺癌折磨的生命% 人类世癌的另外一个表征是

毒物在全球的泛滥% 人类毒物主要包括化学药

物(核粉尘(塑料污染物等对地球环境和人类自身

造成严重威胁的毒物% 其中#核放射物是人类世

年代确立的重要依据#斯蒂芬妮2马琳认为&放

射物是人类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国际社会上的

核武器试验#核能(核灾难所造成的沉降物不仅散

布在环境中#也在人类社会中++人类世就是核

时代'

$

% 遍布全球的毒物令地球机体病入膏肓#

四处流毒的地球表面正如生命机体上遍布浓疮的

皮肤% 另外#人类世癌还有一个症状是地球宜居

性的降低(物种多样性的降低% 多样性的物种为

地球机体新陈代谢正常运转提供动力#堪称地球

的心脏#但科学研究发现#现在地球上&物种多样

性丧失的速度堪比 # +$$ 万年前恐龙灭绝的速

度'

%

% 这将会导致地球历史上的&第六次生物大

灭绝'% 或许威尔逊的评论并非危言耸听#&我们

把生物多样性心脏的大部分都割下来了% !" 世

纪#我们难逃厄运%'

&

事件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它

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

'

% 人类世

具有多元的&事件性'内涵% 首先#人类世是地质

事件#意味着地球(生命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拐

点#将改变人类认知自我的传统时空观% 人类世

表明已存在 5+亿年的地球进入了新的地质时期#

人类工业化(消费和核时代的&毒物'会残留成千

上万年#甚至百万年#成为地质年代区分的重要依

据% 同时#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和

地球灾难性事件的爆发率将大大增加#人类进入

&有限世界'的时期#地球发展将逐渐失去可持续

性#科学知识的局限和人类自身的无能显露无

遗(

% 无疑#人类世概念使人类超越传统的时空

观#从整个地球空间和历史上重新思考人类% 杰

里米2戴维斯在)人类世的诞生*一书中#认为人

类世概念最重要的意义便是将当下的生态危机置

于整个地球历史中窥察#将&人类纳入地质历史

的洪流中'进行审视)

%

其次#人类世是政治事件% 人类世意味着

&地缘政治"CE'P'F(I(.H$新时期的到来'

*+,

% 人类

世中的气候变化是人类生存的严重挑战#意味着

地球进入&事件'多发期#这些事件会造成地区性

或全球性影响#需要国家多个机构或国际社会共

同应对#需要发挥政治势力的核心作用% 空间(地

理与政治交互作用下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物种

灭绝(海洋塑料污染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将世界各

国联结起来#使世界各国的利益超越了传统的地

域疆界#成为世界各国首脑(政府总理会晤的重要

内容% 各国利益盘根错节#不得不思考生存利益

共同体的构筑#地缘政治话语的重要性得到突显%

&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应当维持在怎样的水

平/ 可以放弃哪些行将淹没的太平洋岛屿/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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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还有什么物种可以存活/ 什么程度上的海

洋酸化和毒物泄露难以接受/'这些棘手问题的

解决都&取决于人类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智慧!

%

因此#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涉及人类世

的地缘政治都将成为重要的政治话语#深刻影响

传统政治的内容和运作模式%

再次#人类世是文化事件% 人类世概念&里

程碑式地将人类列为全球地质发展的施事者'

"

#

是对许多当代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激荡(交

锋和挑战'

#

% 人类世挑战了作为现代西方文化

根基的人类例外论#以及人和自然之间二元对立

的固有思维% 工业文明中#人类活动遍布全球#影

响一切事物#从天空到深海#没有脱离于人类影响

的自然% 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已不复存在#人

与自然界的对立也随之消弭% 人类世时代的降临

意味着&自然的终结'#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文

化#强调对&人类作用深刻变化和责任的认知'

$

%

)人类世哲学!人类转向*一书用&丧钟为谁而鸣'

的反问直指人类#将 &人类责任感提升到新高

度'

%

% 人类世挑战了现代意义上的(脱离自然为

要素的自由% 自从英国哲学家约翰2密尔将自由

界定为&同自然斗争中取得的极大成功'

