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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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 ,女权主义已经使得女性的声音不再是一种边缘化的声音 ,但是总体上看女性作家和

批评家的“生态意识”都很薄弱 ,文化思想界关注作家的“精神生态”的人很少。鉴于此 , 本文从生态女性文学

批评话语建构的角度切入这一时代的困惑 ,通过女性文学的精神生态和文学批评生态的话语资源两个方面

阐述自己的观点 ,强调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 ,人类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命运 , 东西方文学都应该重新

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逐渐被人们认可的今天 , 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

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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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方现代性的反省 ,使得全球化时代的生

态文化批评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

一文化现象中人们不仅关注自然生态的失衡 ,而

且更关注精神生态的失衡 。“处于被人类弄得百

孔千疮而又危及人类生存的大自然中 ,文学批评

怎么能够无动于衷? 眼见在跨国霸权横行之下越

来越多的弱势人群濒临绝境 ,文学批评怎么能够

麻木不仁? 面对一个个被物质欲望折磨得烦恼 、

沉沦 、异化 、孤独而无家可归的性灵 ,文学批评怎

么能够置若罔闻 ?”
①
当今世界面临着自然生态 、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的严重危机 ,人类迫切需要重

建生态文明。一批男性批评家不辱时代赋予的历

史使命 ,近几年“接连发表绿色宣言和生态文学评

论 ,召开学术研讨会 ,出版了一系列生态批评论

著 , ……显露出持续发展的声势。” ②当世界面临

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时 ,当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

态文明之时 ,一直在文坛上争夺话语权的女性作

家和女性批评家当然不可能置之事外而无动

于衷 。

作为生态批评中一支新的生力军的生态女性

文学批评 ,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理论建构有待

完善有待系统化 ,但在新的世纪 ,生态女性批评者

必将同男性批评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肩负起时

代所赋予的对整个地球生态的责任和对维护人类

精神生态平衡的责任 。笔者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

来对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的建构加以阐述 。

一 、在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建构中

重塑女性文学身份

　　时代的脚步跨入二十一世纪 ,当我们回顾女

性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历程时 ,不难发现 ,女性文

学取得了不可忽略的成绩:张洁的“方舟”意识 ,张

辛欣的“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呼声 ,刘西鸿的“你

不可改变我”的强音 ,王安忆的“三恋”象征 ,铁凝

的“玫瑰门”意象 ,张欣的“爱又如何”的叹息 ,林白

的“个人化”的写作姿态 ,都为女性文学留下了历

史的脚印。但当我们着眼于发展 ,在首肯女性文

学实绩的同时 ,还必须认识到 , 20 世纪中国女性

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已陷入误区 。为使女

性文学少走弯路健康发展 ,女性批评学者必须穿

越其所陷入的误区指出其未来发展的出路。

大体上说 ,女性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文化症

候和误区 。

误区一:精英主义的误区 。这表明女性文学

创作及其研究还局限在知识圈子内游走 、实验 ,影

响相当有限。正如批评家孙绍振所说:“中国女性

一多半集中在农村 , ……可是 ,这个庞大的最需要

救助的中国女性群体几乎就不在中国`女性主义'

的考察与援助范围之内” 。
③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转

型时期的社会语境中 ,女性文学第一步要做的工

作 ,与其超越现实奢谈人文主义 ,不如从揭开民众

的现实生存困境切入 ,从民间立场出发去关注那

些弱势群体 ,那些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特别是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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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女性。

