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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文良博士的新著《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马上要出版了，我很为他高兴。
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记得去年五月底我应邀去扬州大学参加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文良的博士论文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一篇
。
答辩结束以后，文良就提出希望到复旦做博士后工作，经过复旦有关专家的审核，他如愿以偿地进入
复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他关于生态批评的研究。
前不久，他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根据答辩委员会所提的意见做了认真修改，很快就要出版了，并
希望我帮他的新著写个序。
我义不容辞，欣然答应了。
　　生态批评我不是很熟悉，但我对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情况还是比较关注的。
应当说，近年来国内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进展。
不过，由于生态批评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建构很多仍处于探索与尝试的阶段。
生态批评要构建自己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加强生态批评的范畴的研究
；同时，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批评手段，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更需要探讨其富有特色和体现生命力
的批评方法。
然而，关于生态批评“范畴”与“方法”的研究可能恰恰是当前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
文良这部著作率先从“范畴”和“方法”的角度来研究生态批评，分别提炼和归纳出生态批评几种有
代表性的“范畴”与“方法”，并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
生态批评范畴与方法研究的不足，对于当前的生态批评研究具有重要的“补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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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著由前言、上篇（范畴篇）五章、下篇（方法篇）二章和结束语共四部分组成，力图通过对生态
批评“范畴”的界定和探讨，尝试廓清生态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理路，通过对生态批评“方法”的研究
，探讨一个对当前的生态批评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生态批评方法系列构想。
    前言部分，首先对生态批评的概念、批评对象、宗旨等进行了“概说”，接着分析了当代中国生态
批评崛起的原因，然后探讨了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在简要总结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取得成果
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缺失，进而提出本文写作的基本设想。
    上篇为“范畴篇”。
第一章探讨生态批评的核心范畴——“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生态文艺（文化）中最为
根本性的内涵，是生态批评反复探寻和积极倡导的。
本章第一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内蕴进行了发掘，对这一极其重要的“和谐”
思想的现代生态价值进行了考量，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生态伦理进行对比研究。
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对“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进行
辨析。
本文并不简单地认同西方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为本”等激进的理论主张，而
是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某些原则性主张对于我们保护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它同时也存
在着不小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局限性，而温和、理智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人的利益与生态整
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立足点，也是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
在生态保护究竟以谁为“本”的问题上，本文认为，“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并不是绝然对立的
，只有做到“‘以人为本’为旨归、‘生态为本’为内核”，才能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第二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自然”。
要实现“和谐”的目标，关键之一就是要调整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自然有正确的
认识。
本章第一节梳理了“自然观念”的发展历程：古希腊的“有机论”自然观、近代“天人对立”的自然
观、现代“天人相谐”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观、东方“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第二节则重点探讨了“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认为“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是一种相辅相
成的关系。
生态批评，不仅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还要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精神
生态的问题，引导人们重视向“内部自然”的回归。
第三节则从科技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检视科学与敬畏自然”的命题，在分析科技对人类的福
祉与祸害的基础上，论析了“敬畏自然才是真正的科学观”的观点。
    第三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终极关怀”。
“我是谁”、“我在何处”、“路在何方”、“存在何为”，这些都是关乎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是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实现“和谐”目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是人类终极关怀的应有之义。
首先，人类只有正确评价自己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序位——“我在何处”，才能真正地认识生态系统
，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开或缓解生态危机；其次，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人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走错了路
、走错了什么路以致酿成了现代生态文明的严重偏颇，这样才能明确“路在何方”，真正探求诗意生
存的理想之途；最后，要实现终极关怀，还需要明确“存在何为”的问题，需要呼唤人们生态忧患和
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
生态批评应该鼓励并提倡批评家们有意识地从“终极”视角阅读文本，注意发掘文本中蕴含的终极关
怀精神，引导读者领悟并接受这种精神意蕴。
    第四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悲慨”。
悲慨，即悲壮慷慨。
它既是生态文学的重要风格，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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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分析生态文学的悲剧性之维。
通过对生态文学作品的解读指出，生态文学常常采取悲剧的形式，通过反思与批判人与自然的矛盾关
系来唤醒人们追求“和谐”的生态意识。
第二节进一步探讨生态文学中悲剧与崇高、人的崇高与自然的崇高相结合的问题。
人类是崇高的，大自然是崇高的，人的崇高不应以征服自然为判断标准，而应该以人保护自然、实现
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的价值为标志。
两者的有机契合，造就的往往是一种更为神圣的崇高，可以营造更加撼人心魄的悲壮慷慨的氛围。
第三节论述了在当代审美文化背景下，生态文学所具有的鲜明的反叛精神：拒斥媚俗，重扬严肃、高
尚的儒雅风范，积极倡导文学精神的回归。
生态文学这种拒斥媚俗的特性，也决定了生态批评应该是一种阳刚的批评，一种充溢着浩然正气的批
评。
    第五章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审美话语”。
生态理念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社会色彩，生态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以生态理念为
支撑、以生态文学艺术为主要批评对象的生态批评也因此而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性色彩。
虽然，生态话语是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判性的，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又不能沦为生态话语简单的“
