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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世权力话语的建构+++论 !#世纪

西方气候小说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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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在 !#世纪!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气候变化小说则是这一场域的重要载体$ 西方作家

通过三种策略!建构了西方主导的%关于中国的人类世权力话语!即把气候变化全球问题"中国化#%气候变化"中国问

题#政治化以及将中国历史文化符号化$ 这三种策略形成一种连环结构!将中国形象定格在西方话语谱系之中$ 对 !#

世纪以来西方气候小说中的中国元素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中套#!深刻把握西方塑造中国形象

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意图!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而且可以反思人类世问题!探索走出人类世困境的正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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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中国形象近年来已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的热点话题& 然而#相关研究大多关注 !# 世

纪之前的文学经典#聚焦于'昨日中国(形象的再

现#较少关注新世纪以降的'今日中国(或'明日

中国(形象& 在批评话语方面#国内一批学者致

力于形象学方法论的建构#有效推动了形象学研

究#但依然留有缺憾& 有学者指出#当下国内的相

关研究'问题意识不清晰#缺乏从形象学研究去

回应时代命题能力(

!

& 在当今世界#何为重要的

时代命题0 形象学研究又应作何呼应0 新世纪西

方勃兴的人类世气候小说".F'

3

@'$为回应上述问

题提供了重要素材&

荷兰大气化学家克鲁岑提出的 '人类世(

"5/97:&C&.8/8$概念表明#地球已进入人类对地

球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新的地质时期#其核心

表征即为全球气候变化#这是自然科学界对地球

'历史方位(的最新判断"

#也是当今地球最大的

现实& 杨金才认为#!# 世纪外国文学'追寻与审

视历史进程66致力于某种再想象(

#

#气候小说

就是对人类世这一地球历史进程和现实的想象&

'气候变化谁之过('气候问题出路在哪('人类文

明路在何方(等'人类世之问(成为西方作家创作

的重要母题& 值得关注的是#西方作家往往在作

品中融入中国元素#体现出对中国在气候变化的

产生%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思考& 自 !$ 世

纪末#气候变化问题已由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变为

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应对气候问题上#中国立场

鲜明#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原则& 西方

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在根本上涉及人类世话语建

构的问题#这将对新的国际秩序形塑产生重要影

响& 谁在人类世话语建构中占据主动#也就将在

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将有助

于把握 !#世纪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本文基于多部西方人类世气候小说#深入考

察其中的中国元素#涉及的小说包括美国作家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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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逊"<'T =9A/F8V6&X'/H&/$的 '首都科幻三部

曲(%斯特林";:?.8=98:F'/E$的*救世女孩+ ":&"

-3#73%/62# !$$>$%巴奇加卢皮"BA&F&;A.'EAF?C'$

的*水刀+ ":&";3%"#T,/<"# !$#*$ #以及侨居英

国的澳籍作家葛拉斯"RA9978IQFAHH$的*最后通

牒+"V*%/E3%?E# !$$>$等& 论文重点关注上述小

说刻画的中国形象%体现出的对中国的态度#揭示

其中国书写的真实意图和深层动因#这也正是气

候小说国外研究的盲区所在&

一4气候问题#中国化$%污名化和理

想化两个面向

根据形象学的观点#一切形象的设定都隐含

着情感趋向#总是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为逻辑起

点#而这两种情感趋向又都同现实紧密相关!'乌

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

和保存现实(

!

& 在气候小说中#西方作家尤为关

注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产生%应对中的角色和作

用#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呈现为污名化和理想化两

种截然不同的趋向#充满着西方的价值判断和意

识形态内涵&

污名化中国主要是指作家在作品中将中国塑

造为气候问题的麻烦制造者%责任逃避者和应对

不力者& 在多部气候小说中#叙事者都将全球气

候的变化和危机主要归咎于中国#将全球气候治

理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认为中国是气候灾难

的罪魁祸首& 这在葛拉斯的*最后通牒+中尤为

明显& 作家将故事设定在 !$)! 年#在气候灾难

中#美国被塑造为正面形象#而中国是典型的反面

角色& 彼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碳排

放量是美国的两倍#但却毫无国际责任意识#拒绝

为气候问题买单& 谈判中#中国政府缺乏诚意#故

意逃避拖延#出尔反尔#无视美国提出的'碳减

排(协议"