误区二:女性文学与男性话语形成尖锐的对

立。在女性文学创作中 ,总是放逐男性 ,拒绝男性

在场 ,即使在场 ,所塑造的两性形象也是趋于对立

的两极 ,且体现着“女尊男卑”的女权意识 。正如

王岳川教授所说:“这个社会如果只有男性写作 ,

是一种太单调 、太机械化 、太竭泽而渔 ,太工业化

社会的强权话语 。”
④
但是如果女性主义只是将男

女两性在男权文化秩序中角色进行置换 ,将女性

置于中心地位 ,扮演启蒙者 、救世主 、批判者 ,强化

女权意识 ,同样也会导致另一种“强权话语”。这

种狭隘的女性立场无助于对人性的超性别思考 ,

显然是女性文学的弊端。女性文学的最终目标是

两性和谐美好 ,仅仅靠驱逐男性 ,建立一个没有男

性存在的世界只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虚妄 ,也是

达不到反抗男权霸权目的的。

误区三:女性文学似乎成为展示女性隐私的

平台。“女性写作最主要的方法是对女性隐秘体

验的展示 ,而所谓女性隐秘主要是女性生理隐私

和性隐私。”
⑤
女性过分展示和描绘女性的生理隐

私和性隐私 ,把女性解放等同于身体解放 ,实际上

是将女性解放和性解放混同 ,而女性解放就成了

乌托邦 ,这也是有悖于女性所追求的“平等”和“解

放”理念的 。也正如阎纯德所说:“我认为那种淡

化和疏离`政治' 、̀拒绝崇高' 、唯`私人化写作' 和

`身体写作' 而独尊的倡导是一个死胡同 ,有害于

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⑥
可以说 ,这些误区已

在限制并还在继续限制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 。

在探讨女性文学出路的可能性时 ,不难看到 ,

如果女性批评家不能跳出女性文学来反思女性文

学 ,如果仍然只是过分地关注女性作为性别差异

的本体感 ,诸如身体特征 、生命感性 、肉身存在等 ,

就逃逸不了自我身份丧失的境地 ,这既得不到学

术界的广泛认同 ,又不能在一个新平台上引起深

刻的对话 ,更解决不了女性文学精神出路问题。

因此 ,如何摆脱局限 ,如何在更宏大的文化视野下

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从而提升女性文学的价值

和意义 ,是女性文学批评工作者应该远视的前景。

在女人作为女奴的年代 ,要实现人的权利 ,就要解

构和颠覆男权中心 ,这是女性文学必经的过程 ,但

不是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 。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

是使女人成为人之后 ,去实现生命的丰富多元 ,实

现女性作为人类另一半的自我价值 ,要思考人性

的全面伸张 ,要表现对人类未来价值的终极关怀。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 ,人类要建设和谐

社会 ,而“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

谐 、人自身的和谐 ,即生态和谐 、人态和谐及心态

和谐”
⑦
。回归和谐应该成为当下女性文学主题

嬗变的主流 ,成为当下女性文学中两性关系描写

的主旋律 。女性批评者应使女性作家们在进行个

体生命言说时多一些理性思考 ,使女性作家们在

创作时解除男女两性彼此之间的对立与对抗 ,使

男女两性走向平等 、共存 、和谐并在女性作品中留

下表达爱意 、温暖 、悲悯和希望的人类情怀 ,从而

写出有精神重量与高贵灵魂的生态女性作品 ,这

是女性批评者和创作者共同担当的价值重建任

务。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 ,女性批评者就必须顺

应时代潮流 ,树立生态文化意识 ,建构新的文学批

评模式———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新世纪中国女性

文学生态批评 ,其学派建构的条件基本具备 ———

既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引

进 ,又有中国博大精深的本土思想资源可以挖掘 ,

从而形成学派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 。

二 、在西方文化话语中梳理生态
女性文学批评资源

　　西方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

段:自由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

从20世纪 80年代到现在 ,影响国内女性文学创

作和批评的主要是第二阶段的激进女性主义的理

论 ,而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已进入第三阶段生态女

性主义阶段。

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 ,包括各

种各样致力于揭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掠夺

之间联系的观点。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共同

的核心观点 ,正如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斯普雷特内克所说:“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

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 、象征性的和政

治性的关系 。”
⑧
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 ,具

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 ,价值等级制思维 ,即赋予

位于上层者更高的价值 、地位和名誉;其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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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 ,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双方 ,给

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更高的地位和价值;

其三 ,统治逻辑 ,即一种论证结构 ,它证明某种统

治是正当的。在这些特征中 ,第三个特征是最重

要的 ,因此统治逻辑不只是一种逻辑结构 ,也是一

个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 ,它从伦理角度证明某种

统治和支配是“公正的”和“正当的” ,并为这种统

治进行伦理辩护 。西方父权制文化就是用这种统

治逻辑来证明奴役自然和女性的合理性的。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 ,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

