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 卷 ,第 5 期 　　　　　　　　　　　科 学 技 术 与 辩 证 法 Vol. 21 　No. 5
2004 年 10 月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Dialectics 　　　　　　　　 　Oct . ,2004

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

陈伟华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 生态女性主义对自然的理解与其自然观紧密相关。生态女性主义对社会建构的“自然”概念进行了

批判 ,认为传统上对自然的理解包含了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状态和人对自然的统治具有内在合理性的认同。生态

女性主义认为自然与人是有机的整体 ,自然与女性有紧密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观。生

态女性主义的目标 :是要解构所有压迫性的概念框架 ,并重构更加可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 ,实现女性与自然的共同

发展 ,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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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生

态女性主义自然观是生态女性主义丰富思想中的一个亮点。

自然观是环境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自然的涵义的理

解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或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自然观

的主要内容。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环境哲学首先应从其了

解其自然观开始。

一 　自然是什么 ?

要明确自然与人的关系 ,首先必须明确自然 (Nature) 的

概念。“自然”一词有许多涵义 ,拉夫乔伊 (Arthur O. Love2
joy)列举了该名词的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涵义 ,以表明这些涵

义的出现及各种涵义之间互相一致蕴含或相反的关系[ 1 ] 。

自然在不断地运动演化 ,人类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进化 ,伴

随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人与自然关系正发生日益深刻的

变化 ,人对自然的认识程度及态度在改变。人对自身的认识

影响了人与自然关系 :一方面是向自然靠近或远离自然 ,另

一方面是人的自然化或自然的拟人化。现代机械的世界观

下人对自然的统治日益加深 ,人与自然的界限日益明显 ,人

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独立出来成为自然的统治者 ,人与自然

构成主客两极对立的关系状态。所以 ,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人

对自然的研究导致对自然的理解越来越少[ 2 ] 。对自然概念

的理解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颇为重要。这儿的叙述将从历

史的视角展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概念的演化。

1. 历史视野中的自然

对自然的理解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解释。

古代、近代、现代不同 ,西方与东方也有差异。Nature 本意是

“天生的、本质”的意思 ,自然即是其原本的面貌。

古代人类没有把自己与动物和自然界相区别 ,人与自然

“合一”,人们甚至把动物与自然界尊奉为神灵 ,这时候的“自

然”被定义为人的统治者。大地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古代

文化中 ,“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英娜娜 ( Innana) ,埃及人的爱西

斯 ( Isis) ,希腊女神德米特 (Demeter) 和盖娅 ( Gaia) ,罗马人的

塞列斯 (Ceres) ,以及欧洲异教徒、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非洲

人的女性象征和神话”[ 3 ] 。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 ,人类

不断的演化中 ,人与自然关系发生转变 ,从人类畏惧自然走

向人类统治自然 ,到 16、17 世纪 ,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

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 ,“自然”成为人的客

体 ,成为被采掘利用的对象。随着人类本质力量的增强 ,高

新技术的涌现为人类向自然索取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 ,人

类的主体意识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得到强化 ,具有男性气

质的统治意识渐居统治地位 ,自然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

自然资源是人与自然界联系的纽带 ,是融为一体的。自

然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变化 ,自然

资源范围的变化也影响着自然涵义的变迁。人们认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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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 ,必然要求自然观的改造 ,才能不断适合发展的时代。

由此可以看出 ,社会阶段、文化背景、科技水平等都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自然的概念。

2. 生态女性主义所理解的“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的概念是历史和社会的建

构 ,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认为自然不是与人对立存在的 ,

与人是有机存在的整体 ,在这种关系中并不以人为中心。生

态女性主义通过批判西方哲学传统 ———二元对立的观念来

说明他们的观点 ,认为把人类视为高于自然的存在、人类与

自然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应受到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的自然概念有如下特点 :

1. 活的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者普拉姆伍德认为我们应把自己重新设

想得更“具体”、更“动物性”、更“自然”,而自然更有“心智”;

把自然不仅看作物 ,而且是有创造力、能自我定向的“他者”

(others) [ 4 ]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不是僵硬的 ,而是活

的 ;不是人们剥夺的对象 ,而是与人和谐相处的自然。

工业化以来 ,社会建构的“自然”概念认为自然是人们赖

以生存的基础 ,自然资源是无生命的 ,是统治和征服的对象。

而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是与人类紧密相联系的。

2. 与女性相联系的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理论基础就是把女性与“自然”

类比 (此处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类的自然”—no human na2
ture)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存在紧密联系 ,男性 -

女性的关系和人 - 自然的关系存在某种相似性。“女性主义

学者注意到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 ,存在有一系列影响深远

的二分法 ,将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自然、客观与主观、公众与

私人、工作与家庭等等对立起来。这种二元的划分一直延续

至今 ,并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方式和科学。在这种隐喻的方式

中 ,这一系列二元划分的前者 ,往往与男性相联系 ,而后者则

与女性相联系。”[ 5 ]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 ─妇女、生态

和科学革命》[ 6 ] (1979)从历史的视角回顾了妇女与自然的联

系。卡仑·沃伦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二

者至少有八种联系 ———历史的、经验的、象征的、理论的、政

治的、认识论的、伦理的、概念的联系[ 7 ] ,并对二者的统治的

逻辑进行了类比 ,从而提出要反对压迫性概念框架。下一节

详细阐述这些女性与自然的关联。

此外 ,生态女性主义还将自然、与女性与其他人类他

者 ①相联系 ,认为受支配的自然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女性和

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类群体 :老年人、同性恋、下层阶级、

有色人种等处于同一阵线。

二 　自然是女性的议题

生态女性主义对自然概念的理解和现有的自然概念体

系冲突 ,基于他们对自然和女性现状的分析 ,生态女性主义

者提出要打破这种统治的逻辑 ,要将社会建构的自然和女性

概念抛弃。由此 ,生态女性主义在实践上将女性与自然的共

同出路联系起来。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对自然概念的分析 ,对

传统社会建构的自然概念的批判 ,建构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自

然观 ,生态女性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

现代社会建构的自然形象是 :自然是机械的物质世界 ,

自然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自然。据此 ,人与自然关系就是 :

