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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文学的渊源

自 然 文 学 （Nature
Writing）不同于西方文学史
上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它是源于17世纪，形成于当代
的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
流派。从形式上来看，它属于
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
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
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自然文学最典型的
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
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
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
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自然文学的思想渊源可
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
的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美国
学者彼得·A. 弗里策尔与谢
斯在各自有关自然文学的评

论专著中，分别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维吉尔
的《牧歌》对自然文学的影响。18世纪英国的自然史作家
吉尔伯特·怀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博
物学家达尔文及20世纪的英国作家劳伦斯等人，也对自
然文学产生过影响。怀特的《塞尔伯恩博物志及古迹》，
影响了诸如梭罗、约翰·巴勒斯、雷切尔·卡森等自然文
学的代表人物，被作为自然文学的首篇范文收入《诺顿
自然文学文选》。美国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比
尔在其被誉为自然文学的权威性专著《环境的想象》中，
多次提到华兹华斯及达尔文对自然文学的形成所起的
作用。劳伦斯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在多部关于评论
自然文学的专著中都被引用。

然而，鉴于美国作为“自然之国”和“新大陆”具有独
特的文化背景以及其现代化程度发展之迅猛，自然文学
必然会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并兴起。或者说，它是在美国
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因此，自然
文学在美国最富代表性。

就美国而言，自然文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7世纪第一
批欧洲移民抵达美洲新大陆。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片
陌生而广袤的土地。美国这种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背景
决定了其国民对土地那种与众不同的情感与联系。对
他们而言，只有认知了脚下的那片土地，才可能认知自
我。自然而然，许多早期移居新大陆的定居者通过日
记、旅行笔记和书信散文等独特方式，来从事确认、描述
和解释外在事物的劳作，以求得对自我、对自己所处的
土地及未来的认识。

17世纪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雷
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以“富饶的伊甸园”和“咆哮的
荒野”的鲜明对比，描述了新大陆的“自然的影像”，从而
使自然成为新大陆的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些著作都
是以描述性的散文体写就，其语言清新简朴，充满了生
机与活力，为日后的自然文学独特的文体奠定了基础。

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他的《自传》和另一部
作品《圣物的影像》中，大胆地将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
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以比喻的手法，表明上帝把整个
物质世界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影子”。18世纪另一位有
影响的人物威廉·巴特姆在其代表作《旅行笔记》中描述
了他在美国东南部荒野所进行的“孤独的朝圣”，形成了
一种对荒野的审美观，从而使他本人成为第一位在欧美
大陆文学界获得声誉的人和美国自然文学名副其实的
奠基人。

如果说17、18世纪产生了自然文学的主题、文体和
风格的奠基人的话，那么19世纪则出现了自然文学的思
想与内涵的奠基人。以托马斯·科尔的《美国风景散论》
及爱默生的《论自然》等作品为例。科尔在《散论》中所
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联系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现在和
未来。如果说欧洲代表着文化，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
然。生长在自然之国的美国人，应当从自然中寻求文化
艺术的源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科尔创建了美国哈得
孙河画派（The Hudson River School）并将“以大自
然为画布”作为宗旨，从而使该画派的作品与美国自然
文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就爱默生而言，他的第一
部作品便是《论自然》。他改良了爱德华兹的观点，明确
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同
代、后代乃至当代的自然文学作家，成为自然文学的理
论基础，同时也使“研习自然”和“认识自我”成为美国自
然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

提到梭罗，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瓦尔登湖。他
的著作《瓦尔登湖》曾于1985年在《美国遗产》杂志上所
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格的书”中位居榜首。他被视为
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最有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他的

精神被视为美国文化的遗产。而“瓦尔登湖”也成为众
多梭罗追随者向往的圣地和效仿的原型。人们通常把
梭罗视为爱默生的“圣徒”。但从现代的眼光看，梭罗在
自然文学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比爱默生更胜一筹。梭罗
不仅把爱默生的理论付诸实践，而且又比爱默生超前一
步。他预见到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
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他在散文《散
步》一文中对荒野价值的论证在自然文学中产生了重大
意义。

总之，在19世纪，爱默生的《论自然》和科尔的《美国
风景散论》，率先为美国自然文学的思想和内涵奠定了
基础，梭罗和惠特曼以其充满旷野气息的文学作品，显
示了美国文学评论家马西森所说的“真实的辉煌”。与
此同时，科尔所创办的美国哈得孙河画派，则以画面的
形式再现了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人用文字所表达的
思想。“以大自然为画布”的画家和“旷野作家”，携手展
示出一道迷人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形成了一种基于旷
野来共创新大陆文化的独特时尚和氛围。这种时尚与
氛围便是如今盛行于美国文坛的自然文学生长的土壤。

自然文学的兴起

20世纪之前的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
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
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或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
为范畴。只是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
翰·缪尔以及玛丽·奥斯汀等跨世纪自然文学作家的出
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
然文学开始展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
和谐。

