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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998年。
21世纪的钟声，已经在人们的心头敲响。
　　踩在新世纪的门坎上，我校领导立足于建设教学科研型的新型一流师范大学的高度，经多次研究
决定，汇集本校历史上以及当今知名教授的学术著作，编辑出版《随园文库》；选择颇见功力的青年
教学研究人员的力作，编辑出版《青年学者文丛》；资助出版若干本校教师编写的优秀教材。
这项举措，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欢迎。
为保证这三个系列图书的出版，由学校和校出版社共同出资，设立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
成立了以校长为主任委员的“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其职能机构为“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资助金管理办公室”。
同时，还专门成立了由数十位高水平专家学者组成的《随园文库》编辑委员会，以保证《随园文库》
、《青年学者文丛》这两套丛书的学术质量。
教材资助项目，则直接由出版资助金管理委员会把关。
　　《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成为许多名校之宗。
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
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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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文库》所收学术著作，须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的代表性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
百年沧桑，几度分合，时序交替，迭经变迁，这所学校终成南京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成为许多名校之宗。
各校取其所取，彰其所彰。
唯师范主脉，绵延而下，为今南京师范大学所承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绿袖子舞起来>>

作者简介

　　韦清琦。
江苏南京人。
1995年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2004年在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曾多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工作。
现任南京师大金陵女子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同时也是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科研方向是文学批评特别是生态批评，主持过国家社科在内的多个项目。
并从事大量文学翻译实践，成果丰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绿袖子舞起来>>

书籍目录

总序导论 生态学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之意义第一节 本研究的对象、理论平台和具体路径第二节 文学
的生态学研究的意义第三节 生态批评概述第四节 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第二
章 三个重要的讨论第一节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第二节 关于素食主义的讨论第三节 关于科学的功
与过的讨论第二章 新时期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遗产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
中的生态性写作第三节 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伦理第四节 乡土观念第五节 国外自然写作第三章 新时期生
态文学的分期与发展概况第一节 浅绿色：环境文学第二节 深绿色：自然写作第四章 人文仿生学写作
第一节 科学仿生学与人文仿生学第二节 道法自然：学习自然的崇高及其深层结构第三节 本能即智慧
：学习动物的生存意识第四节 心中有树：挽救文艺颓势的良方第五章 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第一节 生态
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理据第二节 新时期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第三节 《库麦荣》：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小说的一个实例第六章 拓展阐释空间：生态视角下的文化和教学研究第一节 “非典写作第二节 关于
和谐社会的生态认识：对江苏2005年高考英语作文试卷的抽样调查第三节 从《鼹鼠的故事》写起：生
态思想导人写作课堂的一个实例第七章 作家研究第一节 徐刚（1945-）第二节 张炜（1956-）第三节 苇
岸（1960-1999）第四节 其他结语 文学返乡：建构21世纪的中国绿色经典附录一 生态批评家的职责：
与斯科特·斯洛维克的对话附录二 想知道，也想做到：行动中的学术研究——探访美国内华达大学的
“文学与环境课程（L&E）附录三 出走的批评意识——读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附录四 打开中
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依尔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绿袖子舞起来>>

章节摘录

　　的地位和荣誉，鹦鹉语反而被忽略”①。
“鹦鹉语”被忽略，标志着鹦鹉一动物一自然的身份被人的语言的褫夺。
　　南强在其散文《黑熊不雄》的开篇就质疑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将‘狗熊’与‘英雄’对
立起来？
”他通过对熊在自然状态下的描述，剥离了人强加给它的文化内涵。
他在《山中无豺》、《万丘无貉》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些带有浓重贬义文化色彩的野兽的生态价值而非
经济价值。
②我们还看到，这些“暴虐”的动物其实很少向人类主动进攻，倒是人总想杀之而后快——人的凶残
是任何猛兽都望尘莫及的！
南强的策略类似于后殖民批评对文化定见的颠覆——偏离开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在后殖民批评语境
中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消除对动物的文化偏见，从而彰显动物在生态圈中本应有的作用。
　　郭耕在《以动物为“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文中列举了几种动物来与人相映照，显示了可为
人所吸取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蜂鸟用细长略弯的喙和灵活伸缩的舌卷成管状吸食花蜜。
觅食活动完成，却丝毫不破坏花朵。
它以最小的自然消耗，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
“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策略不正符合我们人类所推行的‘无害化生产’吗？
比起人类为建一个工厂就污染一条河，为开一座矿就炸平一座山的方式，孰是孰非？
”大猩猩总是适可而止地采食树叶，以持续有节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种群的发展维持在环境的
承受能力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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