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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生态文学批评浪潮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以托妮莫里森小说«宠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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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次浪潮取得重大进展表现在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纳入其学术思考范围ꎬ研究的重点放在长期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女

性作家作品解读上ꎬ深入地讨论种族、性别、阶级、民族、历史等早期生态文学批评没有

涉及的体裁和主题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探讨ꎮ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考察了女性和自然、以及她们对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欺压的抗争ꎬ力求建构一种既展示

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价值的观念ꎮ 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探讨了自

然与黑人之间、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破裂和重建ꎬ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ꎮ
她以黑人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女性对人性和自然的和谐美的追求ꎮ 对莫里森作

品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解读ꎬ研究莫里森在面对自然疏离、性别歧视、种族压迫、身份重构

等多重问题时的思考和探索ꎬ丰富了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ꎮ
〔关键词〕第二次浪潮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ꎻ«宠儿»ꎻ黑人女性与自然

一、引　 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 (Ｅｃｏ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是在全球环境

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ꎬ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ꎮ 美国生态文学

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费尔蒂指出ꎬ“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

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ꎬ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ꎮ〔１〕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日趋恶化ꎬ许多作家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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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生态意识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ꎬ美国生态文学日益繁荣ꎮ 生态文学具有

很强的现实性和批判性ꎬ不仅表现人的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ꎬ还探索人类

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ꎮ〔２〕 迄今为止ꎬ美
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次发展演变的浪潮ꎮ 第一浪潮主要研究如何在文学

作品中发掘自然ꎬ而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思维融会贯通地看待自

然ꎬ新的生态思潮应运而生ꎮ 第二次浪潮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生态文学

批评由早期探求“文学中的自然”转向对种族、阶级、性别等多种社会文化元素

的探索ꎮ 对作家的研究也由从英美白人男性作家为主转向研究多文化多民族背

景的作家为主ꎬ黑人女性作家、少数民族裔作家有关自然文学的作品也被纳入其

研究范围ꎮ〔３〕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涉及文学、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种

学科ꎬ研究的主体也来自不同的领域ꎮ 地球上所有民族的生态智慧ꎬ如印第安人

的丛林法则、印度的佛教、日本的禅宗、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等都被批评家

们吸收ꎬ拓宽了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ꎮ〔４〕 生态女性主义将生态学与女性主

义结合在一起ꎬ批判霸权文化价值观导致剥削统治的社会体系ꎮ 这一思潮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现ꎬ９０ 年代得到重要发展ꎮ 它主张改变人类统治自然的思想ꎬ提
倡与自然构建和谐关系ꎬ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ꎮ〔５〕

托妮莫里森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ꎬ她的小说自

出版以来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重视ꎮ 但国内外对她的小说研究主要集中

在审美标准、种族主义、叙事结构等方面ꎬ随着生态危机的突显ꎬ她作品里体现的

生态问题逐渐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关注ꎮ 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ꎬ
探讨她在小说«宠儿»中种族、性别、阶级、社会与自然的复杂交互的关系ꎬ阐释

了白人主导的霸权文化如何使奴隶制合法化ꎬ导致黑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关系的

破裂ꎬ进而从生态角度挖掘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ꎬ得出小说中暗含的生态女

性主义诉求:重新构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ꎬ获取身份认同ꎬ恢复非洲的历史文化ꎮ

二、生态文学批评与自然的重新构建

(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析

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抑或死亡»(１９７４)
一文中ꎬ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ꎬ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研究的开端ꎮ 奥波妮把生态理论和女权理论结合在一起ꎬ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

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ꎬ号召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

的关系ꎮ〔６〕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ꎬ试图在认识层面上阐明各种

压迫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ꎬ并致力于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制度观念ꎬ在
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ꎮ 生态女性主义突破

了人际伦理的局限将伦理的追问延伸到人与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ꎬ一方面承

认非人类存在物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地位ꎬ反对道德优越论ꎻ另一方面声援处于

边缘的弱势群体ꎬ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ꎮ〔７〕 生态女性主义对同时代的文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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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生了冲击作用ꎬ学术界崛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析ꎮ 著名生态批评学者

墨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批评理论把生态女性主义的各方面联系起

来ꎬ使其形成指导实践的批评———成为一种元哲学而非垄断式的政治教条或者

抽象的解释工具ꎮ” 〔８〕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自身

的存在ꎬ批评家们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各种观点视作文学批评的一部分ꎮ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生态批评的衍生物ꎬ把自然作为批评的维度是它与女

