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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具体呈现为两个方面: 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

义。环境正义主题贯穿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 承载着美国环境文学的最重要价值理想,代表美国环境文

学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深刻理解, 并体现了他们追求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价值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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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文学是一种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

内容, 以张扬生态思想、环境道德、环境审美情趣等

为主要价值导向的文学样式或思潮, 它具有融合文

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等多学科视角、思

想、理论和方法的总体特征。美国是世界环境文学

的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环境文学在美国兴起于 19

世纪中叶, 于 20世纪 60年代进入空前繁荣阶段。

环境正义主题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灵魂, 它贯穿

美国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 蕴涵着美国环境文学的

主导思想和情感。它代表着美国环境文学家对人与

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深刻理解,并

体现了他们追求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价值理想。

一 美国环境文学中环境正义主题的具体呈现

西方历来具有追求正义的思想传统。不过,西

方追求正义的思想传统存在一个严重不足: 长期强

调人对自然的控制与征服。进入 19世纪中期以后,

一些西方人开始意识到西方正义思想传统的局限

性,开始借助西方道德和法律中的社会正义思想审

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样的西方人当中, 美国环

境文学家显得十分突出。他们依托西方强调正义的

思想传统,试图将西方人的社会正义思想进一步延

伸到环境问题上,从而表现出追求 �环境正义  的思

想倾向。那么,什么是 �环境正义 ? �环境正义  是
人们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与环境

有关的人际关系问题时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正义原

则、正义意识或正义观, 它追求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

的公平对等。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具体

呈现为两个方面: 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

人之间的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首先表现为人

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 ! ! ! 这种正义观认为人类从

属于自然,要求人类热爱、尊重和保护自然。具体地

说, 它要求人类张扬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突破经济主

义价值观的羁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樊篱。

美国环境文学家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弘扬自然的

价值和尊严。对于美国环境文学家来说,能否正确

认识和肯定自然的价值是人类能否尊重自然的前

提。按照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的观点,自然存在物

具有 �多种多样的价值 。[ 1]可是人们往往只倾向于

看重自然的经济价值, 因此, 作为一种反拨, 美国环

境文学家所极力张扬的是自然的内在价值。他们反

对人们仅仅用功利的眼光看待自然。例如, 在美国

环境文学家约翰∀缪尔看来, 人们之所以认为响尾

蛇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动物, 是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

用纯功利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自然的内在价值妄加

否定。他说: �它们的一切, 无论是头还是尾, 都对

它们自身有益。 [ 2] 41
也就是说, 响尾蛇具有其自身

的内在价值,不管对人有没有益处,它们都是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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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种独立存在。由于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固有价值,自然拥有自己的尊严。在美国环境文

学家的笔下,自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卡逊

呼吁人们重视自然的价值和尊严: �我们是在与生

命 ! ! ! 活的群体、它们经受的所有压力和反压力、它
们的兴盛与衰败 ! ! ! 打交道。只有认真地对待生命

的这种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设法将这种力量引导到

对人类有益的轨道上来, 我们才能希望在昆虫群落

和我们本身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协调。 [ 3] 262
在卡逊

的眼里,如果人类竭尽全力地追求开发利用自然,而

不顾自然的价值和尊严,那么自然会以 �反压力  应

对人类的 �压力 ,即对人类进行无情的报复。

其次, 美国环境文学家呼吁人类突破经济主义

的羁绊。经济主义价值观之所以成为美国环境文学

家批判的靶子,是因为它的延续不利于当代人类在

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必要的环境正义秩序。对美国环

境文学家来说,经济主义价值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环境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深层根源之一。例如,康

芒纳在描写美国伊利湖所遭受的人为破坏时就表达

了这种观点。他指出, 伊利湖曾经是一个非常富庶

的地区,它为美国 6个大城市、1300万人口和当地

的工农业、渔业发展提供了难以数计的自然资源;然

而,由于当地居民唯利是图, �伊利湖的生态平衡已
经被打翻,如果还不能说这个湖已经死了的话,它也

肯定毫无疑问地正在蒙受着致命的灾难  , 因此,

�伊利湖是对我们为了创造这个国家的财富而加害

于我们的自然资源所导致的损害的标尺  。[ 4] 91
对于

康芒纳这样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来说, 突破经济主义

价值观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的一个重要

标志。

再次, 美国环境文学家进一步批判人类中心主

义思想。在美国环境文学家看来, 人类中心主义是

造成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深层根源。在当代美国生

态诗人约瑟夫∀布鲁夏克的诗歌中, 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受到了质疑和批判: �如果我们假定 /我们是

