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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经典小说-蝇王.#重新阐释戈尔丁的海岛文学实验%

有别于以往的海岛叙事#戈尔丁关注海岛的命运#传递了强烈的生态关怀% 然而长期以来#小

说中)在场*的海岛遭受忽略#或是被视为)荒岛*#这无疑归咎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环境无

意识*的作祟% 借由海岛文学实验#小说-蝇王.以生态寓言的形式#清晰地呈现了漠视生态责

任的危害#要求反思和重构人类自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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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 ,c5//5.YS*/95-3!

#G##'#GGH-在 #GMN 年发表了小说%蝇王& ,U*,9

*0>2&%/5&;-!奠定了自己的文坛地位" 阮炜认为

这部小说(清楚地标示着英国小说未来发展的实

验主义新方向)

1#2

" 的确!通过海岛文学实验戈

尔丁展开想象!赋予小说%蝇王&丰富的潜能!让

这部作品成为他的代表作" 然而!这部小说在中

国却长期陷入了(人性恶)主题定式" 自陈在

#G$# 年的%读书&杂志发表%人性恶的忧虑*谈谈

威廉+戈尔丁的5蝇之王6&以来!(人性恶)成为

界定这部小说最为常用的标签语汇" 针对这一现

象!张和龙指出!(从新时期之初一直到上世纪

末!人们对%蝇王&的主题阐释与接受构成了一个

突不破的人性恶的神话)

1!2

" 这一观点在王卫新

%中国的5蝇王6研究*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也得到

呼应" 根据他的总结!小说%蝇王&的阐释主要有

(人性恶的主题#叙事结构#神话原型解读#女性

主义解读和滑稽模仿研究)几大研究趋势!认为

(其他批评方法的应用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

1H2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随着国内外生态文学批

评的兴起!小说%蝇王&也受到生态文学批评的关

注" 邵鸾飞与徐莉华在%失火的伊甸园*生态视

角下的5蝇王6&一文就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分析了

小说文本!认为%蝇王& (从生态视角展示了对当

代人与环境的境况及其命运的认识)

1N2

" 然而!

文章没有给予充分认识海岛的生态价值和意义"

笔者认为!作为小说%蝇王&的一个重要角色!海

岛的命运转折也应该得到生态批评的重视" 本文

试图以生态批评理论来解读小说%蝇王&!分析海

岛在戈尔丁小说%蝇王&的地位!关注海岛在小说

%蝇王&既往解读中的边缘化现象!并从海岛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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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文本展开解读"

二%文学想象与海岛叙事

谈及小说%蝇王&的创作!就不得不提小说

%珊瑚岛&,62&1*,./̂;/.-9!#$MF-" 作为维多利

亚时代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家巴兰坦 ,_(](

:.//.->8-&!#$!M'#$GN-的%珊瑚岛&自出版后一

直备受追捧" 据西格尔,\.,5- ?5&3/-考证!这部

小说自 #$M$ 年以来从未停印1M2

" 约翰+萨瑟兰

,)*2- ?+>2&,/.-9-还在%朗文维多利亚文学指南&

,62&U*-3Y.- 1*YV.-5*- >*A57>*,5.- U5>&,.>+,&!

#G$$-一书中把%珊瑚岛&视为(本世纪最受欢迎

的儿童故事)

1I2

!这一评价表明了小说%珊瑚岛&

的成功" 但是!%珊瑚岛&这类小说的流行逐步形

成了英国儿童的刻板形象" 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

和思考者!戈尔丁则对这类小说叙事表示了极大

的怀疑" 他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小说%蝇王&"

经过费伯公司发行之后!这部小说不仅在英国国

内!甚至在海外都颇受欢迎" 据董鼎山介绍!戈尔

丁的%蝇王&与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都已成为

英美大中学的英文课的必读书1F2

"

因为小说%珊瑚岛&和%蝇王&都将故事设定

在海岛!所以西格尔把它们都归类为(鲁滨逊传

统)!但是这两部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基调"

#G$! 年黄锡祥在%世界文艺&杂志第 N 期发表了

%苍蝇领主&的译文!在译后记中提及小说%珊瑚

岛&!认为戈尔丁(反其意写出%苍蝇领主&)

1$2

"

在%活动的靶子& ,O]*=5-36.,3&>!#G$!-中戈尔

丁进一步交代自己的创作意图" 他厌倦了珊瑚

岛#金银岛#椰子岛#海盗岛#魔幻岛等善恶泾渭分

明#一切都尽善尽美的海岛故事" 因此!他试图以

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展现海岛上孩童的真实表

现1G2

" 之所以会这样思考!二战对于戈尔丁的影

响至关重要" 因此!有别于以往儿童海外历险的

欢快基调!小说%蝇王&中英国孩童落难小岛!最

终悲剧收场!未能续写鲁滨逊式的传奇" 可以说!