性主义批评的根本区别ꎮ 女性与自然ꎬ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议题的文学批评都不

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ꎮ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ꎬ这个联盟通过

文化、语言而顽固地持续下来ꎬ妇女与自然在现实中的遭遇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ꎮ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容涉及对文学中将女性自然化或将

自然女性化描述的梳理和分析ꎻ对女作家生态写作进行理论概括ꎻ整理与归纳女

性文学家在文学作品或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等等ꎮ 它的文本包括文学文本、艺
术文本、政治文本等ꎬ在主题上都是同时再现或表现了自然与女性的活动、处境、
命运等等ꎮ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点涉及一切受压迫和受控制的群体ꎬ但始

终有两个焦点:女性与自然ꎬ它与女性主义批评一样ꎬ既关注“女性文学”ꎬ又解

析“文学女性”ꎮ〔９〕

(二)托妮莫里森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观点

１９８７ 年ꎬ托妮莫里森发表了不朽杰作«宠儿»ꎮ 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取材

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一个从肯塔基奴隶庄园逃跑的女黑奴

玛格丽特加纳在逃往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路程中ꎬ遭到奴隶主疯狂追捕ꎬ为了

避免儿女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ꎬ她毅然抄起一把斧子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

女儿ꎮ 莫里森为这个故事深深震撼ꎬ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ꎬ她极想通过小说

这种艺术形式来探究当事人的心理ꎬ为罪恶的奴隶制下深受精神和肉体残害的

黑奴们写一部心灵控诉史ꎮ 历经长达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ꎬ以此事件为背

景的小说«宠儿»终于问世ꎮ 这部作品发表后在美国文学界、文化界引起强烈震

动ꎬ各大报刊纷纷刊文给予最高规格的赞语ꎬ认为它是美国黑人历史的一座纪念

碑ꎮ 出版第二年即荣获普利策奖ꎬ随后跻身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ꎮ «宠儿»探
讨了美国黑人历史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如何将黑人和自然结合成“他
者”阶层ꎬ以确保奴隶制度的合法化ꎬ并否定黑奴的国家公民身份ꎬ同时又割裂

黑人和自然的关系ꎬ自然被深度政治化等议题ꎮ 在小说创作中托妮莫里森表

现出非凡的批评和书写能力ꎬ她的语言、人物性格塑造、还有她精湛的意识流写

作技巧把“种族”、“社会”、“自然”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元素表现得淋漓尽

致ꎮ 托妮莫里森的黑人女作家身份使她能够更加全面彻底地了解黑人女性的

生存现状ꎬ对她们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进行深层次挖掘ꎬ阐释了生存

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夹缝中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ꎮ〔１０〕 作为一位学

者型作家ꎬ她的小说含有自然这一重要因素ꎬ莫里森在探求黑人女性出路的过程

中意识到自然、女性、黑人遭受统治和压迫的根源是相同的ꎬ小说中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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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例外充满了女性主义的抗争ꎬ她在力图消灭性别歧视的同时也致力于建构

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ꎮ〔１１〕

托妮莫里森在其作品中阐述了奴隶制度如何割裂黑人和自然的亲密关

系ꎮ 黑人自古以来都与自然息息相关ꎬ而这种天然的关系却遭到美国白人所建

立的奴隶制的破坏ꎮ 但是白人的霸权文化意识对自然的构建有着天然的疏漏和

不合理性ꎬ因此这种割裂不是绝对的ꎬ这就给受压迫、失去身份认同的黑人以反

抗的机会ꎮ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ꎬ黑人以此为工具奋

起抗争ꎬ最终修复了与自然的关系ꎮ 很多白人作家将自然描绘成远离社会问题

的纯美地带ꎬ而托妮莫里森则认为ꎬ“对自然的感知不是简单的对外部绿色世

界的本能反应ꎬ而是潜在的种族政治的反应”ꎮ〔１２〕 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ꎬ
将自然和黑人统一起来视为与他们阶层不同的、荒蛮的“他者”ꎬ需要驯化、开发

和利用ꎮ 白人的这种霸权意识合法化了奴隶制ꎬ剥夺了黑人成为美国合法公民

的可能性ꎬ导致黑人和自然的天然关联受到损害ꎬ自然作为构成生态环境的本质

属性被过度地政治化ꎮ 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首先挑战了白人文化对自然

的定义和构建ꎬ同时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转化为黑人用以反抗和修

复黑人社区的有力工具ꎮ
(三)奴隶制度下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

自然一直在黑人的日常生活中ꎬ甚至在他们沦为奴隶的时代都扮演过积极

的角色:林间狩猎ꎬ河里捕鱼ꎬ原野耕种ꎬ这些与自然的天然亲近活动使他们与其

赖以生存的家园———大自然建立了息息相关的深厚感情ꎮ 园艺更是对黑人女性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ꎬ她们不仅依靠园艺维持生计ꎬ充分享受自然给予的丰厚资