#并最终对美国实施核打击& 故事以美

国'让出(台湾#中国签署协议收尾& *最后通牒+

借助气候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核战争成为

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最终爆发& 这是西方对

不断强大的中国焦虑不安的真实写照& 另外#罗

宾逊的'首都科幻三部曲(中还将中国塑造为缺

乏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的国家& 小说在呈现华盛顿

遭遇前所未有的极端气候的同时#阐发气候变化

治理的重要性& '漠视气候变化(的中国陷入'发

展死结(#在美国救援下才勉强缓解& 小说恍若

西方'中国崩溃论(的虚构论证& 两位作家都对

'气候变化谁之过(的'人类世之问(进行了思考#

而结果都是无例外地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完全无

视在现实中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这

是典型的颠倒黑白%扭曲事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

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偏见和傲慢(

#

&

当然#也有西方作家走向污名化中国的对立

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故意美化中国#将中国理想

化为气候灾难的救赎者和人类物种与文明存续的

希冀&

一方面#中国被描述为气候问题的积极应对

者和绿色低碳技术的革新者& 巴奇加卢皮的气候

小说*水刀+将故事置于 !$)$ 年代#从现实和想

象两个层面呈现中国形象& 在'近未来(现实中#

中国积极开展气候治理#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科技#

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态建筑建设技术,在大

干旱肆虐的美国西南部#中国生态建筑公司建造

的'柏树特区( '泰阳特区(#可以抵御沙尘#保障

清洁空气%淡水的供应#为中上层阶级提供避难

所& 在想象层面#遥远的中国因其先进的技术和

适宜人居的环境#成为气候难民梦寐以求的'应

许之地(& 在气候剧变情境之下#中国成为应对

灾难性环境的技术先行者#小说充溢着马可-波

罗式的东方主义浪漫&

另一方面#中国在气候灾难中成为人类物种

和地球文明延续的火种& 人类世时代意味着地球

系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作家的后人类世想象

则指向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现代工业文明的湮灭&

斯特林的*救世女孩+发生在 !$1* 年#工业文明

和地球生态系统已崩溃,除中国外所有国家都已

解体#灾难中幸存的人类聚集在原有的维也纳%洛

杉矶和甘肃地区,在外太空探索%地球工程建设和

新文明形态发展方面取得旷世成就的中国成为人

类文明延续的希望& 中国宇航员登陆火星#在其

地表深层'发现 1 种处于休眠状态的活体微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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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将其成功带回地球!

#为火星开发作准备&

而且#中国以甘肃酒泉为中心#建成'面积 )+ 平

方公里零碳足迹的新兴沙漠都市(#成为名副其

实的'世外桃源(

"

