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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解读玛丽# 雪莱的5弗兰肯斯坦6, 指出这部小说体现出了一种生态意识, 即科学技

术的大发展不仅带来了自然生态的失衡,更造成了社会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 不但扭曲了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 而且

使个人本身的精神高度异化。作品中流露了作者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三者失去平衡的深刻忧虑及对三者达到

平衡的强烈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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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和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满足了

人类的物质欲求,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生态灾难

也促使人类开始全面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末生

态哲学思潮的崛起就是这种反思的标志:以研究文学与自然

环境关系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就是生态思想在文学领域内进

行的生态思想革命。 1996年, 彻丽尔 # 格洛特费尔蒂

( Che ry ll G lo tfe lty)和哈罗德# 弗洛姆 ( H aro ld F romm )共同编

辑的5生态批评读本: 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6 ( The Ecocrit-i

cism Reader: L andm arks in L iterary Eco logy )问世, 标志着生

态批评走向成熟。格洛特费尔蒂和弗洛姆将生态批评定义

为 /正像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入手考察语言与文学的

关系; 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经济和阶级的关系带入

文本的解读一样, 生态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

关系, 是带着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认识来研究文学0 。[1] 1- 2

虽然生态批评兴起于上个世纪,但生态思想一直以来就

存在。尤其是 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时期, 欧美生态文学

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对于出身于当时一个文化氛

围极其浓厚的家庭的玛丽# 雪莱来说,她的文学创作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这股生态思潮的影响, 其代表作 5弗兰肯斯坦 6

也应运而生。

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崇尚自然, 热爱自然, 强调一

种 /回归自然0的生态关怀, 在自然中寻找真与美。华兹华

斯强烈谴责科技文明对人身心的损害,强调回归自然及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 1] 63- 65。柯勒律治认为人类思想和自然界经

常是联结在一起的,自然界是人类幸福和智慧的钥匙。在拜

伦和雪莱的诗歌中, 他们热爱自然、热情歌颂大自然和谐之

美的生态思想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在这些著名

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圈子里,玛丽不可避免受到他们的生态思

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玛丽在5弗兰肯斯坦6的导言中提

到的,她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而是在其父亲和他父亲

的这些文坛朋友所营造的学术气氛中接受熏陶 [ 2]。她曾和

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简躲在客厅的沙发底下偷听柯勒律治背

诵5古舟子吟6 [ 3], 也曾是拜伦和雪莱多次长谈的忠实听众,

如饥如渴地倾听着他们谈论的各种哲学思潮, 其中也不乏有

关人与自然的生态思想。这一切无不影响了她的文学创

作 [ 4]。小说5弗兰肯斯坦6中的维克多违背自然规律用死人

骸骨造出一个人造人却最终遭到代表自然的人造人残忍的

报复,这正是5古舟子吟6中所咏叹的人对自然的随意摧残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 /天罚0这一主题的再现。

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玛丽# 雪莱,无怪乎在其十八岁就创作出 5弗兰肯斯

坦6这样一部旷世之作。它已成为一本现代的预言式小说,

堪称人类一部最优秀的生态小说, 也是第一部反乌托邦生态

小说 [ 5] 184。它预示了人类企图以科技发明主宰自然却反过

来被自己创造的科技怪物所主宰的悲剧。作者玛丽在对主

人公维克多的不幸深表同情的时候, 对其不幸的根源做了暗

示:自然生态失衡、社会生态失衡、精神生态失衡, 即违背自

然规律,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 进而破坏人与人之间原有



的和谐关系, 打破了人与社会的平衡; 最终束缚和扭曲了自

我的心灵, 导致人自身的异化, 打破人与自我的平衡。

自然生态失衡

生态文学批评出发点之一 ,是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和自然

世界紧密相连的。生态文学批评家们坚信利奥波德的 /生态

中心论0,反对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 /人类中心论0, 强烈反

对人类对大自然的剥削和主宰。小说 5弗兰肯斯坦 6中, 科

学技术成了统治自然的工具,自然规律遭到人类的破坏, 人

与自然原本和谐的关系彻底被打破了。

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 自然规律在某些人眼中看来也

是可以支配、控制的。科学家维克多就是其中一位, 对科技

知识的狂热驱使他违背自然规律造出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怪

物。自然界新物种均是以一种通过母体的方式创造出来的,

但维克多却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在维克多的眼里,坟墓里

的腐烂的尸体、屠宰场里新鲜的肉块、甚至无辜的动物, 都是

他用于实验的原材料,在他的心中,并没有对死者或活着的

自然之物一丝尊重。一切物体都只是为他和他所代表的人

类而存在。对此, 玛丽不无愤慨地表达了对工业文明下的科

技和理性的强烈谴责, 科技的加速发展竟然以自然的践踏为

代价。通过数月夜以继日的努力,他终于在一个阴沉的夜里

使这具人体睁开了眼睛, 成功地不经由母体把生命赋予了没

有生命的东西。当他发现他的创造物面目丑陋,如同怪物魔

鬼时, 便无情的抛弃了他。当怪物要求要一个女性伴侣时,

他再次违反了自然规律, 无视有生命的生灵是群体动物, 是

需要同伴的, 无情地拒绝怪物要女伴以获得同类情感的要

求。自然界看似是被征服了, 然而, 平静之下却隐藏着骇人

的波涛, 维克多为他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弗兰肯斯坦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自然规律,创造出怪物