源ꎬ园艺也是滋养她们精神的乐土ꎬ她们在园林里唱歌、祈祷、相聚在一起讲民间

故事ꎬ传承着非洲的传统文化ꎮ 自然更深的意义还在于ꎬ广袤的森林荒野还是黑

人奴隶不堪被欺凌奴役而逃亡时的藏身之地ꎮ
然而ꎬ莫里森笔下的自然不仅是黑人快乐和希望的源泉ꎬ还是白人压迫黑人

的工具ꎮ 黑人与自然的感情又是复杂、矛盾的ꎬ他们对自然的依恋之情中还夹杂

着深深的恐惧和疏远ꎮ 自然的本质属性中也充满了危险的因素:恶劣的天气ꎬ凶
猛的野兽ꎬ幽深的密林ꎬ湍急的河流ꎬ潮湿的沼泽等都给他们的生活劳作带来危

险ꎬ甚至随时吞噬他们的生命ꎮ 此外ꎬ荒野密林既是黑奴逃亡藏身的地方ꎬ但更

多的是受奴隶主欺压凌辱的场所ꎮ 他们在逃亡中忍受着随时被抓的精神压力ꎬ
一旦被抓获就面临着残酷地鞭打ꎬ挂在树上绞死ꎬ或浑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烧

死ꎬ或推到河里淹死等悲惨结局ꎬ自然沦为上演活生生血腥暴力的舞台ꎮ〔１３〕

黑人女性更是受到最沉重压迫的代表ꎬ她们在奴隶制历史阶段所遭受的悲

惨经历是不堪回首的ꎬ唤醒这段黑人种族的布满创伤的记忆正是托妮莫里森

艺术创造的基本文化立场ꎮ 对于黑人女性来说ꎬ她们要比黑人男性遭受更大的

欺凌和侮辱:随时都可能被拖到林中受庄园主恣意强暴ꎬ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折

磨甚至杀害ꎮ 尤为痛苦的是ꎬ她们还会亲眼目睹这些暴力和欺压延续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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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身上ꎬ做奴隶的非人遭遇似乎成为无法逃脱的宿命ꎮ 在«宠儿»中ꎬ莫里森

用她独特的视角讲述了黑人妇女真实的处境ꎬ使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处于弱势

地位的黑人女性的痛苦经历和艰难的心路历程:女奴塞丝无意间撞见“学校教

师”指导两个侄子对黑奴进行研究ꎬ还要求他们在纸上把塞丝“人的属性放在左

边”ꎬ“动物的属性放在右边”ꎬ〔１４〕这给她的精神以强烈的冲击ꎻ当塞丝怀孕六个

月的时候ꎬ因为汇报了“学校教师”儿子的行为而遭到他两个侄子的毒打ꎬ她的

后背被划开ꎬ伤势严重留下永久的伤痕ꎮ〔１５〕黑人女性没有权利可言ꎬ自然沦为白

人奴隶主实施暴力也是隐藏暴力的天然场所ꎮ〔１６〕 正如生态批评家布罗姆所说

的:“荒野不仅为奴隶提供藏身之所ꎬ黑人文化保护得益于自然ꎬ但是自然也隐

藏了施加在黑人妇女身上的暴力”ꎮ〔１７〕在«宠儿»中ꎬ树、植物和自然是对于黑人

女性的抚慰与精神支撑ꎬ又是与暴力和残忍相关的媒介ꎮ 塞丝的后背由于被鞭

笞留下一个像树一样枝杈蔓延的疤痕ꎬ“我后背上有棵树ꎬ家里有个鬼ꎬ除了我

怀里抱着的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 〔１８〕 塞丝回忆说ꎮ 她常常忆起“甜蜜之家”梧
桐树的美丽宽大的叶子ꎬ而伴随着这些叶子的却是枝条上悬挂着的黑奴的尸体ꎻ
透过梧桐树叶她还常常看到庄园主用梧桐树的枝条鞭打她的孩子ꎬ美丽和丑恶