,所有人生活在'类似于密封的

泡泡中(#水和空气实现内循环#成为'地球上最

先进城区(和'可持续生存的成功范例(

#

& 中国

凭借先进的基因技术#复制冰封在永冻土的猛犸

象#开启新的生命,通过培育新型微生物把'人体

转换为能量工厂(#彻底解决饥饿问题,利用'编

辑基因数据库(

$和遥感网络人体扫描技术抑制

一切病毒入侵#消灭人类疾病#推动人类进化和人

类文明进入新纪元&

可以说#西方人类世作家以叙事的方式审视中

国在气候灾难产生%气候政治谈判%全球气候治理

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

一方面#把中国描写成导致气候灾难的'邪恶之

邦(#另一方面把中国想象为代替美国'山巅之城(

的'幸福之乡(#但两种形象都凸显出中国作为迥

异于西方的他者存在#蕴含着特定的情感趋向&

二4#中国问题$政治化%中国西藏和

台湾形象再现

气候变化本应是世界性议题#但西方作家将

这一问题'中国化(#形成了一种气候变化'成也

中国%败也中国(的话语模式#对中国进行了人类

世话语的'挟持(& 不仅如此#西方作家还沿着

'气候问题中国化(的思路#把这一问题政治化#

进一步'套牢中国(#将政治问题裹挟在气候问题

之中& 气候问题政治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小说中关

于中国西藏和台湾形象的塑造&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方文学中

的西藏书写大多涉及主权归属问题& !$ 世纪之

前的西方作品大多将西藏视作中国的一个省份#

或者至少承认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 !$

世纪中期以后#西藏往往被塑造为一个受到'中

国侵略(的'国家(

%

#作家'企图垄断66有关西

藏知识的话语权(

&

#并将西藏所谓的国家地位

'刻板化(#这一价值取向在罗宾逊的'首都科幻

三部曲(中得以延续和强化&

罗宾逊的'首都科幻三部曲(表面上是在'近

未来(美国华盛顿遭受气候突变的故事& 但在叙

事中#作家时不时把读者拉回历史语境#并非美国

史#而是新中国的历史,作者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政府和西藏之间的整个关系变迁史#具有明

显的政治意图& 故事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美

国华盛顿遭受并应对气候灾难的过程#另一条是

西藏僧侣逃离西藏%建立岛国#在气候变化中岛国

被淹没#又试图重返西藏的故事& 两条线索#一明

一暗#互为补充#显性的气候叙事裹挟着不断强化

的藏独思想的隐性叙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

借助气候变化的叙事形式和外壳#宣扬的是以藏

独为本质的所谓'自由(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误

导性&

罗宾逊的气候变化叙事充斥着对中国西藏的

主观臆造和东方主义式的傲慢#作家通过人物之

口#歪曲事实真相#捏造历史#抹黑中国#如捏造中

国政府迫害西藏僧侣%插手藏传佛教转世灵童认

定%监禁班禅喇嘛%干涉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等行

为& 在小说开篇#来自凯姆柏伦的'僧侣(被塑造

成 #>*$年中国'入侵(西藏的受害者'

#因无法忍

受'迫害(而自我放逐& 叙事伊始就将新中国之

后的西藏解放歪曲为'入侵(#且否定西藏作为中

国一部分的事实& 其中的藏独思想暴露无遗#并

随着故事情节发展不断强化#具体呈现为借十一

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合法性问题刻意抹黑中国政府

并大肆宣扬达赖喇嘛& 在活佛转世中#'金瓶掣

签(是合法途径#其他任何形式皆违背藏族传统

和中国相关法规& 另外#达赖是长期从事分裂中

国的政治流亡者#但作家却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

世界情怀的%为人谦和的宗教领袖形象#其政治意

图不言自明& 不仅如此#达赖也成为在美国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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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中国开展气候谈判的'政治领袖(& 在日趋

严重的气候灾难中#中国被迫同美国扶持的达赖

开展谈判& 美国的绿色生态技术成为美国%达赖

同中国开展谈判的筹码& 经谈判#美方许诺提供

一切可能的'科学和技术支持(#并派出核潜艇代

替烧煤发电厂!

& 中方一方面许诺持续降低碳排

放#另一方面和达赖喇嘛达成和解#给予西藏真正

意义的'自治民族区(的行政地位"

