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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其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被视为生态文学的经典之作。从生态批评的

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对其中所体现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分别进行解读，我们

可以体会作者流露在作品中的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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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是亨利·戴维·梭罗的名篇，被当今著
名的生态批评家布伊尔尊称为“绿色《圣经》”，梭罗也
被尊称为“环境圣人”。

《瓦尔登湖》是一部生态文学的典范之作，在这部
作品中，梭罗不仅关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主题，而

且具有前瞻性地揭示了生态危机，并探寻了生态危机
的社会根源。《瓦尔登湖》彳艮好地诠释了生态文学的定
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

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
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一、生态批评的定义及其发展状况

对于生态批评，学者们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目
前，最能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是彻丽尔·格罗特费尔

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
究”。这个定义为生态批评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体
现了生态批评的复杂性、多样性。总之，生态批评是研
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是采取“地球中心主义”的方法
研究文学。

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在其文章《文
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

这一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生态批评已
经具有一定的雏形。

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

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文学是怎样再现
自然与环境的第二阶段重点放在努力发掘长期被忽视
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

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

的理论建设。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生态批评理论也得到
了很好的发展。

二、《瓦尔登湖》的生态批评解读
中国学者鲁枢元全面地、逻辑地把生态批评分为

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本文将从
生态批评的视角出发，对作品《瓦尔登湖》中体现出来
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分别进行解读，从而
挖掘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内涵，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使

读者深刻体会作者流露在作品中的具有前瞻性的生态
人文主义精神。

1．自然生态的解读

自然生态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一
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回归自然与征服自然。贯

穿西方主流文化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控制■征服和利

用自然的思想，而回归自然的观点则认为人类要和自
然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发展。生态文学首先在美国发展
起来，美国生态文学包括非虚构文本和虚构文本两大
类，非虚构文本作家通过记录自己在自然界的种种经
历，向世人展现无比美妙的自然世界，而虚构文本作家
旨在通过虚构的故事向人们传达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的意识。

《瓦尔登湖》正是一部非虚构文本的佳作。在这部
作品中，梭罗回归自然的观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梭罗为读者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丽画卷。

“湖是地貌中最美和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庀是土地
的眼睛，向其中观看，看者可以臆测他自己本性的深
度，湖边的树木是它纤细的睫毛，树林、小山和岩石则
是它悬垂的眉毛。”

以上这段文字是梭罗对瓦尔登湖美景的深情描
写，身处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之下，相信人的心里肯定是
非常平静和安逸的。

梭罗对于生物种类多样性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他与鸟兽鱼虫等生物亲密相处，与花草树木、山水湖泊
等和谐共存，因为，他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都只是
大自然的一个成员。正如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

阐述的那样：“因为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动物都同在
一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在这个共同体下占
据一个位置，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才会是和谐的，人以
及人类社会才可能是真正安全的。”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还进一步提出，人类不仅要
回归自然或者融人自然，还应当全身心地去感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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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蕴涵在自然中无限的美。下面的这些文字很好地
体现了梭罗感悟自然的观点。

在《瓦尔登湖》里梭罗说，他“活动在大自然里感到
一种神奇的自由，仿佛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整个身体
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山雀和
我熟悉到这种程度：当我往屋里抱木柴时，它竞然飞落
到我怀抱的木柴上，毫不恐惧地啄着细枝。”这是何等

融洽的关系!这是多么富于魅力的生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梭罗的自然观是按照客观的
自然规律来回归自然、感悟自然，而不是征服、改造自然。

2．社会生态的解读

社会生态主要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
19世纪初，年轻的美国刚刚摆脱战争创伤，国内

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开始跻身于一流经济大国的行
列。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国人过上了富裕舒适
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掠夺性开发自然，严重地破