1962年雷切尔·卡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描述了
滥用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所造成的威胁，从而促
使第一个地球日的建立。爱德华·艾比的《大漠孤行》，
以犹他州的沙漠为背景，传达出躁动不安的现代人对宁
静的追求以及他对荒野与现代文明的思索；安妮·迪拉
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记述了作者在弗吉尼亚州蓝山
的汀克溪畔对自然的朝圣和对传统的反思；巴里·洛佩
斯的《北极梦》，描述了他在北极的探险经历，以及人类
所需要的外在和内在的两种风景；特丽·T.威廉斯的《心
灵的慰藉》，表现因20世纪50年代美国核试验影响而身
患乳腺癌的一家三代女性，在盐湖边所寻求的精神慰
藉；斯科特·R.桑德斯的《立足脚下》，则提出自然文学一
个普遍存在的主旨：怎样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找到属于
自己的一片土地。

正是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强调人类与生态
共生存，因此他们便格外重视“位置感”。对他们而言，
如果没有地理上的支撑点，就无法拥有精神上的支撑
点。所以20世纪的自然文学是以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围
绕一个共同的话题而写作的庞大的作家群来推动的，当
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写作特色。

从广度而言，20世纪的自然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美
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自1992年在美国建立以来，之
后分别在英国、澳大利亚及日本建立了分会。同时世界
各国有关以探索自然与人类关系为主题的作家及作品
也纷纷涌现。从深度而言，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
大多掌握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知识，他们无疑获
得了比其前辈更深刻的洞察力。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
一个被人遗弃的农场里，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呼
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艾比在没有人烟的西部沙
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模式：对立—妥
协—平衡。威廉斯则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
情感，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自然文学
作家的心目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

“我和你”的关系。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一个单纯的自我，
而只有与所生存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他们所信
奉的已不再是“优胜劣汰”，而是“共生主义”。

自然文学领域不仅新人新作层出不穷，而且在作为
一种文学流派进行教学与研究方面也日趋成熟。近十余
年来，先后有多部优秀的自然文学文选问世。如：《诺顿
自然文学文选》《这片举世无双的土地：美国自然文学文
选》及《论自然：自然、风景及自然史》等。同时也出现了
具有权威性的有关自然文学的评论专著，如：比尔的《环
境的想象》、谢斯的《自然文学》、弗里策尔的《自然文学
与美国文化》等。

目前，自然文学仍处于一种发展状态，各种新的名
称也不断出现。除了自然文学之外，又出现了环境文学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和生态批评（Ecocriti-
cism），但它们的宗旨和主题大致相同，同属一个思想创
新领域。当然，对自然文学是否已进入文学主流的问题，
批评界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文学已经有了
它一脉相承的辉煌历史、富有活力的现在与充满希望的
未来。

自然文学的理念与特点

可以说，当代自然文学，既继承了浪漫主义和超验
主义的传统，又具有浓郁的现代色彩。从当代美国自然
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影
响，如对自然的崇尚与赞美、对物欲主义的鄙视与唾弃、
对精神的崇高追求与向往。然而，由于当代自然文学兴
起的时代，是人类社会进入高科技的时代，所以也难免
附着某些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如无视偶像与蔑视
权威、对自然既敬畏又怀疑的不确定性、某些作品中所
显示的多种拼图的状况以及分界模糊的现象等等。然
而，它既不是浪漫主义的再现，也不完全等同于后现代
主义流派。它具有对传统的超越性，这是时代使然，也是
无须多加证明的。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自然文学放弃了以人类为中
心的观念，提出了旨在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
地伦理”。“土地伦理”一语源自利奥波德的《沙乡年历》。
利奥波德以一个生态学家的学识，讲述了土地金字塔、
食物链等原理，说明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
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社区
中，所有成员都有其相应的位置，都是相互依赖的。在生
物进化的长途漂泊之旅中，人类只是与其他生物结伴而
行的旅者。无论人类有着何种企图，自然永远会自行其
道。为了跟自然同步，人类必须把自己与自然合为一体。
为了证实人类是土地社区的组成部分，我们首先要学会
在这个社区中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他呼吁人们对于生
态进行重新认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一种伦
理上的责任感。他要人们“像山一样思考”，即从生态的
角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
考，培养一种“生态良心”。利奥波德不仅呼吁人们对于
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要有一种伦理上的责任感，而且还
提出了“土地伦理”的行为标准：“任何有利于保护生物
社区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行为都是对的，反之则是错
的。”美国文学教授及评论家谢尔曼·保罗，则把旷野里
淳朴的自然景色之组合视为当代人类成功的标准。

