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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生态批评理论的多元互补!

张慧荣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蚌埠 !))###$

摘4要#!"世纪生态批评理论呈现新趋势!即物质性%叙事性和可持续性等多元理论的互补性" 物质性肯定物质普

遍存在的解释能力!物质皆有叙事力!物质与意义构成了#故事讲述的世界$&叙事性意味着叙事在生态批评中得到认

可!生态叙事研究对于生态批评做出了贡献!实现了环境叙事的理论化&可持续性与阿莱莫关于#可持续性$忽视非人类

自然的观点相呼应!生态批评以#可持续性$文学为文本!激发读者思考从气候异变!到日常生活中水和能源的使用%交

通%建筑和食物等现实层面相关的可持续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生态批评多元理论之间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展现了

克服二元对立思想和为保护环境而进行变革的趋势"

关键词#物质生态批评& 物质性& 叙事性&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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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生态批评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蓬勃发展#

&浪潮'一词常被用以描述生态批评在不同阶段

的主要特征#主要包括!强调&自然书写'#关注

&荒野'的第一次浪潮.以多文体(多文化为特色#

更加关注地方文学和环境正义的第二次浪潮.将

后殖民理论和环境人文学相结合#进行跨文化的

生态批评研究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以物质生态

批评为代表的第四次浪潮#包括强调动物主体性

和释能力"I>A/.Q$的动物生态批评(植物生态批

评和后人文主义研究% 实际上#由于生态批评各

阶段都在兼收并蓄前续思想的基础上展现新趋

势#&浪潮'一词容易引起后浪取代前浪的歧义%

本文将着重论述受斯特西 - 阿莱莫 " 9KI.Q

5OI'L&$和苏珊-海克曼" 9WPI/ :A0LI/$ )物质

女性主义* "8#%()&#14(5&$&*5*# !##$$影响的 !"

世纪生态批评呈现的新趋势% 拟回答以下问题!

新物质主义在生态批评如何得以体现.生态批评

采用什么样的表述策略以适应研究主题的物质转

向.生态批评如何围绕&可持续性'文学主题进行

研究% 作者认为#!"世纪生态批评的新取向包括

物质性(叙事性和可持续性% 物质性肯定物质普

遍存在的释能力!

#物质皆有叙事力#物质与意义

构成了&故事讲述的世界'.叙事性意味着叙事在

生态批评中得到认可#生态叙事研究对于生态批

评做出了贡献#实现了环境叙事的理论化.可持续

性与阿莱莫关于&可持续性'忽视非人类自然观

点的相互呼应#生态批评以&可持续性'文学为文

本# 激 发 读 者 思 考 从 气 候 异 变 " SO'LIKA

SNI/>A$

"

#到日常生活中水和能源的使用(交通(

建筑和食物等现实层面相关的可持续性生活方式

的可能性% 生态批评多元化理论之间形成了相互

补充的关系#展现了克服二元对立思想和为保护

环境而进行变革的趋势%

一4物质性

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也被称为&新物质主

义'% 物质生态批评指在新物质主义思想影响下

揭示文本与世界的联系% 它不仅带来新的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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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安徽全椒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美国文学研究%

本文采用物质生态批评的&释能力"I>A/.Q#I>A/K'..IHI.'KQ$(&释能者"I>A/K$'和&叙事力"/IJJIK'RAI>A/.Q# /IJJIK'RA.IHI.'KQ$'等

术语#以区别于具有主客二分性质的其它表述方式%

"$+#年代后期#科学家报道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导致气候异变% 现在我们已经见证了我们想象中的气候异变噩梦正