交织在一起同时进入脑海ꎮ 对自然美的向往和回忆让塞丝感到羞耻和自责ꎬ她
的精神世界被分裂成对自然美的吸引和她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暴力的痛苦折磨ꎬ
奴隶制给塞丝的人生带来刻骨铭心的恐惧与阴影的同时也割裂了她与自然的本

质关联ꎮ
黑人对自然的复杂情感在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ꎮ

逃到俄亥俄州的塞丝和保罗 Ｄ 对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南方种植园“甜蜜之家”的
回忆中交织着对美丽自然风光的钦慕依恋以及对施加在他们身上暴力的丑恶场

景的厌恶和痛恨ꎮ 保罗 Ｄ 对树的依恋反映了他深爱自然又被迫与之疏远的情

感ꎬ“午饭后ꎬ从田野里劳作回来ꎬ那些树在召唤着他ꎬ看起来是那么值得信

任ꎬ你可以对他说你想说的任何事情”ꎮ〔１９〕保罗 Ｄ 对自然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ꎬ
他称其中一棵树是自己的“兄弟”ꎬ并经常在树下歇息ꎬ那是一种可以躲开周围

一切丑陋的安慰ꎮ 在以后保罗 Ｄ 逃离“甜蜜之家”一路向北追求自由之地的逃

亡过程中ꎬ一直伴随他的也是那些在荒野密林中的枝繁叶茂的树ꎮ 然而ꎬ正是从

这些丛林中ꎬ让他感到随时威胁着他的某种危险的东西ꎬ这使他在情感上不得不

对所钟爱的自然保持心灵的疏远ꎮ 在经历逃亡过程中各种暴行之后ꎬ保罗 Ｄ 明

白ꎬ那些他触手可及的自然景物、那些他赖以生存的原野土地都不属于他ꎬ他无

法去爱他内心深爱着的自然ꎮ 他对塞丝说:“如果你不去爱你想爱的东西ꎬ当它

失去的时候ꎬ你就不会受到伤害”ꎮ〔２０〕如果说塞丝对自然的情感回忆充满了矛盾

愧疚ꎬ而保罗 Ｄ 却挣扎在想去热爱大自然却要首先保护自己生命的纠结困惑之

中ꎮ
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ꎬ其根源在于基于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

而建立起的奴隶制ꎮ 奴隶制度使得黑人原本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变得破碎不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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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种植园本是黑奴的家园ꎬ他们在那里生活劳作ꎬ然而黑奴的经历又使他们

对那片广袤的旷野充满了种族仇恨ꎮ 生活在所谓“幸福之家”奴隶庄园的男子

汉们ꎬ其真实的处境就是一群沦为奴隶的黑鬼ꎬ被看成“人种中的渣滓、没有角

的公牛、阉割的辕马、没有牙的看门狗ꎮ” 〔２１〕黑奴保罗 Ｄ 的经历更是充满了动物

般的退化:“他被迫在嘴里戴着一个马嚼子ꎬ当嘴唇被往后拽的一刹那ꎬ野蛮和

疯狂瞬间爆入眼睛:舌头被压下来:你叫的越狠ꎬ越忍不住想把它吐出来”ꎮ〔２２〕在

莫里森看来ꎬ这种兽行的随意性所包含的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蔑视比奴隶制本

身的残酷更令人胆寒心惊ꎮ
奴隶制度使黑人对自然充满了爱恨交加、既想亲近又想躲避的复杂矛盾的

情感ꎮ 然而ꎬ这种破损的关系却为白人文化所利用ꎬ白人的统治地位从黑人与自

然关系的破裂中建立起来ꎬ他们通过否定黑人对自由、财产主权以及拒绝认可非

洲的历史文化ꎬ达到维系否认黑人公民身份的社会制度的目的ꎮ〔２３〕 白人占有了

土地ꎬ宣称对自然的权利ꎬ也就拥有了自由和公民权ꎮ 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使

得黑人无法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ꎬ也就失去了公民的身份ꎬ只能沦为被欺压的奴

隶ꎮ 蕾切尔斯坦恩说ꎬ“白色人种的霸权使得黑人失去自然家园的关系ꎬ失去

自己的历史和自主权ꎬ成为劳作在土地上的奴隶”ꎮ〔２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ꎬ白人