危机意识促使戈尔丁反思!让他开始质疑既往海

岛叙事的合法性" 正是这一轮思考与质疑将他带

到全新的领域!让他发挥文学想象力!书写海岛叙

事的另一种模式!打破%鲁滨逊漂流记&#%珊瑚

岛&等海岛叙事的霸权"

海岛叙事在英国文学的长河中历史悠久" 魏

颖超的著作%英国荒岛文学&就系统梳理了这一

文学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了这一传统在英国的

传承" 她把戈尔丁的%蝇王&认定为当代荒岛文

学作品1#"2

" 这样看来!戈尔丁虽然不是这一文学

流派的开山鼻祖!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戈尔丁的海

岛文学实验让他加入到英国文学的这一传统之

中" 倘若剥离了海岛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他的

%蝇王&可能就不能这么幸运!其命运也许就是另

一番图景" 因此!海岛对于作品的成功与经典化

也是功不可没" 通过对话与突破传统!戈尔丁的

小说%蝇王&取得成功!经久不衰" 经过戈尔丁思

考后的改写!%蝇王&的海岛故事有别于(鲁滨逊

传统)!带给读者陌生化的感受" 这一陌生化的

过程!强烈地冲击%珊瑚岛&等文学叙事塑造的文

化记忆!让读者去重新思考海外历险的种种可能"

虽然我们不能妄自推定戈尔丁创作的生态意识!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海岛文学实验已经把环

境的悲惨遭遇囊括进来" 在戈尔丁的危机图景

中!不单单是英国儿童陷入困境!同样惨遭涂炭的

还有小说的另一角色'''海岛"

三%海岛的边缘化与*环境无意识+

海岛!作为故事发生地!常常被视作环境背

景" 但是!在%蝇王&中海岛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

物理环境" 在小说叙事的进程中!海岛的命运转

变也是小说的一条重要脉络线索" 从这个层面来

说!海岛也是小说的一个(在场)的角色" 可长期

以来!在%蝇王&的批评解读中海岛是缺失的" 按

照王卫新的总结!除了对(人性恶)主题的关注!

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入手!注意到小说中女

性的(缺失)!但文本中(在场)的海岛却得不到批

评关注!受到漠视与边缘化的待遇"

关注人类命运!关注女性缺失!这都无可厚

非!但是海岛在批评话语中的缺失也充分暴露了

(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印证了生态批

评学者劳伦斯+布依尔,U.W,&-7&:+&//-所谓的

(环境无意识)

1##2

" 因为(环境无意识)的干预!

海岛通常被视为外在的环境背景!其意义往往被

批评家所忽略"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意

识抑制了阐释的拓展!对海岛这一地理空间重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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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置若罔闻" 虽然也有学者关注海岛!如薛家宝

在%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 论5蝇王6对

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一文中就认为(荒岛在%蝇

王&中已不再是荒岛!而是人类现实环境的一种

象征!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一种变形)

1#!2

" 这一研

究焦点的转换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凸显了海岛

的意义" 但是无论是(荒岛文学)还是(荒岛)!这

些词汇还是难免有歧视的嫌疑" 判断荒芜与否的

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判定$ 难道没有人的栖居就

是(荒岛)$ 那么在海岛上生息的生灵万物又是

什么呢$ 这一措词显然还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

场!居高临下地看待海岛这一生态空间" 从这个

层面而言!海岛更为客观!充分揭示岛屿的地理形

态与身份"

然而!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文学叙事中的环

境因素长期遭到忽视" 劳伦斯+布依尔就指出!

(文学再现的主要领域中!理论阐发得最不够的

地方仍是环境*.环境性/)

1#H2

" 相对于文本的

(政治无意识)!布依尔认为(一个文本的环境无

意识更加根深蒂固的)

1#N2

" 再加之人类中心主义

的作祟!海岛在批评中的缺失与边缘化也就不奇

怪了" 但是在生态批评视阈!环境的命运开始出

现转机!逐步受到重视"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小说%蝇王&既是人

类社会的危机!也昭示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家彻丽尔+格罗费尔蒂 ,12&,8//

S/*>0&/>8-指出!(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

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

环境之关系")

1#M2这也就要求生态文学批评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走向更为和谐包容的

批评立场" 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之下!小说%蝇王&

所揭示的社会问题也会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英国

儿童在战乱撤离中落难海岛!随着矛盾的加剧而

展开杀戮" 他们群体间的冲突使得海岛也惨遭涂

炭" 所以!戈尔丁的小说有别于以往的海岛小说!