在逼近% !#"2年夏天酷热#据耶鲁气候报告#美国 "1个州出现有记录的最热二月.俄罗斯和阿拉斯加的永久冻土融化#产生冰洞.南极

巨大冰块分离% !#"+年的美国加州火灾也与气候异变导致的干燥有关%



第 !!卷 张慧荣!!"世纪生态批评理论的多元互补

中心主义说#也带来分析语言和现实(人类和非人

类(智识和物质的新方法% 一些学者的著作对于

新物质主义与生态批评的结合产生了影响#如戴

维-艾布拉姆"GIR'% 5YJIL$ 的)变为动物*"G(M

/.5&$, 0$&5#1!0$ C#)%613?.*5.1.,3# !#"#$#阿莱

莫的 )有躯体的自然* "G.-&13;#%")(*! 2/&($/(#

C$L&).$5($%# #$- %6(8#%()&#12(1'# !#"#$#凯伦-

巴拉德 " ÎJA/ ]IJI%$ 的 )和宇宙各半交融*

"8((%&$, %6(N$&L()*(A#1'K#3# !##2$#简-本尼特

"7I/A]A//AKK$的)活跃的物质* "O&@)#$%8#%%()#

!#"#$#赛仁娜拉-伊奥凡诺"9AJA/AOOIX&R'/&$和

瑟皮尔-奥普曼"9AJH'OEHHAJLI//$的)物质生态

批评*"8#%()&#1C/./)&%&/&*5# !#"6$ % 上述作品表

达的共同思想是故事和释能力并非人类独有#而

是内在于世界的各种现象之中% 本尼特提出的

&释能力'

!

(阿莱莫提出的&通透性"KJI/P

3

.&JH&?

JAIO'KQ$'

"都阐释了人类身体与非人类世界之间

不可避免的交互关系%

物质生态批评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

)物质生态批评*% 该著作分析了物质力量与物

质#物质的释能力(过程(叙事和故事之间的联系#

从新的角度认识世界% 物质生态批评认为释能力

无处不在#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皆有物质性和释能

力% 非人类释能者指的是具有表达能力的各种存

在物的聚合体"IPPALYOI>A$#聚合体不仅包括有

感知能力的动物和其它生物有机体#也包括石头(

水和树木等物体% 人与非人类自然构成具有释能

力的有活力的联体"LAPN$% 世界上的物质现象

都是这个联体的可被阅读的结点#每个结点都是

&地球隐喻'#通过这些结点#我们可以看到自然

与非自然的关系中存在风险% 人类和非人类相互

交织在这个联体中#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和释

放力量#形成势场"@'AO% &@@&J.A$% 意义与物质之

间没有清晰界限#有机体的&内部'与&外部'的物

质与符号之间紧密联系#构成形体内部与形体之

间(物质与话语实践之间相互转换的动态过程#这

也是&通透性'的表现% 宇宙中充满符号#世界上

的生物圈与符号圈相互渗透#形成物质3符号网

"LIKAJ'IO

3

PAL'&K'./AKZ&J0$% 人(非人类自然与

他"它$们的故事或叙事相互交织在这个网中#物

质世界成为充满符号(意义和目的#不断演化的和

&故事讲述的世界' "PK&J'A% Z&JO%$

#

% 文本的范

畴可以拓展到所有物质#物质生态批评试图探究

这种文本的含义#同时也对物体和其文学再现进

行联系与比较%

物质生态批评关于&物质性'的理论可与原

住民万物有灵论相类比% 在美国印第安文化中#

包括石头在内的物体都拥有灵魂% 美国印第安作

家欧文斯"C&W'PEZA/P$的小说)狼歌*"P.1'*.$,#

"$$2$讲述了印第安少年汤姆由于受到同化教育

与印第安传统文化疏离的故事% 但他在经历了传

统印第安&汗屋'仪式后#身体得到净化#获得了

成长动力% &汗屋'仪式在就地取材搭建的棚屋

中举行#仪式中使用的石头被设想为祖先灵魂的

体现#经火加热后释放热量#给参加者带来全新感

受% 仪式中的石头是表明矿物具有生命力的明

证#是&有故事的物质#在人类的头脑中#并在具

有自我形塑力量形成的结构中展现自己的叙

事'

$

% 物质生态批评与印第安万物有灵论的联

系可以促进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关于本土身份和

物质世界的对话#有助于寻求对抗全球资本主义

所依靠的权力结构的方法#以探索应对气候异变

和环境恶化的对策%

伊奥凡诺还从物质生态批评视角分析了意大

利那不勒斯的火山岩% 当地岩石的多孔性特点存

在于&物质和符号层面#这种多孔性促成了物质

转化(新陈代谢#以及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

%

%

她将石头与那不勒斯的历史故事相联系#以展现

&城市矿物化的各种节奏#是包括有机物(物质构

造(基因(语言或思想的持续变化的变体的一部

分'

&

% 她认为物质生态批评视角对于理解该市

的社会文化发展必不可少% 可见#对于平原印第

安人和伊奥凡诺来说#石头不仅是建筑用固体材

料#而且是展现所有物质皆是活跃的和不断变化

的释能者的例证%

物质生态批评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表明人类只是存在于与万物相互联系的联体中的

物质之一#而不是塑造世界的唯一&施动者'% 世

*6

!

