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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存在危机的这

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

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表现，是在

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

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并在20世纪90

年代一跃成为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显学。[1]生态批评

的元老之一、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格伦·洛夫在其

专著《重估自然：走向一种生态批评》中较为完整地

阐述了生态批评的价值:“今天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

重新指引人的意识去充分认识一个受到威胁的自

然世界中自然的地位。”[2]也就是说，文学应该从生

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

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最终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

从生态批评视角看，《老人与海》是一个关于人

和自然的寓言故事，主人公圣地亚哥老人是人类的

象征，大海、马林鱼和鲨鱼是大自然的象征。在《老

人与海》中，海明威流露出互为矛盾的生态思想：一

方面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和热爱自然，谴责人类征

服自然的行径；另一方面却宣扬人类中心主义的伦

理观，高唱对自然进行精神征服。海明威生态思想

的双重性在矛盾深层次上表现了现代人对处理人

与自然关系的迷茫。

一 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的矛盾
《老人与海》旨在表现人通过战胜自然伟力的方

式来实现自我的思想。出海捕鱼是圣地亚哥老人征

服自然的一种方式，他不仅通过捕鱼来满足自己生

活的需要，而且藉此证明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能力。

老人与鱼的搏斗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搏斗。在那

场人与鱼的殊死搏斗中，老人充满了骄傲的感觉，他

把对自然的悲壮的抗争视为人维护尊严的必然和必

需。正如作品所说的那样，老人杀死鱼是为了自尊，

是为了让人们和他自己相信“你永远行的”，是为了

让大自然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

难”。在极端艰难险恶的情况下，他做出了常人所不

能做之事，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之苦。渴了，喝点

冷水；饿了，吃些生鱼；困了，把钓绳绕在肩上打个盹

儿；手抽筋了，咬紧牙关忍住。怀着征服自然、控制

自然的必胜信心，凭着不怕苦不怕死的顽强精神，制

服了不肯就范的大鱼。 可是，在凯旋返航的途中，

遭遇到更加可怕的灾难——成群的鲨鱼追寻着大鱼

的血腥味，向他的小船疯狂扑来，抢食他的劳动果

实。在更加强大的对手面前，老人不是束手待毙，而

是毫无畏惧地拼尽全身力气与鲨群搏斗。嗜血的鲨

鱼群一次次进攻，越聚越多，圣地亚哥则愈战愈勇。

鱼叉、刀子、船桨、棍棒、舵柄、帆杆等都成为他与鲨

鱼战斗的武器，硕大凶猛的鲨鱼一个一个地被打死，

鲜血染红了海面。面对不可征服的大自然，面对孤

独无援的悲凉境地，圣地亚哥没有向大海，没有向大

马林鱼，更没有向鲨鱼妥协和投降。最后，大鱼被鲨

鱼咬噬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但老人对生活仍然充满

信心，依然准备重整旗鼓继续出海打渔。“一个人并

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被毁灭，却不能

被打败。”是圣地亚哥坚持的生命法则，更是海明威

崇尚的人生信条。

然而，海明威对待自然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

面坚信人在自然中占据主导，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

拼搏改变现状，绝不应该向包括自然在内的任何外

力屈服；另一方面又对大自然充满了深厚的敬畏之

心。

在与象征着自然伟力的马林鱼和鲨鱼搏斗的

过程中，圣地亚哥老人沈括而丰富的内心独白则明

显流露出对自然深厚的敬畏。他称马林鱼为“兄

弟”，赞叹它的伟力，并由衷地对它说：“鱼啊，我爱

你，非常尊敬你。”在与大鱼的生死决战中，他感叹

道：“它是这样沉着，这样强壮，看来它又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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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惧怕，这样的充满信心。”他承认，虽然它们“不

