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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基本情况   
姓名：王诺   
出生年月：1958年8月   
学历：南京师范大学世界文学硕士、山东大学文艺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职称：教授   
职务：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学术兼职：SSCI刊物、生态文学研究领域国际学界权威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中国唯一通讯评委；全国高校外

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二．专业领域   
1．开课课程：   
          西方古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美国学院话语（双语课：全英文授课）、欧美生态文学、神话学、生态视角的欧美文学研

究、英语文学名著原文细读与翻译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2．学术兴趣或特长：   
          生态角度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生态批评。   
    

三．研究成果：   
1．论著： 

     （1）欧美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22万字） 
     本书是欧美生态批评研究专著，主要探讨生态批评的使命、思想特征、美学  

         原则、基本术语界定，生态批评的对象、贡献和限度，欧美生态批评研究的  

         发展，生态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生态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等内容。本书是王诺  

         主编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本。  

        （2）《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年）      
    （3）专著《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005年再版）     



是“我国学界第一部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 …历史地考察和评价了两千多年来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
和主要成就”（《文艺报》2003年9月30 日）。“《欧美生态文学》的作者在对古往今来生态思想作较全面考察的基础
在对诸多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作细致分析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生态学者的观点，形成了自己对生态文学的理解… …
生态文学时代以前的各个时代的多种文学作品进行了重审… …。这项工作的意义既在于为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文学
确立准绳，也在于为整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使越来越显得无路可走、越来越显得意
大的文学研究产生新的增长点。”（《光明日报》2004年6月23日） 

    （4）《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3万字）  
         这本书包含作者近年来对欧美生态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以及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25年的其他代表性成果，在掌握大量有代表性的第一手原文资料的基础上，从 
         生态和心态这两个角度，对当代欧美文学的一系列重要作家和文学现象进行深 
         入的探讨，揭示当代欧美文学丰富的生态思想蕴涵及其对人类共通心态的艺术 
         表现。全书分三编——上编：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雷切尔·卡森研究、 
         爱德华·艾比研究、20世纪欧美生态预警小说、对话斯洛维克：生态文学研 
         究；中编：当代心理小说的成就、困境与出路、内心独白：回顾与辨析、美国 
         当代小说的自我意识、美国当代“丑女人”小说的女性意识、赖特与艾里森小 
         说的黑人意识；下编：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与独立人格培养、外国文学教学研究 
         与超越民族自卑。   
2．代表论文： 

     （1）《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2）《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  （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   

          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5期论点摘要）  

    （3）率先在国内学界评介生态批评，发表论文《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三期，中国社科院文学
究所网站、文化研究网站和比较文学文贝网等转载）   

（4）首先在国内思想界介绍和评论“生态整体主义”这一生态思潮的核心思想，指出国内外一些学者将生态整体主义误认为
“生态中心主义”的问题，发表《生态整体主义辩》（《读书》2004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三期
载）。   

（5）率先在国内学界批判唯发展主义，深入探讨生态的发展观，发表《唯发展主义批判》（《读书》2005年第七期）。  
（6）率先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缺陷进行批评，发表《生态文学与中国作家的责任》（《中国艺术报》2005年4月5日，人大

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十一期转载）。   
（7）率先在国内学界研究著名生态文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国外文

2002年第二期）。   
（8）率先在国内学界研究著名生态文学家爱德华•艾比，在《世界文学》2005年第六期推出“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比生态文学

品小辑”，包括四篇译文和两篇论文。   
（9）首次在报刊开辟“生态批评专栏”— —从2005年7月到2006年2月在《中国绿色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生态文学十二

讲”，这些文章被比较文学文贝网等多家网站转载。   
（10）在《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5日推出整版文章《不能坍塌的生态长城》，揭示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现实（人大复印资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八期转载）。   
（11）就生态文学、生态批评与国际权威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发表《“我们绝对不可等待”— —就生态批评与斯洛维克教授对

话》（《读书》2006年第十一期）。   
（12）首先在国内学界全面评介西方生态思潮，发表长篇论文《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 

      根源— —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四期，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五期转载，人大复印资料《生态环境与保 

      护》2006年第十一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