却又置之不理, 怪物作为被人类压制的自然反过来威胁并毁

灭人类。正如恩格斯在 5自然辩证法 6中提到: 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 5] 37。在对整个人类彻底不抱

任何希望以后, 怪物对弗兰肯斯坦施行了疯狂的报复。正如

怪物所告诫他的 /你是我创造者,可我是你的主人 ) ) ) 你得

服从我才行! 0 [ 6] 60/我一定设法让你毁灭, 不搞得你心如死

灰我决不罢休。0 [ 6] 142怪物将所有的怨恨发泄到弗兰肯斯坦

及其无辜的家人和朋友身上。其实施的第一次报复就是扼

死他纯真的幼弟, 随后嫁祸于家里忠实的女仆, 导致她含冤

而死。紧接着维克多多年的挚友难逃一劫,挚爱的未婚妻也

在新婚之夜惨遭毒手。年老的父亲, 因悲痛欲绝而命丧黄

泉。面对亲友的相继被杀, 弗兰肯斯坦的内心充满自责与悔

恨, 决定与怪物不共戴天, 追赶怪物到了没有人烟的自然世

界 ) ) ) 北极。最后因筋疲力尽, 生理和心理都病入膏肓, 死

于茫茫的冰天雪地。正如浪漫主义诗人柯尔律治的长诗5古

舟子吟6中的老水手一样,在一次航行途中 ,射杀了一只信天

翁, 结果遭到了 /天罚0。整船的水手, 除了肇事者, 全部都

死去, 尸首横陈甲板, 到处是瘟疫般的漫长的沉寂。大自然

没有让老水手死去, 是要更严厉地惩罚他 ) ) ) 让他一生来忏

悔、来承受精神折磨: 拦住过路人, 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 告

诫人们永远要尊重、爱护自然万物。人类可以改造自然, 但

不是使人与自然疏离、对立起来;否则, 人类就会像维克多那

样,想超越自然追求 /人定胜天0, 却受制于自然, 最终导致

自身的毁灭。骄傲的人类似乎忘记了自己也不过是大自然

的一个物种,不可能摆脱大自然的固有规律而生存下来。正

如弗洛姆所说的,人的悲剧就是 /他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他却

要超越自然0 [7]。这体现了玛丽对自然生态的关注, 她强烈

谴责科技大发展对自然造成的破坏。

社会生态失衡

科学家维克多利用科技造人的行为不但违反自然规律、

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而且还使其逐渐脱离了正常的

社会交往,从而慢慢地沦为科技的奴隶。正如社会学家布克

钦指出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和社会等级、统治模式之间存在

一定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强化的。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不仅