其次，自然文学渗透着强烈的“荒野意识”。在自然
文学中，对荒野的看法和认识贯穿始终。爱默生指出：

“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声称：“只
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缪尔认为：“在上帝的
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利奥波德把从荒野中
得到的精神享受视为一种比物质享受更胜一筹的高质
量的生活，是一种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的人权。艾
比则把荒野视为用以对抗文化的疯狂行为的缓冲地带。
另一位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心
底都蕴藏着一种原始的气质，涌动着一种对荒野的激
情。在自然文学的“荒野意识”中，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
双重成分。就理性而言，荒野是人类的根基，是使现代人
意识到他与自然界关系的提醒物，只有保持土地的健
康，才能保持人类文化的健康。就感性而言，荒野寄托着
一种情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因为心灵格外需要野生
自然的滋润。“宁静无价”或许是身处物欲横流、动荡不
安的现代社会中的自然文学作家对“荒野意识”最精辟
的诠释。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自然文学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突破文学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以及传统文学中战
争、爱情与死亡那些经久不衰的话题，大胆地将目光转
向自然，把探索与描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视为文
学的领域并作为写作的主题。

我们通常说，文学就是人学。但是自然文学不同于
其他文学形式，在自然文学中，人作为主人公的概念被
淡化，作品焦点是农村和荒野，而并非城镇和都市。这一
点颇像美国哈得孙河画派“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宗旨及
其作品。

比尔在《环境的想象》中专有一章来阐述人类对于
主人公位置“主动放弃的美学”。他以玛丽·奥斯汀的《少
雨的土地》为例，说明奥斯汀在全书中始终把自然环境
置于那些关于人的故事之上。她的主角是土地，更确切
地说是它的水陆地形，由于缺水而产生的生活方式，那
种因缺水而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栖居者，包括动物、植
物与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自然文学展现在人们眼前
的不是单纯的自然，也不是复杂的人类，而是一个为了
同样需求而使自己适应于生存环境的，由动物、植物和
人共同组成的不可分离的社区。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
社区，我们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甚至未来世界的缩影。

自然文学的文体和风格，使文学走出了“象牙塔”，
因为自然文学作家访问的对象，如梭罗所言“不是一些
学者，而是某些树木”。在自然文学作品中留下的，不仅
仅是作者的笔迹，而且还有他们的足迹。因此，在自然文
学作品中，我们注意到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以一方自己熟
悉的土地为根基。这就是他们所强调的位置感。同时，这
种与土地接壤的文学在语言方面也不同凡响，它使用的
是与之相应的“褐色的语言”，那种朴实如泥土、清新如
露水的鲜活的语言。自然文学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是自
然而新鲜的。这一点如艾比所述，宁肯要表面的“鲜活”，
也不要深沉的“死性”。正是由于自然文学这种新颖独特
的文体、风格和语言，使得它像枝繁叶茂、形态各异的自
然界一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

自然文学的风格又与艺术密切相连。如前所述，哈
得孙河画派实际上是用画面的形式诠释了自然文学用
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科尔的《人生旅程》以画面的形式再
现了爱默生在《论自然》中的心灵旅程图像。科尔的另一
幅画《河套》则隐含着梭罗的观点：人类对环境乐观的态
度是一种荒野与文明的结合。研究美国文学及文化的学
者、美国布朗大学的巴顿·L. 圣阿曼德教授，曾把梭罗的
《瓦尔登湖》和《科德角》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在
《瓦尔登湖》和《科德角》中，人们可以看到与哈得孙河画
派中的“彩光画法”最相似的风景表述。自然文学作品
中，人们还会感觉到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那种“以文
释画”（word painting）的美感，难怪有人称赞奥斯汀
《少雨的土地》是一幅幅以土地为主的“小风景画”。这种
文学与艺术密切相连的文学形式展现出中国唐代诗人
王维作品中那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
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
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
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
式。其次，它强调人与自然进行亲身接触与沟通的重要
性，并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出路。英国作家
沃尔特·佩特曾写道：“文化的完美不是反抗而是宁静。
只有当文化达到了某种深层次的精神之宁静时，它才
真正达到了它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自然文学作家所
追求的正是一种宁静的艺术。在美学上，这种文学展现
了一种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阅读自然文学
的作品，人们会感到一种流动的美感，一种精神的享
受。从长远看，这一文学形式既是对以往人与自然关系
的批评、补偿与反省，也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指
出一条路，并提供大量试验与创新的可能性。

漫谈自然文学漫谈自然文学：：

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自然与心灵的交融
□□程程 虹虹

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
壮美的精神境界，同时敦促人们去采取一种既有利于身心健康，又造福于后人的新型生活方式。
其次，它强调人与自然进行亲身接触与沟通的重要性，并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出路。
英国作家沃尔特·佩特曾写道：“文化的完美不是反抗而是宁静。只有当文化达到了某种深层次
的精神之宁静时，它才真正达到了它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自然文学作家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宁静
的艺术。在美学上，这种文学展现了一种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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