&

#征服

自然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的重要标志#而在人类世

语境下#自由的内涵发生重要变化% 人类世孕育

着&思维的革命'

'

#需要采取一种新的环境人文

思想#&因为这个-裸体的猿类.使地球陷入的人

类世不仅仅是生物层面的#也包含社会的(意识形

态的体系%'

(

二3人类世宏大叙事和文学再现

在福柯看来#故事(叙述#尤其是&作为宏大

叙事的历史和文化故事蕴含着话语权力#形塑着

社会权力的分配'

)

#影响人类的活动(知识生产

和价值取向#乃至社会的发展% 人类世的降临同

叙事密切相关% 正是因为&工业现代化的精英们

通过故事不断强化自然是外在的(无目的性的#世

界就是资源#人类例外主义#进步和自由就是摆脱

自然的力量和限制等'

*+,观念#人类才在无视自然

规律(破坏地球生态和环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应当说&故事'造就了人类&不堪回首的'的过去#

同样#&如何讲述人类世的故事将形塑着我们的

未来'

*+-

% 人类世话语的&建构将产生重要后果#

对于我们推进针对复杂的生态危机的生态行动主

义以及政治活动极为关键'

*+/

% 我们对过去和当

下行为的叙述对于未来会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L.I'M/EI\'M0

IBE'MQ$#人和科学&都是知识生产方面不可或缺

的重要元素'

*+0

,面对人类世挑战#除了科学研究(

理性判断#我们也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为

环境发声#为地球负责,当代人对地球的态度将对

地球和人类的命运产生深刻影响!&我们是了解

我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地球系统的第一代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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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姜礼福#等!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

也是有权力和责任改变我们和地球关系的第一代

人%'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断

加重#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

家(记者(政治家(行动主义者等都从各自领域阐

述人类世#&形成了人类世多种叙事的交织'

"和

产生广泛影响的宏大叙事#表现出他们对人类世

现状的焦虑(思考和拷问%

西方学者对人类世宏大叙事进行了相关探

讨% 宏大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其产生动机源于

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所抱有的某种希望或恐惧%

人类世的宏大叙事是在地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

语境下#关于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思考#是人类

觉醒(警醒的叙事% 博纳伊和弗雷索在)人类世

震撼!地球(历史和我们*"&'%=')80)2-'%?#-'/)U

+)8%#%! &'%K3/-'# T"1-)/B3#< L1# !$"#$中的相

关论述受到学术界关注% 总体而言#与人类世相

关的宏大叙事可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人类世的&自然主义,官方叙事'

"/LI?MLF(HI,'JJ(.(LF/LMMLI(VE$% 在主流科学杂志和

媒体中#自然主义叙事是人类世的主流叙事方式#

是关于&人类-由采猎者转化到全球地质力量.的

故事'

#

% 此类叙事主要包含以下观点!人类是造

成地球变化的主要力量,当前基于科学的全新的

环境意识迥异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对环境危机根

源的无知,科学家在挽救人类和地球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需要有更多绿色科学技术拯救地球% 这

种叙事相信绿色科技的修复功能#因此#摆在科学

家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实现环境的持续性发展%

第二种是&后自然叙事' "P'HI

2

/LI?ME/LMMLI(VE$%

此类叙事将人类世视作自然的终结#认为自然

&已死'#处处留有人类烙印#世间万物皆为人类

营构#但是#作为技术2自然混合体的主导者#人

类依然应为自己创造感到自豪% 此类叙事相信科

技的控制功能#认为现代化的速度还需加快#只有

这样才能应对人类世中出现的各种挑战% 第三种

宏大叙事是&生态灾难叙事'"E.'

2

.LILHIM'PB(HI$%

这种叙事认为#人类世意味着现代化的无限增殖#

必然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灾难% 人类陷入

现代性的泥沼不能自拔#崩溃(暴力和战争成为必

然% 此类叙事不再相信绿色技术可以拯救地球#

对科技的修复功能持怀疑(消极态度#摒弃在现有

的社会2经济体制中或框架下通过技术手段拯救

地球的想法#认为突围人类世困境最迫切的是转

变现有的主要的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 第四种

是 &生 态 马 克 思 主 义 叙 事 ' " E.'