打破原有的自然规律,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而其摧残了人性,

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造成了社会生态的失衡。

科学家维克多在追寻未知奥秘的过程中, 他逐渐隔绝于

世,对周遭的事物视而不见、对家人朋友置之不理、对戒律禁

忌嗤之以鼻,一心一意要完成他的科学事业。这样的人, 和

一个按照预定程序工作的机器有多少区别呢? 曾经拥有一

个幸福殷实的家庭, 过着伊甸园般的生活, 慈爱的双亲经常

带着他周游各国,还有温柔美丽情投意合的未婚妻及亲密无

间的好友相伴左右。在这样和谐自然的社会关系中, 主人公

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然而, 对科技的痴迷与狂热, 摧毁了

这一切。维克多自少年时期起, 就对科学的书籍如饥似渴,

一直想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进了大学以后, 这种痴狂劲头有

增无减。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 埋头实验, 从住地附

近的藏尸间采集来各种死尸肢体, 在一间极其秘密的斗室

中,怀着犯罪的心理, 制作着一具八英尺高的人体。他将自

己幽禁于一间独立的小房间内, 拒绝家庭、社会的介入, 如同

蜗牛一样龟缩在自己的梦幻世界中, 成为一个典型的都市

/自闭儿0。两年期间, 工作的狂热使他对周边的美景视而

不见,与家人、朋友的音信全然断绝。从本质来看, 维克多造

人的行为,是受当时科技发展下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

和支配。为了人类的福祉, 置个人的身心及家人、朋友的生

死安危于不顾, 一头扎进其造人的试验中。人是社会的产

物,离开了社会, 人就不成为人,如同行尸走肉。对科技的痴

迷使得维克多和社会他人的关系异化, 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

荡然无存。

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被打破, 这种破坏的社会关

系又反过来逼着维克多付出惨重代价。在创造新人类的整

个过程中,弗兰肯斯坦每个夜晚都在承受一种慢性热病的折

磨。高度紧张的神经使他恶梦连连, 无法安然入睡, 触犯禁

忌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使他像犯罪一样躲避自己的同伴。新

人类造出之后,患上了神经性热病,好几个月卧床不起, 身体

几近崩溃。后来虽死里逃生、恢复健康, 但他与人造人之间

异化的 /父子0关系却最终使他彻底崩溃。作为人造人的创

造者,维克多顺其自然成了人造人的父亲。然而, 怪物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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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打破了种族血缘上的传承, 他与弗兰肯斯坦缺乏必须的血

脉联系, 维系 /父子0关系的纽带表现为脆弱的科学技术手

段。这种完全建立在科技手段上的父子之情, 必然脆若玻

璃。维克多亲手建立的 /父子0关系, 但无法接受这种缺乏

血缘关系的异化。维克多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怪物的父

亲, 也就更不可能意识到应当为之付出情感与责任。 /儿

子0自 /出生0之日就被 /父亲 0鄙视和遗弃, 到处流浪,但他

所到之处又无不遭人唾弃。最终 /儿子0对 /父亲 0展开了疯

狂的报复, 杀妻戮友、逼其身亡。异化的 /父子0关系及与他

人失衡的社会关系, 使得维克多心力交悴,最终死于冰天雪

地的北极。

精神生态失衡

精神这个以往总是被生态学家遗漏、而又日益成为重大

问题的领域突显出来。自 20世纪以来, 更多的人开始把精

神问题与现代社会的症结、与地球生态的安危密切联系起

来。科学技术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又在降低人的精神道

德水准, 破坏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同时还束缚和扭

曲了人的心灵, 导致人自身的异化。维克多的异化, 就是源

于其对科技的痴狂, 源于他对大自然神秘法则的好奇与藐

视。时常离群索居的孤僻生活, 使他从社会纽带中脱离出

来, 造成了精神上的孤独、紊乱。人造人的诞生就是维克多

精神生态失衡的产物。维克多为了做研究甚至不顾社会禁

忌, 经常出入于阴暗恐怖的停尸房、墓地,盗取科学实验所必

需的材料。在极度亢奋的病态心理驱使下,通过两年多的不

懈努力, 他终于将这些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创造生命的实验

中, 草草创造出一个八英尺高、外貌奇丑的 /科学怪人0。在

创造新人类的整个过程中, 弗兰肯斯坦每个夜晚都在承受一

种慢性热病的折磨。高度紧张的神经使他恶梦连连,无法安

然入睡, 触犯禁忌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使他像犯罪一样东躲西

藏。然而, 怪物这个可悲的科技牺牲品, 非但没有实现弗兰

肯斯坦创造新世界的宏愿,反而成为后者挥之不去的阴影。

怪物的杀害亲友的行径使得维克多的精神进一步异化。

面对幼弟的被杀和忠仆的蒙冤, 维克多徒留声声的自责, 别

无其他有效措施。生怕说出真相来, 被别人说自己神经错

乱; 害怕别人认为他编的故事荒诞离奇, 也太触目惊心, 被市

井小人看做痴人说梦;害怕被别人当成是疯子的胡言乱语,

畏首畏脚地隐瞒真相。口口声声骂人造人是下流无耻、嗜血

成性的魔鬼, 其实自己就是杀人栽赃的伪君子。隐瞒事实

后, 他又无时无刻不在遭受悔恨的煎熬, 而且程度越来越深。

时时地感到心如刀绞的极度痛苦, /我才是真正的凶手,却感

到心中不死的狠毒的萌芽在慢慢蠕动,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希

望和安慰。痛苦和绝望咬噬着我的内心, 痛到心底, 我的心

灵深处仿佛藏着一座地狱, 那是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可以打破

的。0 [6] 120他的内心深处不时发出这样的吼声。那个曾经洋

溢着欢笑, 可是现在却满目凄凉的家庭,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恐惧和绝望围绕着他,悔恨和犯罪感牢牢地包围了他,孤独