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原先纯朴恬淡的田园式的乡村生
活销声匿迹，在这样的背景下，梭罗站了出来，针砭时
弊，大声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表明，他人住瓦尔登湖的目
的是要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探索生
活的真谛，这显然是一种积极的、人世的态度。事实上，
梭罗入住瓦尔登湖畔之后，经常出门走访，回康科德做
学术讲演，始终置身于这个社会大家庭中。正如梭罗在
“来客”一章所讲的那样：“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喜
欢交际，而且随时做好准备，像水蛭似的吸引住任何一
位血气方刚的上门客人。我自然不是隐士，我要是有事
去酒吧，那我很可能比那些泡酒吧的常客呆的时间还
要长哩。”梭罗经常与瓦尔登湖的居民联系，并时常接
待来自城市的朋友，因为他隐居瓦尔登湖畔的目的之

一，正是通过其自身的体验让别人了解一种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好生活方式，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
反思。

梭罗所处的时代正是经济快速发展及科学技术飞
速进步的时代，蒸汽机广泛使用，纺织业日益发达，铁
路、电报、海底电缆相继使用。一方面，科学技术为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同时也能在人们遇到困境时

提供一些帮助，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对
自然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当时美国的工业化促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求财

富，随后而来的淘金热更使人们奉“金钱至上”为最高
生活信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梭罗严厉指出，美国
的现代文明正在加速人的堕落，社会道德标准正在解

体。梭罗正是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让人们认识到：只
有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前提下，人类的政治、经济生
活才能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

3．精神生态的解读
精神生态主要是研究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

生活。

(1)对欲望的批判
根据梭罗的观点，人类无限的欲望正是导致大自

然被过快、过多地破坏的元凶。梭罗强烈谴责那些仅将
自然看作财源的人，骂他们是强盗。

“如今，为了他的每一块美元上再往上摞一块美
元，他就在这砭人肌骨的大冷天里，来剥瓦尔登湖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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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一件外衣，不，是它的唯一的一层皮呀!”

上面这一段文字描述了一群人来到瓦尔登湖畔，
想要开采瓦尔登湖资源的场景。从字里行间里，我们可

以深切地感受到梭罗对这些人强盗行径的极端憎恨和
谴责以及对人类贪欲的批判。

华兹华斯指出：“物欲膨胀不仅伤害了自然，而且也
伤害了人自身，使人丧失他的天真纯洁和美好的心灵。”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也有类似的分析，但更为平
实而明晰：为了过上越来越奢侈的生活，人们推动着所

有的重负前行。“大多数人被人为的生活忧虑和不必要

的艰苦劳作所控制，而不能采摘生活中的美果。一天又
一天，没有一点闲暇来使自己真正地完善；他没有时间

使自己变得不只是一架机器。”
(2)“淡泊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哲学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惬

意，然而人们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破坏大自然、破坏人
类与大自然的协调之上的。梭罗在19世纪早期便意识
到科学技术给大自然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因而才有
了隐居瓦尔登湖畔，探索生活真谛之举。

梭罗指出人类困境的原因是物质主义，走出困境
的途径是简化我们的物质生活，拓展我们的精神财富。
因此他提倡“淡泊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哲学，其目的
在于维护人之灵魂与肉体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统一。

梭罗在瓦尔登湖两年多的亲身实践充分验证了他
提倡的“淡泊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哲学。

在瓦尔登湖实践期间，梭罗将物质需求降到最低。
正如他所阐述的，“我不喝茶，不喝咖啡，不食牛油、牛
奶、鲜肉，因此我用不着为了得到这些而辛苦工作，由
于不必费力工作，所以我也不必吃得太多。”

梭罗从两年多的实践中认识到，“一个人要是简朴
地过日子，只吃自己种的粮食，而且吃多少种多少，不

拿粮食贪婪无厌地去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
么，他只消种一两平方米的地就够了。”

在梭罗的眼中，精神财富是永恒的，优于物质财
富。下面这段文字正是梭罗观点的最好写照：

“我自言自语道，下一个夏天，我可不想花费那么

大的劲儿去种豆子和玉米，而是要播种诸如诚实、真
理、简朴、信仰和纯真这一类的种子⋯⋯如今沿着大路
来了这么一些深奥莫测而又不可言喻的品德，比方说
真理或正义，尽管它们数量极少，然而品种却是新的。”

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决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
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
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三、结语