2

KLMN(HI

/LMMLI(VE$% 主要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和阶级等

的相关叙述#此类叙事将人类世视作源于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认为人类世是关于在地球体系中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陈代谢'难以为继的时

代和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前两种叙事基于人类

世为历史进步的理念#而后两种叙事则以批判人

类世为主导思想$

%

这些宏大叙事形塑了有别于 &生命权力'

"]('P'\EM$的&地质,地理权力' "CE'P'\EM$% "6

至 !$世纪有关人类生命自身的关注和相关知识

的积累催生了&生命权力'#其聚焦于生命自身及

其政治内涵#性别(种族等人际关系成为重要话

题% 冷战以后形成的关于全球环境的新的知识2

权力不仅涉及&生命'而且涉及&地质'% 继&生

命'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同时成为知识和

政府的关注客体#分别呈现为&地质知识'和&地

质权力'% &星球公民'的主体性#全球环境危机

的地质转向#全球卫星监控系统#所有这些都表明

将地球及其运行机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知和控

制的新的地质权力的滥觞和新的知识2权力机制

的诞生%

%

无疑#这些宏大叙事为我们认知人类世提供

了充分的背景知识#也必然形成话语权力#改变我

们的行为!&各种关于人类世的叙事都具有操演

性% 它们可以阻碍或推进一些集体行为% 由此#

生成一个不同的地球%'

&

15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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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的形成源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研

究者(政治家(媒体等的共同建构#人文学者亦发

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人类世时代&比其他任

何时代都需要文学批评家(作家(历史学家和行动

主义者之间的合作'

!

% 文学在人类世宏大叙事

以及建构新的知识2权力机制中具有独特价值%

但人类世的文学再现并非易事#气候变化是典型

的&超级物' "BQPEM']-E.I$#由于气候问题的宏观

尺度与个人感受的微观尺度之间的矛盾#很容易

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如此#如何传递(叙述

气候变化也往往是个挑战% 美国学者亚当2特雷

克斯勒在)人类世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

"?#-'/)+)8%#%D"8-")#1! &'%E);%,"# 3 &"*%)2(,"U

*3-%('3#4%# !$"+$中对近 5$年来的气候变化小

说进行梳理#发现&呈现人类世是极为困难的'

"

%

印度作家阿米塔夫2高希"4S(ILVWB'HB$在)大

错乱!气候变化和想象困境* "&'%R/%3-P%/3#4%U

*%#-! (,"*3-%('3#4%3#< -'%L#-'"#03@,%# !$"#$

中对当下人类世文学的发展现状表示焦虑#认为

在环境危机不断加重以及&大加速'的背景下#如

果作家对此依然置若罔闻(不负起应有的责任#现

阶段的文学创作将会被称作&大错乱'时期%

尽管如此#依然涌现出一大批基于气候变化(

核灾难或毒物为故事背景或内容的作品% 这些作

品往往采用后启示录(生态预警(反乌托邦或生态

灾难小说等文学体裁#反映出 !"世纪外国文学往

往&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以及聚焦&战争(灾难(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主题

