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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纽约２１４０》通过对浸润某种气候危机的纽约城市生活的书写，生动描述了种种生
态灾难景象。作品以多重视角，展现了气候变化以及由此而生的生态危机，蕴含着对生态正义的深刻思考，其生态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美国社会体系中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认为这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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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 ２１４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１４０）是金·斯坦
利·罗宾逊（Ｋｉ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５２— ）于
２０１７年推出的气候小说。该小说以未来全球变
暖导致地球洪灾为主题，生动刻画了浸润某种气

候危机的纽约城市生活，是罗宾逊将气候变化和

未来世界结合的想象性科幻小说。安德鲁·米尔

纳评论说：“这是罗宾逊第一部将气候和政治这

两者结合起来的小说，以描绘全球气候危机带来

的具体的乌托邦结果。”①作品全景式地再现了气

候危机发生的生态图景，尤其是形象化地阐述了

资本与生态的关系问题，由此阐明生态危机的根

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社会的危机，提出

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废除和资产国有化来缓解生态

危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正义思想和深刻的资本

主义批判。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正义的概念界定有多种不

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其可以等同于环境正义，

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存在差异、需要区分）。一般

认为其主要关涉“人、自然、社会”三个领域，涵盖

种际正义（人和其他物种之间）、种间正义（各物

种之间）、人际正义（人与人之间，又可细分为代

内正义、代际正义）、人地正义（人与自然之间）、

国际正义（不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富国与穷国之间）等多重正义，强调不同主体

间生态地位的平等性、生态权益的对等性、生态补

偿的合理性等内容②。本文拟从《纽约 ２１４０》的
多重叙述出发，审视其丰富的生态危机书写及深

入的社会文化思考，进而阐述该作品的生态正义

思想。

一　多重叙述中的生态危机：气候恶
化与阶层对立

《纽约２１４０》描述了未来的 ２１４０年，因为气
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美国纽约被洪水侵袭，

都市人身处洪灾之中的生活困境。小说通过各式

各样的叙事者讲述对气候恶化与生态危机的看

法，体现出不同阶层在生态危机中的遭遇和立场

（观念）差异，对代内正义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

述，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正义思想。所谓代内正义，

即同一时代的不同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环境

物品与环境责任的公平正义③。小说的每章都按

不同的叙述者划分了８个叙事单元，这些叙事者
包括黑客、督察长、投资商、节目主持人、楼房管理

员、移民局办事员、流浪汉、“市民”等，他们居住

在被洪水侵扰的城市，其叙述话语具有类型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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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的特点。小说中率先出场的是两个居无

定所的黑客———玛特与杰夫。二人生活窘迫，他

们关注到生态危机和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密切联

系。玛特认为目前生态环境正在进一步恶化，人

们的情况越来越糟。而电视里无聊透顶的烂节目

不是人们最该担心的事，大规模的人类灭绝、饥

饿、孩子们的生命，这些才是人们最应该关心的大

事。杰夫认为他们两人如此沮丧是因为遭到驱

逐，只能住在屋顶的帐篷里，而且现在的情况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人们被剥削得太厉害了，快

要活不下去了。玛特指出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一个

根本的问题：“我相信问题就出在资本主义本身。

我们有先进的科技，也有那么一个美丽的星球，却

被一些愚蠢的法则把一切搞得一团糟。这就是资

本主义，它就是一套愚蠢至极的法律和法规。它

影响整个世界，没人能够逃脱，所有人都被包括其

中，不管你做什么，都被这套体系控制着。”①因

此，他们二人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经济政策

极为不满，迫切期望寻求改变。与之立场相对的

叙述者是投资商富兰克林。他对气候恶化引发的

生态危机并不在意，因为他住在上城区，那是一个

地势高且干燥的地方，出行借助海陆空全方位无

障碍通行的水翼艇，洪灾对他的生活几乎没有什

么影响。作为资本家与商人，他更关注的是如何

利用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这些因素攫取更大的

商业利益。如他炒作处于水位变化中的潮间带房

屋，发明了潮间带房地产价格指数，赚得盆满钵

满。富兰克林并不在乎其他阶层人的死活和其他

生物的存亡。如他差点撞死两个小流浪汉，对动

物也毫无怜悯，甚至说：“即使我不可避免地将农

场的猪拟人化，也阻止不了我对它们狠下

杀手。”②

《纽约２１４０》书写了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灾难
以及置身其中的人们的不同反应。气候变暖、洪水

