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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

!!在为王惠的这部题为-荒野哲学与山水诗.的书稿作序之际#
恰恰刚刚看过电影-阿凡达.) 这部好莱坞大片的拍摄与王惠这

部书稿的撰写本是各不相干的事#然而#走出影院后我却感到#似
乎有一条强劲的纽带将王惠的书与詹姆斯&卡梅隆的这部电影链

接起来#绵密的信息从中涌动不已) 这条纽带是什么, 那就是对

于现代文明的反思意识与生态批评的精神)
在卡梅隆的电影与王惠的论著中#都有*荒野+#原生态的荒

原旷野(都有*山水+#大地上的山林与流水) 电影中的那座悬浮

在空中的哈利路亚神山甚至取材于中国湖南张家界的一座山

峰!!!顺便说一下#湖南也是王惠的故乡) 卡梅隆的电影与王惠

的书稿中也都不乏诗意与哲理#正如一些网友在博文中写下的"
-阿凡达.是一篇追忆人类童年的神话#是一曲人与自然的悲歌#
也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回归哲学) 而这些也正是王惠在她的这部

论著中努力揭示的主题)
王惠立论的学术根基是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学者利奥波德的

*大地伦理学+与罗尔斯顿的*荒野哲学+#她在*导论+中对*大
地+’*荒野+做出如此定位"*了解荒野的文化价值的能力#归结起

来#是一个理智上的谦卑问题) //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人们未

曾触动过的荒野赋予了人类事业以内涵和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

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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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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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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生命的

根)+只有在荒野里才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只有在荒野中才能

保护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在荒野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回理智和信仰#
*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 大概#这也是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
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 *当人们从由过度

工业化的罪行和追求奢华的可怕的冷漠所造成的愚蠢的恶果中猛

醒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在终日不息的山间风暴里洗清了自己

的罪孽#荡涤着由恶魔编织的欲网)+*人们需要做的#是对包含自

身在内的大自然表示接纳#是融入自然并进行彻底的精神洗礼)
而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场所就是没有游乐园#没有推

土机#没有柏油路#远离人类文明喧嚣的荒野)+这些言说似乎也

都可以成为电影-阿凡达.的注脚) 在影院里#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竟不由自主地想起金圣叹评论-水浒.时的一句名言"*无恶不

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只要略加修改"*无恶不归人类文明#无
美不归山野丛林+#就可以看做卡梅隆在-阿凡达.中的立场与态

度)
当然#王惠的这部 $% 万字的纸本作品#绝不会产生电影-阿

凡达.那样风魔全国乃至全球的轰动效应(可以预测的反倒是它

只能静静地呆在书店’图书馆的某个冷清的角落#等候偶尔光顾的

知音) 即使这样#它也仍然拥有其独自的意义) 在这本书中#作者

以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在熟悉大量文献资料

的基础上#将荒野哲学的范畴与理论导入中国山水诗研究#从而在

在中国传统的自然精神’天人关系与现代生态运动之间开辟一条

艰难的通道#为世界生态运动提供一份中国的乃至东方式的经验)
一如王惠在书中表白的"荒野是自然的全权代表#以荒山野水为意

境的中国古代山水诗表达的是人类不断向着自然回归的精神属

性#中国古代山水诗和西方当代荒野哲学虽然在时间上是错位的#
但在逻辑上却是一致的#在二者之间营建一种对接关系不但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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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也是必要的) 她期待着#在荒野哲学和山水诗的交接之处#在
山水之间#在荒野之上#能够最终找到人类精神的栖息地#找到人

类家园的永恒所在) 反之#如果人们在当今西方式的工业化’现代

化道路上一意孤行’持续发展下去#电影-阿凡达.中惨烈的结局#
将是地球人类的真实命运)