都源于父权制统治。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在认识论

层面上阐明各种压迫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 ,并致

力于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制度观念 ,在

相关主义 、整体论和多元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

理论框架 。为此 ,普拉姆伍德和纳斯特拉·金把生

态女性主义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 。但

是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单一女性主义流派 ,

所以我们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划分 ,分为三大

派别:哲学生态女性主义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和社

会生态女性主义 。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从观念层次上分析妇女和

自然双重统治的内在联系 ,认为人的行为受观念

支配 ,对女性的控制和对自然的控制是由一种共

同的观念结构决定的 ,要解放妇女和自然 ,最重要

的是打破这种“观念结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

家凯伦·沃伦在其《生态女性哲学》(2000)一书中

归结出“统治的逻辑” :“这种父权制的价值———等

级思想导致统治逻辑的产生 ,即这样一种……思

维 ,它解释并维护了`劣势' 群体对`优势' 群体的

服从 ,它还为这种现象争辩 , 以证明它是合理

的。”
⑨
沃伦认为二元制和等级制都不是问题的根

源所在 ,而统治逻辑对于压迫性的观念构架才是

最重要的 ,她相信只有把“关联主义 、整体论和多

元论原则”作为本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动摇

“由二元思维 、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三个支点

搭建的父权制堡垒”
⑩
,才能实现自然和女性的真

正自由。“她从哲学的高度 、从逻辑的推理中得出

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 ,女

性危机 、生态危机乃至社会的道德危机之间的同

步关系。”
 11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压

迫的精神文化根源 ,把文化精神的改变视为妇女

和自然双重解放的根本途径。麦钱特在她的杰作

《自然之死:女人 、生态学和科技革命》中指出 ,在

理性主义者看来 , “象征着自然界暴力的女巫唤来

风暴 , ……这混乱无序的女人 ,就像混沌的自然 ,

必须被征服 。”
 12
文中进一步指出 ,理性时代以前

将自然视为一个养育万物的母亲———一个有机生

命体 ———的想法 ,使得人类认为挖掘大地的行为

就如同谋杀自己的母亲 ,因而不愿任意破坏自然。

但到了理性时代 ,因科学家证明地母不是一个有

机生命体 ,人们便开始肆意侵占破坏地球 。第一

个涉及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是罗斯玛丽·

鲁特 ,她早期批判“男性的超越的二元思想”的一

部力作是《新女性 新土地》(1975)。书中写道:

“妇女必须看到 ,在一个以支配模式为基本的相互

关系的社会里 ,不可能有自然存在 ,也不存在解决

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妇女运动与生态运

动联合起来 ,以展望一个崭新的根本的社会经济

关系及相应的价值观。”
 13
鲁特认为 ,人类错误地

企图超越物质世界 ,超越真实的女性世界 ,正如阿

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阐述的 ,在

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 , “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

乎人性的状况 , 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

态”
 14
,文化超越女性化的企图造成了社会的生态

危机和道德危机。“自然必须被毁灭 ,沼泽地必须

变成商店林立 、绿树成萌的步行街 ,草地必须变成

混凝土的公路……”
 15
面临这种灾难性的剥削 、

“地球的毁灭” ,鲁特在《新女性 新土地》的结论中

呼吁:“对人类生活的规划必须终止`征服自然' 或

剥削物质世界的观念……相反 ,我们必须寻找一

种新的生态学的语言呼应体系 ,在我们生活 、运

作 、存在于其中的宇宙系统和我们的意识之间寻

找互惠。”
 16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着重妇女和自然所遭受双

重压迫的社会 、政治和经济根源 ,把社会 、政治和

经济制度的改变视为实现妇女和自然双重解放的

根本途径 。

在《生态女性主义》(1993)一书中 ,范达娜·希

瓦和德国学者迈斯反思了资本主义父权制对生态

环境和妇女的剥削 ,对生物技术 、遗传工程和生殖

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批评 , “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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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的生殖能力的剥夺 , 其本质都是父权制

的”
 17
。并进一步指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新

的宇宙观和一种新的人类学 ,这种宇宙观和人类

学承认在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合作 、相互照料和用

爱来维护的”
 18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视

自己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者 ,反对所有认为人类具

有内在统治他人的权力的观点 ,提出所有的不平

等 ,无论是存在于人类内部的 ,还是存在于人类与

自然之间的 ,都是错误的 。

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宣扬的是一种替代的文

化观 ,它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

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
 19
。生态

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的和睦相

处 ,建立平衡 、和谐和完整的生态系统。其在宣言

里曾说: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 ,地球上的人们需要

建立新的同盟 ,使彼此连接 ,并按照自然规律平等

地承担责任 ,对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

的共同关注使我们宣布 ,我们是相互依存的。
 20
毫

无疑问 ,这个相互依存的宣言 ,也应该是我们地球

上整个人类的共同宣言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是

试图寻求一种以女性为性别基础的品质来替代男

性品质 ,而是提倡一种女性的组织原则 ,这种原则

不仅将改变生产和再生产关系 ,而且也改变人们

的思想意识”
 21
。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在某种程度上 ,生态女

性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哲学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哲

