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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教学的生态批评视阈 ①

马若飞
（惠州学院 外语系，广东 惠州５１６００７）

摘　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生态批评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导、聚焦自然与文学之内在关系的文学批评
理论。从生态批评视阈进行英美文学教学，有助于学生深刻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通过对

英美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解读，实现英美文学教学的教育与感化功能。

关键词：生态批评；英美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１５－０３

　　英美文学是外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
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在传

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中，师生主要关注作家及作品所表现

出的已被普遍公认的单一主题意蕴，聚焦在陈旧的程式

之中，缺乏一定的创新和开拓意识。而《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教学大纲》指出：英美文学课程的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阅读与欣赏英文原著的能力，运用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以提高人文素养。在现有的英美文

学教材中，却缺乏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介绍，更不用说运

用它们来分析作品。而在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催生下

产生的生态文学批评，既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视角，又为日趋恶化的自然捎来了新的生机。

１　生态批评的兴起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存危机

也日益突显。《大地之歌》（ＴｈｅＳｏ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中的描
述更让我们感到大自然已经危机四起：“大量使用矿物燃

料产生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从而阻碍了太阳热量的散发，

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不断上升，暴风更加肆虐，

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蔓延，森林越来越少，物种濒临

灭亡。”［１］２４在这样的一种情景和现实之中，文学批评怎能

不去直面恶化的自然？怎能不发出挽救地球挽救人类的

最强音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在美国的生态批评（ｅｃ
ｏｃｒｉｔｃｉｓｍ）便迅速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

生态批评滥觞于美国学者 ＪｏｓｅｐｈＭｅｅｋｅｒ的专著《生
存之幸：文学生态学研究》。该书作者第一次从生态学的

视阈来解读文学，对古今文学作品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包

括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等［２］。“生态批评”的首次使

用则归功于《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实验》的作者威廉

·鲁克特（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ｕｅｃｈｅｒｔ），他倡导构建生态诗学体系。
其后，生态批评发展迅猛，１９９０年由罗伯特·芬奇（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ｎｃｈ）和约翰·埃尔德（ＪｏｈｎＥｌｄｅｒ）共同主编的《诺顿自
然文学》出版，该书主要介绍了１８世纪以来欧美自然文
学的颇有分量的生态文学作品；乔纳生·贝特于１９９１年
出版了专著《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聚

焦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

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３］。１９９２年，“文学与环境研
究会”（ＡＳＬＥ）在美国内华达州召开；翌年第一家生态批
评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出版发行。之后，不少

颇有分量的相关论文和专著相继发表和出版，生态批评

在英美的发展十分迅猛，所显示出来的积极影响颇为广

泛和深刻。

２　英美文学教学的生态批评观之现状
作为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范式，生态批评是以生

态哲学为依据，以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目的，来

透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等诸多问题。生态文学批评家们

从生态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宗教学等学科吸取理论滋

养，全力以赴地向着饱含生态意识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各

个领域开拓自身的学科范畴，使得生态文学批评的视野

不断扩大和深化。生态批评的最终旨归是以生态整体观

及和谐观为指导，通过文学作品来进行思想文化批评，从

而揭示人类文化怎样影响着自然和生态的。因为只有从

根源着手，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切入，生态危机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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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慢慢消除，正如多纳德·沃斯特所言，全球生态危机的

真正起因不是生态系统的内在机制，而是我们人类的思

想、文化、伦理系统所产生的影响［４］７。因此，将生态批评

意识融入到英美文学教学便显得尤其迫切。

在国外，生态批评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分量十

分突显。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贝特（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ｔｅ）教授、美
国的默菲（ＰａｔｒｉｃｋＭｕｒｐｈｙ）教授呼吁大学相关院系应当把
生态批评包括到所开设的课程里，即使仅仅为了满足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兴趣也需要这样做。近十年来，美国大

学里有关生态文学课程急遽增加。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等英文系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都有生态文学课程供学生

选修；许多研究生都把毕业论文选题定在生态文学研究

这一领域；弗吉尼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马里兰大学等

都是生态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的生态批评在文学课程中的分量也日益突显。

在国内，生态批评的兴起是基于生态危机加剧的现

实与国外生态批评的影响等原因。一批生态文学研究专

家出版了相关的专著，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

的《文艺的绿色之思》等，使得生态批评迅速发展。然而，

国内绝大多数高校外语系的英美文学课程却一直缺乏生

态批评之观照。即便是在此领域走在前列的厦门大学生

态文学研究团队，也主要是依托厦门大学中文系和比较

文学研究所，而非外语系。大多数高校外语系的英美文

学课程则是处于生态批评视阈之外，虽偶有涉及，然罕见

聚焦，更无贯穿之意。英美文学教学的生态批评视阈亟

待加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提高国内英语专业学生英美文

学中的生态批评能力，扩展其生态批评视阈，传播绿色生

态思想，将生态批评贯穿于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便显得

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国内英美文学课程生态批评视

阈的观照，将会突显生态问题的重要性，阐述回归自然和

诗意栖居的向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强化人们的

生态责任感，促进人们的生态意识，提升人们对“人与自

然的关系”的关注程度，并使得他们基于中国丰富的生态

思想，从比较视域来审视英美文学的生态意蕴。

３　英美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阐释
从生态批评的视阈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较为全方位

