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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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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现实使得人类不得不反省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呼唤新型的生态伦理范式

的建构,而威廉·华兹华斯的作品正闪现出生态伦理智慧的光芒。从当代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

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批判、人类的生态责任诸方面切入,对威廉·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

深入探究,指出其思想具有超越其时代的远见,在生态危机重重的今天,对于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重要的

启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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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生态困境的频现,生态思潮日益波

澜壮 阔,英 国 及 世 界 文 学 史 上 最 伟 大 的 诗 人 之

一———威廉·华兹华斯的生态意识及其对现代生态

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贡献被逐渐认识并受到肯

定,但遗憾的是对华兹华斯生态观的理解与研究却

多流于文学表面,缺乏从生态伦理学范式的角度对

其生态前瞻性以及维系其诗学理念内在统一和逻辑

性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剖析与探究。本文拟从当代生

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价值、人类中心主

义和工业文明、人类的生态责任等层面切入,从生态

伦理建构的角度探究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以期

对今天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生态危机呼唤生态伦理思想建构

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一世纪,物质文明取得极大

发展,但同时人类对自己唯一的家园———地球却也

负债累累。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

采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

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面对

生态困境,人们不得不反省“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

错了路”[1]。
什么是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人类的发展是否

一定要以自然的毁灭作为代价? 自然与人之间应该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显然西方传统的伦理学给予

了人们错误的指导,“它从未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的

事物的价值。它在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

分割时,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科学和伦理

学。在这一框架下,人成为唯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

种:他只需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

待其他事物。这种伦理观念鼓励了一种对自然不加

约束的行为,是造成人对自然界的掠夺,形成环境危

机的重要根源”[2]199。
生态危机呼唤着一种新的伦理思想的建构。正

如历史学家唐纳德·武斯特[3]在其《自然财富》
(TheWealthofNature)中所述:“今天,我们正面

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系统作用的结果,而是我们的

伦理系统作用的结果。为了尽可能地度过危机,要
求我们准确地认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而且要求我

们认识那些伦理系统并运用这种认识去变革伦理系

统。”
倘若我们打算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唤醒潜

藏在内心深层的自我意识,构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
用道德甚至法律的力量来维护它。显然,这种新的

伦理范式必须基于生态规律,吸收自然科学、人文科

学的成果,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并强调自

然的内在价值,革命性地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

挑战,把道德义务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倡导

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伦理

范式即生态伦理学范式。

  二、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

华兹华斯一生隐居英国中西部湖区的自然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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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达五十几年,他以朴素清新、自然流畅的文笔热

忱地讴歌大自然,创作了大量歌咏自然的作品,被称

为“大自然的诗人”。而今在生态危机重重的现实语

境下,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过程中,重读华兹华

斯的作品,发现这位“大自然的诗人”追求精神生

态,肯定自然的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肆

意掠夺,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及精神生态的摧

残和损害,呼唤人类担负起生态责任,其理念折射出

当代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奕奕光芒,其生态伦理智慧

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被后世社会发展所证实的远

见,对于当今社会建构良性生态伦理范式不乏重要

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1.自然的价值

欧洲人对自然的理解往往是多种涵义的,就其

根本意义来讲,自然是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物质资

料的场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征服与服务的关系。
另外,出于宗教的情怀,在他们眼中自然的样式也是

神的安排,自然之中无不体现着神性。而在华兹华

斯眼中,自然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泛神论的,而是

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精神之所。
华兹华斯在诗作中描述了大量的自然美景:《早

春命笔》中大地回春时的百鸟争鸣、百花斗艳,《威斯

敏斯特桥上》清晨的宁静、太阳的华美初照,《太阳早

已下山 》中皎洁的月光,《廷腾寺》旁的流泉瀑布、丛
林果园。如果说对自然美景的描述只是生态学描

述,显然美景诱发诗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山
中有欢愉,泉中有生趣”[4]98,大自然的美丽使诗人

欢欣鼓舞。明月艳阳、山川河流、花木鸟虫都是欢乐

的触发剂,即便是在孤独忧伤时,美丽的自然也予人

安慰和喜悦。
美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础。美不是一个可推论出

伦理标准的范畴,但是人类对美的直觉产生了能激

起伦理行为的某种关系。伦理学家斯蒂文森认为:
生态学描述和伦理学的规定之间是能够通融转换

的,其中情感是关键的转换器[5]。自然美景带来的

强烈的情感为诗人的生态伦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正如诗人诗中所述,“生命力散发出天然智慧,
欢愉显示出真理”[4]215。大自然所带来的快乐情感