"

#

$

%

&

]A//AKK# 7I/A(O&@)#$%8#%%()! 0B.1&%&/#1C/.1.,3.'>6&$,*(GWJNIL! GW0ADM# !#"## H([''(

5OI'L&# 9KI.Q# I/% 9WPI/ :A0LI/(8#%()&#14(5&$&*5*(]O&&L'/>K&/! X/%'I/IDM# !##2# H(!)+(

X&R'/&# 9AJA/AOOI# I/% 9AJH'OEHHAJLI//(8#%()&#1C/./)&%&/&*5(]O&&L'/>K&/! X/%'I/IDM# !#"6# H(*(

X&R'/&# 9AJA/AOOI# I/% 9AJH'OEHHAJLI//(8#%()&#1C/./)&%&/&*59]O&&L'/>K&/! X/%'I/IDM# !#"6# H(+)(

X&R'/&# 9AJA/AOOI(&TIKAJ'IÒ .&.J'K'.'PL! TIKAJ'IO'KQ# 5>A/.Q# I/% T&%AOP&@;IJJIK'R'KQ'(C/.Q.$n# !#"!# ) ""$! 2) (

X&R'/&# 9AJA/AOOI(&TIKAJ'IÒ .&.J'K'.'PL! TIKAJ'IO'KQ# 5>A/.Q# I/% T&%AOP&@;IJJIK'R'KQ'(C/.Q.$n# !#"!# )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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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一个物质3符号网#文本的范畴可以拓展到

所有物质#这就为解读包括人类(非人类物种和其

它物质世界的叙事和故事提供了新思路%

二4叙事性

物质生态批评认为人类和非人类自然都有叙

事力#认可人类生活在充满故事的世界#肯定了叙

事和故事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 叙事研究

"/IJJIK'RAP.N&OIJPN'H$悄然兴起#着重探究生态叙

事和讲故事何以成为生态批评的一种表述策略%

"$$*年 "#月&西部文学联合会会议'在温哥华市

召开#会议主旨为&叙事研究!生态批评中的讲故

事'#相关论文阐释了叙事研究之于生态批评的

作用% 此后#斯科特-斯洛维克"9.&KK9O&R'.$在

其专著)走出去思考* "R.&$, 0K#3%.>6&$E! C$M

,#,(5($%# :(%)(#%# #$- C/./)&%&/#1:(*7.$*&@&1&%3#

!##+$的第三章&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观#交流

和接触'中#强调&生态批评需要讲故事#要使用

叙事作为文学分析常用的#或偶尔使用的策

略'

!

% 该文以一系列作品为例#说明讲故事在生

态批评中的广泛运用%

当叙事和叙事研究在生态批评中逐渐确立地

位之时#爱琳-詹姆斯" J̀'/ 7ILAP$提出了生态

叙事学" .̀&/IJJIK&O&>Q$概念#将环境叙事提升到

理论层次% 她的专著)故事世界协议!生态叙事

学和后殖民叙事*">6(2%.)3K.)1- 0//.)-# C/.$#)M

)#%.1.,3#$- B.*%/.1.$&#1;#))#%&L(# !#"*$#阐释了

生态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结构(叙事的读者影响和

环境叙事的基本目的的学术研究% 詹姆斯表明#

物质生态批评所强调的叙事中的物质释能力再现

构成了生态叙事学的理论基础"

% 她指出&故事

世界"9K&JQZ&JO%$'

#是&一种叙事人物活动于其

中#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想

象的语境和环境模式'

