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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

赵媛媛　王子彦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关系。文章通过阐述生态女性主义对

传统哲学“父权制”世界观的批判和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对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提醒人们对日益忽略的女

性原则给以重视 ,改变传统的世界观 ,缓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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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

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与跨文化的和

全球的女性主义一样 ,生态女性主义努力展示各种人类压迫

之间的联系 ,但它同时也集中思考人类控制非人类世界或自

然界的企图。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

域和社会结构中 ,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 ,反

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 ,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

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一 　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根源

生态女性主义的产生首先与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有

关。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 出版的《寂静的春天 ( SIL EN T SPRIN G)》一

书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 ,随后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发

展 ,妇女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来 ,使女性主义运动迅

速超越传统范围。为了更好发挥妇女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 ,

1974 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 ( Francoise

d’F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

义”这一概念 ,女性主义运动迅速向生态女性主义延伸。埃

奥博尼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 ,

她试图号召妇女领导一场生态运动 ,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

系。而后在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初期 ,世界上出现了一系

列的生态灾难 ,引起妇女界严重的不满和抗议 ,这就导致了

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伦·J·

沃伦 ( Karen·J·Warren) ,查伦·斯普瑞特耐克 (Charlene·Spret2

nak) ,卡洛琳·麦茜特 ( Carolyn·Merchant ) ,范达娜·席瓦

(Vandana·Shiva) ,玛丽娅·米斯 (Maria·Mies)等人。

如果要给生态女性主义下定义的话 ,可以认为生态女性

主义是由环境运动与女权运动结合而成的一种时代思潮 ,它

尝试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的

一种特殊关系 ,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

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 ,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

然之间的新型关系。

这里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

义思想 ,浅层生态学 ( shallow ecology) 与深层生态学 (deep e2
cology)理论。人类中心主义从现实性和实用性的角度关注

环境 ,认为自然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 ,环境不是作为自身而

存在 ,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的 ,这样人们无偿地

利用自然甚至虐待自然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浅层生态

学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认为

人类利益高于一切 ,因而有些学者将人类中心主义称之为浅

层生态学。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产生了

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后者关注自然 ,把地球看成是一个生

命系统 ,认为自然既具有工具性价值又有其内在价值 ,相对

于浅层生态学非人类中心主义被称之为深层生态学。深层

生态学反对人类中心说 ,反对浅层生态学 ,坚持生态中心主

义立场 ,因而利奥波德把它称之为“生物中心”或“生态中心”

伦理学。

而生态女性主义则是生态伦理学新近发展的一个变体。

在很多方面 ,生态女性主义都与深层生态学相似 ,但生态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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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又不同于深层生态学思想。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看

法 ,深层生态学无视性别的前提 ,即它在谴责人类中心主义

时没有严肃考虑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的构成机制。深

层生态学者错误地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说 ,然而真正

的问题与其说是西方世界的人类中心 ,或者说仅仅是人类中

心的问题 ,不如说是男性中心的问题 ,妇女与自然的主要的

敌人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男性中心论。男性中心论将女性

和女性气质置于边缘的、被忽视的、附属的、无形的和受压迫

的位置 ,确保男性和男性气质的优势、特权和支配地位 ,从而

形成一种“父权制”文化的男性价值体系 ,因而生态女性主义

力图对这种“父权制”世界观进行批判。

二 　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

世界观及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有多种理论的表述形式 ,如对“父权制”世

界观及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与深层生态学的对话 ,对环

境哲学的批判等等 ,但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讨论关于对“父权

制”世界观及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 ,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

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父权

制”世界观。它具有三个特征 :二元式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

念和统治逻辑。二元式思维方式即是观念上的以人与自然

的突出对立为标志的各种象征性的阴阳对立 ,价值等级观念

即是“阳尊阴卑”观念 ,统治逻辑即是父权主义态度和对自

然、女人、有色人种的征服式掠夺式的发展逻辑。

生态女性主义者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父权制”世界观批

评的基础上的 ,生态女性主义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揭露

“父权制”世界观所倡导的对妇女和对自然的压迫。

(一)对概念结构的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 ,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 ,统治妇女

