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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写作》2008年第8期） 

   “生态写作”是目前写作领域广泛探讨和研究的一个新的概念，“生态作品” 不断受到人们的认同和称赞，那么生

态写作能不能在应用写作中得到借鉴与应用呢？答案是肯定的。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点探索和思考，并愿和应用

写作界同仁共同探讨应用写作新的理论。 

   

  一、生态写作的概念及其来源 

  “生态”一词源自希腊文“eco”，意为家或生活场所。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Ernst Haeckel) 提出

并创立了生态学。生态学原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范围包括生物个体、种群、生物群落的供养关系，近年来人类

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也纳入生态学的研究范畴。随着人类环境的恶化以及危机的产生，“生态”一

词主要作为“环境”概念被广泛的使用并进入人们的社会以及政治生活领域。人们在使用“生态”一词的时候，赋予

了它三种含义：一是自然生态，包括活生物在自然界中与环境的生存关系，当然也包括人类在自然界中与环境的生存

关系。二是社会生态，主要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周围环境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三是原有生态，主要包括与现代

相比原始的、原有的事物以及其与周围环境关系。“生态文明”一词中的“生态”就包含了这样的多重含义关系。  

  生态写作的概念大概出现在2000年左右，但开始不叫生态写作，而是“原生态散文”写作，大概受原生态音乐的

影响。“原生态散文”写作的最早提出者是陕西散文家黄海。但由于媒体关注不够，再加上没有相应的理论配合呼

应，故而，没有引起足够的广泛的关注。在2006年5月湖南郴州“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上，又有作家提出“原生态散

文写作”这个概念，提醒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过去的审美观念或定势”①。原生态散文的显露大致是2007年的

事情，2007年8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原生态散文十三家》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她们》两书，成为

彰显原生态散文的亮点，尽管两本书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散文原生态写作”的理念却得到了强有力支持与佐

证。紧接着，上海陈友中出版了《生态写作》一书，大胆地尝试着写作思维的革新与写作理论的重建。那么，究竟什

么是生态写作，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根据人们所推崇的生态作品以及有关学者的探讨来看，生态写作

的含义大概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关注自然、关注人与环境关系的写作。美国的艾布尔在《环境的想象》中指出：这种写作以及作品以对环

境负责的精神进行着“所从事的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和反映，进行着一种对环境与对人负责的“生态写

作”。正像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的那样：“大自然要求凝神注视和不断的内心工作”，要求“用艺术

家所能看到的大自然的美使我们高尚起来”。这种生态写作就是通过“不断的内心工作”即艺术创造，通过关注自然

来关注人，来审视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在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生

态价值共识与创作倾向。如沈阳出版社出版的《人与地球丛书》，被认为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写作”。这套丛

书由多部作品组成，融知识性与趣味性、科学性与文学性为一体，包含着作者对地球母亲关爱的深情与理解的渴望。

他们注意在人类生存的历史和现实的宽广背景上，考察地球，将自然地理人文化，显现着温暖的人道情怀与理智的生

存意识。 

  二是旨在提倡反映生活的“原态原貌”、“原汁原味”的写作，以及强调作者的“在场”和作品的“临场

感”。 正像四川的田俊先生在《真实、真情、真味——浅议原生态写作在高中作文教学中的运用》一文中所指出的：

原生态这个新生的文化名词最先被定义为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学形态，如《原

生态散文十三家》一书。书中作品大多反映了深入生活本质、直面当下的现场感和精神向度，倡导和实践了以“以最

低的姿态贴近大地和生活”，以“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②为关键词的“原生态散文写作”主

张。例如：  

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用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巨莽大禽。在人身边活下来

的，却只有这群温顺之物了。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 ——《人畜共居的村庄》  

  三是指一种用质朴自然、清新真实的语言表达内心情感的写作方式。田俊先生认为生态写作就是作者通过文字描

写，用朴素自然、清新真实的语言，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一种写作方式，它的特点是用语质

朴，感情真挚，回归自然，回归人性。他说：原生态写作就像一股山涧的清泉，静静地滋润着山中的树林草木，让其



焕发出绿意盎然；原生态写作似一位平凡憨厚的农夫，用他粗糙的双手，在贫瘠的大地上，种植出富饶的庄稼；原生

态写作就像我们的母亲，总是用最简单的话语，传递出最为厚重的爱和情感。总之，在他看来，原生态写作，是一种

科学合理的而且是直抵人心、拥抱人性、回归自然的写作方式。目前反映这类写作思想与写作方式的作品占有很大的

比重，例如长篇农村绿色题材小说《不灭的村庄——杏花村》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关于应用文的生态写作 