特征#

% 其中#气候变化文学在人类世文学中发

展最为迅猛#新世纪反映气候变化的小说就有上

百部% 着力气候书写的不仅有当今世界文坛的巨

擘#也有冉冉升起的新锐作家%

英国作家巴拉德"7)W)bLFFLM&$的)被淹没的

世界*"&'%P/)G#%< .)/,<# "6#!$堪称当代气候

变化书写的奠基之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气候

变化文学创作在新世纪呈现出蓬勃之势% 大部分

气候变化小说都以洪水(热浪(干旱(极寒(灾难性

风暴为故事背景或主题#重要的作家作品不胜枚

举#如美国作家 X2R2博伊尔"X)R)b'QFE$的

)地球之友*"?D/"%#< )2-'%K3/-'# !$$$$#加拿大

女作家玛格丽特2阿特伍德"KLMCLMEI4I\''&$被

称之为&末日三部曲'的)羚羊与秧鸡*"M/B63#<

(/30%# !$$*$()洪疫之年*"&'%5%3/)2-'%D,))<#

!$$6$()疯癫亚当*"H3<<?<<3*# !$"*$#金2斯

坦利2罗宾逊"e(STIL/FEQa'](/H'/$被称之为

&首都科幻三部曲'的)雨的四十种征兆* "D)/-B

="4#1)2>3"# $( )零下五十度 * "D"2-BP%4/%%1

J%,)G#!$$+$和 )生死六十天* " ="6-BP3B13#<

()$#-"#4# !$$1 $ 以及 )纽约 !"5$ * "E%G5)/0

!"5$# !$"1$#伊恩2麦克尤恩"GL/ K.c\L/$的

)追日* "=),3/# !$"$$#芭芭拉2金索沃"bLM]LML

e(/CH'FVEM$ 的 )飞 逃 行 为 * " D,"4'-J%'3;")/#

!$"!$#纳撒尼尔2里奇" L̀IBL/(EFa(.B$的)末日

危机* "M<<1?43"#1-&)*)//)G# !$"*$ 和保罗2

巴奇加卢皮 "OL'F'bL.(CLF?P($的 )水刀* "&'%

.3-%/N#"2%# !$"+$等%

在发展衍变过程中#气候变化文学显现出鲜

明特征% 首先#在这些作品中#气候变化不再是抽

象的概念#而是故事发展(主题呈现的源动力% 基

于此#小说往往融科学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现实

与科幻于一体#给读者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

其次#在应对气候问题的情节设计上#作品经历了

由倾向于宣扬美国一国主导到世界各国合作共同

应对气候挑战的嬗变% 再次#在内容呈现方面#由

反映一个地区或一国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拓展到

对全球规模影响的描摹% 另外#在文学样式选择

方面#由科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为主逐渐延伸到

推理小说(恐怖小说(动作冒险小说(浪漫小说等#

近两年兴起的现实主义人类世小说是最新发

展$

% 最后#在主题方面#气候变化文学往往聚焦

于人类的绝望(人性的黑暗(技术的局限(政治的

博弈等主题#充分展现了文学家对人类世时代的

焦虑以及摆脱人类世困境的愿景%

另外#毒物文学#尤其核灾难文学也是人类世

的重要文学呈现形式% 人类制造的塑料(农药(化

肥#人类活动产生的有毒废物#尤其是核废物对人

类自身和全球环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成为人类

世作家的重要呈现主题% 毒物书写发轫于卡逊

"6#!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其中的反毒物精神

在唐2德里罗"8'/ 8EF(FF'$的)白噪音* ".'"-%

E)"1%# "6%#$(约翰2厄普代克"7'B/ >P&(0E$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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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安息* ">3@@"-3->%1-# "66$$(桑德拉2斯

坦格拉伯"TL/&MLTIE(/CML]EM$的)生活在下游!一

个生态学家对于癌症与环境的调查* " :";"#4

P)G#1-/%3*! ?# K8),)4"1-:))013-(3#8%/3#< -'%

K#;"/)#*%#-# "661$中得以延伸% 美国小说家科

马克2麦卡锡的小说)路*"&'%>)3<# !$$#$ (俄

罗斯女作家塔季扬娜2托尔斯泰娅"XLIQL/LX'F@

HILQL$的长篇小说)野猫精*"=,B#6# !$$$$则都基

于核爆炸或和核灾难#是典型的 &核灾文学'

作品%

三3人类世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

探索

人类世概念的提出对文学研究和批评意义深

远% 蒂莫西2克拉克认为&人类世语境下的批评

解读意味着过去的和现有的意识(理解的不可逆

转的割裂'

!