像我们杀它们的人那样聪明，”但“它们比我们更崇

高，更有力些。”在他的眼中，马林鱼是神圣而灵性

之物，觉得“照它的举止风度，照它那种很有体面的

样儿，谁也不配吃它。”[3]面对抢夺其胜利果实的鲨

鱼，老人也充满着敬畏之情。“那是条很大的灰鲭

鲨，生就一副好体格，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般

快，周身的一切都很美，除了它的上下颚。它的背

部和剑鱼一般蓝，肚子是银色的，鱼皮光滑而漂

亮。这种鱼生就拿海里所有的鱼当食料，它们游得

那么快，那么壮健，武器齐备，以致所向无敌。”在老

人眼里，这条灰鲭鲨是力量、气魄和勇气的代表，拥

有捕杀所有其他海洋生物的能力和权力。可是，为

了生存，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不得不杀了大鱼，

再杀鲨鱼。“我很痛心，把这鱼给杀了”，“它活着的

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如果你爱它，杀

死它就不是罪过。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我杀死

它是为了自卫……再说，……每样东西都杀死别的

东西，不过方式不同罢了。”“鱼啊，......对你对我都

不好。我很抱歉，鱼啊。”老人无论在理性方面还是

在感性方面都不能完全赞同自己的这种对自然施

暴的行为，这恰恰说明了他有很强的负罪感。他需

要消解这种负罪感，但又不能完全消解，因为无论

他“希望不必再斗了”的愿望有多强烈，群鲨依然不

断来袭。

整个捕鱼故事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生活中的

强者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八十多天的辛劳捕得

的大马林鱼却没能逃脱死亡的下场，而正是它的死

亡给老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厄运。“第三者”鲨鱼的到

来显然是老人杀死马林鱼所致——老人将鱼叉深

深刺进了马林鱼心脏，鲜血喷涌而出，溅下一缕腥

踪，这使得第一条鲨鱼追寻而至。最终，老人得到

的只是一副马林鱼骨架。毫无疑问，这一笔揭示了

人类企图超越自然秩序中自我既定位置的可悲结

局。小说在描述人是不能被打败的这样一个主旨

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自然法则是人

类的力量难以抗拒的，若以狂妄自大的态度对待自

然必然招致失败。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

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

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

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恩格斯的“一

线胜利二线失败论”向人类郑重宣告大自然是不可

征服不可改造的，人类如果狂妄到以为可以凭借自

己的力量改变自然规律；那么重视可能在开始阶段

看到一些战天斗地的获胜表象，但最终得到的却一

定是悲剧结局。[5]

二 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价值实现与生态整
体主义的矛盾

人类中心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

认识论意义上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价值论意义上

的。生态批评关注的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

论。“（非人类中心论反对的）价值王国是人根据其

对人的完美形象的理解和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

构建的意义世界，是人塑造、确认和完成‘人类自我

’的一种方式。”[6]这种价值观认为人的利益是道德

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可以为了使其自身的利

益最大化而无视自然规律，对自然加以践踏和蹂

躏。[7]

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隐晦地强调了人应尽

全力去与自然作斗争，在征服自然的精神胜利中实

现自我价值的思想。这种置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于整个自然界的整体和谐之上，不顾人类创造的物

质文明而去追求所谓的精神胜利，其实质是人类中

心主义在价值观上的表现。对圣地亚哥老人来说，

生活的艰苦，运气的不佳以及由于精神上的不合世

俗而造成的孤寂，都没有将他压垮，他依然斗志昂

扬地、充满自信地生活着。这不仅表现在他兴高采

烈地在自己一贫如洗的陋室中与孩子一起评论棒

球赛，全然不考虑这背运的时日与生活，而且还表

现在老人的梦境中。即使在梦里，老人也希望自己

作为一头勇敢、自信、坚强的狮子，去迎接命运的各

种挑战。他不仅视马林鱼为“朋友一样的竞争者”，

欢迎它，敬佩它，迷上了它，最后爱上了它——他崇

尚强者，并且把能够战胜强者作为自己的骄傲和自

豪；他还赞美巨鲨，说它是“美丽的”，并对它的勇敢

强大给予敬佩和赞扬——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他

又不得不同这个美丽而强大的敌人进行搏斗。在

更为强大的自然造物面前，老人没有丝毫的退却，

表现得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尽管老人最后失败，

但这种失败比刚刚获得的局部的胜利，更能揭示老

人的乐观精神：即使是在注定的失败面前，人类的

精神不会屈服。[8]老人认为自己“天生是个渔夫，正

如那鱼天生就是一条鱼一样。”这是命运使然：鱼生

来是给人杀死吃的。可见，老人在与自然搏斗的过

程中关注更多的还是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在圣地亚哥老人强悍的“硬汉”的外表

下，深藏着一颗热爱自然的心——他敬重所有的非

朱旬萍：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生态思想的矛盾性 ·· 4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2卷

人类生命，把他自己，人类生命和所有的非人类生

命置于同等地位。显然，圣地亚哥的思想颠覆了传

统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老人眼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