泛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你可以感受到

气候的极大差异，日复一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是冰冷刺骨，就是烈日炙烤，寒冷来自极点，而炙

热来自赤道。炎热的夏日，喝口水都有可能引发霍

乱，全身溃烂，身上稍微擦伤，就有可能导致坏疽，

蚊子嗡嗡直叫，就像是决心要灭绝人类的邪恶天才

发明的小型杀人无人机。”③在这样恶劣的气候环

境中，人们对生态灾难束手无策，管理阶层也一味

地逃避责任：“人们退到内陆，资本从沿海地区撤

离。政府也离开了沿海地带，他们终于松了口气，

因为剩下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④由于洪灾，地

球上的人类以及不同物种的生存都岌岌可危。

“河道里的河水泡沫飞溅，污秽难闻，水面上漂浮

着各种杂物和垃圾，甚至还有各种尸体残骸，有些

是人的尸骨，但大多数都是动物的死尸：浣熊、狼、

鹿、豪猪、鼠等。”⑤因为海平面上升和洪水蔓延迫

使物种濒临灭绝，也致使人和生物与人造有毒物质

接触，海水侵吞房屋威胁人们的居住环境和生命安

全。因此小说形容在洪灾中的城市就像毒海胆的

长床一样突出在水面上。

小说所展示的气候变化之下的世界图景凸显

了阶层对立，蕴含了关于生态正义尤其是代内正义

的相关思考。资产阶级富人生活在地势高的上城

区以及高楼大厦的顶层，穷人们则生活在被洪水围

困的下城区和潮间带，以及浸泡在水下的楼层。穷

人所居住的潮间带情况很糟糕：“潮间带里的一切

都污秽不堪。在第五十大街周围能明显看到风暴

潮致水位暴涨留下的痕迹，建筑的外墙上满是污

秽，在异常潮湿的空气中蒸腾挥发，散发着臭

味。”⑥伴随着水位上升，以防水技术和防水材料为

主的城市大楼修复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体

系。在这个产业体系中，像富兰克林这样的资本家

最为受益。他们生活在还未被洪水侵扰且涂了优

质防水材料的城市大厦上层，通过盘剥被洪水围困

的穷人谋取利益。与之相对，被称为水耗子的下层

人靠打捞为生，失业者、流浪汉、灾民等穷人们都生

存艰难。正如奥康纳所指出的那样：“环境恶化和

生态危机的后果是全球性的，而人类不是平等地承

担后果，往往是穷人、少数族裔、不发达地区人民成

为生态恶化的最大牺牲品，这就是资本主义对‘代

内正义’的损害。”⑦罗宾逊在《纽约２１４０》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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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家可归者依赖的“便携屋”、靠打捞维持生活

的“水耗子”、投资商驾驶“无敌水黾”水翼艇、计

算着“潮间带”的投资指数等的描写，突出了气候

恶化导致的阶层矛盾。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

凭借资本权力剥夺了劳动者的部分甚至全部生态

权益而成为生态权益分配的实际操控者，并将应

承担的生态责任转嫁于国内外广大劳动者；而普

通劳动者则迫于生计，不得不沦为资本权力掠夺

自然的替代工具，应有生态权益遭到削弱”①。通

过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对立与矛盾，说明后者

不仅成为生态恶化的最大牺牲品，也被前者视为

无足轻重的群体甚至可以牺牲的物品。伊格尔顿

指出：“文学文本不仅是通过它怎样使用语言，而

且还通过它所使用的特定语言才与一般意识形态

相联结。”②“任何一种一般意识形态类型，当通过

审美意识形态变形进入一般生产方式必然与社会

关系的直接表征形成矛盾和冲突。”③小说对未来

生态危机导致的社会分化、阶层矛盾进行了详尽

的描绘，正是这种通过审美意识形态表现出一般

意识形态。

二　自由资本主义：灾难逐利与制度
根源

《纽约２１４０》不仅书写了气候变化与阶层对
立，还探讨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制度根源，将气候变

