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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导　　读

生态女性主义 （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是当代西方由生态主义与女性

主义结合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它尝试寻求普

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反对在父

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

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生

态女性主义在西方女性主义、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中已经产生了

相当大的影响。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对女性统治和对自然统治之间的关系。本书

首先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

及发展，并指出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包含诸多流派，它们在相互批判

中得到了共同发展，并在共同关注生态环境这一目标之下展示了极

具不同的特色。

作为一种注重多元化、倡导差异性的全新理论，笔者在阐述生

态女性主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入挖掘生态女性主义的三大

基础：哲学基础、伦理价值基础和实践基础 （实践观），这三大层

面的基础研究不仅打通了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而且为我们找

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每一层面建构的 “精髓”———在批判二元论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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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主义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有机整体观、以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为基础

建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的环境伦理学、在质疑西方传统发展观过程

中构建关注第三世界的新的发展观。

生态女性主义纵向上的理论挖掘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在挖

掘的基础上进行横向的扩展研究。作为环境哲学的新兴思潮，生态

女性主义的研究应该被置于大的环境哲学背景下，即在横向上与其

他环境哲学思潮进行比较，探讨其与深层生态学 （哲学层面）、生

物中心主义 （伦理价值层面）、“环境正义”论 （实践层面）之间的

联系性，使生态女性主义与上述三者之间在互相演进中产生互动，

从而借助其他环境哲学思潮对生态女性主义做出客观的评价与反

思：即生态女性主义对其他环境哲学思潮的超越以及它的理论困

境。最后，在结论中力图对生态女性主义做出客观的评价，挖掘其

意义、指出其问题，并希望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这

源于二者内在的相通性，从而开展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

研究。

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对

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从自然与女性相互结合的角

度告诉我们：环境问题与女性问题不是孤立的，我们应该立足于一

种新的发展观，把两者以及诸多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根本

上解决生态危机，缓解环境问题对社会所造成的压力，从而为现代

环境哲学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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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２０世纪的环境在人们的心中投下了这样几幅图景：天幕衬托

下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臭氧层空洞、

温室效应、土地荒漠化、酸雨等现象的出现。２０世纪的人类在享

受科技进步营造的舒适生活环境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所付出的生

态代价，结果是人类被迫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地球生态危

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人类能把自然看做自

己的附属品吗？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重新考虑是２１世纪人类

文明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一

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空前凸显，作

为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女性主义 （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思想显示了

强大的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于专业的关系，１０年前笔者开始

接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为什么要把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

结合起来？从字面上看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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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或者说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没

有任何关系的理论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呢？带着这一困惑，我进入到

这个全新的领域当中。

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下列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第一，女性主义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生态女性主义思潮是在女性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

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１９世纪中期到２０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

经历了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自由女性主义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为特征，寻求结束对女性的歧视并要求男女公平，它的生态学含义

可表达为：只有当女性像男性一样成为自然的压迫者时，她才能不

像自然那样被压迫。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这次浪潮以某些女性主义者的 “不严格的反叛”为特征，以

他们的观点要鼓励和推崇与众不同的女性观点，所以人们把这次浪

潮称之为激进的女性主义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继两次浪潮之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第三次浪潮。从思想

上分析，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自由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是激进女

性主义，那么第三次浪潮可以称为自然女性主义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ｅｍｉ－

ｎｉｓｍ），它既继承了过去的理论思想，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除

了致力于社会改革之外，它还把政治运动扩大到知识领域，从各种

角度研究女性本性和男性本性的差别，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

并进而对造成歧视女性、压迫女性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和批判。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发展中的显著代表，

它把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相结合，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发展了女性主

义理论，同时关注了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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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境问题的凸显。

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与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有关。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 （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

１９０７—１９６４）出版的 《寂静的春天》（Ｓｉｌｅｎｔ　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６２）一书拉

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在书中，卡逊描述了农药ＤＤＴ及其他

杀虫剂的使用对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她对人类 “控制自然”

提出质疑。该书出版后遭到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来自官员的、实业

家的、有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她本人也受到极大的污蔑，两年

后，她在孤独甚至绝望中死去。但卡逊女士用她描述的 《寂静的春

天》把全球凸显的环境问题带入人们的视野。１２年后，美国学者

巴里·康芒纳 （Ｂａｒ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１９１７） 《封闭的循环》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Ｃｉｒｃｌｅ，１９７４）一书出版，他更多地寻找机会和事实以探索