$

% 该著作通过分析后现

代后殖民文本#展现这些文本中的叙事如何采用

生态叙事学的方法#重新探讨了主体性(再现和环

境等叙事和生态词语的含义% 她指出阅读后殖民

文本中的故事世界#有助于生态批评者更好地思

考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和环境议题如何通过叙事

结构得以展现% 生态叙事学有助于生态批评者发

现和探讨叙事结构如何使读者借助想象#模仿并

生活于故事环境中#使读者能从另一个角度体验

这些环境#看到这种叙事结构与该叙事文本所依

托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

激发的想象力可能影响其世界观%

%

作为对生态叙事研究的补充#阿丽萨-韦-

冯-莫斯纳"5OA[IhA'0 R&/ T&PP/AJ$的专著)感

悟生态体系!共情#情感和环境叙事* "0''(/%&L(CM

/.1.,&(*! C57#%63# C5.%&.$# #$- C$L&).$5($%#1

;#))#%&L(# !#"2$结合认知学与认知文化研究等相

关理论#从认知(感悟和情感等心理视角进一步探

讨了我们与环境叙事的情感联系#提出了心理生

态批评方法#表明人类可以采用具有生物普适性

和文化特殊性的方式与环境叙事互动% 莫斯纳认

为叙事&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不仅

指书本和屏幕上想象的世界#也指我们毕生生活

于其中的世界'

&

% 莫斯纳指出我们的思想通过

物质身体得以体现#并嵌入到物质环境中% 作者

还区分了两种叙事#即描述我们现在和过去经验

的叙事#和我们有意识构建和品读的叙事% 后者

聚焦人与环境之间的感觉经验和身体与环境之间

互动的表达#是一种环境叙事'

% 莫斯纳强调#生

态批评长期以来倾向于科学方法(致力于改善人

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叙事的作用#因此心理生态

批评的环境叙事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在世界物质性和物质叙事力的理论预设基础

上#生态叙事学和环境叙事研究分析叙事中的环

境以及环境可能对于读者的作用#以便激发读者

的共情#展现读者的思想被转换到叙事所描述的

世界的过程#建立读者与叙事中人物的情感联系#

16

!

"

#

$

%

&

'

9O&R'.# 9.&KK(R.&$, 0K#3%.>6&$E! C$,#,(5($%# :(%)(#%# #$- C/./)&%&/#1:(*7.$*&@&1&%3(fA/&! ;ARI%IDM# !##+# H(!+(

7ILAP# J̀'/(>6(2%.)3K.)1- 0//.)-# C/.$#))#%.1.,3#$- B.*%/.1.$&#1;#))#%&L(*9C'/.&O/ I/% C&/%&/! ;AYJIP0IDM# !#"*# H()!(

爱琳-詹姆斯的 &故事世界'" 9K&JQZ&JO%$特指读者为了理解叙事而在头脑中想象的叙事人物活动于其中的语境和环境#参见

J̀'/ 7ILAP# >6(2%.)3K.)1- 0//.)-!C/.$#))#%.1.,3#$- B.*%/.1.$&#1;#))#%&L(*#H(!6)% 此外#)物质生态批评*中使用的&叙事"/IJJIK'RA$'有别

于詹姆斯-费南"7ILAPMNAOI/$从叙事学视角所定义的&叙事'#费南将&叙事'定义为&某人为了某目的#在某场合告诉其他人发生了某

事'"MNAOI/ "+$#参见7ILAPMNAOI/#+&L&$, %.>(11#@."%D%! 0:6(%.)&/#$- C%6&/*.'?6#)#/%.);#))#%&.$# !##*# H("+% 詹姆斯关于叙事的定

义主要借鉴了费南的观点#詹姆斯关于&故事世界'和&叙事'的观点体现了将物质生态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倾向%

7ILAP# J̀'/(>6(2%.)3K.)1- 0//.)-# C/.$#))#%.1.,3#$- B.*%/.1.$&#1;#))#%&L(*9C'/.&O/ I/% C&/%&/! ;AYJIP0IDM# !#"*# H(!*)(

7ILAP# J̀'/(>6(2%.)3K.)1- 0//.)-# C/.$#))#%.1.,3#$- B.*%/.1.$&#1;#))#%&L(*9C'/.&O/ I/% C&/%&/! ;AYJIP0IDM# !#"*# HH(!1

3

)"(

T&PP/AJ# 5OA[IhA'0 R&/(0''(/%&L(C/.1.,&(*! C57#%63# C5.%&.$# #$- C$L&).$5($%#1;#))#%&L((S&OWLYWP! EN'&9KIKADM# !#"2# H(2(