至于对这部书的具体评价#国内诸多学者在博士论文评审时

已做出仔细的鉴定#毋庸我来赘述) 最后我倒是想就作者其人说

上几句)
大约十五年前#在我由中原大地来到海南岛不久#我就认识了

王惠#那时她在一家颇有影响的女性刊物做编辑#约我为刊物写点

东西) 按照通常的说法#我其实是她的作者) 这之前#她曾在一所

大学教书) 后来编辑不做了#到重点中学当了语文教师) 再后来#
海南大学申报到文艺学硕士学位点后#她便当即决定报考我的研

究生#同时还有另一位年轻的诗人) 诗人没有考中#她被顺利录

取#而我却调到了江南的苏州) $%%5 年#她在完成硕士研究生的

学业后#又到苏州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于是名副其实地成了

我的学生) 说是学生#更像是我的学术助手#在编纂-自然与人

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一书及编辑-精神生态通讯.的日常

工作中#她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 正由于工作做得多#受到的批评

也比别的学生多#即俗话说的*鞭打快骡+) 她任劳却不甚任怨#
师生之间不免磕磕碰碰#想起来很有些对她不起) 王惠本科就读

于华中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张志扬’曹锡仁’耿占春’孙
绍先等名师门下熏染陶冶#她天性聪颖’博闻强记#且具备较高的

写作能力#在求学期间已经发表’出版过多种著述#应该说是一个

难得的读书治学的*种子+) 但这个*种子+却不怎么会经营自己

的人生#按照世俗的眼光有些事倍功半#与她同时起步的人#若是

具备她这样的学养与才情#也许早已谋得高位#而她差不多还在十

年前的*职位+上盘桓) 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张志扬先生曾特意

致信于我#劝我将她留校工作) 志扬先生的用意尚不单是为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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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就业#而是为了我的生态批评研究多一位得力帮手#但我知道

苏州大学文学院有着不留本校毕业生的严格规定#就压根没有提

起) 如今#经过一番动荡#她终于在云南安顿下来#我衷心祝愿她

在云之南的这块神奇土地上#能够尽情绽放出自己蓄积已久的学

术芬芳)

己丑年腊月于姑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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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荣

!!$%%5 年 / 月#鲁枢元教授’刘锋杰教授和我三人招考的博士

研究生在一起面试#当时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现已合并为海南

大学%任教的王惠报考了鲁枢元教授) 那时她已经出版了-阅读

调查!!!网络时代青少年文学阅读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发表过

若干论文#才华横溢#思路清晰#口头表达尤其灵动#给我们都留下

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天#在苏大校医院#我再次见到了正在等待体检的王惠)

当时她神色惊惶#泪眼婆娑#见到我时#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模样)
后来熟悉了我才知道#原来是她惧怕抽血#所以才表现反常#这也

让我加深了对她的印象)
王惠入学后跟随鲁枢元教授从事生态批评研究#也听了不少

文艺学的其他课程#远远超出了学分的要求) 我的课她也上过两

门) 每次听课#她都坐在头排#听课认真#笔记细致#作业严谨#至
今我都还能记得) 三年间#王惠不辞劳苦#甘于寂寞#克服了个人

生活中的许多困难#专心一意地学习) 她广泛涉猎#深入思考#常
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我所主编的-中国美学研究.就曾刊登过她

的一篇-论荒野的美学价值.的论文) 其间她还协助鲁枢元教授

编撰-自然与人文.和*精神生态通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这在

当下的硕博士生中确实已难能可贵)
在博士生三年的学习中#王惠跟随鲁枢元教授从事生态批评

研究) 生态批评是近年来全球性的文学批评思潮#为文学批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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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了新的视角#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她的这本博士论文-荒野哲

学与山水诗.以荒野哲学和中国山水诗进行跨界研究#探索两者

在精神上和逻辑上的一致性#立意高远#独出机杼#曾经获得苏州

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资助)
该书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后现代反思#对荒野从时空和心理的

层面作生态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深入分析其审美价值#进而揭示了

中国古代山水诗中深刻的荒野精神#分析了其中的荒野意象#以及

其中的趣味生意#进一步阐释了*趣在荒野+的审美理想#论证了

其中的情感指向与人生体验#最后以*魂归荒野+作结#倡导回归

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反映了人们以荒野为安顿心灵和永恒体验

的家园#并且揭示了荒野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视野下的独特精神价

值)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作了学科互涉和边界跨越的成功尝试#开

拓了以荒野趣味体验的视角评价山水诗的新视域#又从精神和逻

辑两个向度寻求中西文化的相通与互补#反映了作者对荒野精神

价值的独到颖悟#深切体验到了山水诗中的荒野作为人的精神家

园的真谛#实现了一种思与诗的完美统一#有着很强的创造性#让
人耳目一新#具有深刻的启示和范导性价值#从中反映出作者扎实

的专业基础#并已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全书视野开阔#视角独特#文思飞动#激情充沛#灵气四溢#且