现实生态危机背后的东西———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联系

———技术，而不考虑生态要求的技术肯定是失败的，对此负责的只

能是人：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的自然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如果人

类以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利用资源，注定会彻底失败。这两本

著作成为当代西方环境主义运动的肇始及其最初的精神资源和知识

基础。随后，更多的环境主义者开始主张人应该尊重自然，由于思

想的不同，他们尊重自然的理由存在差异。生态主义就在这些理论

的差异中蓬勃的开展起来了。同时，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本身遇到巨

大的挑战，大量物种灭绝、森林资源迅速减少、空气污染、水质恶

化、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人的生存直接受到威胁。因此，人与自然

的关系作为当代的一个突出问题，摆在整个人类的面前。它既成为

一个社会实践的难点，也成为文化理论中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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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女性主义思想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面对工业文明引发的环境危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

注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议题，因为

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文化上来看，女性与自然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的结合也就顺理

成章了。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

ｄ’Ｅａｕｂｏｎｎｅ，１９２０－２００５）在１９７４年第一次提出了 “生态女性主

义”这一术语。

随后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１９８０年在马塞

诸萨州召开主题为 “女性和地球上的生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生态

女性主义”的研讨会；１９８６年成立 “女性———地球”女性主义和

平研究所；１９８７年，全美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召开；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为了健康的地球世界女性议会成立，为１９９２年的世界环境发展大

会准备了 “妇女２１世纪议程”；１９９２年３月召开中西部环境伦理学

会议；１９９５年３月，“生态女性主义视野”学术研讨会召开。这些

研讨会的召开重点探讨以下问题：（１）为什么环境哲学必须涵盖女

性主义内容？ （２）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怎样的？

（３）父权制社会的根源和实质是什么？（４）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

吗？（５）用 “母亲”象征我们的地球是否恰当？（６）如何正确认识

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

同时其还注重实践行动。１９８０年４月，由女性主义团体 “反核蛤壳

联盟”组织召开了有８００多名女性参加的 “女性与地球上的生命：

８０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同年１１月，“反核蛤壳联盟”在美国

五角大楼组织了由２００名女性参加的静坐、示威、抗议活动，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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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捕。１９８０年抗议活动发表的 “女性五角大楼抗议活动联合声

明”是第一个 “生态女性主义宣言”。这些实践运动与理论研究的

结合，使生态女性主义突破了狭小的范围转而成为强劲的社会思

潮。“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女性问题”这一观点此后成为众多的生态

女性主义者研究和实践的准则。

二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因此以生

态女性主义理论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非常有限，这给我们

完整、准确地了解这一理论增加了难度。

相比较而言，国外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较国内深刻透彻。国

外关于 生 态 女 性 主 义 的 著 作 主 要 有 ［美］卡 洛 琳 · 麦 茜 特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１９３６）的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

命》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Ｗｏｗｅ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８０）， ［美］卡伦·Ｊ·沃伦 （Ｋａｒｅｎ．Ｊ．Ｗａｒｒｅｎ，

１９４７）的论文 《生态女性主义的权利与承诺》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ｍｉｎｉｎｓｔ，１９９０）及专著 《生态女性主义哲

学———关于 它 是 什 么 及 为 什 么 起 作 用 的 一 种 西 方 视 角》

（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２），［美］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Ｃｈａｒｌｅｎｅ

Ｓｐｒｅｔｎａｋ，１９４６）的 《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 （Ｌｏｓｔ　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Ｇｒｅｅｃｅ：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Ｍｙｔｈｓ，１９７８）和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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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

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Ｂｏｄｙ，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ａ　Ｈｙｐｅｒ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１９９７），［澳］瓦尔·普鲁姆伍德 （Ｖａｌ　Ｐｌｕｍｗｏｏｄ，１９３９－

２００８，这位澳大利亚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２００８年２月底因意外

去世，在此向她表示沉痛的哀悼）的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 ［德］玛丽娅·米

斯 （Ｍａｒｉａ　Ｍｉｅｓ，１９３１）和 ［印］范达娜·席瓦 （Ｖａｎｄａｎａ　Ｓｈｉｖａ，

１９５２）的 《生态女性主义》（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１９９３），［美］朱迪斯·

勃朗特 （Ｊｕｄｉｔｈ　Ｐｌａｎｔ） 《治愈创伤：生态女性主义的承诺》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ｓ：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１９８９），［美］

罗斯玛丽·卢瑟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Ｒａｄｆｏｒｄ．Ｒｕｔｈｅｒ，１９３６）主编的 《女