的解读，包括英美诗歌、小说、散文等等，在宏观阐释英美

文学的生态意蕴基础上，聚焦英美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

作家的作品，探讨他们作品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论析

作品的生态思想以及表现艺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

一，英美文学史中生态批评意识的嬗变。对这一嬗变进

行分析，有利于厘清生态文学作品与非生态文学作品，并

有助于深入挖掘暗含在作品中的生态批评意识。第二，

从生态批评视阈剖析英美文学作品的生态内蕴。在英美

文学史中，有着众多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富含非常

丰厚的生态批评意识，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生态批评

视阈的解读，阐释其思想内蕴与生态主题，揭示人类与自

然、人类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有益于人类更好地诗意栖居

与和谐相处。

从中古时期到文艺复兴，从浪漫主义时期到现代主

义时期，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主题一

直蕴含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之中且不断演变，以诗歌、散

文、小说等形式呈现出来。诗歌方面，几乎每个时期都有

不同程度的生态意识反映在其中。被誉为“英国诗歌之

父”的乔叟（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Ｃｈａｕｃｅｒ）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阐
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径进行

了强烈的谴责。浪漫主义时期诗人济慈（ＪｏｈｎＫｅａｔｓ）的
《夜莺颂》，其基调便是渴望融人大自然，并由大自然的神

力治愈心灵的不适；柯勒律治（ＳａｍｕｅｌＴａｙｌｏｒ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的
《古舟子咏》，从生态批评视阈看来，并非咏叹命运的悲

剧，而是咏叹自然伦理或大地伦理的悲剧，被认为是英语

文学中最伟大的生态预言［５］。华兹华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ｔｈ）更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他的《我孤独地漫游，像一
朵云》探索了自然和人生的关系，认为大自然有一种神奇

的力量可以让人振奋和完美。他在诗中赞美大自然带给

人类的愉悦，正如他的《廷登寺》所描述的：“这些鲜明的

影像便翩然而来／在我血脉中，在我心房里，唤起／甜美的
激动；使我纯真的性灵／得到了安恬的康复；同时唤回了／
那业已淡忘的欢愉／……／我深为欣慰／能从自然中，也从
感官的语言中，／找到我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认出我心
灵的乳母、导师和家长，／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６］１０７

在后来的２０世纪英美诗人中，艾略特（Ｔ．Ｓ．Ｅｌｉｏｔ）等继承
了英国文学作品里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赞美充满

活力与灵感的大自然。其诗作《荒原》（Ｔｈｅ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对大自然可能成为荒原做了警示性预言，满怀深情地咏

叹：只有回归大自然，只有重拾永恒的信仰，才能使现代

生活中的荒原重获传说王国中的生机。英美小说方面，

生态批评意识也是贯穿其中。查尔斯·狄更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ｉｃｋｅｎｓ）的《雾都孤儿》描写了一个肮脏而又凌乱的雾都
伦敦，刻画出伦敦城里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

展现出一幅荒凉的伦敦图景。劳伦斯（Ｄ．Ｈ．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在
其小说《儿子与情人》《恰特莱夫人的情人》等小说中，表

露出他对摧残自然和人类美好天性的工业文明的极其强

烈的抨击，流溢出只有回归自然、回归本性才能和谐共生

的诗意情怀。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ｒｖｉｎｇ）在《睡谷的传说》等小说中，描绘了美
国草原的美丽以及荒野的幽暗，也弥漫着他浓厚的自然

书写的气息。小说家库柏（Ｊ．Ｆ．Ｃｏｏｐｅｒ）在《拓荒者》中，
呈现出让人惊骇的灭绝物种的罪恶行径，无情地批判了

现代文明对自然万物的侵袭，蕴含着强烈的生态批评意

识。在英美散文领域中，更是涌现出大量的关注人类与

人自然关系的作品。梭罗（Ｈ．Ｄ．Ｔｈｏｒｅａｕ）的《瓦尔登湖》
忠实地描绘了他眼中的大自然，记录了众多的动植物景

象，并赋予了具有普适性的哲学意义，向读者传达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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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智慧和希望，那就是回归自然。约翰·缪尔（Ｊｏｈｎ
Ｍｕｉｒ）则是美国环境保护的重要散文大家。他的《夏日走
过山间》既是日记，也是游记，更是他聆听自由、美丽、安

宁的大自然的心情轨迹。“尽管有人类的威胁，松鼠仍然

称得上是快乐的森林宠儿，过着不知疲倦的生活。在我

看来，松鼠可能是所有野生动物中最桀骜不驯的小动物

了。希望我和它们都能进一步了解对方。”［７］３０缪尔用质

朴的语言让读者感知自然世界中特有的美丽和生活情

怀。雷切尔·卡森（ＲａｃｈｅｌＣａｒｓｏｎ）则用犀利的笔墨痛斥
了滥用杀虫剂、危害生态系统的行径，试图从根本上促使

人们建立起全新的生态思想［８］１３２，并在她影响深远的《寂

静的春天》里发出了让人警醒的预言：如果再不关注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如果再任意肆虐自然，我们将面对死气

沉沉的寂静的春天……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最为动人的主题之一便是全面

真切地体味人与自然的关系［９］２０３。纷繁复杂的英美文学

作品中，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这对我们运用生态批评

解读各类作品提供了广袤的领地。选取相关作家与作品

来进行深度解读，以便有效地提高英语学习者对英美文

学的生态批评能力，扩展其生态批评视阈，传播绿色生态

思想，这是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关键问题。

４　结　语
从生态批评视阈对英美文学教学进行研究，这是对

国内英美文学研究的新的探索和重要补充，将有助于英

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更客观更全面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

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有益于我国学界对英美文学作品

阅读教学的重新思考，有利于我国的英美文学史尤其是

英美文学生态批评新视阈的编写与教学。在英美文学教

学过程中加强师生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批评方法对英

美文学作品进行新视角的鉴赏，可以强化学生的生态责

任感，促进学生的生态意识，有益于促进整个社会与自然

的进一步和谐，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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