T&PP/AJ# 5OA[IhA'0 R&/(0''(/%&L(C/.1.,&(*! C57#%63# C5.%&.$# #$- C$L&).$5($%#1;#))#%&L((S&OWLYWP! EN'&9KIKADM# !#"2# H(2(



第 !!卷 张慧荣!!"世纪生态批评理论的多元互补

构建读者与环境和文化沟通的桥梁%

三4可持续性

物质生态批评表明人与非人类自然都有释能

力#这就意味着环境问题是人类工业化生产活动

与环境中其它物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此共识基

础上#当代人文学者关注社会现实#探讨&可持续

性'议题#以应对环境危机% !#"! 年#美国&现代

语言联合会"TC5$'的)现代语言联合会期刊*

"B8+0$出版了 &可持续性'主题专刊#从新物质

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可持续性'话语进

行了 探 讨% 阿 莱 莫( 丹 恩 - 布 莱 顿 " GI/

]JIQK&/$(斯蒂芬妮-莱门纳格"9KAHNI/'ACATA?

/I>AJ$(斯蒂芬妮-富特 " 9KAHNI/'Ag&&KA$(林

恩-凯勒 "CQ// ÂOOAJ$(史蒂文-门茨 " 9KARA

TA/K\$(罗伯-尼克松"f&Y ;'[&/$和卡尔-齐默

若" ÎJO9(U'LLAJAJ$等学者都从不同学科视角

参与了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展现了人文科学

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

阿莱莫的论文)可持续这个#可持续那个!新

物质主义#后人文主义和未知未来*"&9WPKI'/IYOA

VN'P# 9WPKI'/IYOAVNIK! ;AZTIKAJ'IO'PLP# M&PKNW?

LI/'PL# I/% D/0/&Z/ gWKWJAP'# !#"!$揭示了&可

持续性'话语的人类中心主义缺陷% 该文指出

&可持续性'话语体现了商业驱动模式#采用&技

术科学视角'#回避自我批评% 她认为当前&可持

续性'的相关管理体系和技术措施#都体现了外

部化和客体化世界的倾向#人们应该认识到&可

持续性'没有纳入对于非人类物种生态体系的思

考#导致了没有环境的环保主义!

% 她强调!

我们不要梦想走向一个我们可以将

没有生机的自然资源储备在货仓中!以

备使用的未来世界% 我们不是要对一个

仅仅是外部的&空洞的和无生机的外部

世界负责!而是要对一个包括我们在内

的!活跃的!具有自然发生的物质性的!

人类与非人类共同的集体负责%

"

阿莱莫认为人类再也不能退回到人与自然的

分裂和人否定自然的时代#也不能走向一个有着

稳固的(疏离的和外部化的自然的未来% 她指出

一个后人文和新物质主义的&可持续性'可以接

纳哲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罗西-布兰多蒂

" f&P']JI'%&KK'$ 提 出 的 嬗 变 感 " PA/PA &@

YA.&L'/>$#即主体的消融和与环境的融合#同时#

也可以从新物质主义中得到启发#接受多娜-汉

娜维 " G&//I:IJIZIQ$( 南西 - 塔纳 " ;I/.Q

VWI/I$(巴拉德和布鲁诺-拉图"]JW/&CIK&WJ$等

人的物质释能力思想% 新物质主义思想有助于对

&可持续性'的含义和目标进行批评#为生态批评

从新物质主义视角解读&可持续性'主题文学奠

定了基础%

与阿莱莫的&可持续性'观点相呼应#生态批

评以&可持续性'为主题展开研究% 莱昂纳多-

西加杰"CA&/IJ% 9.'>I-$在其著作)可持续性诗!