中心, /鼹鼠、翠鸟、/鳗鱼和小狼 /在恩宠的边缘, /那

么我们环行时, /如同一个个死月 /围绕一轮冰冷的

太阳!  
[ 5]
在上述诗歌中,诗人用 �冰冷的太阳 形象

喻指人类, 用 �死月  形象喻指非人的自然存在物,

将人类按照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自然打交道的方

式描述成一种唯我独尊、麻木不仁的方式。其寓意

是:人类与非人的自然存在物之间本来是一种休戚

相关、同生共荣的关系,但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的人类根本不能与非人的自然存在物和谐相处,这

不仅使大自然失去了应有的美和活力,而且将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 �冰冷的太阳 和 �死月  之
间的关系。这首诗歌通过展现处于 �边缘  地位的

非人类自然存在物的处境, 集中反映了诗人解构人

类中心主义,追求环境正义的鲜明立场。与布鲁夏

克一样,美国环境文学家利奥波德在 ∃沙乡年鉴%一

书中也 �驱逐 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呼吁创

建 �土地共同体  ,将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

物置于平等的地位。
[ 6] 193
他说: �只有当人们在一个

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

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

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

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 
[ 6 ] 194
他希望人类摆脱人

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卡逊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更加鲜明。她指

出: � &控制自然 ∋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
物, 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产物,

当时人们设想中的 &控制自然 ∋就是要大自然为人

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 [ 3 ] 263
美国环境文学家质疑和

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就是要美国人和整个人

类改正算计、破坏和掠夺自然的错误观念,从而重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需要指出的是,在张扬环境正义主题的时候,美

国环境文学家没有把 �环境正义  的内涵仅仅归结

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 而是使之进一步涵盖

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

义, 就是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环境权利和环境

义务的关系问题, 努力实现两者的对等和平衡。在

美国环境文学家看来,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或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因此, 他们结成了一个命运共

同体。这个 �命运共同体  的存在不仅说明人们的

命运休戚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必须具有共

同体意识,避免以自我为中心谋求放任自流的发展。

对此,美国环境文学家普遍进行了强调。例如,康芒

纳曾经指出: �与生态圈本身一样, 世界各个民族通

过他们分离的,但又有着内在联系的需要,联结在一

个共同的命运之上。世界将从整体上来幸免于环境

危机,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 4] 225

可见, 美国环境文学家反对人们以破坏和污染

环境的行为相互侵害环境利益, 而环境文学家眼中

的 �人们 不仅包括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 (子孙后

代 )。也就是说, 美国环境文学家不仅希冀消除同

代人相互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 而且希冀当代人在

享受环境权利的同时,要履行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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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保持环境的完整性,不能剥夺后代人的环境权利。

利奥波德要求保护荒野的呼声就包含着承认和尊重

后代人的环境权利的思想。他有感于荒野锐减的残

酷现实,对美国的自然环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

他自始至终强调,美国的荒野应该是每一代美国人

共有的财产。对于每一代人来说,荒野中的动植物、

土地等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毫无疑问, 每一代

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环境中:这

种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环境给每一个人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机会,是 �每一代人不可剥夺的权利  。[ 6] 5
卡逊

也是一位关心子孙后代福祉的环境文学家。她在

∃寂静的春天 %一书中指出,停止用化学药品污染环

境是一件可以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在分析化学药

品的危害性时, 她曾经指出: �从大自然的尺度来

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

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 [ 3 ] 5- 6
显然在

卡逊看来,化学药品的使用不仅危害当代人的自然

环境和身体健康,而且会对后代人的自然环境和身

体健康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害,因此它违背了人际环

境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 环境正义主题 ! ! ! 贯穿美国环境文学发展

历程的思想主线

美国环境文学自崛起之日起就一直旗帜鲜明地

弘扬环境正义主题。不过, 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

的制约和文学家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 兴起阶段

( 19世纪中期至 20世纪 50年代 )的美国环境文学

家表现的环境正义主题主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

正义。繁荣阶段 ( 20世纪 60年代至今 )的美国环境

文学家表现的环境正义主题则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

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的有机统一。

兴起阶段的美国环境文学家洞察到美国自然环

境因为遭到日益严重的人为破坏而不断恶化的事

实,同时深刻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美国人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价值,因此, 他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改变美国

人的自然观,并致力于推动他们形成热爱自然,尊重

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思想观念。他们大都试图通过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和表露其深切感受的艺

