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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明：论生态批评与中国古代文学

[ 作者 ] 辛明 

[ 单位 ]  

[ 摘要 ] 生态批评作为近年来国内文艺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诚然，这一新的文学批评

方法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新的生命活力，但是，在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处于势头正旺之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

到，生态批评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批评方法，更不能生搬此理论来硬套诸种文学现象以寻求新的解读，使文学批评误入歧途，

成为误读。本人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一些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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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批评作为近年来国内文艺学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诚然，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方

法开拓了我们的理论视野，赋予了文学研究以新的生命活力，但是，在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发展处于势头正旺之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

到，生态批评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批评方法，更不能生搬此理论来硬套诸种文学现象以寻求新的解读，使文学批评误入歧途，

成为误读。本人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方法，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就有一些不妥之处。一   生态批评的产生背景刘蓓在《生态

批评的研究形态与写作策略》中提到，生态批评具有特定的当代社会文化背景，它兴起于环境运动获得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环境主

义思想在一大学术研究者中取得认同的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的主流是以“环境问题”为焦点的文化批评，它以“拯救地球”这一社会

政治性任务为己任。①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是在现代社会环境、生态问题日益被人们关注的大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有其特定原因。在

工业化时代中，人们过度追求物质生产的成果而忽视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随着人口的膨胀和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攫取，以及对

野生动物的乱捕滥杀，污染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人类这些行为活动的合理性及其深层次中所蕴涵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思想的正确

性。大自然的报复也让人类为之恐惧和担忧。因此，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并重新考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最基本的

问题。因此，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等有关生态的文学创作样式、文学批评方法应运而生。以此看来文学似乎又回到“文以载道”的功用

上，这个“道”即指生态。这一新的文学样式，本人认为，既让人感到新鲜，也让人不免有些担心：欣喜文学活动有了新的生长点，但这

种生长点会不会又使文学简单地沦为生态问题的传声筒了呢？二  生态批评能否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中国古

代的人们同样需要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是，这种对人与自然的思考，更多地是建立在文人的主观情感或对宇宙奥妙的探索上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的国度，尤其是抒情诗最为发达。在文学史上，从《诗经》到《离骚》，从《庄子》到陶渊明、谢灵运，再到孟浩

然、王维、杨万里、范成大、马致远、曹雪芹，中国文学的“抒情主线”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才缺少像《荷马史诗》

这样的叙事性巨著的产生。即使是明清小说也都是以情见长、以情动人。中国古代文人在面对自然时，更多地是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到

他所面对的客观事物上，或用客观事物来寄托自己的主观理想。这即是古代文人所提到的“比德”、“畅神”之说了。“周秦以后，山川

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

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

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②“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

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

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③以张志和《渔歌子》为例：“西塞山前白鹭飞，桃

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词是写江南水乡春汛时期捕鱼的情景。作者把江南的水乡风光，冒雨捕鱼的渔

翁形象描绘得鲜明生动，象一幅烟波垂钓图。《新唐书》本传称张志和“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④可见这首词有借渔家生活

自道其隐居江湖之乐的意味。“词中的渔父形象，实际上是一个隐士型的渔父形象，也就是诗人自己的真实写照。”⑤再以韦应物的

《滁州西涧》为例：“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一首绝妙的极富感情色彩的春景



图。春景或清丽幽静，或春潮激荡，但都妙趣横生，此篇也传达出“行人待渡的怅惘之情”⑥。从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古代

文人写景更多地是为了抒情，或抒感伤之情，或抒悲愤之情，或抒喜悦之情。而无法涉及到前面所提到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应该说，

生态批评是西方工业化后出现副作用后催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其批评范畴有其特殊性和特定性；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是中国农

耕文明时代的产物，二者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试想用生态批评的眼光来分析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会不会得出陶

渊明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结论来呢？因此，在运用生态批评来分析文学现象时，应特别注意其所产生的背景和其所适用的范围，不应

一味地用生态的观点“贴标签”，以为其可以适用于一切文学现象。在一门学科不断充实的过程中，应当谨慎考虑其内涵的界定问题，不

应使其内涵无限扩大而造成包容过宽、界定困难、内涵混乱的后果，从而使生态批评走向歧途，对古代文学进行误读，为追求新意而歪曲

了古人的本意，生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注释： ①《人文潮》 2005春季卷 p22-23 ，山东师大文艺学科主办 ②③《美学基本原理》

p266－267，刘叔成，夏之放，楼昔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转引自《中国历代分体文学作品选 诗歌卷》p259，王文清，陈元

锋，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中国历代分体文学作品选 诗歌卷》p259 ⑥《中国文学史二》p127 游国恩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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