% 一方面#人类世概念改变了人们对

环境议题的认知#&为思考和书写环境议题提供

了全新的框架'

"

% 另一方面#为环境书写的批评

和阐释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在人文领域提出新

概念(发展新方法'#因为在人类世#&社会(文化

和政治的秩序和全球范围的具体的物质和能源流

通的技术2自然秩序密切交织#共同演进',研究

者甚至认为人类世概念&将人文和社会科学掀了

个底朝天#动摇了范式和范畴% 现在是地球系统

科学而非历史学家来命名我们所处的时代% 人文

领域的学者需要在成千上万年的地质级别的视角

重新审视人类行为'

#

%

最近几年#西方学者将人类世作为一种研究

视角和方法论#并进行了相关探索% 其中#英国教

授蒂莫西2克拉克"X(S'IBQRFLM0$的专著)生态

批评前沿!以人类世概念切入*"K8)8/"-"8"1*)# -'%

K<4%! &'%?#-'/)+)8%#%313 &'/%1'),< ()#8%+-#

!$"+$(美国学者亚当2特雷克斯勒 "4&LS

XMENFEM$的)人类世小说!气候变化时代的小说*

"?#-'/)+)8%#%D"8-")#1! &'%E);%,"# 3 &"*%)2(,"U

*3-%('3#4%# !$"+ $# 安东尼娅 2 梅赫纳特

"4/I'/(LKEB/EMI$的著作)气候变化小说!全球变

暖在 美 国 文 学 中 的 再 现 * " (,"*3-%('3#4%

D"8-")#1! >%+/%1%#-3-")#1)2R,)@3,.3/*"#4 "# ?*%/U

"83# :"-%/3-$/%# !$"#$等对人类世文学研究和批评

做出直接贡献% 蒂莫西2莫顿的)超级物!世界

末日之后的哲学和生态*"TB+%/)@F%8-1! 9'",)1)+'B

3#< K8),)4B32-%/-'%K#< )2-'%.)/,<# !$"*$也为

人类世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另外#

物质生态批评聚焦于物质及其实施能力#以及

&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质通过内在互动生成故事

的能力'

$

#可以为人类世文学研究提供重要

借鉴%

总体而言#人类世文学是人类世时代的产物#

也是人类世的文学再现#要对其进行研究#并实现

批评话语的建构#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立足新兴的&环境人文学科' "E/V(M'/@

SE/ILFB?SL/(I(EH$#采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

方法#重点考察人类在地球上的身份和地位问题%

要阐释(应对人类世书写#需要将环境和哲学(历

史等学科结合起来#探索新的环境人文学科% 哲

学家杰米森"8LFE7LS(EH'/$认为人类世显现了

&人类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强大力量#同时显示

了人类极度的无能#因为很多改变及其后果并非

人类所愿#通过个人或小集体也无法得到弥

补'

%

% 这揭示了很多人类世文学作品中#人类具

有造成气候变化的力量#又不得不黯然面对末日

情境% 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的重叠成为人类世的

重要特征#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人类世文学书写时#

需要重视作品的历史维度% 印度裔历史学家查卡

拉巴提"8(PEHB RBL0ML]LMIQ$的)气候的历史!四

条论纲* "&&'%(,"*3-%)2T"1-)/B! D)$/&'%1%1'#

!$$6$一文在整个西方人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

响#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文中#针对气

候变化为理解历史创造的新语境#查氏认为我们

要摒弃启蒙运动以来以人类为中心开展自我界定

的主要方式#需要把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结合起

来#这篇文章成为&在文化范畴内#理解人类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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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质问题的主要文献'

!

% 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学

说为人类世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沃克

"K.eE/A(EdLM0$在)分子红!人类世理论* "H)U

,%8$,3/>%<! &'%)/B2)/-'%?#-'/)+)8%#%# !$"#$中

对人类世及其理论话语进行建构% 他基于马克思

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SEIL]'F(.M(JI$#认为人类世

就是&一系列的新陈代谢过程的断裂#人力和技

术将一个又一个分子塑造成人类所需之物#但废

物却无法回收#循环无以为继% ++是新陈代谢

断裂全球化的表现'% 这些不同学科的相关论

述#都指向一个共同问题#也就是人在地球上的地

位和位置的问题"

#人类能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事

关自己的未来%

第二#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探讨人类世发生

的根源和过程% 人类世不仅仅是一个地质概念#

同时也揭示了过去两个半世纪独特的人类历史#

标志着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的转折% 社会科学视

角下的人类世把人类(时间和历史作为研究焦点#

旨在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 人类世时代的到来与

西方国家#尤其与英美发达国家密切相关% 事实

上#&从 "%$$年到 "6+$ 年#地球上 #+:的二氧化

碳气体都是由英美排放的%'