性治愈地球：第三世界生态女性、女性主义与宗教》 （Ｗｏｍｅｎ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ｏｍｅｎ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９９６）等等。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这本书是生态女性主

义早期的经典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麦茜特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

人们关于自然的概念的演变，揭示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

的自然观念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的过程，从而找出人类

“合理”地支配自然，并导致了种种对生态和环境之破坏的根源。

《自然之死》要颠覆的是 “科学革命”以来的主流价值观，揭开科

学 “父权制”神话的假定，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科学机械主义世界

观一直都在行使对自然和女性的剥削，麦茜特高举起生态女性主义

的理论旗帜：即把对 “自然歧视”与 “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并把

它们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女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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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做女性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国内学者吴国

盛等人已经翻译并出版此书，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一系列绿色丛书的

出版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注重环境保护的热潮。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卡伦·Ｊ·沃伦 （Ｋａｒｅｎ．Ｊ．Ｗａｒｒｅｎ）出版

了 “生态女性主义的权利与承诺”和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等论

文、专著。她在考察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

的观念联系后，指出他们共同源于 “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

态。她关注的焦点是概念性问题与被压迫的他者：女性—他者—自

然之间的联系，其贡献在于主要探讨男性统治女性、人类统治自然

以及殖民、后殖民统治的同一性，即压迫性的父权制观念框架。这

是一种包括等级制思维、价值二元论、统治逻辑在内的 “压迫性的

概念框架”，这种概念结构将个体特征确定为彼此之间在道德上有

等级高低之分，并假定那些具有高级特征的类型应统治那些具有低

级特征的类型，这样就证明了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统治的合理性。

西方 “父权制”文化中用来证明奴役自然和女性的合理性的统治逻

辑，是建立在下列逻辑推论基础上的：（１）人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

自己生活的社会，而植物和岩石没有这种能力；（２）无论是什么东

西，只要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在道德上就要优于

缺少这种能力的东西； （３）因此，人在道德上优于植物和岩石；

（４）对任何Ｘ和Ｙ来说，如果Ｘ在道德上优于Ｙ，Ｘ对Ｙ的统治

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５）因此，人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

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同样，在 “父权制”文化中女人的性

别统治遵循着同样的逻辑，（１）女人被确认为自然和物质的领域，

而男人被确认为 “人类”和精神的领域；（２）确认为自然和物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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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群体比确认为 “人类”和精神领域的群体低劣；（３）所以女人

比男人低劣；（４）对于任何Ｘ和Ｙ，如果Ｘ优越于Ｙ，那么Ｙ就

应从属于 Ｘ；（５）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被证明是正当的。沃伦的这一

观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可以说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

的基础性理论。

美国学者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的 《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和

《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是生态女

性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失落的早期希腊女神》主要探寻和挖掘

了古希腊前奥林匹克时期的女神宗教，把地球上的万物生机看做出

自一个有巨大生育力的女神 （母亲神盖娅），通过复兴以女神为中

心的古代仪式来颂扬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

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指出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

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象征的和政治的关系。斯普瑞特奈克对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基础的讨论，贯穿了一个追求 “真实”的想法，

而 “真实”是用系统的、整体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

性的观点所看到的宇宙自然、人类以及包含了自然和人相互作用的

整体。所谓 “身体”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 “自然”指的不是科

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

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 “地方”，指的是生物区域、

是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斯普瑞特奈克的这一思想是彻

底的非二元论哲学。斯普瑞特奈克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贡献与非二元

论的倾向有充分阐释与认同，对女性与自然之间被贬低与双重压迫

的联系有深入的阐述。正是有了这种哲学作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才

能够获得所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斯普瑞特奈克的理论，国内张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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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秦喜清等都发表了关于这方面思想的译文。

印度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范达娜·席瓦是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当中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与德国学者玛丽娅·米斯合