使诗人认识到了真理———自然的伟大价值,它远远

超越了简单的工具价值,也不仅只停留在审美的层

面。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最纯真信念的牢固依

托,……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全部精神生活的灵

魂”[4]129。自然界支撑着一切生命,它丰富多彩,生

生不息,给人希望,净化人类的情感和思想。

2.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当我们考察人类作为生物的自然性时,我们就

会发现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共同的特

征、相似的进化过程并与它们共有一个生态环境。
如生态伦理学者泰勒所说,“人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

序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与其

他物种的地位是一样的”[6]。只关注人类一个物种

福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肤浅片面的,每一个物

种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平等的道德权利,应当同样

得到道德关怀。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会发现诗人

早已建构了基于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道德准则,深
深悲哀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伤害。

《鹿跳泉》集中体现了华兹华斯对人类中心主义

的抨击。在爵士的疯狂追赶下,美丽的公鹿走投无

路纵身跳下山崖,死在清泉边。爵士并不同情公鹿

的死亡,为了炫耀反而在鹿死的地方修造华屋继续

作乐。肆意改造自然最后带来可怕的灾难,鹿跳泉

一带变成最荒凉的地方。在诗人看来,鹿的痛苦是

一个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动物能

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

的合理性。它们有理由和人类一样获得道德权利,
也拥有人类应予关心的权益”[7]。诗人呼吁:“我们

的欢情豪兴里,万万不可/羼入任何微贱生灵的不

幸”[4]12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兹华斯批判了认为

只有人类关系才涉及道德范畴的 “人类中心主义”
话语,更预期了20世纪末深层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许

多重要思想,尤其是今天的“动物权利”思想。诗人

描述公鹿死后自然彻底异化则体现出自然界持续生

存的权利遭受破坏之后其对所受侵犯的挑战,暗示

了大自然的权力。从这个意义来讲,诗人的道德境

界又已超越了动物福利这一层次,他肯定自然的权

力与利益,并暗示生命是同时并存、相互依赖的,大
自然的稳定和生机取决于生命形态的丰富,而不取

决于是否有一种物种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和统治其

他物种。因此,《鹿跳泉》的故事实际上体现了华兹

华斯的道德准则: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而这正是当

代生态伦理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3.工业文明批判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工商业的突飞猛

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人类在物质利益的驱使

下,凭借着新生的科技力量无所顾忌地进行着破坏

性和掠夺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情的机械文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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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丧失了固有的悠闲生活与美好的本能,人类和

大自然之间原本和谐共存的关系被破坏,最下层的

劳动者生活艰辛。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描述《塌毁的

茅舍》《西蒙·李》《女游民》的悲惨命运,农夫为了养

家糊口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最后一头羊》。这些

作品直接表达着诗人对工业文明和人类无尽贪欲伤

害自然以至伤害人类自己的不满与悲哀。
同时,华兹华斯也批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活

导致人的身心疲惫和精神枯萎。华兹华斯这样描述

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英格兰成了“死水污池”[4]190,
“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4]189,“淳风尽废,美
德沦亡”[4]189。“我们在人类的愚昧与罪恶中耽搁已