是他唯一的安慰。深沉、惨淡、死寂的孤独与他做伴,他经受

着难以名状的巨大痛苦。好友克莱尔被杀之后, 维克多的精

神进一步异化。整日惶恐不安,骂自己的感情、情操和七情

六欲全该堕落, 一再强调自己是杀害那些无辜牺牲者的凶

手,他们均死于自己的阴谋诡计,但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始

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创造了怪物的事实。他在昏迷的时候

一个劲儿地说各种胡话: /我曾自称是杀害威廉、贾斯丁和克

莱瓦尔的凶手;而有的时候, 我请求护理员工帮我除掉那个

在不断折磨我的魔鬼; 有时, 我则感到恶魔的爪子已经卡上

自己的脖子,我又痛又怕, 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号。我时

常坐在椅子上,眼睛半睁, 面下像死人一样铁青。0 [ 6] 152忧愁

不已,心中充满悲凉。他时而大发雷霆, 狂暴不止; 时而情绪

消沉,颓唐沮丧, 一片茫然, 不知所措,患上了 /癫狂症0。作

者玛丽似乎在隐射当今社会上那些怀着犯罪心理而惶惶不

可终日者。在与伊丽莎白的婚期临近时, 他更加疯狂, /采取

了一切防范措施,手枪和匕首终日不离身, 时刻提防魔鬼的

鬼花招, 0试想终日全副武装、提高警惕地防备,人的神经能

得到放松吗? 人的精神能不异化吗? 新婚妻子的被杀使维

克多的疯狂达到了极点。 /重重忧虑和恐惧控制了我, 紧紧

地将我钳住, 永远把我掌握在它们的魔爪之中。0 [ 6] 169幼弟

的被害,女仆的冤死, 好友的谋害, 新婚爱妻的残害 ) ) ) 维克

多将这一切全归咎于 /卑鄙 0的怪物。然而自己才是真正的

罪魁祸首,贼喊捉贼, 精神高度异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在文明化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理性

的动物,这种理性化在起初是正面的、肯定的力量, 但是后来

却渐渐发生了转变,科技从人类肯定自我的手段逐渐成为了

一种异己的东西。出生于浪漫主义时期玛丽有感于人类在

科技理性的支配下, 无视自然规律, 破坏人与自然原有的和

谐。同时,又在降低人的精神道德水准,破坏人与人之间原

有的和谐关系,还束缚和扭曲了人的心灵, 导致人自身的异

化。也就是说,自然生态的失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生态

的失衡,而社会生态的失衡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失衡。正如哲

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 新时代的本质是由神话, 由上帝

和神灵从世上的消失所决定的, 地球变成了一颗 /迷失的星

球0, 而人则被从 /大地连根拔起0, /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

园0。所以可以说, 玛丽# 雪莱在5弗兰肯斯坦6中从生态角

度无情地揭露了自然的恶化,人类关系的恶化和人类面临的

困境,这对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当今社会具有警示意义。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带来了极为丰富的、供人类享乐的

物质,但同时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生

态灾难。空气和水的污染、土地沙化、全球变暖、南极上空的

臭氧洞、天然资源的短缺、人口爆炸、核战争的威胁、精神的

异化等等接踵而至,疯牛病、禽流感、SARS病毒、沙尘暴等接

连发生。人类社会中的尔虞我诈、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正腐蚀

着人们。人们高速旋转中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精神处于疏离状态。人们不禁要问,

/我们从哪里走错了路? 0因为我们无论在自然生态、社会生

态,还是精神生态均失去了平衡,只有这三者达到一种和谐,

人们的困苦才能解决,人与自然才能达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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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l for Ecological Balance

) ) ) A Study of Frankenste 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 cocritic ism

SUN Y e- feng, JIANG X ian- w e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F rom the perspective o f ecocritica l cr itic ism, th 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inM ary She lly. s F rankenste in the ecocr itica l

thoughts that the rapid deve lopm en t o 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leads to unbalance o f nature eco logy and even the unba lance o f so cial and

spir itua l eco logy, d isto rts the no rm al hum an- to- hum an re lationship and fina lly causes spir itua l a liena tion. It show s tha tM ary is con-

cerned about the eco log ica l unbalance and appeals for eco log ica l ba lance w ith na ture, soc iety and spirits as the who le.

K ey words:  ecocr itic ism;  M ary She lly;  nature eco logy;  soc ial eco logy;  spir itua l ec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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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 s: R esult of Imag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WU Sheng- 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X 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 t:  Conceptua l b lending theory ( CBT ) advanced by Fauconn ie r and Turner has been w ide ly applied to m ean ing construc-

tion ofm any linguistic phenom ena. Conceptual b lending is a general cogn itive operation, w hich opens up a new field fo r study ingm ean-

ing construction at a ll leve ls. This thesis ism a in ly designed to prov ide a deta iled account and dem onstra tion o f the cognitive pro cess of

m ean ing construc tion o f poetic image in poem s. In th is paper, w e intend to dem onstrate that the process o fm ean ing construction of po-

em s is the cogn itive resu lt of integ ra tion o f im ages by compressing a va riety of v ita l relations.

K ey words:  Concep tua l Integration Theory;  m ean ing construction;  poetic image;  v ital re la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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