绘制了一幅生态灾难的图景" 不同于笛福笔下的

鲁滨逊!也不同于巴兰坦笔下的神勇的三个英国

儿童!戈尔丁的海岛文学实验造成了裘小龙所谓

的(传统神话的否定)

1#I2

" 可以说!戈尔丁的这番

文学想象!不仅成功地消解了(鲁滨逊模式)的海

外历险叙事权威!还将关注点扩大到海岛的命运"

四%海岛悲歌与生态寓言

在%蝇王&之前的英国海岛叙事中!由于(鲁

滨逊)传统的霸权地位!人与海岛生态的冲突和

张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相反!那些人物在海

岛上建构英雄人物形象!激励一代代的青年读者"

然而!社会学者萨克 ,_*'&,>R.=59 ?.7e-认为!

(解释某事为什么发生就是要说明它为什么在某

地发生)

1#F2

!这一观点强调了地理空间在阐释中

的重要地位!也提醒我们切不可漠视海岛这一地

理环境的在场"

如果单纯从小说人物角度出发!%蝇王&的确

可以说是一曲人性的悲歌" 然而在生态文学批评

的视域下!这种概括明显将海岛排斥在外!漠不关

心环境的遭遇!因为就整个海岛的生态环境的破

坏更是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 在人性悲剧背后!

海岛的命运也是小说中隐含的另一悲剧" 小说中

海岛的在场!如幽灵一般驱之不散!容不得回避与

无视" 相对孩子们的哭泣!海岛的遭遇是一曲无

声的悲歌!冤魂不散地寻找倾诉对象"

因为海岛无法以人类的语言来言说!所以它

的诉说难以得到倾听" 但是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

因素!它还是参与了戈尔丁的小说叙事" 英国的

儿童初临海岛!它还是乐园一般美丽!为他们提供

了临时的庇护" 海岛的水果与猎物让他们暂时免

去了生存的绝境!提供了寻求救赎的基本物质条

件" 可以想象!这个海岛就是一块置身战争之外

的飞地!岛上的万物悠然自得地繁衍生息" 戈尔

丁笔下安静祥和的热带海岛!风光秀丽!让英国的

读者马上联想到了巴兰坦小说%珊瑚岛&的场景"

随着这些英国访客的到来!海岛的命运开始悲剧

逆转" 飞机失事!其残骸已经让海岛遭受创伤"

作为战争垃圾的(飞行员尸体)污染环境!还激发

了这些孩童对怪物的恐惧!加剧了矛盾升级和破

坏的程度" 杰克率领孩童猎手!放火点燃了整个

小岛!海岛饱受涂炭!伤痕累累" 破坏海岛的乐土

之后!孩子们再次将自身从乐土放逐!又一次重蹈

(失乐园)的覆辙" 孩子们的确不幸!但是海岛更

加凄惨" 来自英国儿童的干预!带给海岛的是难

以言诉的毁灭" 当海军军官结束孩子们的疯狂屠

#H#

第 # 期CCCCCCCCCCCCCCC李道全,-蝇王.,海岛文学实验与生态寓言



戮!海岛已经是(像枯树一样被烧焦了)

1#$2

"

小说尾声!孩子们在哭泣!军官也很尴尬" 但

是!军官没有为海岛的毁灭而惋惜!拉尔夫的眼泪

也不是为海岛而流!这一切也都带有明显的(人

类中心主义)的色彩" 究其根源!或许因为(自然

在我们的文化,且普遍地在文化社会-是缄默的!

以至于言说主体的身份作为排它性的人类的特权

而被小心翼翼地护卫")

1#G2这也就是说!在人类文

化中!自然被建构为缄默的刻板形象!而言说成为

人类特权" 静默的海岛不是一个言说的主体!因

此它也就无法用人类的语言痛斥他们的破坏行

径" 这样一来!边缘化与他者化也是必然的遭遇"

此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社会将自身置于

自然的中心1!"2

" 这一发展趋势无疑又在价值认

同上设定了优先秩序!进一步将自然环境从人类

的关注中放逐" 英国的孩童得到了军官的救援!

但是陷入火海的海岛又有谁来关心$ 原生态的海

岛沦为焦土!生灵涂炭!谁来负责$ 军官的干预缓

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却没有根除危机" 试问!人类

的生存空间又能承受多少次这般的摧残蹂躏$ 孩

子们虽然暂时得救了!但是作为灾难肇事者!他们

没有看清海岛所背负的严重创伤!没有审视漠视

生态责任的严重后果" 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没

有调和!这是否又为今后的危机埋下隐患$ 以人

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目光看待栖居的环境!人类终

究会自掘坟墓!逃不脱危机的宿命" 因此!当人类

生存环境受到自身文明威胁的时候!是否有必要

对这一所谓的(文明)加以反思$

在深层生态学家 O,-&D.&;;看来!地球上人

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应该一视同仁!都具有内在

价值1!#2

!但是这样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普

及" 相反!小说%蝇王&中儿童的不幸已经广为接

受与认可!但是海岛却只是作为故事发生地!居于

边缘化的处境!缺少关注" 海岛的价值究竟如何$

海洋生物学家和生态文学家雷切尔+卡森

,_.72&/1.,;*--呼吁(一个理性的世界里!人类应

当把这些岛屿当作宝贵的财富来对待!当作载满

了美丽而神奇的造物杰作的自然博物馆来呵护"