环环相扣#逐层深入#既有宏阔的哲理分析#又有深邃的诗性感悟#
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术训练及综合运用各种文献资源’理论成果

的能力(且结构合理#论证严密#语言畅达#是一部原创价值很高的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相信它的出版会对荒野的哲学研究’生态批评

和山水诗等方面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期待#王惠今后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多更好的论

文和论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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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哲学与山水诗

中文摘要

生态批评也称*文学与环境研究+#是 $% 世纪 ,% 年代发端于

西方的一种批评派别#荒野哲学是在生态批评的学术潮流之中出

现的一种理论) 生态批评和荒野哲学关注文学与环境’也就是人

文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
山水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蔚为大观’十分显要的诗歌流派)

如果说自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土壤的话#山水诗反映的恰恰

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依相生’声气相感’血脉相通的亲密关系)
之所以要在荒野哲学和山水诗之间进行跨界研究#就是因为

它们二者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是错位的#但在精神和逻辑上却是

一致的) 本论文在导论部分对生态批评’荒野哲学以及山水诗进

行了大略的介绍和理论的辨析#提出用生态批评的方法研究中国

古代山水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得出内在于山水诗的是人类的

自然属性和荒野精神这一结论)
正文部分对荒野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之上

深入挖掘和细致梳理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荒野精神) 这里所说的

荒野#并非只是一片空间#一个自然的客体#它和中国文化史上的

*自然+概念一样#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一个美学的范畴) 甚至

它比*自然+更自然#因为它是原生的’纯粹的’真正的自然而然)
这样一种美学精神在山水诗中具体表现为荒山野水的意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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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在荒野的审美理想’情近荒野的情感指向以及魂归荒野的回归

主题等)
结语部分则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后现代反思#指出荒野凸显’东

方浮现’诗歌再生都是这一反思的精神成果(如果说哲学是乡愁’
是对意义的追问和对家园的寻觅的话#那么#诗歌则为我们提供了

意义之所在与归家之路途)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提出#从人类活动对于自

然环境有重大影响之时开始#为地球史上一新纪元#称为人类纪)
在人类纪#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深刻#人类

大规模改变地球的地质时期已经开始) 在这样一个新的地质时

期#反思人类历史发展的功过得失#发掘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资源#
建构东西方学术交流的新格局#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文

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态#促进现代社会的

和谐发展#是文学艺术的当代使命与文学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者应该直面的现实)

于是#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建立文学艺术的生态视

阈!!!便成为唯一的拯救之途) 山水诗的生态批评告诉我们"在
山水之间#在荒野之上#我们能够找到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找到

人类家园的永恒所在) 山水诗#守护着的是人们经年不变的千古

诗心和荒野精神)

关键词&生态批评!荒野哲学!山水诗!归家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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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目前"关于知识有两种说法广为人知"第一种说法是

知识日益学科互涉#?8 .I7BA?C9?E@?8GBF$"第二种相关的

说法是边界跨越#JDK8AGBF9BDCC?8L$已经成为这个时代

的明确特征%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学的绵延存续已有几千年时光(然
而#对于中国文学史进行系统的回溯和全面的研究#却不过百年光

景) 而且#近百年的中国#是在追求现代性的大背景下建构和更新

自己的文学研究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观览和书写中国文学史

的百年历程中#*自然+的位置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放弃#*自
然+的形象被有意无意地更改乃至扭曲) 鲁枢元先生把这视为

*一个重大的’不可原谅的疏漏+) 因为#*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学

历史的书写必须切合这个民族文学的特质#必须植根于这个民族

的精神文化土壤之中#必须以这个民族特有的宇宙观’存在论’价
值取向’审美偏爱为依据的话#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史的

书写或许可以忽略1自然0这一维度#唯独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绝对

不能无视1自然0的存在)+"

鲁枢元先生的这一判断无疑是恰当的) 因为 *自然+是中华民

!!!!

" 鲁枢元著"-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文学评论.$%%,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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