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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选本分为五个小辑：第一辑“概念与意义”，内容主要为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构建与意义阐释，即
对生态文学作包括发生、主题、内涵、特质、价值等在内的种种本体论的话语阐析；第二辑“现状与
思考”，主要对中外生态文学及其评论的现状、格局、模式等进行返观与分析，并对其隐含的危机、
转机及未来可能的发展等所作的思考；第三辑“现象与问题”，主要对中外文学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
所作的生态学视角的评论与阐析，是文学?象与问题的生态学解答，也是文学与生态深层次关系的揭示
；第四辑“创作与文体”，内容主要探讨中外生态文学的整体创作状况与发展态势，并对小说、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等不同文体的生态文学作创作层面的分析；第五辑“作家与文本”，主要对
中外作家及文学作品所作的生态评论与解读，发掘作家和作品的生态学资源、精神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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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还告诉我们，与自然生态的破坏同时危害人类的是社会生态危机。
因为自然生态的破坏正是由于社会化的掠夺而加剧。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从未停止的局部战争乃至所谓白手套战争，给人类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跨国资本主义将世界缩小为一张网络以便随意炒作。
西方金融资本控制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命脉，无形地榨取巨额剩余价值。
占世界人口1／5的富国消耗着世界4／5的能源与财富。
贫富差距的拉大，伴随着腐败与穷困的恶化。
富国的财团一方面疯狂地搜刮穷国的自然资源，操纵走私与贩毒；一方面将带有严重污染的化工生产
转移到穷国，加剧了第三世界生态危机，实质上导致了全球化危机。
　　更为严重的恐怕是还没有普遍意识到的精神生态危机。
西方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并没有解决精神生态问题。
金钱与权势的不平等使人性更加异化，摧毁了人们的精神家园，使人类产生了失落感、异己感、被抛
感和孤独感。
经济垄断和文化工业使亿万大众被异化为“单面人”，他们感到精神生态成了“荒原”。
宣称“上帝死了”的一些西方学者又无所依托，有的试图向东方文化寻找精神寄托，然而东方并非乐
土。
在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失衡之后，许多人又陷入了拜金崇洋的精神怪圈。
仅仅用科学和法律还不足以解释腐败、吸毒和邪教“法轮功”的现象，那是另一种精神生态的危机。
就像自然生态的破坏导致生物灭绝一样，精神生态的恶化也能毁灭生命。
　　生态危机警醒世人，生态文艺勃然而兴，“人与自然”成为21世纪全世界文学的重大主题。
一批作家侧重于报告自然生态的危机，另一批作家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一些作家则以文
学表现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危机。
既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既然生态危机正在向我们袭来，也就逼得我们的文
艺与诗学不得不关注自身的生态问题。
幸而我们已经认识到文艺不是工具，而是一种“生命”，需要寻求新的生态。
而生态文艺的发展与演变，必然成为诗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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