政治传声筒”，而应该注重生态理念、生态思维的形象化和情感化，尽可能采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
行对话。
重视生态话语审美化，将“生态”融化为一种“审美性”的东西而留驻在人们的心中，并潜移默化地
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意识，这应该成为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执著追求。
    下篇为“方法篇”。
第六章，从“学科方法”的层面探讨生态批评的方法。
生态批评可以从文化学方法、女性学方法、阐释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常见的文艺学方
法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批评路径。
本章第一节“‘文化诗学’与多重跨越”认为，生态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批评，作为一种“
文化诗学”，生态批评要突出它的跨学科性、跨文明性和跨文化性。
同时，生态批评也不能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应当寻求文化性与审美性之间的和谐统一。
第二节“‘生态女性’与视界融合”探讨了女性视角之于生态批评的重要性以及生态视角之于女性批
评的特殊意义，并将理论推导与个案分析有机结合，论述了将女性视角与生态视角结合起来的生态女
性批评不仅可以为长期以来的女性批评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以为新生的生态批评开拓更为广阔的批评
空间。
第三节“‘经典阐释’与生态优先”论述了生态批评对经典文学阐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生态
批评进行经典阐释时，需要把握两个关键：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原则，侧重于从“生态”的角度，
从“自然”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和认识经典；二是把握阐释的“度”，避免完全脱离时空背景的过度阐
释。
    第七章，从文本分析的“具体操作”层面探讨生态批评的方法。
第一节“‘正面发掘’与诗意追寻”，侧重于从生态文学或包含生态内蕴的非生态文学或“准生态文
学”中探寻“自然”及其存在方式，一要寻找“自然”的“诗意”，升华人们的生态伦理道德，二要
批判人类“自掘坟墓”之举，拷问失衡的心灵。
第二节“‘缺席审问’与降值性批判”，则是要求生态批评对那些曾经以其强烈的“斗志”折服读者
、令读者浑身充满与自然抗争的力量的“反生态”文学作品做出“降值”判断，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
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文学艺术标准。
第三节“‘叙事剖析’与感染功效”，认为在对生态文学进行叙事剖析时，可以主要从五个方面来把
握：一是把握生态意象，二是把握背景材料，三是把握“对话”元素，四是重视非叙事性话语，五是
重视叙事视角，这样便于突出生态批评的感染功效。
    结束语部分对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寄予了期望，特别指出要以本土话语为根基，以西方话语为催化
剂，力求构建出具备本土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既要重视对西方生态批评成果的译介，更要重视本土创新；要重视文本解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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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理论生长点；要重视学术对话，化解学术隔膜；既要重视“拿来”，也要重视“输出”。
    本论著在写作过程中，注重对当代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批评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及理论概括，注重理
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有机结合，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借鉴西方生态批评优秀成果的同时，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进行生态智慧的发掘，注重中国批评传
统的现代转换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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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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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先后主持湖南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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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第一节 自然观念的发展履程      一、古希腊的“有机论”自然观      二、近代“天人对立”的自然
观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自然观      四、现代“天人相谐”的自然观      五、东方“天人合一”
的自然观    第二节 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      一、重视精神生态，纯化“小宇宙”继而净化“大宇宙”     
二、重视社会生态，推动良性自然生态的重建    第三节 检视科学与敬畏自然      一、科学的“福祉”与
“祸害”        二、关于“敬畏自然”的论战      三、敬畏自然才是真正的科学观  第三章 终极关怀    第一
节 终极关怀：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终极关怀的应有之义      二、中国传
统文化“参赞化育”的终极之思    第二节 “我是谁”：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序位      一、人类：生
态大家庭的普通一员      二、生态文艺关于人类“序位”的终极之忧    第三节 “路在何方”：探求诗意
生存的理想之途      一、追根溯源，明确人类文明的“岔路”何在      二、回归“原点”，探求诗意生
存的理想之途    第四节 “存在何为”：呼唤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  第四章 悲慨  第五章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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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批评的核心内容。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和谐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冲突降到最低程度的一种状态。
要实现“和谐”的目标，关键是要调整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对“自然”有正确的认
识。
“自然”，是生态批评的重要范畴。
　　“我是谁”、“我在何处”、“路在何方”、“存在何为”，这些都是关乎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实现“和谐”目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如今，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的生存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不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终
极关怀”将成为一句空话。
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是人类终极关怀的应有之义。
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的未来责任伦理学把终极关怀由关心人的终极幸福转向对人类未来和自然的
担忧，这是很有道理的。
“终极关怀”，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范畴。
　　生态文学常常通过反思与批判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来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
为了能在更大程度上震撼人的心灵，生态文学常常可能采取悲剧的形式，将人的崇高与自然的崇高有
机契合，从而造就一种更为神圣的崇高，营造更加撼人心魄的悲壮慷慨的氛围。
生态文学拒斥媚俗，张扬崇高的特性，也决定了生态批评应该是一种阳刚的批评，一种充溢着浩然正
气的批评。
“悲慨”，是生态批评的又一重要范畴。
　　生态理念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社会色彩，生态文学艺术具有突出的批判性与反思性，以生态
理念为支撑、以生态文学艺术为主要批评对象的生态批评也因此而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性色彩。
虽然生态话语是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批判性的，但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又不能沦为生态话语简单的“
政治传声筒”，而应该注重生态理念、生态思维的形象化和情感化。
尽可能采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
重视生态话语审美化，将“生态”融化为一种“审美性”的东西而留驻在人们的心中，并潜移默化地
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意识，这应该成为生态文学艺术和生态批评的执著追求。
“生态审美话语”，同样是生态批评的重要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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