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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敬梅嘱托我为她的专著写序，我很乐意。
敬梅是我“认下”的为数极少的“非名下”的学生。
但是，我对她学习、学术和研究上的指导不少于我“名下”的弟子。
因为她敬业，因为她努力，因为她吃苦。
现在，这样的学生并不很多。
大约4年前，在一次题为“族群认同”的研究生小型课堂上，来了几位外系的学生。
这些学生大多都来自西南。
我想，可能是我在西南呆过，又做过西南研究的缘故吧。
我的课堂常有外系学生听课。
有时外系的学生甚至超过了人类学系的学生。
我从不介意。
对我这个老师而言，充其量只是多了几张椅子，有时多几个茶杯而已。
那几年我也像许多研究生导师一样，有时会把课搬到家里来上。
敬梅是那几个学生中的一个。
可能由于她是中文系研究生的缘故，她平时并不常发言。
她总在静静地坐着听老师的讲授和学生的讨论。
她很认真。
在外系学生中这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她真诚待人，努力为学，这是我评价好学生的两个重要指标。
后来，她悄悄地加入到我的学生团队，与我的学生混得很熟，甚至参加了几次我的博士研究生的田野
调查。
她的话开始多起来，在她专业以外的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学习明显有了很大的进步。
对社会的理解也更加深入。
2006年，她所在的学校主办了“中国首届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去参加。
我们有了更多的交流。
后来，思茅师专成立了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她现在是这个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这几年她进步很快。
她除了继续她的中文专业的研究以外，还在佤族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今年春节，当我国南方地区遭遇特大冰雪灾害的那一段时间，她就在佤山作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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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生态文学&rdquo;的关键是&ldquo;生态&rdquo;。
这个限定词的主要含义并不仅仅是指描写生态或描写自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指这类文学是&ldquo;
生态的&rdquo;&mdash;&mdash;具备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的。
在对数千年生态思想和数十年生态文学进行全面考察之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生态思想的核心
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
，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生态文学最基本的特质&mdash;&mdash;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
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
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
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
然存在。
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
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
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
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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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态文学的学科依据凡是想要探索这种危机的根源的人，必须阅历真理的失地，以收复这块
失地；必须穿越困惑的重重迷雾，以达到关于他自身的决定；必须剥出掩盖真相的种种虚饰，以揭示
真正隐藏的东西。
——卡尔·亚斯贝斯生态文学不是一种传统的写作方式，不能把传统文学中关于自然山水、田园风光
和动植物题材的写作称为“生态文学”。
这是因为生态文学有着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取向，它的出现与现实自然生态和精神文化生态的危机，与
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思想理论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现实根
源和思想理论依据。
 第一节 生态文学的命名及现实依据命名（nennen）是一种道说，亦即一种显示，它把那个可以在其在
场状态中如其所是地得到经验和保持的东西开启出来。
命名有所揭露、有所解蔽。
命名乃是让⋯⋯得到经验的显示。
可是，如果这种显示必须远离于要命名的东西而发生，那么，这样一种对遥远之物的道说，作为进入
遥远的道说，就变成召唤。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态文学与文化>>

后记

记得高中毕业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山城重庆，我每天傍晚总是望着远处泪眼婆娑，心里充满
了思念。
我写信给中学时的好友说：“我想念你们，想念学校足球场上的小花和蜻蜓，想念天上那些跑来跑去
、变来变去的云霞，想念傍晚的夕阳和夜晚满天的星空，想念溪流边的野炊和上山拣菌子的日子⋯⋯
”回想起来，那些思念都是和家乡的山水连在一起的，记忆都是在家乡的泥土中生了根的，是在很多
大城市中无处寻觅的山野气息。
然而，很多我曾经无数次思念、怀想过的美好也只能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家乡——普洱市的思茅这个被人们誉为从森林中长出来的小城市已经改变得太多，我童年的记忆几乎
找不到凭吊的地方了。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是老街那些古旧的民房和铺着青石板的街道，是奶奶天黑时对我的呼唤和街头那
个卖各种野果的婆婆，是城边阡陌纵横的稻田和大大小小的水塘、湖泊，还有春天满山遍野盛开的野
棠梨花和樱花⋯⋯值得庆幸的是，在今天整个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中，我的家乡在钢筋、水泥
的肆虐中还保持着空气的清新、湖水的清澈和山林的葱绿，依然坚持着它自己的速度，拥有小城那份
特有的闲适和悠然。
走在大街春天一片新绿的香樟树下，我会忽然有热泪盈眶的感觉。
可以安慰和感动我们的并非只有文学，可以让我们深入理解生命和世界的也并非只有生态文学。
然而，或许出于自我的偏好，是生态文学打开了我对文学理论整体思考的通道，激起了我对文学与现
实关系的关注和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灵魂的焦灼、思想的历练、思维的突破和情感的深化，对生态文学的思考迁
移和延伸到各个方面，使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理解。
如今，我在心底充满的是对生命中所给予的一切深深的感恩和谢意，无论是得还是失，是欢乐还是悲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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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文学与文化》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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