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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写作及其教学

《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是第一本试图完整

地解决环境和话语相互关系问题的著作。该书由美国

著名女性生态学家克里斯汀·维瑟和西德尼·多布林

合著，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这也是继《生态写作：理论和教学法》之后，维

瑟和多布林的另一本生态写作重要专著。随着大学越

来越多地关注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生态写作：

理论和教学法》一书汇集了讨论生态写作及其发展可

能性的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主要内容在于探索写作

与生态研究的交叉点。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自然话

语：走向生态写作》一书则将生态写作研究往前推进

一步。

生态写作提倡的目的是什么？

正如爱德华·怀特在《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

序言里指出：“我们最早的写作就有着人类与环境的

交织：亚当夏娃伊甸园里贪吃背井离乡，奥德修斯顶

风破浪千里返乡，诸如此类。“生态写作”可能是个新

的术语，但是它论述着人类最古老的关注话题。然而，

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到这个古老的问题，那就是人类

正在使用自身的力量摧毁我们的环境和地球上大部

分生命。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学生都写过关于环境的

文章，如对日益萎缩的热带雨林和不断扩张的沙漠化

等环境问题感到遗憾，但这并不是生态写作关注的核

心问题。生态写作不仅仅是引发这样的日常抱怨，而

是试图改变我们思考写作的方式，从而改变我们对周

围世界的看法。这种对写作重新审视的结果就是我们

必须更加坚定地走向“生态写作”。

下面重点介绍《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一书

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以了解国外写作生态理论研

究的基本情况，希望能为我国写作教学界学习借鉴。

一、主要内容介绍

全书主要包括六大部分：致谢、序言、正文、注释、

参考文献以及索引。正文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

生态写作学”“第二章：生态写作的演变”“第三章：

生态与写作”“第四章：生态写作与激进知识主义”“第

五章：生态写作教育学”“第六章：生态写作：观点，

看法和可能性”。

序言部分点明写作原因、写作目的及研究范围。

本书从始至终都在关注生态和写作，并不断扩大其关

注，涵盖了整个领域的学术研究。

第一章，作者试图探究生态写作的根源，阐释“生

态写作”概念及“自然话语”。作者指出整个自然环境

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和认定的，文本和自然之间

的关系不可避免。她们提供了与生态写作演变相关的

各种术语和理论，试图定义生态写作及探讨“自然话

语”。

第二章，重点追溯写作学科发展历史，包括写作

历史上最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后处理写作

研究。探讨写作生态化演变、生态写作如何解决语言

本质问题以及生态作文是怎样从生态文学批评、文化

研究、生态女权主义，环境修辞、写作理论等研究中

形成的。

第三章，作者从西方传统生态学谈起，探讨生态

与话语生产，自然写作和话语研究，试图说明书面话

摘　要：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产生和日趋严重，促使文学创作

通过文学叙事回应生态思考，“生态写作”这一概念随即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本文基于《自

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这一著作，介绍国外写作生态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试图摸清写

作活动的复杂影响因素和机制，为我国生态写作教学在理论上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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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敏

——《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译介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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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口头话语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最后探讨如何桥接

生态与写作，试图表明自然生命系统的生态学研究与

对语言和话语的写作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如

写作学和生态学两个学科都认识到环境在建构身份

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主要内容在于讨论到目前为止生态系统

中最有成效和最积极的讨论议题：将生态和环境研究

纳入写作教室和课程，以及将课外活动扩大到更大的

“公共”系统、位置和环境，探讨公共知识分子、公

共学者、公共写作、教师等在生态写作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

第五章，重点在于确定和讨论写作生态教学的两

个主要分支——生态素养和生态话语。作者试图从更

大的公共空间，到教室和教学空间，分析生态写作教

学法的演变方式以及环境问题进入写作教室的方式，

提供方法来开发生态写作教学法和生态写作教室的

策略。

第六章，主要探讨生态写作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之

间的关系，更详细地探讨生态写作教育学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转向研究个人在生态思维中的作用，批判社