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概念上的联系。美国生态女性主

义者卡伦·J·沃伦 ( Karen·J·Warren) 在考察了男人对女人的

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观念联系后 ,指出他们共同

源于“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包括等级制

思维、价值二元论、统治逻辑在内的“压迫的概念框架”,这种

概念结构将个体特征确定为彼此之间在道德上有等级高低

之分 ,并假定那些具有高级特征的类型应统治那些具有低级

特征的类型 ,这样就证明了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统治的合理

性。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用来证明奴役自然和女性的合理

性的统治逻辑 ,是建立在下列逻辑推论基础上的 : (1) 人有能

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 ,而植物和岩石没有这种能

力 ; (2)无论是什么东西 ,只要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社

会 ,在道德上就要优于缺少这种能力的东西 ; (3) 因此 ,人在

道德上优于植物和岩石 ; (4) 对任何 X 和 Y来说 ,如果 X 在

道德上优于 Y , X 对 Y 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

的 ; (5)因此 ,人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

当的。

同样 ,在“父权制”文化中女人的性别统治遵循着同样的

逻辑 , (1)女人被确认为自然和物质的领域 ,而男人被确认为

“人类”和精神的领域 ; (2) 确认为自然和物质领域的群体比

确认为“人类”和精神领域的群体低劣 ; (3) 所以女人比男人

低劣 ; (4)对于任何 X 和 Y ,如果 X 优越于 Y ,那么 Y就应从

属于 X ; (5)男人对女人的统治被证明是正当的。

沃伦看到 ,这些论证为“父权制”文化统治自然和妇女提

供了理论基础 ,如果要反对这种统治 ,必须认清和批评“父权

制”概念结构的本质。

(二)对理性主义传统中二元式思维方式的批判

在对“父权制”世界观的批判中 ,生态女性主义者把目光

集中在西方文化理性主义传统中的二元式思维方式上。从

性别与科学两分法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西方认识论的

二元结构中 ,男性总是被归于文化、心智、理性、客观的公众

的文明的世界 ,而女性则被归于自然、肉体、情感、主观的、私

人的生育世界。这种主体与客体、心智与肉体、理性与情感

的二元对立 ,导致了等级制的男性价值体系和控制欲望的起

源。这种二元式思维方式共同体现了“父权制”文化中的男

性中心主义的偏见 ,女人在男人的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性框

架中成为一种装饰品和附属物 ,同时 ,自然作为女性的化身

被置于人类的服务者和受奴役者的位置 ,这种传统认识论的

二元模式蕴含着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预设了以性别

隐喻为基础的“父权制”文化的男性统治模式。[ 1 ]

正是由于“父权制”世界观 ,使得自然与女性同被排斥于

主流文化之外 ,成为缺乏灵性的、被动的、机器似的东西 ,遭

到严重的贬抑并受到无情的控制 ,对“女性化的自然”和对

“自然化的女性”的压迫相伴相随并相互强化 ,到底女性与自

然是一种什么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的看法并不相同。

三 　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对

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

　　生态女性主义各流派主要围绕是否将妇女与自然相联

系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生态女性主义者赞同这一观点 :女性

与自然的联系是导致性别歧视与自然歧视的根源 ;然而 ,妇

女与自然的联系主要是在生物心理方面 ,还是在社会文化方

面 ? 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流派有不同看法。另外 ,妇女是应该

强调还是不强调、或者是否应该重新设想他们与自然之间的

联系 ? 在这一点上 ,各学派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一)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 ———强调妇女与自然

联系的论点

一般认为 ,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寻求加强妇女与

自然的联系 ,而不是减弱这种联系。传统上与妇女联系的特

征 ———如关怀、养育和直觉 ,这是妇女实际的生理、心理经验

的产物 ,它使妇女比男人与自然更加密切。自然或文化的生

态女性主义者强调妇女的独特性 ,认为妇女和自然界在创造

生命方面有本原性联系 ,因而妇女认识、体验和评价这个世

界的方式是更可靠和独特的。它主张构建新的女性文化 ,并

通过弘扬这种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

许多批评者指出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错误在

于“把妇女看作在生物学上具有独特优势的生态存在”[ 2 ] ,妇

女是富于关怀和擅长养育的 ,这使她们与自然有着特殊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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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以独特的方式理解自然。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

太一厢情愿了 :生态女性主义者或者把妇女简单地理解为纯

粹的身体 ,或者把妇女的潜能和能力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自身

具有的本性。从根本上说 ,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是倒退

的 ,而不是革命的。

(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

与自然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一样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

者也致力于加强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

对自然界造成的损失看成是合情合理的 ,而男性中心主义同

样把男人对女人造成的损失看成是具有合理性的。从这两

个方面可以看出 ,环境的恶化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 ———

上帝赋予人类“统治”大地的权利 ,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大

多数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思想都包含这样的观点 :如果犹

太教和基督教这些具有“父权制”性质的宗教不能肃清空洞

的男性精神这种观念 ,女人就应该抛弃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压

迫限制 ,寻找一种新的精神信仰、一种新的文化。那种把女

人身体视为神圣的文化也会强调自然的神圣性 ,因而女人应

该去寻求这样一种文化。

有些批评者认为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以宗

教代替政治 ,花费太多时间在月光下跳舞、施“魔咒”,咏唱圣

歌没什么实际意义。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己并不

是超脱尘世的梦想家 ,她们是人世间的行动主义者 ,通过宗

教代替政治 ,使他们形成许多小型的社会团体 ,建立和维护

彼此间的关系 ,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力量 ,在日常活动中传播

她们的精神思想 ,在尊重女性的同时尊重自然。他们指出所

谓日常政治“比用同样的游戏还击男人的权力游戏更加有

效”。[ 3 ]