& 这无异于承

认了西藏的独立地位#这种描写完全无视中国主

权#纯粹是西方一厢情愿& 可以说#'首都科幻三

部曲(将气候变化和政治问题杂糅在一起#将西

藏同中国割裂开来#捏造了中国和西藏关系从军

事入侵到政治干涉再到分治独立的三阶段#反映

出作家借由气候变化问题实现对中国的意识形态

化臆想&

与西藏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拉斯在

!$$>年的*最后通牒+中对中国台湾的刻画& 同

西藏一样#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指出#台湾问题是中

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

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

涉& 但在*最后通牒+中#面对严峻的气候灾难#

美国被塑造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救世形象& 出

于全球气候安全考虑#美国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

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已成为

超级大国的中国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并趁机'占

领(台湾& 为换取中国对美国提出的碳减排协议

的支持#美方决定放弃对中国的军事报复#并且接

受了中国收复台湾的现实& 这样的情节安排暗含

着葛拉斯的叙事陷阱& 美国总统关键时刻在军事

上的示弱与中国军事的咄咄逼人形成鲜明对比&

两国在国际上的道义和声誉立判高下#美国'失

去了台湾(#却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袖#成为

'正义(的化身#赢得了世界#中国收复了台湾#却

'失去(了世界& 这故事的陷阱在于#把中国台湾

'问题(与气候应对的责任问题杂糅起来#致使中

国陷入不仁不义%失道寡助的道德窘境#这是一种

典型的政治构陷&

由上分析可知#气候变化小说中的中国书写

往往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西方作家不露痕迹地

'夹带私货(或赤裸裸地颠倒黑白#沿着'气候问

题中国化).中国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复杂

化(的思路#不仅悄然地将全球性问题变成中国

问题#而且将这一所谓的中国问题政治化%复杂

化#使中国陷入政治伦理丧失和国家道德赤字之

中#从政治源头上进一步确认了气候问题的中国

责任#体现了西方作家自身的'无知%高傲或居心

叵测(

#

#尤其需要警惕&

三4超越气候政治的话语认同%中国

形象符号化

西方作家通过气候问题中国化的两个面向编

造'中国过错(的欺世谎言%炮制'中国出路(的糖

衣炮弹#通过气候问题政治化让读者在无意间陷

入叙事陷阱之中并接受其预设& 不仅如此#西方

作家还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呈现#使中国读

者沉醉于中华历史文明记忆之中#从而坠入西方

作家编织的复杂的人类世话语体系之网&

斯特林的*救世女孩+第三部分聚焦中国#集

中再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符号化书写& 该部分从

欧洲克隆人索尼娅的视角展开& 在气候灾难中#

中国成为唯一幸存的国家& 为了人类和文明的延

续#索尼娅和贝德莱特组成'蝎子战队(#游弋于

荒漠中#清除对中国地区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

索尼娅非常珍视中国文化#熟稔中国历史#并且将

中国历史文化内化在言行中& 首先是小说中索尼

娅对唐诗宋词的使用&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化

的精粹#也是人类文明的华章& 在气候灾难肆虐

的人类世时代#全球人口迅速下降#世界濒临湮

灭#处处哀鸿遍野#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遭遇

前所未有的危机& 故事中#索尼娅不仅成为诸多

中国人的救星#被视作'哈尔滨天使(#而且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在她看来#城市可以被

摧毁#国家可能湮灭#而'背诵下来的诗词是不会

被焚烧或偷窃的财富(

$

& 她在为贝德莱特疗伤

时#开始吟唱唐代诗人李贺的*猛虎行+,当陷入

死亡困境时#她又开始'用中文吟唱( *水调歌头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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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姜礼福#等!人类世权力话语的建构)))论 !#世纪西方气候小说的中国形象

-明月几时有+

!

& 克隆人索尼娅的使命不仅表

现在救世%保证人类的存续#而且在于挽救人类文

明和文化& 作家把诗词全文完整地嵌入叙事中#

富有深意#对于西方读者产生陌生化效果#而对中

国读者而言则会形成较强的认同效应& 西方克隆

人对东方优秀文化的珍视#传达的是中国的优秀

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理念#体现出

'世界主义(精神& 这貌似超越了气候变化的政

治牢笼#实则把中国符号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中#服

务于西方把握人类世权力话语的现实主义目的&

其次#索尼娅对中国历史熟稔在心#并使用了

具有特定历史语境或中国特色式的话语& 中国历

史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

璀璨的文明成果#包括兵马俑%长城%唐三彩以及

古丝绸之路等无一不被提及& 不是借古讽今#而

是'观今叹古(& 在气候灾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下#人类辉煌的历史变得遥远而陌生& 后人类世

新的生存环境总能触发索尼娅对'全新世(中国

的记忆& 她时不时将'后人类世(语境下的中国

同人类世或全新世时代的中国进行对比& 面对日

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中国在地下秘密基地开展人

体克隆计划#当秘密揭开#索尼娅将这些克隆人比

作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当索尼娅穿越戈壁滩#

清除潜在威胁势力时#她和贝德莱特乘坐的机器

坐骑又让她联想到唐代的'陶俑马(,当中国的载

人飞船登陆火星并成功返航时#叙述者感叹到!