四位美国生态诗人* " 2"*%#&$#@1(B.(%)3! 4.")0M

5()&/#$ C/.7.(%*# "$$$$中#区分了可持续诗与传

统自然诗% 他认为#就前者来说#非人类世界独立

于人类的意志和需求#在一首真正的&可持续性'

诗中#尽管诗歌源自人类思想#世界却为自身而存

在% 吉伦-达西-伍德"<'OOA/ %15J.Qh&&%$在

)美国文学史*"05()&/#$ +&%()#)3A&*%.)3# !#"!$春

季刊的导言中指出!&可持续性66使得有必要

谦卑地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性%'

#人类面对世界

的谦卑感#与对于世界物质性的解读之间存在内

在的和本质的联系% 物质生态批评强调文学研究

要注重主体与客体间的物质联系#即主体与客体

由于物质性而具有通透性#构成交互联系的联体%

英国诗人艾伦-费希尔"5OOA/ g'PNAJ$的诗歌&旋

量'"9H'/&J$以近似叙事的方式#描述了在人类纪

"5/KNJ&H&.A/A$人类技术与自然世界成为联体#

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异变给自然世界和人类带来

了威胁% 该诗的第一诗节如下!

旋量$

发动机反推声 听到,越过湖泊,从

山那边,表明,暴风雨扑近,听者 另一滴

雨,滴在暴风雨边缘 感觉在,胳膊上 举

起胳膊,干了一杯伏特加 烈日,苍蝇使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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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眯眼,被看见 而且 然后被感觉到!

该诗节重点强调即将到来的隐隐约约的暴风

雨给人的感觉% 在该诗节描述的场景中#&听者'

听到一个正着陆的直升机的&发动机反推声'#

&越过湖泊,从山那边'#但听者却感觉&暴风雨'