会建构主义者对个人作用的评价，探索写作生态学的

悲伤，最终转向古典修辞，重新考虑关于语篇的生态

思维。

二、核心观点及述评

《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作者用“自然话语”

解释生态写作为什么和如何成为写作研究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从探索生态写作的根源开始，包括使用

生态写作这一术语的历史，着眼于研究生态作文是怎

样从生态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生态女权主义，环境

修辞等研究中形成的。此外，借鉴了她们自己作为写

作和户外运动爱好者的经验，来描述生态写作如何能

够解决语言与自然、公共知识主义和教育学等问题。

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写作教材。这是一

本环保书，它通过对写作过程的新视角来改变写作教

学的本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环境修辞学的分析，

全新的考虑论证手段的方式，反思作文基本原则的原

方法。理性、悲情与民族精神在环境话语中的新含义。

全书从始至终始终关注于其双中心：生态和写作，并

不断扩大其关注，作者试图把写作理论安置到生态写

作各方面。维瑟和多布林是雄心勃勃的，她们打算不

懈地动摇写作研究的基础及其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理

论根基，重塑大学生态学研究的基础课程。以下重点

介绍本书中主要观点和核心内容。

（一）“自然话语”的阐释

作者要求我们不仅要以新的更深刻的方式思考

自然，而且要将写作理解为“自然话语”，其目的是帮

助作家和读者加深他们对人类与我们世界的相互作

用的理解。自然话语为写作生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介

绍，它不仅是解释了过去几年写作生态的发展，而且

还描述了写作生态如何连接写作理论和教学中一些

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作者从自然话语的第一页开

始，迫使我们直面自然不是简单地“存在”的悖论，

而是人类发明、人类行为、人类语言。而后，她们扩大

了自己的主张，争论说“环境是一种通过话语创造的

思想”。但她们也指出实际上没有自然话语这种东西，

强调“自然话语”是为了暗示生态思维和话语研究之

间的深刻联系，并通过强调话语的不舒服和有问题的

“自然性”来质疑自然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旨在提请注意语言使用的“在哪里”和“如何”的问题。

（二）话语与环境的关系

话语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

一。维瑟和多布林认为，“不管一个人如何沉浸于对

荒野的迷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

和认定的。”所以她们定义写作生态理论研究的是环

境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写作生态吸收来自于话语

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写作方面，但也包含文学、

交际、文化、语言学、以及哲学研究），并与环境研究

（包括生态学、环境研究、生物社会学还有其他的“硬”

科学）的相关学科相结合。因此，生态写作学为研究

话语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面的、兼容并包的框

架。在生态写作学的研究中，普遍的趋势是把研究范

围局限于自然世界，绝大多数有关写作生态学的出版

物都仅仅聚焦在自然上。虽然自然与自然世界是写作

生态的重要成分，但维瑟和多布林明确指出，“写作

生态学不能仅仅聚焦于自然世界。写作的环境不仅仅

包括自然环境、课堂环境，还包括网络空间环境”。

在写作生态理论里，环境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具体的地

点，环境影响不但包括历史、性别、文化、种族、阶级

等因素，还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而这些当地的环境

不仅仅包括学生写作的自然环境，比如课堂、学校、

城镇、州以及国家，而且还包括学生写作过程中越来

越普遍使用的电子环境。事实上，写作不被视为个体

过程，而是作为一个依赖于环境的实体，反过来又是

影响这种环境的力量。因为写作生态理论强调写作发

生的环境。写作必须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地点和位置，

正如一种动物和植物不能脱离自己特定的环境一样，

一个作者也不容易摆脱自己所生存的话语社区意识

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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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写作与生态女权主义、修辞环境