#因此#从历史的维

度#人类世也可称为&白人世'"4/CF'.E/E$% 历史

进程中的英美工业革命(资本积累(世界体系(帝

国主义(战争和军事(不平等交换(福特主义(消费

主义等都是导致人类世降临的重要因素% 这要求

必须采用一种历史维度对人类世开展研究% 阿米

塔夫2高希认为&当下有关人类世气候变化的话

语主要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而亚洲在气候危机议

题的中心地位并未得到凸显'

$

% 相应地#在对人

类世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上#在探究人类世的内在

根源时#西方研究者往往剑指资本主义#而忽视帝

国和帝国主义在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突破生态批评中传统的&地方'思想#

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激荡的历史潮流中#采用

全球视域的研究方法#探讨人类的主体责任和全

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英美环境主义者一直

认为地方意识是生态维护的核心#但气候变化对

这一批评方法提出挑战% 裂痕则源于人类世批评

对全球视野的内在需求%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

题#其解决也必须依赖于全球行动#而全球行动则

首先需要全球意识的确立以及全球低碳共同体的

建构% 这呼唤一种新的星球归属或&生态2全球

主义'"E.'

2

.'HS'P'F(IL/(HS$思想的诞生% 在)地

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一书中#

厄休拉2海斯认为在新的语境下应当突破传统美

国生态批评&地方'的限制#实现去地域化和生态

世界主义#&将个体和群体看作人与非人类所共

有的全球性-想象社区.的一部分'

%

% 海斯关于

生态全球主义的论述为人类世文学研究和批评提

供了重要借鉴% 人类世小说因对气候变化情境下

环境和生态灾难事件及其影响的关注而成为&可

以把全世界人们团结起来的生态2世界主义'思

想的文学% 其实#这正是充盈人类世小说的内在

气质要求% 这要求在相关研究上#必须超越传统

的地方意识#采用全球视野#考察作家在书写中对

建构全球低碳共同体所做出的努力% 基于地方(

放眼全球#既体现了人类世小说的内在价值取向#

也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研究方法%

第四#挖掘人类世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

涵#坚持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文化立场% 政治

和意识形态化研究不仅可以适用于经典作家的作

品阐释&

#也适用于人类世文学#尤其是气候变化

文学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性#不仅是环

境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涉及社会伦理与公平正

义#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尤其是中美两个碳排

放大国% 随着气候问题日趋严重#因水资源(碳减

排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不断#这也成为文学

再现的焦点% 中国元素成为西方气候变化文学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 但是#一些西方作家对中国的

偏见根深蒂固#在气候书写中往往不露痕迹地

&夹带私货'或赤裸裸地颠倒黑白#扭曲中国历史

和现实#主要涉及人权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

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充满了中国威胁论调#体现

了作家的无知(高傲或居心叵测% 气候变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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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姜礼福#等!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

在青年群体中接受度高(传播广(影响大#在警醒(

启迪人们的同时#可能将一些文化偏见植入年轻

人头脑#使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产生偏

差#因此必须保持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立场#挖

掘作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以正视听#这也是

我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四3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世概念不仅是一个地质学概

念#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视角(方

法和策略#引导研究者从更为宽广的时空中审视

作品#关注气候(岩石(冰层(碳等地质元素% 人类

世概念的提出及其现实指涉令人振聋发聩#人类

不得不面对自我堕落为 &地球癌细胞'的事实#但

人类和癌细胞的不同点在于癌细胞只会无限扩

张#而人类具有&自反性'#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

和文化改变行为和思维模式#从而实现由癌细胞

到良性细胞的转变% 人类世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

于人类文化和思维的转变#而人类世文学的功用

不可小觑#诸多文学家通过作品以预警的方式宣

扬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紧迫性和全球性#化身

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者和剖析地球沉疴的

医生#体现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人类世文学具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采用多维研究方法#将有利

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世#聚集权力话语(转化为

行动力#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世文学的主

题和内涵也具有复杂性#在研究中需要保持意识

形态的敏感性(坚持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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