术方式告诉美国人,自然界是人类必须依赖、也可以

依赖的家园,因此,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无异于破坏

其家园的行为。他们似乎普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

只要创造机会, 让美国人深入了解自然, 认识自然,

那么, 改变其破坏自然的观念和态度是可能的,要求

其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做法也是切实

可行的。亨利 ∀梭罗、乔治 ∀马什、约翰 ∀缪尔、约

翰∀伯勒斯、玛丽∀奥斯汀、奥尔多∀利奥波德等美

国环境文学家都具有这样的信念。在上述这些兴起

阶段的美国环境文学家当中,梭罗最具代表性。他

到瓦尔登湖畔隐居和撰写 ∃瓦尔登湖 %就是受这种

信念驱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 他并没有在他的书

中仅仅如实地描述他本人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

历, 而是对美国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 ! ! 他期望美

国人能够把他的人生经历视为探求 �真理  的过程。

他说: �不要给我爱,不要给我钱,也不要给我名誉,

给我真理吧。 [ 7]
他试图说明: 真理存于自然之中;

人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只要美国人对自己的自然观进行认真反思, 他们就

能培养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环境正

义意识。

然而, 现实并没有像兴起阶段的美国环境文学

家所希望的那样美好。从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

50年代,虽然美国自然环境在工业化车轮的碾压下

出现严重恶化的态势,但是环境问题并没有受到美

国人的普遍重视。缪尔对不重视环境问题的美国政

府和民众尤其不满: �在保护措施的执行还十分迟
缓的现在,乱砍滥伐正在日复一日地加快着速度。

斧锯在疯狂地忙碌着,木屑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

飘撒着,每个夏季, 国家公园以外数千英亩无价的森

林, 连同它们的灌木、土壤、泉水、气候、景色及宗教,

随着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却没有雇用一

名护林员。 [ 2] 249

美国环境文学家从美国政府和社会民众对环境

保护工作所持的冷漠态度中认识到: 仅仅张扬人与

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或仅仅呼吁美国人热爱自然尊

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激发美国人的

自然环境保护意识,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

重的环境问题。因此, 20世纪 60年代以后的美国

环境文学家普遍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总是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 人对待

自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总是和人际利益矛盾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的自然

观或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超越单纯强调人与自然之

间的环境正义的局限性,必须使 �环境正义  同时涵
盖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

义。此后,爱德华∀阿比、德弗拉 ∀戴维斯、唐 ∀德

里罗、莱斯利∀西尔克、巴巴拉∀尼利等一大批美国
环境文学家就明确地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

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并置于他们的作品中进行张

扬。在小说∃清洁工布兰奇 %中,巴巴拉 ∀尼利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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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抨击人对自然的非正义行为的同时, 对人与人之

间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小说讲述了美国白人向波士顿一个黑人社区倾倒有

毒垃圾导致许多非洲裔黑人小孩铅中毒的故事。小

说中阿米纳塔∀道森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铅中毒受
害者。由于饱受铅中毒的痛苦,道森的儿子具有严

重的暴力倾向,并因为杀害他最好的朋友而被判刑

坐牢。道森认为,她儿子的悲剧是铅中毒导致的,因

此她对怀特说: �我教育我的儿子尊重生活、热爱生
活。他小的时候是一个温顺、可爱的孩子((然而,

在我们的公寓遭受铅的毒害之后, 他就变了。 [ 8]道

森的抱怨反映出她所在的黑人社区许多小孩蒙受铅

中毒的痛苦事实,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严重存在的

人与人之间的环境非正义现象。

我们不难发现, 在张扬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

主题的时候,美国环境文学家往往更多地把精力集

中于揭露种族主义错误和美国白人破坏环境的行为

这种可怕的搅在一起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性。他们

试图通过批判现实的方式说明提倡人际环境正义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美国人解决

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康芒纳就曾经明确指

出: �为了解决环境危机, 我们将至少需要摒弃贫

困、种族歧视和战争的奢侈。 [ 4] 240
他还进一步说:

�对环境危机的认识,说明了各种社会变革的需要。

这些变革,就其较广阔的范围而言,也同时包含着环

境危机的解决。 [ 4] 237康芒纳的立场很鲜明:不公正

的社会制度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之间有着非常紧

密的关系。应该说, 美国环境文学家对环境正义思

想所达到的认识与当今美国学术界和社会民众对环

境正义的普遍认识是比较一致的。美国生态学家布

克钦就认为, �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 ,

�生态问题根源于社会问题。 [ 9]

以上分析说明, 美国环境文学家对环境正义主

题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拓展的过

程,但他们自始至终把张扬环境正义主题当成美国

环境文学的思想标杆。 �环境正义  是贯穿美国环

境文学发展历史的思想主线,它不仅将美国环境文

学所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很自然地连接了起来,而

且更加突出了美国环境文学的思想特征。

三 环境正义主题 ! ! ! 集中凸显出美国环境文

学的价值

一种文学思潮是否具有永久的存在价值和生命

力,这主要取决于它本身是否拥有旗帜鲜明的思想

标杆。如果说美国环境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学领域里

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它高举了

�环境正义  这一面主题思想旗帜。虽然美国环境
文学不可避免地会与以往的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联,但它通过张扬环境正义这一富有时代意义