人类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的思想根源是扎根

在人们脑海中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这种

世界观的存在为人类进行环境保护，与大自然和谐相
处设置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方面，它给予了人类

丰富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它又使人类的欲望过度膨

胀，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梭罗在瓦尔登湖的隐居
生活显然是对这种世界观的一种反思和反抗。他希望

通过实践“淡泊清新，精神崇高”的生活哲学，实现人与
自然协同发展的“生态人文主义”的和谐状态。通过对
梭罗的《瓦尔登湖》中体现出来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
与精神生态的解读，我们可以体味出作品中流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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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角度看翻译与文化差异
杜志华

f西安财经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翻译问题不单单是语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文化差异的影响和制约。根据文化不同的

特征，本文拟从民族文化、习语文化及地域文化三个方面探讨一下翻译与文化差异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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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进行语言交际

时，总会遇到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应用、翻

译问题。文化差异是翻译中的障碍和难题，任何语言
都是受文化制约的，它们由于来源各不相同，而表现

出各自不同的文化面貌、习惯和特征。在A文化里习

以为常的说法，在B文化里可能就是一个空白，同样，
在A文化是这种表达法，在B文化可能完全是另外一

种表达方式。因此，在翻译时必须照顾到不同民族的

文化习惯和特点。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大多数翻译在表现文化

特征时，只能达到相对对应而无法完全对应。有时候
某些语言在表明形象或意思上显示出或多或少的相

似之处然而正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经常为翻译设下
陷阱，对文化背景忽视就会犯文化错误。正如胡文仲
教授指出的：“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严重、更糟糕。”
这就需要我们在翻译中，提高对隐藏在语言之间文化

差异的敏感性。根据文化不同的特征，以下拟从民族、

习俗、地域三个方面探讨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遗产
所形成的文化。各个民族及其国家由于历史发展不

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在
·+-+-+-+-+-—‘+．一。。卜一’-卜一+-—●一-+-——●一·—-卜-—·+--

两种语言进行翻译时，常常会遇到由于民族文化差异

而出现的翻译问题。

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为一些含有典故的
习语，它们是文化中的瑰宝，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
明的文化个性，蕴涵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气息，最能体现
不同民族文化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此类的翻译也比较
复杂。

例如，cowboy和hippie(或hippy)这两个词是美国
社会特有的产物。cowbov与美国早期开发西部地区有
关，关于他们的传说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的

色彩。在汉语中hippie音译为“嬉皮士”，如果不了解美
国文化的人还以为那是一些“嬉皮笑脸”的人，其实该
词指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行为古怪的美国青年

的特点。他们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情绪，生活方式往往
与众不同：蓄长发，奇装异服，行为颓废，吸毒等等。所
以在翻译时不能直译，这就要在词典上或译文中加解

释性说明。
英汉语言中许多成语和典故也是不可直译的。比

如汉语典故“东施效颦”，“人在曹营心在汉”⋯⋯，又如

英语成语“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to blow one’

s oⅧhorn(or trumpet)⋯”该怎么译?若按字面直译出

来，读者恐怕难以领悟寓意、形象和妙味，所以对典故
一+-+-——■-+-—·●一-+·+-+一+-+

这种生态人文主义精神。

梭罗隐居瓦尔登湖湖畔，探索生活真谛的举动无

疑是具有前瞻性的，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在当时美国科
学技术飞速进步的社会环境之下，这一举动对于保护
生态环境尤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梭罗也被人
们称做“生态学前的生态学家”。梭罗根据个人的真实
体验创作出的《瓦尔登湖》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为

当代生态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
部作品中，梭罗不仅重申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主
题，还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性危机，是人类的生

活方式、自然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危机。《瓦尔登

湖》对生态危机提出了前瞻性的警告，探讨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倡导人们去过物质贫穷精神富

有的生活，具有极其深刻的生态意义，实在不愧为绿色

《圣经》。

参考文献：

[1]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吉林：吉林人民
出版社．1997．

[2]常耀信．漫话英美文学——英美文学史考研指南
[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亨利·戴维·梭罗．湖滨散记[M]．曾光辉，译．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4]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潘庆舱，译．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151·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