霸权文化一方面宣称对自然的占有ꎬ将黑人与自然割裂开ꎬ同时又将黑人和自然

结合在一起ꎬ将他们共同贬低为可以任意欺压、占有、利用的“他者”阶层ꎮ 这似

乎是一个悖论ꎬ但托妮莫里森给出了意义深刻的解释:“定义属于定义者ꎬ而
不属于被定义者ꎮ” 〔２５〕白人文化保留着下定义的权利ꎬ自然通过被占有成为白人

的地盘ꎬ为了保持占领的特权ꎬ自然必须被视为“他者”ꎮ 白人霸权意识将黑奴

和自然结合在一起ꎬ共同视为被征服的“他者”ꎬ统治阶层就可以达到对他们下

定义和控制的目的ꎮ 白色文化对自然的占有被纳入确立身份认同的部分因素ꎬ
就决不允许黑色文化与自然建立联系ꎬ他们只能被镶嵌在自然之内ꎬ成为白人奴

役的对象ꎮ 史密斯说:“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界定了自然ꎬ界定了它的生理特征ꎬ
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形式”ꎮ〔２６〕罗伯特纳什注意到ꎬ“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当中ꎬ
黑奴和自然一样ꎬ被看成未开化的、低于人类的有着野蛮属性的动物ꎻ开拓者被

视为道德英雄ꎬ将荒蛮文明化是对开拓者的回报ꎬ成为向人炫耀的资本ꎮ” 〔２７〕 白

人视黑人和自然为文明世界的威胁和对立面ꎬ进行驯化和控制ꎬ以强化白人对自

然和黑奴的占有ꎬ目的是建立起白人文化为主导的霸权社会体系ꎮ
(四)重建黑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人类走出种族、性别藩篱ꎬ走向与自然和谐的构想ꎮ〔２８〕在

«宠儿»中ꎬ托妮莫里森不仅叙述了奴隶制如何影响黑人对自然的看法ꎬ还阐

述了黑人反抗欺压的可能性:通过收回对自然的所有权ꎬ挑战白人的定义ꎬ重建

他们的历史文化ꎮ 在«宠儿»中ꎬ莫里森展现了黑人女性代表贝比萨格斯、塞
丝等人如何在自然中获取力量ꎬ抵制主流文化的霸权和种族内部的性别和阶级

压迫ꎬ通过身份的寻求达到重构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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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损害但是并没有遭到完全破坏ꎬ修复关系胆寒心惊、
治愈伤痛的可能恰恰就存在于这种破裂的关系中ꎮ 在«宠儿»中ꎬ我们看到诸多

自然与暴力联系的场景ꎬ但也看到黑人和自然重新构建和谐关系的希望ꎮ 虽然

黑人女性饱受歧视摧残ꎬ但是并没有失去信念ꎬ她们一直努力地追寻自我身份认

同ꎮ 当女奴塞丝被带离谋杀现场时ꎬ“她上了马车ꎬ头高高地昂起ꎬ背挺得笔直ꎬ
她的侧影刀锋般清晰地映在碧蓝的天空里ꎮ” 〔２９〕 塞丝清楚地显示出自己才是生

命的主宰ꎻ黑人女性从来没有对外界屈服过ꎬ当保罗 Ｄ 得知塞丝杀女真相后指

责她“太危险了ꎬ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你的爱太浓了”ꎬ她的答复是:“要么

是爱ꎬ要么不是ꎬ平平淡淡的爱根本不是爱”ꎮ〔３０〕 一个似乎失去理智的弱女子身

上发出的声音ꎬ宣告了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走向自觉的开始ꎮ 格里芬指出:
“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ꎻ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

己和自然讲话才行ꎮ” 〔３１〕«宠儿»中的“林场空地”是黑人生命力量的源泉和心灵

的寄托ꎬ社区的黑人女性贝比萨格斯利用这块土地ꎬ通过布道传递着争取身份

认同的希望ꎮ 萨格斯自身是奴隶制的牺牲品ꎬ在她心中的自我形象不过是“一
个混到六十岁ꎬ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的黑奴ꎮ” 〔３２〕然而就在她踏上自由土地的

那一刻ꎬ突然听见了“自己的心跳”ꎬ“这双手属于我ꎬ这是我的手ꎮ” 〔３３〕这狂喜的

呐喊ꎬ正表达了贝比心中向往自由的强烈情感ꎮ 黑人都有天生为自己的黑皮肤

而自卑的心理ꎬ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身上的黑皮肤ꎬ才使他们从出生开始一辈子饱

受白人的摧残ꎬ所以对自己的身体格外厌恶ꎮ 贝比萨格斯比她的黑人同胞有

着更清醒的认识ꎬ她号召黑人同胞要热爱自己的肉体ꎬ“比眼睛比脚更热爱
比呼吸自由空气的肺更热爱ꎮ” 〔３４〕在她的号召下ꎬ黑人们聚集在这里祈祷、歌唱、
欢呼ꎬ大自然中的宣泄滋养了黑人的心灵并增添了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和重建