  应用文是应用性的文体，能否进行生态的写作，或者是否需要生态的写作，笔者认为，由于应用文更加贴近生活

的现实，更应该进行生态的写作，以获得“真实、真情、真味”，从而更好地感化社会，影响政治及行政管理的实

践，达到应用的目的。同时，应用文千人一面的僵化的文风，“八股”的形式，严重地阻碍着应用文的发展，也影响

着应用文的使用价值，倡导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势在必行。那么，如何进行应用文的生态写作？试提出以下意见。 

 

  （一） 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在题材上要更多地反映生态文明，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反映时代的要求 

  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充分表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

明的畸形发展。这样，生态危机几乎将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放大”成了社会问题，任何细微的生态环境变化都可能在

人类社会产生“蝴蝶效应”。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思人类行为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运动在各个知识领域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各大领域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绿化”，而“绿化”无一例外

地以谋求确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特征。哲学开始了“荒野转向”，将伦理关怀惠及到非人类的世界，提出“动物

解放”、“自然权利论”、“生态中心主义”，将“价值”、“权利”等概念逐步扩展到动植物；人类学和历史学出

现了“生态视角”，重新改写对人类和历史的认识；经济学开始寻求“发展”而非“增长”的经济模式。1972年，著

名的罗马俱乐部推出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以翔实的数据警告人们如果继续现存的增长模式，全球经济会在今后

100年内达到极限；作为审美灵魂塑造的文学在“绿化”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例外，且“生态文学”首先“发难”，美

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首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他以寓言开头向我们描绘了一个

美丽村庄的突变。  

  在这样“全盘绿化”的情势下，作为反映客观现实、以应用为目的的应用文写作难道能“束之高阁”吗？回答自

然是否定的。《诗》云：“为章于天”，意思是彰显文明。文章的功用正是以“文”彰显文明。如果说我们把学术论

文也看作是一种应用文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已经大量涌现了诸如《地球的毁灭》（1970）、《末日书》

（1970）、《末日综合症》（1972）、《明天的死亡》（1972）、《即将到来的黑暗时代》（1973）、《人类的最后

时刻》（1974）等等应用文，这些都充满着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深切的忧虑，都着力阐发工业社会面临

的严重生存危机。联合国环境保护署更是与众多的国家签订了环境保护协议，更有大量的应用文乃至公文涌向各级机

关与当权者手里，或者成为生态决策的依据，或者唤醒当权者的良知，发挥着强有力的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的作用。例

如下面一篇应用文： 

 

朱舟海委员：  

  你提出“‘西湖西进’要与水环境的生态治理相结合”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在提案中，你对于西湖西进工程的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局领导

极为重视，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对该建议进行专题研究讨论，明确要求西湖西进工程建设始终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

位，并认真贯彻落实到每一个细节。……  

（摘自《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杭州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  

 

  总之，面对生态危机的出现，应用文写作作为应用实践的生态写作，必须反映时代的要求。目前，建设“生态文

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国策，应用文写作者应该具有“生态”的责任意识，根据应用实际，在写作题材上

要更多地反映生态文明，关注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义不容辞地加入为人类生态文明而努力的“生态”大军。 

 

  （二）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在写作理念上，要“全息”地反映生活真实，以保持社会生活实践的“原态原貌”、

“原汁原味” 

   “生态”的基本含义是生存的环境以及生存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因而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在写作理念上，必须充分

认识与客观环境的适应性规律，通过关注生态环境来关注人，来审视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在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方面

存在的问题。要“全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对假、大、空的文风，切实反映生态写作“大地原声与现场精

神，人间烟火与众生关怀”的根本特点，以社会生活的“原态原貌”感动行文对象，达到应用的目的。 

  所谓“原态原貌”，是指“原态”地反映社会生活，反映应用实际。应用文不能为了某一单纯的目的而想象和虚

构，它必须反映客观现实的实在性，除了社会本质的真实以外，还必须是具体事物、具体情况的真实，客观存在的真

实。应用文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引语、数据以及作者的观点、感情态度等要素材料都必须是事实，是

真人真事，是真情实感，客观地展示人性、叙发本真。以“我”进入世象，对一些事实和思想进行发现和发言。“是

什么就是什么”，这是生态应用文的脉搏和要害所在。 

  做到“原态原貌”，就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注意对客观现实反映的准确性。从现代信息论的观点来看，信息从输

入到输出不走样、不歪曲就是传真，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就是体现这种传真性，具有所代表的机关单位或某个体的“临



场感”。 生态应用文是客观现实真实的再现，是社会客观现实的摹写和记录，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本真”。生态应

用文的写作不是单纯的坐在办公室里，而是要通过深入现实的仔细观察和深入实际的体察来实现输出信息的真实准确

性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真”。立足现实生活本体，以作者的“在场”以及思想的“在场”，乃至情感和精神的“在