久,被迫观看那些悲苦的情景,……哀伤、失望、恼
人的杂思、混淆的是非、衰竭的热情、最后是尽失希

望的本身以及希望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折磨着我

的内心!”[8]。在他看来,人类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

吸取大自然的教益,不敬畏自然。在物质利益的驱使

下,人类歧视、侵犯大自然及与人类相互依存的自然

界的生灵,这是可悲的人类自身的道德精神的堕落。

4.生态责任呼唤

生态责任即人类对自然整体的责任,也就是人

类应该怎样对待自然,它是人类基于对生态规律及

生态知识的了解与认同而衍发的。在从对生态学描

述的理解到对伦理学规定的认同与执行的转换过程

中,情感促使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使人领会在自然

生态规律中蕴含着的人类责任。显然,自然的美好

带来的欢愉情感及工业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伤害自

然而带来的悲哀促使华兹华斯感悟到了人类的责

任,诗人以众多作品抨击自然与人截然对立的传统

观念,呼吁人类承担生态责任。
在《责任颂》中,华兹华斯强调责任的重要性:责

任是“指路的明灯”[4]224,“防范或惩罚过错的荆

条”[4]224。只有责任“律令威严”[4]224,能够“伸张了

正气” [4]224、“叫 世 间 昧 昧 众 生 终 止 无 谓 的 争

斗”[4]224。诗人请求责任女神赐予人类“自我牺牲的

意志”[4]226,使人类“谦恭而又明智”[4]226,呼吁人类

“竭力尽心,将你(自然)侍奉”[4]225。华兹华斯呼唤

人类承担责任,保护、回馈自然,在《泉水》中,诗人指

出对于大自然千万不要“做无谓的争斗”[9]114;在《劝
诫》中他又告诫人们:不要从“大自然的书上把这珍

贵之页撕下”[9]255,因为“凡现在使你着迷的一切,
从你插手的日子起就消失”[9]255。为了保护和回馈

自然,诗人也呼唤物质生活简单化,他赞美简朴的生

活,反对过度的物质欲望。在《伦敦,1802年》中,诗
人就抨击简朴生活、高尚思想和心灵的平和等在当

时都消失了,而“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4]189成

了“崇奉的偶像”[4]189。诗人呼吁遵从自然,把人类

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

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

的精神生活,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家们认为人类

应尽的生态责任。
“生态伦理思想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

是使之和谐统一”[10]。因此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是

守护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回归自然、融入自

然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最终吁请。华兹华斯在许多作

品中赞颂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勾画天人合一的完

美境界。在《两个懒散的牧童——— 地牢峡瀑布》中,
少年在山岩下的草地上、阳光里,欢快地吹奏着风

笛,山中的鹿角草和狗尾草装点着他们的帽子,林中

的鸟儿不停地高歌,千万只出生不久的小羊都在山

坡上。诗人推崇这世间最为安详的理想美景:自然

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存于这个

呈现着美丽、稳定与完整的生命共同体。甚至在诗

人看来,人类也完全可以如同《序曲》第五卷中温德

尔湖畔的小男孩一般,与大自然神交;或者象住在鸽

子泉边人迹罕至地方的姑娘露西,摆脱尘世纷扰、摒
弃社会赞许需要,直至生命停息,“天天和岩石树木

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4]94。显然诗人认为:当人

真正融入自然之后,人的灵魂就永驻天地之间,无论

他的肉体是否存在,人都将永远与自然朝夕相伴。
而这正是人类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也履行了人类

最高的生态责任。

  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
意义

  人类历史常常不是线性发展的,必须殷殷回

首,以捡拾不该遗落的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经验,
使前行之路少一些误区。探究威廉·华兹华斯作品

中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发现诗人追求精神生态、反
对人类肆意掠夺自然,呼唤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他
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

系乃至社会发展与人类的责任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这些解释验证了他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为
当今人类社会良性生态伦理范式的建构提供了重要

的启示和指导。聆听他穿越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唤,
折服于其伟大远见,更体会到人类不可推卸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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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也许正如勃兰兑斯[11]所述,“华兹华斯的真正

出发点,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已经使人忘却自

然,人也因此受到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

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淳朴印象的敏

感性”。那么,何不跟从诗人的呼吁:“起来! 朋友,
且开颜欢笑,/凭什么自寻烦恼? /依山的斜日渐渐

西垂,/傍晚金黄的光焰,/把清新爽目的霞彩柔辉,/
洒遍青碧的田园。/啃书本———无穷无尽的忧烦,/
听红雀唱的多美! /到林间来听吧,我敢断言:/这歌

声饱含智慧。”[4]214

仔细倾听大自然这首最美好的诗歌,认识它赋

予的智慧与真理;感受自然对人的美好影响,从自然

的领悟中学习,与之同生共荣,最大限度地做到和谐

相处;放弃以人类的意愿作为惟一判断标准,放弃以

先进的科技文明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赋予人与自

然的关系真正的道德意义和道德价值;勇敢地承担

对于自然的责任,避免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这可能

就是诗人希望给予人类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作为

自然之子,我们也必须全面认识自然的价值,努力去

认识自然规律、生态系统,进而将认识到的生态系统

的整体利益和内在规律作为人类一切观念、行为、生
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根本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建
构将道德范畴涵盖一切自然物的生态伦理的新范

式,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

人———自然———社会这个动态三维坐标上,真正做

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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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William Wordsworth’sEcologicalEthicsThoughts

YANGJ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Facingtheunbalancedeco-systemandenvironmentaldeterioration,peoplehavetodetect
therootofecologicalcrisesandcallfor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ethics,whileinWilliam Words-
worth’sworks,thewisdomofecologicalethicssparkles.Fromtheperspectivesofthevalueofnature,

anthropocentrismandindustrialcivilizationcriticism andhumanecologicalresponsibility,William
Wordsworth’secologicalethicsthoughtsareexploredindetail.Atlast,thepaperpointsoutthatWords-
worth’secologicalethicsthoughtsholdtheforesighttranscendinghistimeandhavemuchinspiration
andpracticalmeaningfortheconstructionofthecontemporaryecologicalethics,especiallyunderthe
moderncontextofecologicalcrises.

Keywords ecologicalethics;William Wordsworth;nature;anthropocentrism;ecologicalres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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