互比照的。大海与老人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的，老人

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在大海的怀抱中得到的。老人

对象征自然的大海进行了赞美，表现出对自然规律

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老人总是把大海看作女性，因

为海洋是仁慈的、美丽的，赋予了人们莫大的恩惠，

养育了像老人这样许多以海为生的渔夫；飞鱼、鸟

儿、浮游生物、海豚和海龟在老人眼里都是美丽可

爱的生物，他喜欢它们，因为“它们是他海上的主要

的朋友”；他视海里的生物为自己的兄弟和朋友，认

为自己有着和海龟相似的心脏、脚和手，夜里他能

根据海豚不同声音辨别出雌雄，他说：“它们一起嬉

戏玩耍，互相关爱。它们像飞鱼一样，是我们的弟

兄”；“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

手。”——他和大马林鱼情同手足，是一对生死兄

弟。老人在遭遇鲨鱼的袭击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一切都没了，只怪我出海太远了。”也就是

说，人类自己走得太远了，脱离了人在生物圈中的

恰当位置，进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就是对自然

的冒犯，受到大自然的惩罚（鲨鱼的攻击）也就在所

难免了。如果人类自己把生存所系、性命相关的自

然和生态环境摧毁，人类自己就会走向生态系统的

总崩溃，走向生存的末日！[9]

人的不屈精神诚然十分可贵，人的尊严固然不

可失去。然而在强调与肯定人类力量的同时，我们

应该认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界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

分，并不比其他生命形式更高贵，人类无权破坏这

个生物圈。“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

尽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老人的这

句豪言壮语放在人类社会的背景里看，也许能够体

现出悲剧性的英雄精神；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到

自然与人的关系里来审视，其荒谬性就充分显现出

来：人都被毁灭了，又何谈不败？假若人类这个物

种有一天终于在这个星球上被彻底毁灭，难道他的

不败的精神、胜利的精神还能在那个荒凉的、无生

命的星球上永远闪光？面对大自然，人类太看重自

我，太缺乏敬畏，这种虚荣或虚幻的东西如果过度

膨胀，膨胀到无视基本的自然物质和生态保障的程

度，那就必然要走向极端的唯心、极端的的虚妄。

如果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作祟的话，人的自然化

与自然的人化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境界！[10]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冰山原理创作的代表作

之一。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可以发现作者蕴藏在水

面之下的“八分之七”的对立矛盾的生态思想。海

明威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展示了两种互为矛

盾的生态思想：一方面宣扬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

观，张扬对自然进行精神征服的“硬汉”精神；另一

方面却肯定自然不可战胜，以狂妄自大的态度对待

自然必然招致失败。究竟在“硬汉”精神和生态平

衡之间我们该作何选择，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正

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海明威生态思想的矛盾性提

醒我们，人类不能以征服自然的方式来证明自己，

实现自我，否则，会遭到自然严酷的、甚至是毁灭性

的惩罚；人类应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正确位置，建立与自然的真正和

谐健康的关系。这也是正确应对全球能源危机、生

态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拜托为争夺资源、财

富、地位而形成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心理危机，

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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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emingway’s Contradictory Ecological Thought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ZHU Xun-ping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Jiangsu 224051）

Abstract: The Old Man snd the Sea，the best works of Hemingway’s“iceberg writing principle”，contains a
variety of connotations. Reading it from the ecocritical point of view，the dualistic nature concept of Hemingway is
discovered. On the one hand，he calls for the mental triumph of man over nature from the anthropocentric standpoint.
On the other hand，he affirms that nature is unconquerable and should be cherished and denounces men’s ferocious
dealing with nature. The paradox of Hemingway’s ecological thought is actu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confusion of
modern people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Hemingway；Ecocriticism；Anthropocentrism；Eco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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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n-Verb-Adjective Concurrence in the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

ZHANG Jun-zhi
（School of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7；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the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many words hold several parts of speech concurrently.
What this paper discusses is that one word can be used as noun，verb and adjective or two of them.

Key words: Dialect of Northern Sichuan Province；Dialect；Concurrence of Parts of Speech

（责任编辑：周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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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aipaul's Last Novel Magic Seeds

ZHU Pu
（Business College of Shanxi University，Taiyuan，Shan Xi 030031）

Abstract: V.S.Naipaul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01.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writer's
cultural identity，multiple theme of his several classic works，but little on the Magic Seeds which reflecing the double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author's experience. Whereas the house and sexual imagery and the“outsider”type of
hero and so on can reveal the theme of the works.

Key words: Magic Seeds；Cultural Background；House and Sex；Outsider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9页）

朱旬萍：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生态思想的矛盾性 ··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