学 ,它志在改变人们看世界的方式 ,并以本体论哲

学的姿态批判传统哲学的父权制世界观 ,而它所

包含和体现的关联主义 、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的

价值体系 ,为女性作家和批评家们认知 、表现和观

照社会生活 、世俗人生 ,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和

准则 。

三 、在东方文化话语中发掘生态

女性文学批评的精神资源

　　中华民族具有生态文明的悠久传统 ,有着丰

富的本土资源。对此 ,可以从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

文化思想 、生态经济思想三个方面来加以梳理 。

其一 ,生态哲学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 、

地和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产生了朴素的辩证

自然观。这就是“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这种

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阴”和

“阳”是周易的两个基本概念 ,从语源学看 ,它们肯

定与日光的向背有关 ,在《周易》中 ,它们被赋予抽

象的意义:“阴”一般代表保守性 、柔弱性的事物或

因素;“阳”则一般代表进取性 、刚强性的事物或因

素。《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动静有常 , 刚柔断矣 。”以

天 、地 、人一体观为指导 , 《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

当和谐相处 ,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例如《周易大

传》说:“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

后天而奉天时。”在这里实现了“由宗教向哲学的

转化 ,鬼神作用在这里是以对天人关系的依附出

现的”
 22
。《周易》所体现的天 、地 、人一体的有机

自然观渗透到了后世各种哲学思想当中 。

道家生态思想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宝库。道家

崇尚自然 ,超越世俗功利 ,主张返璞归真 、混沌无

为 ,向往人与动植物和谐共处的生态境界 ,是一种

自然生态观 。道家崇尚的“道” ,就是自然界自身

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

法自然 。”(第二十五章)《老子》首先提出“道法自

然”和“辅万物之自然”的观点 ,含有深刻的生态思

想。这所谓自然 ,就是天然自成的生态 。老子将

“道 、天 、地 、人”合称为“四大” :“域中有四大 ,而人

居其一焉。”他认为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因此强

调人取法自然 ,复归自然 ,融入自然 ,而不是违背

自然 ,不应叫自然为我所用。在道家哲学中 ,最核

心的思想是“无为”。长期以来 ,人们都把它理解

成“无所作为” ,这完全是误解 。《老子》说:“治人

事天莫若啬。”(第五十九章)意思是管理社会和对

待自然最好是像种庄稼那样因势利导。道家倾心

自然 ,关切生态 ,明显表现出一种自然生态观 ,给

人深刻启示。

儒家思想也是重要的生态资源 。儒家学说是

一种伦理世界观 ,是一种重视现世 、积极入世 、强

调社会有序性的学说。它主张有等级的泛爱 ,高

扬仁义 ,以人为本 ,以生为荣 ,其理想是建立一种

和睦相处的人伦生态环境。实际上 ,不仅道家持

“无为”观念 ,而且儒家也持“无为”观念 。据《礼记

·哀公问第二十四》记载 ,鲁哀公问孔子关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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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什么是天道 ? 什么是应该注意的最可贵

的东西? 孔子回答说:“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

从而不已也 ,是天道也;不闭其久 ,是天道也;无为

而物成 ,是天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还用

《揠苗助长》这则著名的寓言来阐明“无为”的道

理。从“无为”观念出发 , 《中庸》主张“赞天地之化

育” 、“与天地参” 。就是说 ,人对万物的作用是调

整 、引导 ,而不是粗暴干涉。《孟子·尽心上》进一

步提出:“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从而构成了

以“亲亲”为核心的生态伦理三级模式 ,提倡把人

类之爱由近及远地扩展 ,并把人类之爱扩展到对

自然物之爱。

另外 ,儒家还主张“天人合一”说 。西汉董仲

舒提出“天人感应”说 , “天地人 ,万物之本也。天

生之 ,地养之 ,人成之。 ……三者相为手足 ,不可

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这种主张是有可

取之处的 。宋代名儒程颢把董仲舒的思想演化为

著名的“天人合一”说 ,认为:“学者须先识仁。仁

者浑然与物同体 。”(《识仁篇》 , 《遗书》卷二)。儒

家理学大师朱熹把“仁”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 ,

他给“仁”的定义是“心之德而爱之理” ,在天地则

为“ 然生物之心” ,在人则为“温然利人爱物之

心” 。(《文集·仁说》)这就从根本上把爱人与爱护

自然统一了起来 。儒家的这种伦理生态观 ,对于

中国作家精神生态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二 ,生态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