(三)社会的或社会 —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 ———不

强调自然妇女联系的论点

与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

强调自然与妇女的联系的论点不同 ,社会或社会 —建构主义

的生态女性主义尝试削弱自然 ———妇女的联系 ,不再强调其

重要性。女人与自然的特殊联系是由社会建构并由意识形

态强化的 ,在家长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 ,男人压迫妇女与人

压迫自然界这两者相互强化 ,导致社会不可持续性以及自然

的不可持续性。其实女人与自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全

人类、人人都是既具有男性气质 ,也有女人气质的 ,他们既是

自然的 ,也是文化的。同样 ,社会既是自然的 ,也是文化的。

只有不强调这种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 ,才能终结对现在受

贬低的妇女与自然的压迫 ,因而要把这种特殊联系降低到最

低限度。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希望重新塑造与确定自然与文化、

男人与女人的概念 ,否认妇女“天生”具有“关怀本性”,强调

妇女的女性特征是适应文化或社会化的产物。卡洛琳·麦茜

特强调指出 :“任何显示妇女有特殊本性和素质的分析都把

妇女束缚在她们的生物学命运上 ,这是妨碍妇女解放的可能

性的。基于妇女的文化、经验和价值观的政治可以被看作是

倒退的。”[ 4 ]

但是应该看到 ,不强调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 ,“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的激情 ,她们的初衷是要

在有机体的意义上 ———尤其是在提到妇女的生物学特征时

———重申自然”。[ 5 ]而且 ,强调妇女与自然的特殊联系的生态

女性主义 ,虽然宣扬了传统的女性美德 ,母亲角色 ,但也不能

说他们就是倒退的 ,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性质。

(四)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和改革的 ———社会主

义生态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 ,加强妇女与自然的联

系或是解除妇女与自然的联系 ,两种态度都不能使妇女获

益 ;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 ,每个人既

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在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者中 ,几

乎把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和改革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

融合起来的是德国生态女性主义者玛丽亚·米斯和印度生态

女性主义者范德娜·希瓦。她们认为自然是能够被消耗殆尽

之物 ,我们必须学会保护它 ,我们要从生存必需的角度出发 ,

消除所有威胁毁灭地球的实践和制度 ,因而与精神生态女性

主义者倡导的视女人与自然为神圣的宗教信仰不同 ,社会主

义生态女性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及其所产

生的各种对于环境具有破坏性的思想 ,倡导尽可能简单的生

活 ,以尽可能少的消费来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

尽管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引人入胜 ,但它的要

求太具有挑战性 ,社会大众是否能接受是个很大的问题。大

多数人虽然关注自然的破坏 ,但是每当涉及到要改变自身的

生活方式以减轻对于环境的压力时 ,他们未必乐于接受 ,因

为参加“抱树运动”的人还只是少数 ,大多数人并不是“抱树

运动者”,虽然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的视点引人入胜 ,但如

何在实践当中进行下去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四 　简短的结论

总体上评价生态女性主义 ,可以借用维克多·雨果的一

句话 ,“这是比世界上的所有军队都强大的一种时代思潮”。

从理论价值上来说 ,生态女性主义为女性主义做出了积极贡

献 :它重申了无等级制度的组织形成和倡导非暴力行为 ,成

为一个新的日益重要的开展女性主义运动的竞技场 ,它要求

关注我们现在日益受到破坏的环境 ,关注自然。生态女性主

义的理论建构意义在于对以往的环境哲学提出挑战 ,以一种

崭新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环境哲学以及环境伦理学做出了贡

献。从其现实意义上来说 ,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是建设一个可

持续的社会或者说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这个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必定应该实现男女性别方面的平等 ,一个无法保障妇

女权利的社会一定不是可持续的。生态女性主义恰恰在保

护妇女权益上发挥了它的重大作用 ,《21 世纪议程》中第三篇

第 24 章专门讲了妇女的权益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

地说 ,生态女性主义者是最终成就《21 世纪议程》的倡导妇女

权益思想的先驱者之一。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的、有差异的生态文

化 ,它的结构是多元的 ,是不同哲学倾向的多样化观点的汇

集和多种价值观的共融 ,它反对构建大一统的哲学理论。生

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关怀主义伦理学 ,提倡爱、关怀和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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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价值 ,它主张抛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等级制性别歧视

以及男人优于女人的假设 ,高扬情感的价值和被压迫群体的

价值。生态女性主义也是一种关联主义伦理学 ,虽然社会

———建构的生态女性主义与自然或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有

很大的分歧 ,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精神的生态女性主

义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但所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都相信 ,人

类彼此是相互关联的 ,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动物、植物和静

态物质间也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这些特点才使生态女性

主义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一种文化思潮。

上述观点皆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值得称道之处 ,当然 ,生

态女性主义也有其理论自身的缺陷。生态女性主义到目前

为止还只是一种浪漫的设想 ,或者说其还带有某种程度的乌

托邦味道 ,它是否能普遍地获得人们真正意义的接受 ,现在

还很难说。但笔者认为 ,如果我们承认 ,一种暂时被认为是

具有“偏见”、“不现实”的而本质上却是进步的向上的哲学思

想的生命力正在于其自身的深刻性和超前性 ,就有理由相信

总有一天 ,生态女性主义会获得人们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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