化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融为一体。小说将生态危

机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罗

宾逊认为生态恶化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弊端造成的

后果。一方面，自由放任的政策使资本家对生态

资源进行无休止的掠夺，破坏了生态；另一方面，

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能甚至不愿正视

和解决生态危机，导致生态灾难加剧。因此，如果

要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就需要像恩格斯在《自

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为此需要对我们的

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

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

革”④。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作者描写了推翻新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来化解生态危机的设想。

《纽约２１４０》通过气候危机的描写对自由资
本主义展开反思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是要让市场通过自由贸易和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

来自我调节，并通过主权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理性选择来平衡。若是这样，将会带来无序化的

竞争，人性的自私自利会被凸显。“现代社会中

人与自然的非正义以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生态

责任与权利的分配不公，就是资本权力对劳动力、

社会关系及自然力实施宰制统摄的必然恶果，结

果势必导致人与人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对立。”⑤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将其描述为“最肮脏

的人出于最肮脏的动机将以某种方式为所有人的

利益服务”。小说中描写了自由资本主义使人们

追逐个人利润，从而导致人性自私冷漠。“河道

上漂浮着许多尸体，它们身上有毛发，而且只是动

物，所以看起来不会可怕，也没那么令人难受。”⑥

任何生态灾难只要不影响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就

始终无动于衷甚至有意放任。杰森·摩尔认为：

“气候变化的历史相关后果，超越了将人类生命

和人类本性置于巨大危险之中这一紧迫事实。”⑦

从生态正义的视域来看，气候变化下穷人阶层、欠

发达国家和非人类生物往往承受了更多的生态灾

难后果，他们也最缺乏抵御生态风险的手段和

资源。

《纽约２１４０》书写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序
竞争加剧了气候变化下的生态贫困。以追逐金钱

为价值导向的投资商富兰克林总是利益为上，通

过风险投资让更多人在不利于生存的潮间带谋

生，他所做的一切都以资本收益为准绳。在生态

危机导致的生态贫困中，富人凭借权力和财富脱

困，穷人成为生态贫困的牺牲品，承受的苦难更为

深重。《纽约２１４０》书写了未来的２２世纪进入了
一个如梦似幻、波谲云诡的时代。海平面与２０世
纪初相比，上升了将近五十英尺。海平面的急剧

上升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灾难降临。但在此时，

全球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却掌握着地球将近一半

的财富，约百分之一的富人手握全球百分之八十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鹿锦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正义意蕴》，《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Ｔｅｒｒｙ．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７６，ｐ．５４．
付德根，王杰：《２０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０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６１页。
鹿锦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正义意蕴》，《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Ｋｉ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１４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ｒｂｉｔ，２０１７，ｐ．４８３．
Ｍｏｏｒｅ，Ｊａｓ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Ｌｉｆ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５，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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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富。对他们来说，事态没有那么糟糕。比如

资本家富兰克林依旧生活无忧、出行自如。可是

穷人却面临生活空间被挤压的生存危机。小说认

为这种差异巨大的财富分配是资本主义非正常运

作、不合理发展的结果，同时伴随着最高回报率的

资本积累这一总体运作原则。后洪灾时代的社会

和经济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进程可以被称为诸如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人类世等名字。