它们是无价之宝!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复

制它们")

1!!2凭借着海洋生物学的专业知识!卡森

用文字向世人呐喊!呼吁人们认识海岛的价值"

对此!钟燕在%蓝色批评*生态批评的新视野&一

文中指出!保护天然海岛!把它们当成珍贵的自然

博物馆是卡森坚持的第三点海洋生态责任1!H2

!这

一洞见点明了卡森的观点和立场" 因为在她看

来!海岛的价值不仅仅是纯粹的地理空间!更是众

多生命的载体和栖居地" 在整个海洋生态系统

中!海岛扮演重要角色" 正是如此卡森才着重强

调人类的海洋生态责任" 正视人类的这一重要责

任!会有助于抑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帮助人

们正确认识海岛的生态价值!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 否则!小说%蝇王&呈现的悲剧将再一次上

演"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戈尔丁的%蝇王&无疑

也是一部卓越的生态寓言"

五%结语

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环境因素也将

在文学批评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这也要求我

们的文学批评不能忽视环境因素的价值与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小说%蝇王&中的海岛更应

该得到关注" 由于英国儿童的短暂停留!海岛历

经了灾难的遭遇" 意识到海岛的在场!认识到海

岛的沦落!这样才能有注意审视落难儿童对生态

责任的懈怠" 尽管他们不幸落难海岛!但他们自

己也必须对最后的惨剧负一定责任" 如果他们依

旧以自我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不去反思和调和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前景不容乐观"

从质疑经典文学叙事出发!戈尔丁在海岛上

展开文学实验!通过小说%蝇王&生态寓言的形式

给予人类警示" 通过他的文学想象!戈尔丁也表

达了他深深的忧思" 他的海岛文学叙事提供了海

岛历险的另一种可能!让人们正视危机四伏的现

实!重新看待自身文化及所处的环境!从而召唤人

类文化的反思及重构"

'参考文献(

'#( 阮炜#徐文博#曹亚军(!" 世纪英国文学']((青岛,

青岛出版社##GG$,!H"(

'!( 张和龙(人性恶神话的建构+++-蝇王.在新时期中

国的主题研究与接受 ')((中国比较文学# !""!

!H",MH(

!H#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H( 王卫新(中国的-蝇王.研究,回顾与前瞻')((外语

研究#!""H!N",M#LMN(

'N( 邵鸾飞#徐莉华(失火的伊甸园,生态视角下的-蝇

王.')((名作欣赏#!""G!I",##"(

'M( ?5&3/# \.,5-(62&_*'5-;*-.9&6,.95>5*- 5- _*'&,>

]572.&/:.//.->8-&1 ;62&1*,./;̂.-/9 .-9 c5//5.Y

S*/95-31;U*,9 *0>2&%/5&;']((U&W5;>*-# D&Wg*,e,

62&@9W5- ]&//&- T,&;;# #GGI, I(

'I( ?+>2&,/.-9# )*2-(62&U*-3Y.- 1*YV.-5*- >*A57>*,5.-

%57>5*-']((U*-9*-, U*-3Y.-# #G$$,#NF(

'F( 董鼎山(一九八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风波')((读书#

#G$H!#",GI(

'$( 黄锡祥译(苍蝇领主')((世界文艺##G$!!N",NG(

'G( S*/95-3# c5//5.Y(O]*=5-36.,3&>']((D&Wg*,e,

%.,,.,# ?>,.+;# S5,*+X# #G$!,#IH(

'#"( 魏颖超(英国荒岛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N#M(

'##( :+&//# U.W,&-7&(c,5>5-30*,.- @-9.-3&,&9 c*,/9,

U5>&,.>+,&# 1+/>+,&.-9 @-=5,*-Y&->5- >2&<-5>&9

?>.>&;.-9 :&8*-9 ']((1.Y',593&# ]O, a.,=.,9

<-5=&,;5>8T,&;;# !""#,#$L!F(

'#!( 薛家宝(荒岛,)文明人类*的透视镜+++论-蝇王.

对传统荒岛小说的突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GGG!I",GG(

'#H( 劳伦斯0布依尔(文学研究的绿化现象')((张旭

霞#译(国外文学#!""M!H",I(

'#N( :+&//# U.W,&-7&( 62& %+>+,& *0 @-=5,*-Y&->./

1,5>575;Y, @-=5,*-Y&->./ 1,5;5; .-9 U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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