著 《生态女性主义》。范达娜·席瓦是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代

表人物，她侧重研究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中女性与自然界遭受的剥削

和压迫，以印度为例来说明第三世界的女性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

和自然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席瓦和米斯所著的 《生态女性主义》

当中，米斯和席瓦以其特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对世界上流行的几

乎所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都进行了分析，也进行了激烈

批判。在论述当中，有许多地方能够引起我们思考，如作者对于第

三世界女性和环境问题的独到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

“赶超式”发展战略的分析和批判等等。米斯和席瓦关于发展的论

述在国内学者杨通进和肖巍的文章中都做过系统详实的论述。

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者瓦尔·普鲁姆伍德 （Ｖａｌ　Ｐｌｕｍｗｏｏｄ）

的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进一步研究了压迫性的二元论的逻

辑结构，指出正是古希腊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支撑了西方父权

制的观念框架，最终导致了对女性及自然的压迫。她批判了西方以

唯理性为尊的二元对立思维与机械论世界观，将传统女性主义关注

性别压迫扩展到关注种族、阶级、自然压迫，发展成了生态女性主

义，并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意义。

朱迪斯·勃朗特 （Ｊｕｄｉｔｈ　Ｐｌａｎｔ）主编的 《治愈创伤：生态女性

主义的承诺》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生态学结合，主张用生态女性主义

来变革、治愈破碎的文化与破裂的关系，期待创造一个全新的世

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爱而非恐惧基础之上，不是以自我利益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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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不同经历为基础，不是金钱与物质至上，而是以真实的相互

依赖的安全感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美好的观念对解救处于困顿中的

人类无疑是一剂良方。另外，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卢瑟主编的 《女

性治愈地球：第三世界生态女性、女性主义与宗教》收集了拉丁美

洲、亚洲、非洲女学者的论文，从生态、女性主义与宗教这三个维

度探讨了第三世界女性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努力与成就，为促

进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大贡

献。当然国外还有许多论文专著，齐集在生态女性主义大伞下，许

多学者观点不尽相同，呈现出多元理论格局。

我国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与西方相比，起步较晚。最早对生

态女性主义的关注源于１９９４年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

称 “自然之友”）的建立，他们首先提出应重视生态女性主义的研

究。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总的来讲还处于引

进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阶段。其中有影响的介绍性成果包括：曹南

燕、刘兵教授联名在 《哲学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上发表的 “生态女

性主义及其意义”，关春玲在 《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２期上发

表的 “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吉

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绿色经典文库丛书，其中包括蕾切尔·卡

逊的 《寂静的春天》，巴巴拉·沃德的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卡洛

琳·麦茜特的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等。这套丛

书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理

论，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在我国还只是以介绍、

引入为主。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生态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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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被理论界重视起来。各种与生态女性主义相关的文章见于各种

刊物和有关著作中。如余谋昌的 《生态哲学》，吴小英的 《科学、

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 （美）罗斯玛丽· 帕特南·童

著、艾晓明等译的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何怀宏的 《生态伦

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李银河的 《女性主义》，肖巍的 《女

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等。当然在这些著作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只是

以章节形式出现。另外，最近又出现了两本新的关于生态女性主义

研究的译著，瓦尔·普鲁姆伍德著、马天杰、李丽丽译的 《女性主

义与对自然的主宰》及苏珊·格里芬著、毛喻原译的 《女人与自

然：她内在的呼号》。纵观十几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

究，主要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介绍与引入阶段。

１９９６年关春玲在 《国外社会科学》第２期上发表了 “西方生

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简介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梳理了其主要流

派，在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研究中开创了国内研究的先河。而后

《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６期将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查

伦·斯普瑞特奈克列为专题学术人物，翻译了她的 “生态女权主义

建设性的重大贡献”（秦熹清译）和 “生态女权主义哲学中的彻底

的非二元论”（张妮妮译）。这是国内研究生态女性主义重要的准备

工作。不过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相对来说较为薄

弱，译著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著，只是在一些相关的著作中

提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领域的拓展与深化仍有较大的理论

空间。

第二，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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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生态女性主义在我国的研究在不断扩展。韦清琦

在 《外国文学动态》２００３年第４期上发表了 “生态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陈霞的 “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

权思想”，载于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８期； （美）罗斯

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等译的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瓦

尔·普鲁姆伍德著、马天杰、李丽丽译的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

宰》；苏珊·格里芬著、毛喻原译的 《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

号》；杨通进在 《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上发表了 “生态女

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台湾学者李慧利在 《世界哲学》

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发表了 “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金莉在 《外国文学》

２００４年第５期发表了 “生态女权主义”等。

纵观以上的研究成果，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缺乏横向、纵

向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系统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专

著 （译著除外）。笔者认为，像学者杨通进能够深入的挖掘生态女

性主义的精神层面与社会层面的文章还不多见，目前的生态女性主

义研究多半还停留在对理论的泛泛而论。当然发展的尝试也是有

的，比如说把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学、道教思想等结合起来，但在与

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深层观点

（哲学基础、伦理价值基础、实践基础）把握的不够，所以在结合

的过程中很多提法又略显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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