第二次洪水灾害侵袭令投资者们精准地做出抉

择、转移资本。因为所有沿海区域的回报率都将

被洪水一扫而空，资本如果与水流相较，流动性往

往更强。正是因为资本无孔不入地逐利，洪灾后

出现的潮间带也成了所谓的投资热门。面对生态

危机和生存威胁，纽约城的广大民众开始抗争。

小说描写民众要求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改善生态

环境和生存现状。生态保护者艾米莉亚通过电视

节目宣传并呼吁更多人关注物种保护和环境保

护。社会工作人员夏洛特发起了一场要求为受飓

风影响的纽约市民修建私人塔楼的援助活动，叙

述者“市民”则数落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

展史就是对民众的盘剥史。

生态学者奥康纳认为，从生态正义的角度来

看，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将自然万物都视为

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大自然被并入资本主义生

产流程，变成了资源的‘水龙头’和排放的‘污水

池’。可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

的，而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自然界被当

作水龙头几乎已经被资本化了，被排放的污水池

又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转而成了私人财产，污

水池又成了公共之物。”①也就是说，生态危机的

“利益”被资本家瓜分，恶果则由公众承担。富兰

克林等资本家通过对潮间带的炒作，违背了起码

的代际正义原则。正如书中所描写的：“事实上，

那些最先被淹没的海岸线地带，那些最先被遗弃

的地方，很快又被绝望的无家可归者、捡垃圾为生

的人重新占据，人们给这样的人起了很多诸如水

耗子之类的外号。”②穷人、水耗子们在很难维持

生存的海岸线、潮间带等地艰难求生，即便如此，

富人阶层依旧在盘剥穷人的生存空间。生态学者

詹姆斯·奥康纳指出：“一方面，我们中的有些人

生活在工业高度发达、商品琳琅满目的国家，可另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被破坏了的自然界，嘈杂

拥挤的城市和被异化、被剥削的人们。……这种

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的话，那么，我们的后辈将面

临更恶劣的命运。”③作为下层民众的楼层管理员

弗兰德为了维护潮间带人们的生活设施，经常潜

入水中进行维修，但是每次潜水作业对身体伤害

极大。“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吸入氮气过多，又或

者是因为缺氧所引起的身体不适，又或者是因为

水流中毒性太大造成的，因为洪灾过后的水充斥

着各种废水、污染物、微生物、水生动物和毒素，相

互混合在一起。整座城市的水流都夹杂了各种各

样的化学污染物和有害物质，真是要命！在这样

的污水中生活肯定令人难受和生病。”④小说中纽

约城的穷人们生活在洪灾侵袭后的下城区，居住

在潮间带，常常遭受污水的侵害；富人们则生活在

不受洪水侵扰的上城区，通过资本运作攫取高额

利润、加重生态危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大量不公和全球环境灾

难。”⑤整部作品正是生态正义视域下资本主义制

度制造并加剧生态危机的形象化表征。

三　走向生态正义：社会变革与自然
和谐

《纽约２１４０》通过对气候危机下自由资本主
义的批判，显示了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反思，

体现了走向生态正义的愿景。生态学者布克金指

出，生态危机不是由哪一种社会关系的性质或缺

陷决定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等级化的社会结

构和文化意识造成的，由此启示我们把生态正义

思考的重点转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对

自然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社会生活来施加的，生

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反对资本

主义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生态正义才是解决生态问

题的关键。面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种种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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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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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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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马克思主义从根源上剖析生态危机成因并提

出根本的解决办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

界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只有

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的

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从而实现生态正

义。”①罗宾逊在小说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描写２１４０
年全球变暖导致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互