'一百年前#伟大的舵手)))毛泽东选择了甘肃

省酒泉#蒙古边界的戈壁滩作为共产主义未来的

发源地& 这是中国航天征服太空的地方&(

"

*救世女孩+中涉及的中国文化%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都极具代表性#具有'符号(意义#横跨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易于形

成一种话语认同& 小说对中国的多维再现其最大

的问题#是缺少中国声音和中国主体性#其中的中

国人物%中国历史%文化形象全部以静态的形式出

现#是被表述和言说的对象& 这种符号化想象承

载着西方对中国璀璨的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软

实力(的深刻记忆及其产生的心理冲击#更重要

的是传达着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精华的'知识

占有(和精准把控& 作家通过将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文化和人物符号浓缩于一部作品#展示出对中

国话语的驾驭和掌控能力#旨在将中国书写纳入

西方人类世话语体系#暗示着曾经塑造了璀璨文

明和文化的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被寄予更多期

望#进而理应承担更多责任的现实意图#这本质上

服务于西方试图主导人类世话语权力之目的&

结语

总之#西方作家在人类世小说中#通过三种策

略将中国元素融入气候叙事中#成为响应'人类

世之问(的连环扣& 一是基于未来视域#将复杂

的全球气候问题'中国化(%扁平化#通过污名化

和美化两个层面#突出 '中国过错(和 '中国救

赎(#把气候变化这一世界问题变成中国问题&

二是通过历史和未来的穿越交织#将气候变化这

一所谓的'中国问题(政治化#把复杂的气候问题

和最敏感的西藏%台湾书写杂糅在一起#使其难分

难解#被扁平的气候问题再次复杂化#让读者从阅

读伊始便已进入作家安排的叙事陷阱#由此强化

了气候问题的'中国化(& 三是立足中国历史#西

方作家将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符号(融入叙事#具

有很强的迷惑性#强化中国历史责任的意图昭然

若揭&

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已有七百多

年的历史#但从未像 !# 世纪这样如此'关注(中

国& 西方人类世小说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回应

'人类世之问(的重要层面#涉及气候变化问题谁

之过%气候变化问题的出路等重大现实问题,在小

说中#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化和乌托邦化两种趋

势并存激荡#看似矛盾#实质上具有内在同质同构

性#影射着西方掌控 !#世纪人类世话语主动权的

战略意图#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

方面#在将中国妖魔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在

气候变化问题上替西方国家推诿责任#试图继续

维护%巩固西方的主体性和现代性话语权力& 另

一方面#褒扬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奇

迹(对西方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促使西方形成

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集体无意识#而通过乌托

邦化中国#试图在自我颠覆中实现西方现代困境

的自我超越#同时把气候问题推向中国#指向中国

2*

!

"

=98:F'/E# ;:?.8(:&"-3#73%/62(WAF'@&:/'A! 8̀F68V# !$$># C(!)+(

=98:F'/E# ;:?.8(:&"-3#73%/62(WAF'@&:/'A! 8̀F68V# !$$># C(!!*(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应承担更大责任和义务的意图#使读者过高期待

中国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无法客观%理性地对待

和评价中国& 正如周宁所言#中国形象话语体系

一旦形成#就具有'空间的扩散性和时间的延续

性(

!

#对国家形象造成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不

仅要加强对西方人类世小说中国形象的研究#

'体现阐释西方.气候故事/的中国立场(

"

#揭示

西方作家歪曲中国的真实意图#并对其进行剖析

和批判#而且也要呼吁中国作家关注气候变化问

题#通过创作优秀的气候小说#客观%真实地呈现

中国#'讲好人类世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实

现中国'文学影响与作用的人民性(

#

#这样不仅

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也将助力人类最终摆

脱人类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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