自然是人类统治和利用的对象。而生态女性主义所欲构建

的人与自然关系是 :人与非人类自然是密切联系的二元 ,二

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自然环境之所以遭到破坏 ,是由于人

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所持的态度 :认为自然与人是对立的二

元 ,自然是人们利用和改造的对象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

以对自然的压迫为代价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必须推翻人与

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构架 ,打破人对自然的统治逻辑 ,才能

改变自然现状。通过统治逻辑的类比 ,他们将女性问题与环

境问题联系起来 ,认为自然是女性主义的议题 ,对自然现状

的理解有助于理解女性的被压迫地位。

沃伦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力量与承诺》中提到 ,环境的退

化和资源的开采是女性主义的议题 ,因为对它们的理解有助

于理解女性的被压迫地位。例如在印度 ,为了商业生产通过

引进单一树种 (例如桉树) 进行森林开采和重新造林都是女

性主义的议题 ,因为本土的森林和多树种的消失已经彻底地

影响了印第安农村妇女维持家庭生存的能力。本土的森林

提供多种树木作为食物、燃料、饲料、家庭用具、染料、药材 ,

还有产生收入的用途。然而单一树种不能做到这样。[ 8 ]她认

为 ,全球环境退化对妇女生活造成的影响暗示了环境退化是

女性主义议题。

生态女性主义解释了女性主义为什么和怎样将一场结

束男性至上主义的运动扩大和构想为一场结束自然主义

(naturism)的运动。[ 9 ]

C1)女性主义是一结束男性至上主义的运动。

C2)但是男性至上主义在概念上与自然主义相联系的

(通过以统治的逻辑为特征的压迫性的概念框架相联系) 。

C3)因此 ,女性主义也是一场结束自然现象崇拜主义的

运动。

生态女性主义与非生态女性主义和反生态女性主义的

不同之处就在于注重性别视角 ,把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 ,认

为造成环境恶化的原因就在于统治的逻辑 ,从理论上批判概

念框架 ,批判这种社会建构的自然概念 ;在实践上 ,认为要尊

重自然。由于对父权制的概念框架的拆除是女性主义的议

题 ,一个人怎样爬一座山和一个人怎样叙述 ———或者讲故事

———关于爬的感受也是女性主义的议题。以这种方式 ,生态

女性主义在概念层次上 ,使得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女性主义的

议题变得很明显。[ 10 ]

尽管生态运动不一定全是女权主义的 ,但是在生态女性

主义看来 ,任何深刻的生态运动 ,其性别化程度是令人震惊

的。它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深刻的生态学意识是一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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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意识 ,或者可以说 ,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生

态女权主义者关注着地球上生态的严重破坏 ,森林消失 ,空

气污染 ,水源污染。生态女权主义提出 :对地球的一切形式

的强奸 ,已成为一种隐喻 ,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妇女一

样。[ 11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 ,与对女性的侮辱紧密联系起

来 ,自然成为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议题。

三 　女性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与自然有紧密的联系 ,都处于

相似的统治逻辑的支配下。同时 ,他们又认为 ,女性所受的

不公正对待不仅仅与自然受支配相联系 ,与其他的压迫性系

统 (如 :种族歧视、社会等级歧视、年龄歧视、对同性恋歧视

等)在概念上通过统治逻辑也紧密相联 ,要消除性别压迫需

要一同消除其他形式的压迫。传统女性主义与生态女性主

义在统治概念框架上有所不同。“传统的女性主义逻辑”特

指性别压迫的概念根源 ,传统上女性主义实践的特定基础是

性别压迫的运动 ,“而澄清压迫性系统中的这种概念联系会

导致将女性主义重新构想为一种结束所有压迫形式的运

动[ 12 ] 。”这就在概念上和实践上显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特

性 :强调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 ,是生态运动与女性主义的

合璧。

生态女性主义所理解的自然显示了一种新的人与自然

关系 ,即充满生机活力 ,与人共同发展的自然美好景象 ;生态

女性主义对自然的重新界定使女性与自然和“其他人类他

者”的共同发展成为一致的行动。生态女性主义实现环境保

护的途径正是实现全人类全面发展的途径 ,它不仅要求人们

推翻统治自然和女性的逻辑架构 ,它还要求推翻一切与此相

联系的压迫性概念框架。生态女性主义寻求的是女性与自

然的共同发展 ,全人类的共同发展。面对紧迫的环境现状 ,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实效并成为一场平民政治运动。“生态女

性主义的政治目的包括解构压迫性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

治的体制和重构更加可行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没有一

种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精确地规定了人们在他们所面临的个

人和公众生活情形中做什么 ,它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政治平

台。”[ 13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相结

合的产物 ,它的诞生一方面标志着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高

潮 ,另一方面 ,也展示着环境保护运动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纯粹以女性视角来讨论环境问题的并不是真正的生态的女

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理论和女性视角本身进行批

判 ,具有理论的开放性 ,这也促使了生态女性主义本身不断

发展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目前 ,生态女性主义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不断发

展 ,在我国还未有全面深入的研究。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问

题 ,建立在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基础上 ,国内学者介绍和

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信对中国的环保实践和女性地位

的提高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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