相牵涉，尝试提出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以资产国有

化来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希冀未来能够从社会

政治开始全面变革。

生态学者佩珀强调生态社会的构建，认为在

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上，要赞成新社会运动，致力

于“在民主、共同体和合作中包含着大胆实验的

一种新文化政治学”②。在他看来，理想的生态社

会是在诸如基层生态公社等社群自治或市镇自治

基础上形成的平等市镇联盟。小说的结尾写到城

市遭到飓风的严重侵害，人们为了生存终于联合起

来推翻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实现资产国

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终于在自己的一

意孤行中被推翻了”③。作者罗宾逊在小说中还

肯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国家从宏观上

对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比任由资本无序生长更具

有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正如学者所言：“生态正

义问题涉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克服

问题、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问题，最为关键的

是生态正义问题的探究着手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

建构社会和谐的现实性追求问题。”④因此，小说

展望推翻自由资本主义后，穷人得到了最低生活保

障金，失业者、无家可归者重新被安置就业，人们的

生活条件得到保障，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认为，生态正义除了

“人的生态正义”，还应包括“自然的生态正义”。

也就是说，生态正义不仅要求人类社会中不同地

区（国家）、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人都受平等的

生存权力和环境正义保障，在人与其他物种之间

也需要建构起和谐、正义的关系（即种间正义或

种际正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认为，在生

态正义的视域中，非人类自然事物的灭绝，包括因

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间接导致的灭绝，很可能是由

非正义的行为导致的⑤。生态正义的一个重要观

点就是将视野从聚焦人类社会内部的社会正义扩

展到对非人类世界的生态正义，从而超越了以往

环境正义主要关注差异性主体对环境权利的分配

正义。《纽约２１４０》从生态正义的角度强调了生
态危机中人类对其他物种负有的责任。生态保护

者艾米莉亚指出，眼下所有的生物处境都危险，人

们正在经历着地球历史上第六次大规模的种族灭

绝，这次种族灭绝是由人类自身导致的。小说还

描写了面对生态灾难，秉持不同观念的人在生态

保护策略上的对立和分歧。为了保护濒危物种，

生态保护者艾米莉亚驾驶“协助迁徙号”将失去

栖息地的北极熊运送到南极。但是激进人士以保

护“纯粹生态”为由，将北极熊视为南极的入侵物

种，炸死了艾米莉亚历经千辛万苦转移来的北极

熊。生态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指出：“生态正

义需扩大公正社区的概念，需要包括一些非人类

的自然的因素。一旦我们接受非人类的自然的利

益和需要，非人类的自然就应该在公正正义的基

本结构取得一席之地。”⑥在巴克斯特看来，非人

类的自然纳入正义权利的结构之中，是生态正义

的一种表现。反之，在生态正义的视域中，非人类

的自然事物的灭绝，不论是因为人的直接因素还

是因为环境被破坏间接导致的，都属于生态非

正义。

《纽约２１４０》中人类之外的自然世界中的其
他生物，其生存也都岌岌可危。在多次洪灾后，幸

存的动物多数是人工养殖的圈养动物，存活下来

的树木多数是人工培育的盆栽。自然环境中的许

多动物都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型哺乳动物北极

熊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丧失了食物来源，冰层消

失导致无法捕猎，饥饿孱弱无法繁殖生存，“而这

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⑦。随着气候变

暖，冰川融化，北极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境况将越来越糟糕。因此，小说中的生态保护者

艾米莉亚呼吁为了避免北极熊物种灭绝这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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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包庚：《走向生态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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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Ｋｉ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１４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ｒｂｉｔ，２０１７，ｐ．６０２．
姜涌：《生态正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生态问题反思》，《齐鲁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Ｂａｘｔｅｒ，Ｂｒｉａｎ．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１１４．
Ｂａｘｔｅｒ，Ｂｒｉａｎ．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１１４．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Ｋｉ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１４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ｒｂｉｔ，２０１７，ｐｐ．９９－１０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悲剧的发生，将其迁移到地球上另一极地环境才

是它们最后的生存机会。人类和万物都属于同一

个自然生态，人类对非人类的生物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因为“作为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其他生

命，维系自然的完整与生态的和谐”①。因此，在

生态问题上，人类需要“践行新的生态理念，重新

定义‘发展’的当代伦理”②。小说作者罗宾逊从

生态正义视域出发，不仅批判了人类社会内部的资

本主义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

问题，而且扩展到人类保护自然万物的生态责任和

正义问题。这不由使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

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双重

矛盾”以及“两个和解”（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类

自身的和解）的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具

有了鲜明的批判色彩和启发意义，让我们思考如何

实现“人的生态正义”与“自然的生态正义”的有机

统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

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③，气候

变化将是未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

一。近年来，以气候变化为显著特征的生态危机

交织着全球化语境、地缘政治等因素，使人类面临

的生存挑战愈发复杂④。面对气候变化及其引发

的生态危机，生态正义被视为“引领人类社会走

向生态文明的价值坐标和制度准则”以及“指导

人类社会应对生态危机、协调生态利益、整合生态

资源、化解生态矛盾的基本原则”⑤。如何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携手应对这一危机，罗宾逊

的《纽约２１４０》“提供了一个富有深意的切入点，
让我们进入气候变化时代的金融资本的问题

中”⑥。小说从未来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和

阶层对立出发，对生态正义进行了文学性表述和

形象化表征，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类社会未来

进行了前沿性思考。作品从多重叙述视角，展现

了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危机，以及贫富分化导致

的阶层对立、资产阶级的灾难逐利，认为新自由主

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才是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只

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进行根本变革，

才能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

正义，从而达到“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

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⑦。尽管作者的立场和

观点未必完全科学或可行，但对生态危机的描述

和生态正义的思考在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和启示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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