场”，书写现世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以及表达有关政策、思想、观点、意见和方法，充分体现一种“人间烟火”与众

生的关怀。在反映客观“本真”的问题上，由于受“歌德”现象的影响，有些应用文对所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一味

地迎合上级机关，或者迎合领导“政绩”，这就势必影响应用的效用。 

  反映“本真”，就要遵循写作主体与客观环境的适应性规律。应用文的生态写作，首先必须了解对象，认识对

象，遵循其规律，即要对客体的某一特定的需要进行表达，对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进行认识和把握。要有一种对环

境、生活、内心、精神的反省与质疑精神，去掉那些人为的遮蔽，呈现出真实的、不虚饰的客观境况。例如下面一篇

应用文： 

关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遭受严重破坏情况的报告 

尊敬的梁从诫会长： 

  2003年8、9月份和2004年8月份，我两次进入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文简称“羌塘保护区”）调查，所

见所闻让人惊心：该保护区正在遭受严重破坏，并且，情况愈演愈烈，堪称危急。我现将调查到的有关情况向您报

告，请予审阅。 

  一、羌塘保护区基本情况。（略）  

  二、羌塘保护区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略）  

  三、对加强羌塘保护区管理工作提三个建议。（略）  

  1.中央有关机构、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全面而深入地查处羌塘保护区境内大量非法开采金矿一事。……  

  2.改革羌塘保护区管理体制。……  

  3.新闻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密切关注羌塘保护区的状况。……  

  此致  

敬礼  

                                 自然之友会员：周汝尧   

                                  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生态应用文写作必须适应环境，环境条件不同，写作也就有所不同。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其表达

的方式以及反映事物的深浅程度等等都会有所不同。遵循这些规律，才可能使所写作的应用文章符合客观实际，才能

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三）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在写作风格上，要弘扬质朴、清新的文风，使之在应用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  

  应用文写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精神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它不仅是为主体的需要而写作，同时也是为客体对象而写

作，只有为客体对象着想，才能实现主体的需要。应用文的写作目的仍然在于应用，它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为了

办事的需要，给其他机关或有关人员阅读的，这就是说它有明确的写作客体对象，有广泛的阅读机关和阅读人员。生

态应用文写作通过弘扬质朴、清新的文风，给人以美感，使人赏心悦目，愿意读下去，从而达到应用目的，同时也给

人以“美”的享受。主体目的的实现最终决定于受体的认可与行动，在这里“美”可以说是引起各种对象认可与行动

的“通行证”，审美以及对美好的追求是人的普遍心态。应用文是社会交际的工具，离不开审美性的规律。因此，

“美观”是应用文生态写作的必然要求。应用文“美”的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形式上要美观；二

是体现在内容上要有美感。  

  生态应用文的写作语言在表达上还要注意主客观环境问题，即通常所说的语境。我国修辞学家王德春在其《语境

学是修辞学的基础》一文中指出：“语境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人的身份、思想、性

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语言环境。”语言环境对语言材料的使用及表达起着制约的作用。

应用文的生态写作，就主观因素而言，强调要符合作者的身份，单位的性质，领导人的性格、习惯等；就客观因素而

言，要符合作者写作的时间、地点、场合、背景和行文对象情况等。同时注意语气的运用。语气对表意起辅助作用，

语气不同，所表达的意思也就各异。选择恰当语气，才能准确传情达意。语气准确应做到三点：一是语气与体式相吻

合。公文多用直陈语气，其次是祈使语气，再次是疑问语气，一般不用感叹语气。二是语气与对象相吻合。如对上

级、外单位、领导人等，语气应当恳切尊重。三是在同一体式中，语气的使用应协调一致，使表意更加鲜明有力。例

如《毛泽东给刘松林的信》③：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

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父亲   

                                        六月十三日  

  关于应用文的生态写作之提法，目前还未见于报端和杂志，本文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作为生态写作的应用

文，作为写作的一种新的形态，一方面要使人感到一种独特的“风味”，并从中感受到心灵的影响力，得到一种生存



和“绿色”的启示，那就是，我们必须对地球母亲充满敬意和爱意，必须虔诚地走近她，认识她，保护她。另一方面

要使人“临感”到应用文是实实在在反映着客观环境和时代的要求，遵循着社会事务的客观规律，以清新的文风体现

着真实、真情、真味，并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 

  ［注释］  

  ①王聚散，《生活原态与艺术提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d3973301009ctp.html。  

  ②杨献平，《大地原声与现场精神》，本文为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原生态十三家》一书代后记。  

  ③《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522页。                                    

（《应用写作》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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