为研究生态写作的演变，探讨生态作文是怎样从

生态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生态女权主义，环境修辞

等研究中形成的，维瑟和多布林在第二章花了大量笔

墨去书写。这里主要阐释生态女权主义和环境修辞方

面。作者站在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角度上，把马克

思关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对象化的存在即人化自然的

观点融汇进生态女性主义书写。人类的活动从来没有

离开过自然，人类的写作同样也没有离开过自然。虽

然人类一直关注自然，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致力于新的人文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从反对性别

社会歧视延伸到反对人类对生态自然的歧视，把争取

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与生态环境保护联系起来，丰富

了生态文化的内涵，他们的目标在于消除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以及一系列造成等级次序的非正

义不平等状态。至于修辞环境，像一般的写作研究，

生态写作研究同样离不开修辞研究。言语环境对于修

辞来说，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没有言语环境就

没有修辞，离开言语环境的修辞是空中阁楼。对于生

态写作而言，环境修辞的多重语境概念对于生态写作

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生态写作关注的是不同的语境对

话语产生方式的影响。

（四）生态写作教学——生态素养法、生态话语

法

至于生态写作教学法，作者确定和讨论写作生态

教学的两个主要分支——生态素养和生态话语。生态

素养这种方法认为，教师是消耗性的，应该在教室中

作为“变革者”工作之后，解散他的权威，以允许学

生以“批判意识”出现，使他们能够反映问题和想法。

在生态写作中，这种形式的教育学在教室中表现为

一种环境文本、环境问题的教学和分析，在这种教育

学中，生态、环境文本和问题成为学生写作的基础。

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式的教育学中，环境和自然是学

生写作的主题，发展对这些主题的更好理解和批判意

识是其课程的目标。第二种形式的生态写作教育学是

“话语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一样，社会生态学研

究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话语生态学研究各种

行为和形式的话语的关系，使学生不仅将环境问题作

为要写作和思考的主题，而且要求学生和教师考虑写

作的生态学。维瑟和多布林认为，理想的是，这种教

学写作方法应该与生态素养方法相结合，以便让学生

更全面地看待书面语篇，自己的写作，环境和影响他

们生活的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

（五）生态写作教育学

生态写作教育学必须解决几个主要目标：处理书

面话语的产生；鼓励学生认识他们在所有环境中的经

验和影响；学生需要在一系列环境中的实践经验；鼓

励政治行动主义、公共写作和服务学习，也就是说，

学生写作应该超越有限的课堂作业范围之外，以处理

更大的公众观众。作者强调公共知识分子、教师对生

态写作发展的重要影响。生态写作强调成功的公共知

识分子的必要的两个原则：我们对他人的相互依赖和

我们与更大的生物圈的相互联系。公共知识分子应该

被看作是一个包容性的人，以尽可能多的“其他人”

的方式和途径来说话和写作。至于教师，维瑟和多布

林指出写作老师必须教导学生，当他们写作时，他们

的写作方式影响他们的世界。修辞选择、发明策略、

写作过程都是作家生态的一部分，影响着他们的世

界。也需要把写作教学的位置移到课堂之外，因为教

室不能提供学生真正的修辞情境去理解写作是一种

社会行为。

三、结语

正如玛丽莲·库珀所言，“写作是我们通过将自

己定位于由各个系统构成的社会世界的一种活动。

它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动方式。是让

我们成为最真实的人的活动。通过对生态写作的理

解，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写作的重要性和写作教学的难

度”。虽然我国生态写作教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

阶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写作生态理论的研究势必

会为我国写作教学研究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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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本专辑选发的 1~6 年级 30 节写作教学微课

（第 106~138 页），均配有作者制作的微视频，

本刊公众微信平台“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与中

国写作学会中小学写作教学专业委员会官方微

信“中小学写作教学”于 2017 年 7 月中旬同时

开始陆续发布，请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这两个公

众微信，然后就可以及时收视到精彩的 30 节写

作微课。希望这些微课设计和微课视频对大家的

写作教学有所启迪和帮助。

“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
（微信二维码）

中小学写作教学
（微信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