即将来临% 暴风雨成为一个将天气(气候(风景和

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主题% 诗人将即将到来的天气

现象与直升机&发动机反推声'两者并置#将一个

自然现象转变为自然3人类创造聚合体#从而与

下一诗节出现的气候异化相呼应% 整个诗节所描

述的场景被一种不祥的#几乎难以定义的聚合体

所笼罩% 这个聚合体对于人的日常经验起着模糊

的作用#但很难赋予其一个清晰概念% 在此#人的

感觉得到强调#暴风雨被&听到'#它的&边缘'通

过&一滴雨滴'被胳膊&感到'% 但这些转瞬即逝

的感觉印象并不能形成对于笼罩于头上聚合体的

确定认识% 伏特加酒虽然喝时不甜也不苦#喝下

后却会带给人烈焰般的烧灼感% 诗人以伏特加比

喻人类无法直接体验气候异变的宏大现象#但其

导致的极端天气#如高温和干旱却可以直接&被

看见'和&被感觉到'% 当太阳炙烤大地#人只能

如醉酒一般痛苦地&眯眼'% 大地失去生机#喜欢

追逐腐败气味的&苍蝇'在飞舞#这一场景预示着

灾难即将来临%

该诗节使用了视线伸缩式"KJI/PP.IOIJ$想

象#即想象力可以在局部和整体之间滑动% 由于

人的认识能力尚难以理解动态变化过程#这种动

态变化过程存在于人的感性经验和在宏大与微小

规模上塑造人类纪物质现实世界的各种复杂聚合

体之间% 视线伸缩式想象有助于人类认识宏大和

微小规模上的物质现实% 在该诗中#诗人借助

&听者'直接感觉微小规模上的下雨天现象#想象

全球变暖后的衰败情景#体验气候异变后果#因

此#在某种程度上诗人也在间接认识宏大规模上

的气候% 视线伸缩式想象已经用于科学研究% 迈

尔-希尔曼"TIQAJ:'OOLI/$关于气候异变和公

共政策的著作)我们如何拯救地球*"A.KP(?#$

2#L(%6(B1#$(%!B)(L($%&$, R1.@#1?1&5#%(?#%#*%).M

76(# !##+$#论及在南极通过收集冰芯数据#分析

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与地球过去气温相关性的科

学研究% 这种研究采用了视线伸缩式想象#依据

当前的数据分析#想象亿万年前的地球气候状况%

视线伸缩式想象有助于探讨如何使想象力在体验

天气与体验气候之间滑动#帮助公众认识气候异

变的严重性#向公众传达&可持续性'理念%

除了关注气候异变#生态批评者还对于&可

持续性'文学中以日常生活中水和能源的使用(

交通(建筑和食物等现实层面为主题的文学进行

了研究% 斯洛维克的论文)趋向生态美学!食物(

性( 水( 建 筑 和 自 行 车 骑 行 诗 * "& V&ZIJ%P

9WPKI'/IYOA5APKNAK'.P! VNAM&AKJQ&@g&&%# 9A[#

hIKAJ# 5J.N'KA.KWJA# I/% ]'.Q.OAf'%'/>'# !#"+$

分析了多首&可持续性'主题诗歌#展现了将美

学(日常生活与阅读实践结合的可能性% 由于世

界许多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受制于水资源不足#

&水'主题与全球性气候异变密切相关#因而成为

生态批评首选研究对象% 他选取美国印第安诗人

奥菲利娅-泽佩达"E@AO'IUAHA%I$的短诗&会下

雨吗4'"&XKXP<&'/>K&fI'/4'$为文本#说明该诗

中的"雨$水对于沙漠中从事农业的印第安人来

说#不仅是生死攸关的资源#还具有神圣意义"

%

斯洛维克还分析了威廉 - 斯坦福 "h'OO'IL

9KI@@&J%$的&也许我独自骑车' "&TIQYA5O&/A&/

TQ]'0A'# "$16$#一首以能源和交通为主题的

&可持续性'诗歌% 斯洛维克强调了诗人骑车回

家时对夜景和心理的描写#说明诗中的生命包括

人类(猫头鹰(山间湖泊等构成的聚合体#自行车

代表的技术为人与自然搭建了沟通之桥#指出诗

人向读者传递了&可持续性'理念#

% &可持续

性'主题诗歌涵盖了诸如水和能源的使用(出行

工具和食物的选择(建筑和生活的地方等日常生

活相关方面#使生活在高消费主流社会的读者能

认识另一种生活方式#重新想象日常生活行为方

式对于地球的深远影响% 这类文学作品描述了作

者与世界的接触#展现其情感和心理反应#强调作

者与世界进行感官联系的价值#从而使&可持续

性'诗歌具有生态美学意义%

早期&可持续性'话语存在着自然与文化(人

类与非人类物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忽视未来环

境影响等问题% 基于对&可持续性'的重新审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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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探究可持续性文学中与气候异变和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唤起读者思考变革思维方

式和采用&可持续性'生活方式#这对于认识气候

异变(合理使用资源和环境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结论

气候异变等环境危机不仅有外在环境因素#

更具有文化因素#这就意味着有必要从人文科学

中寻找对策% 人类只有意识到现代文化的基本原

则#如客体化自然#对于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和线

型时间观等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才能认识世界和

自我#并改变不利处境% !" 世纪生态批评转向物

质叙事力研究#说明人类不是外部于自然或作为

自然的观察者% 这种观念有利于人类认清人在自

然中的位置#并采取恰当行动维护自然%

!"世纪生态批评肯定了叙事的作用% 叙事

和故事讲述形式生动#有助于普通读者在阅读中

想象和模仿另一个不同环境#生态叙事学探究生

态叙事对于读者通过想象模仿不同环境和反映直

接语境的作用#使生态批评更接近物质世界%

!"世纪生态批评提倡参与解决环境问题和

社会问题的活动#因而对&可持续性'主题文学进

行探究% 生态批评通过分析&可持续性'文学中

展现的 &可持续性'生活方式#唤醒人们意识到我

们不仅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还要改变我们的

日常行为方式#为保护环境而进行变革%

!"世纪的生态批评从环境人文学中借鉴相

关概念和思想#促进了生态批评与环境人文学齐

头并进% 生态批评从早期注重生物学和生态学相

关科学的经验现实主义#到将重心转移到以尼克

松的&慢暴力'为特征的社会差异和环境正义#以

及当今对于地理与气候的关注#表明生态批评与

科学的联姻呈现弧线轨迹% 尽管&浪潮' &河系'

和&块茎'都曾被用作生态批评的隐喻#实际上#

生态批评多元化理论和国际合作之间形成了相互

补充的关系% 生态批评的多元理论如一束蜡烛组

成的火炬#彼此相互映照#共同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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