的文学主题, 在思想内容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毋庸置疑,环境正义主题对美国环境文学的存在和

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价值。

首先, 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是

以暴露美国严重存在的环境非正义现象为前提和基

础的,这对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解决环境问题有一

定的警示作用,同时对世界各国反思美国式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当今世界, 许多国

家都在盲目地模仿美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

美国经济是以过度消耗世界自然资源和能源为代价

的, 它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在给美国人带来无比

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却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整

个人类的地球生存环境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危害。以

美国为代表的 �高消耗、高消费、高污染、高破坏 经

济增长模式是一种建立在环境非正义基础之上的模

式, 其道德合理性让人怀疑。巴里 ∀康芒纳就曾经
说过: �环境危机的解决必然是全球规模的,在这同

时, 我认为,还存在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它的成功

与否上,美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第

一, 无论如何, 美国都控制着, 并且挥霍地消费着世

界资源的非常大的部分((如果为了幸免于环境危

机, 美国就必须树立一个在生态上完善的、节约型的

生产经济学。否则,按这个国家现在所消费的这些

资源的巨大占用比例,就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

可用性发生冲突。 [ 4] 234
显然, 康芒纳不仅把全球性

环境危机的解决当成一个如何实现环境正义的问题

来认识和对待,而且把美国当成危机的罪魁祸首来

加以批评。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不改变不合理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整个世界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难以

成功。

其次, 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反

映了美国民众追求环境正义的心声, 表现出环境文

学在受到环境危机困扰的当今美国社会引起的思想

转移和观念变化, 这对于当代人类道德生活有一定

的昭示作用。环境问题目前仍然以非常顽固的态势

在美国和整个世界蔓延, 但毕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

人把环境正义当成了一项 �伟大的事业  或 �真正的
事业  来加以追求。[ 10]

美国环境文学以环境正义之

声抑制环境非正义之音, 这不仅反映了正视环境问

题和追求环境正义的美国明智人士的心声, 而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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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美国和整个世界起到了扬善抑恶的道德教化作

用。美国环境文学家约瑟夫∀克鲁奇曾经专门谈到
过美国环境文学在推动美国民众转变道德观念方面

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虽然人们目前对待人和其他

动物的态度还存在很大的模糊性, 而且个人的情感

和行为还存在巨大差异性, 但是有一个事实毋庸置

疑,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人道 ! ! ! 这在

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中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 向动

物施暴在今天变成了一种犯罪((是什么导致我们
的法律和公众态度发生了变化? 我认为, 它不是神

学宣扬的教义导致的, 甚至不是任何一种教条或理

论导致的,而是由一种强化的想象力、同情心和情感

导致的 ! ! ! 它们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

受到文学、哲学和其他艺术鼓励的结果。 [ 11]克鲁奇

所说的 �文学  就是在当今美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环境文学。

再次, 美国环境文学对环境正义主题的张扬对

当代人类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

美国环境文学家的笔下, 虽然美国人拥有充裕的物

质生活资源,但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因

而他们希望美国人能够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爱

默生早在 19世纪中期就曾经抱怨: �我们的文化很

廉价, 也很容易理解。揭开任何一座房子的屋顶,你

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所谓的幸福在于拥有足够的咖

啡、吐司和一份日报; 在于拥有一个装潢讲究的客

厅,里面有大理石、镜子和桌子;在于一年中能够举

行几次家庭聚会和驾车到外面兜几次风。这就是一

个家和一切。 [ 12]
梭罗也经常发出类似的怨言。他

认为, 美国人的生活根本就没有遵循任何适当的道

德原则和美学原则,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经济原则

或商业原则吞灭;美国就是一个商业场所,美国人在

其中忙忙碌碌, 工作, 挣钱, 为美元而活着。显然在

爱默生、梭罗等美国环境文学家的眼里,美国人的生

活目的和生活情趣过分集中于经济的、物质的内容,

缺乏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高尚情调。因此, 他们呼吁

美国人过一种向善的生活 ! ! ! 一种与大自然亲近、

关心他人生活状况的生活。美国环境文学家试图通

过张扬环境正义主题引领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摆

脱与自然相冲突、为物所役的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荣。

综上所述, 环境正义主题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思

想灵魂。通过大力弘扬环境正义这一富有历史意蕴

和时代精神的主题,美国环境文学不仅在美国文学

园地里树立一座思想丰碑,用科学的生态理念、崇高

的环境道德信念和高雅的环境审美情趣感召了越来

越多的美国民众, 而且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了一盏精神明灯。伴随着环境文学从美国发展到

整个世界的脚步, 环境正义这一思想丰碑和精神明

灯正逐步变成整个世界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一种价值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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