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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生态文学。
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
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
目前，在美国以生态文学为题出版的书已有几千种，多所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而且多为研究生
课程。
从90年代起，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之一。
　　劳伦斯·布伊尔在他被誉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的著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
化的构成》中提出，一部定位于环境的著作应当包含如下特征：　　一、非人类环境不是仅仅作为背
景框架来展现，而是表现为人类历史是暗含在自然史之中的。
　　二、人类利益不被当作惟一合法的利益。
　　三、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主要伦理取向的一部分。
　　布伊尔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学”这个称谓，但是他对“环境取向”特征的强调，实质
上是对生态文学的界定。
从上述三条原则之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生态文学总体特征的理解。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
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
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
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
度。
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
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
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
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
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
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
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
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在西方文化中，历来占据主要地位的致思方式是以自我和实体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形成
了固执于主客观分野的、用来衡量和检测事物的认识深度模式，如本质与表象的辩证模式，潜与显的
心理学模式，内与外阐释模式，真实与不真实的存在模式，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模式等等。
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使人们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隔绝与区别开来，促使人将自然对
象化，将本来是自然一部分的人孤立出来，以实用的工具化的态度来对待自然母亲。
而生态文学的思维模式则呈现非两值对立的多元整合性质，它强调的是过程、环境、是感知整体和结
构的能力，是万物互相依存和关联的思想。
而一旦消解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将世界看作人类生活整体中的“人的存在”，同时不再把人视为
超越环境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仅仅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而对自然进行征服
、改造、占有和利用的片面关系就将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包容的关系。
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
　　这种以整体为基础的意识模式，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因此，生态文学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
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
存的生态文学。
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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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之所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新的浪潮，是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的。
在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人类对自然无止境的盘剥与利用，已经使自然开始了隐退，自然已逐
渐被商品所代替。
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供物质、能量资源和作为人类的排污场外，其他功能不再被人类视为必要，
生态系统存在本身的价值和生命的多样性价值，甚至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都已经退居最次要的位置。
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
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酸雨肆虐、地面下沉、水土流失、淡水缺乏、沙漠迅速扩张、全球气候变暖、
臭氧层出现空洞、物种数目急剧减少、海平面持续上升、有害化学物质导致物种突变、居住环境恶化
、生态严重失衡⋯⋯整个人类的生存已处于威胁之中，种种一切，使人的精神趋于枯竭，造成了一种
可怕的沙漠化和荒原化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就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
能。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
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
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
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
上的新颖和独特，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
因此，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
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中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在本丛书选入的四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的写作中体现
出这种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主客观不分的本原性和谐的生态整体观，他们崇尚的是将荒野、文化传统
、人类体验及生态关怀融为一体。
而为了达到这种本原性和谐，他们都以美为向导，去体验人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将体验的深度与世
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去感受而不是理性地分析与整体的浑融。
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主张的，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
然环境和场所”。
将人与世界看作一个统一整体，在这样的关系中去考察人和世界，从单纯的自我走向与环境融为一体
的自我，是生态文学的一个主要追求。
　　美国独特的自然人文传统给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牢固基础，业已产生许多重要的代表作
家，如我们所熟知的爱默生、梭罗，但是对继他们之后的重要的生态文学作家，我国的介绍还比较零
散。
本丛书精心选择了四位最重要的作家，瓦尔特·惠特曼、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和玛丽·奥斯汀
的代表性作品，呈献给大家，以期对美国生态文学有一个全面概括的了解，并期冀有识者就此课题继
续做深入、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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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鸟与诗人》首版发行于1877年。
是巴勒斯在“湖畔木屋”和“山间石屋”生活的前期所作。
巴勒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把户外自然草稿与纯粹来自书本上的经验结合起来，我为此已酝酿了
很长时间，因而，现在我将向读者透露，是什么吸引我，让我感觉到身处四壁之内的快乐，又是什么
愉悦我。
使我不知疲倦地奔波予户外。
”由此不难看出，巴勒斯在书中向读者奉献出的既有他在书斋中对自然的研究和思考，又有来自户外
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亲身经历和体验。
该书共分十章，包括《鸟与诗人》、《自然的笔致》、《鸟的集成曲》、《舂之涛》等，这些作品向
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诗意而美好的自然画卷，令人对神奇的大自然充满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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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8226;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美国作家，一生的著作有二十多部，多以描写自
然，尤其是鸟类为主。
他笔下的风景多是人们所熟悉和可以接近的，那些人们自己的农场和院落里的景色——树林、原野、
鸟儿和动物，因此令人感到格外亲切，赢得了众多的读者。
其书籍的销售量当时达到一百五十万册。
在他的那个时代，许多人，包括罗斯福总统。
都是读着他的书长大的。
1837年。
巴勒斯在哈得孙河畔购置了一个果园农场，并亲手修建了一所石屋，后又在不远的山间盖了一所简易
的房子。
他一生的后四十八年几乎都是在这两处贴近自然的乡间度过的。
在那里，他过着农夫与作家的双重生活。
用锄头和笔在土地和白纸上书写着他的心愿。
他被誉为“美国乡村的圣人”、“走向大自然的向导”。
他虽受益于爱默生和梭罗，可又与他们不同。
爱默生和梭罗的作品往往是由于“自我”魅力很强。
最终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个人。
巴勒斯则不然——“我的书不是把读者引向我本人，而是把他们送往自然。
”读他的书。
就像是在进行夏日度假，在田野中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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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鸟与诗人自然的笔致鸟的集成曲四月春之诗我们的乡野之神在天才面前在美面前爱默生鹰之翱翔
（致沃尔特·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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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鸟与诗人　　那些最美妙的抒情诗，多么像某种鸟鸣！
——清脆悦耳，令人着迷，让人联想到好斗的雄鸟高唱的得胜歌。
（那种具有抒情特质的歌声不正好属于男人吗？
）济慈和雪莱可能比其他诗人表现得更突出。
他们仿佛具有鸟的生理构造，因而能发出野性的尖利叫声。
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们就是最伟大的诗人，除非他们有麻雀和云雀那种非凡刺耳的半音。
　　但是，当一位普通读者想象诗人们的鸟时，他自然会联想到那些著名的鸟类，云雀和夜莺，它们
是声调悠扬的欧洲歌唱家，为欧洲的山林留下了不朽的歌乐，不过，偶尔也有年轻而无经验的歌手被
输送到某些海岸。
　　那些古代的诗人，那些杰出的吟游诗人，似乎很少提到鸣禽。
他们好像更青睐那些在高空翱翔又猛然扑向地面的食肉鸟，比如鹰。
一种给人以凶兆的鸟；秃鹫，鹳和鹤，或者喧闹的海鸥和一种叫声尖利的鹰。
这些鸟更适合野蛮尚武的时代，同时也更适合思想朴素而精神强大的歌者自己。
荷马一定倾听过燕子的喋喋不休，凤头麦鸡的哭泣，斑鸠的叫声，以及夜莺的鸣啭，但是，它们还不
足以表达他的感觉，不足以为他的主题增色。
埃斯库罗斯把鹰的意象带进《朱庇特的犬》，他的韵文像用利剑切出来的。
　　不是因为古老的吟游诗人作为诗人太少了，而是他们作为人。
太多了。
对于非常容易受到感动的人，大自然并不缺少悦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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