有生态意识 ,中国文化重生 、贵和 、富有诗意。所

谓重生 ,就是指以生命为重 ,不仅注重人生 ,也珍

惜自然界的生命 。古老的《周易》说:“天地之大德

曰生 。”这个“生”就含有生命 、生存和生态等意思 ,

“生生之为易”。荀子曰:“礼有三本:大地者 ,生之

本也;先祖者 ,类之本也;君师者 ,治之本也……。

故礼 ,上事天 ,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

本也 。”(《荀子·礼论》)这就要求 ,人不仅应以“礼”

(道德)待人 ,亦要以“礼”(道德)对待天地间的自

然物 ,尊重自然 ,敬畏生命;既然天人合一 ,人我一

体 ,人要珍视自己的生命 ,亦应推己及人 ,珍视他

人 、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 。人文化成 、陶冶情

操 、提升德性 、“厚德载物” 、“爱惜物命” ,是古人必

备素质 。贵和 ,以和为贵 ,不仅注重人伦和谐 ,也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里的“和” ,也就是中国

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生命化成为的“和合”

文化。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 , 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 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

而》)。而管子 、墨子 、荀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

合”的概念 。如管子“蓄之以道 ,则民和;养之以

德 ,则民合 。和合故能习 ,习故能偕 ,偕习以悉 ,莫

之能伤也”(《管子集校》第 12)。墨子认为天下不

安的原因是“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 , 皆有离散之

心 ,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荀子也认

为:“故人欢欣和合之时 ,则忠臣教子亦革离诡而

有所至矣 。”(《荀子》)。在这里 ,“和”为和谐 、和睦

与和平;“合”的意思为合作 、结合与联合 , “和合”

代表着不同质的要素联系构成的整体系统。这种

“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 。

其三 ,生态经济思想。在“天—地—人”一体

的有机自然观的指导下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许

多精彩的生态经济思想。春秋时候 ,《管子·八观》

提出:“山泽虽广 ,草木毋禁;壤地虽肥 ,桑麻毋数;

荐草虽多 ,六畜有征” ,结果将“闭货之门”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说:“数罟不入 池 ,鱼鳖不可胜

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林木不可胜用也。”《吕氏

春秋·义尝》说:“竭泽而渔 ,岂不获得 ,而明年无

鱼;焚薮而田 ,岂不获得 ,而明年无兽 。”明清之际

的学者孙兰甚至提出了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思

想。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如果人们在经济

活动中破坏了万物的协和 ,则“鲜不为患”
 23
。

以上所分析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话语资源 ,

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瑰宝 ,有待于我们去发

掘 、整理和辨析 。在当前生态女性批评构建之时 ,

不失时机地开发本土资源激活 、中国生态话语显

然具有重要意义。

四 、在人类前沿问题上同步思考
并发出东方的声音

　　人类在经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以后 ,如今正

在进入后现代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西方的现

代话语中心之一和男权中心已经受到了中西思想

家的质疑批评 ,一个更为健康和平等 、更富有人性

和对精神生活拓展更有兴趣的生活模式正在形

成。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 , 21世纪是生态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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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兴起的世纪 ,更是人类对自己文化身份

和灵肉关系更为清醒地加以区分和重塑身份认同

的时代。

当今世界 ,女权主义已经使得女性的声音不

再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声音 ,如何在女权主义浪潮

之后 ,重新清理女性作家和批评家薄弱的“生态意

识” ,对作家的“精神生态”加以更多地关注 ,成为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重要维度。如今 ,

中国思想界与西方思想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不少

有意义的共同关心的话题成为中西思想界几乎同

步思考的对象。在西方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尚未

成熟的时候 ,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家应抓住此机遇 ,

通过女性文学的精神生态和文学批评生态的话语

资源两个方面切入问题的实质 ,强调在 21世纪的

全球化时代 ,人类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命运 ,

东西方文学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

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逐渐被人们认可的今天 ,大

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学批评。从而在这一前

沿问题上留下中国学者的思考和东方女性的声

音 ,就有可能实现双重超越———超越自己的文化

遗产 、超越西方 ,真正走到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为

人类的精神平衡 、灵肉平衡 ,以及东西方对话的思

想平衡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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