黑人社区的信心ꎮ
托妮莫里森笔下的“林间空地”不仅挑战了白人对自然的构建ꎬ也动摇白

人通过奴隶制合法化建立起的公民身份ꎬ使黑人修复与自然的关系、恢复身份成

为可能ꎮ〔３５〕尽管白人文化将自然构建成固定不变的意象ꎬ但是这种构建是建立

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ꎬ这就使得自然一方面被认为是可压迫的对象ꎬ另一方

面也可用作反抗压迫的工具ꎮ 林间空地就是利用了自然意象的双面性使黑人女

性在自然中寻求慰藉ꎬ走向自我成长和自我认同的第一步ꎮ 白人通过对自然的

定义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ꎬ黑人同样可以通过恢复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自己的文

化ꎮ 林间空地中建立起来的反映黑人文化和宗教以及对自然的强大精神联系ꎬ
瓦解了横亘在身体、自然、文化之间的界限ꎬ为黑人女性和自然建立积极和谐关

系提供契机ꎮ〔３６〕«宠儿»中表现出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对白人所定义的自然公然挑

战ꎮ 托妮莫里森颠覆白人对自然的界定ꎬ成功地刻画了种族、性别、自然、身份

和历史之间非固定的流动联系ꎬ如前面所讨论的ꎬ塞丝对“甜蜜之家”的回忆既

依恋又恐惧ꎬ这似乎很难将“甜蜜之家”定义为“好”或“坏”的地方ꎬ托妮莫里

森模糊了事物的界限ꎬ自然在情感中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意象ꎬ在«宠儿»中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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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忧伤恐惧又是一个治愈精神伤痛的场所ꎮ 白人依赖对自然的占有而使

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合法化ꎬ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流动性使我们意识到黑人女性可

以通过修复与自然的关系ꎬ动摇自然和身份的认同标准ꎬ从而挑战统治地位的社

会价值观ꎮ 托妮莫里森通过持续展现文化感知对自然世界冲突ꎬ解构了“自
然整体观”的概念ꎮ 她强调“任何对自然的感知都不是对这个世界固定不变的

看法ꎬ而是文化参与调停的结果ꎮ” 〔３７〕 尽管白人文化宣称对自然的占有和统治ꎬ
并将其镌刻到社会和文化规则当中ꎬ但是像“林间空地”这样的文学构建却提供

了一个包含着与同一个自然相关的、不同的历史和价值的反叙述模式ꎬ从而颠覆

了白人的绝对的统治和其国家公民身份认同ꎮ 关于自然的非固定性ꎬ生态女性

作家卡特里奥纳曾论述:“自然总是反抗它自身的构建ꎬ自然对“他者”、
对话语中的认知来说ꎬ无论多么民主ꎬ都不是彻底的ꎮ” 〔３８〕 这诠释了«宠儿»中的

为自然归类的不确定性ꎬ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为“他者”创造了可以挑战和抗争那

些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的空间ꎮ 托妮莫里森提醒我们ꎬ早在奴隶制之前ꎬ黑人

女性就建立了自己的历史文化ꎬ重新和这些传统结合可以修复与自然断裂的关

系ꎬ她强调黑人女性一定要书写与自然建立的积极关系的新历史ꎬ这样才可以治

愈奴隶制所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伤痛ꎬ恢复传统文化ꎮ

三、结　 语

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ꎬ必然要重新审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ꎬ充分重视自然对

于文学的本源性意义ꎮ 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探讨了自然与黑人之间、女性

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裂和重建ꎬ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ꎮ 她以黑

人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女性对人性和自然和谐美的追求ꎬ尤其是黑人女

性解放自己、重构身份认同ꎬ与传统文化历史相结合的强烈愿望ꎮ 从生态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角度探讨莫里森在面对自然疏离、性别歧视、种族压迫、身份重构等

多重问题时的思考和探索ꎬ拓宽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ꎬ丰富了对莫里

森创作的研究ꎮ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次浪潮打破了第一次浪潮中构建的自然整

体观ꎬ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纳入其学术思考范围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更

为深刻的探讨ꎮ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考察了女性受到的欺压和凌辱ꎬ以及她们的

奋起抗争等等ꎬ把生态文学批评置于自然、女性、社会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进行

全面探讨ꎬ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ꎬ力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

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生态价值的观念ꎬ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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