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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视野下的$老人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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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于$()$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E

年美国普利策奖和$()#年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塑造的#硬汉$精神广受人
们追崇和歌颂!随着!"世纪生态批评主义理论的发展!+老人与海,中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矛盾
观也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塑造了代表自己矛盾生态观的#硬汉$圣
地亚哥!作品中独特的意象和主人公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共同向读者传达出海明威矛盾的生态
观念!并向人类发出警示!人类总以中心自居而破坏*侵占自然!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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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这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广
大读者的喜爱$更是连续两年获得文学大奖' 谈起
这部作品$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圣地亚哥这一
%硬汉&形象$因此关于*老人与海+人物形象的研究
不胜枚举$但随着!"世纪生态批评的发展$也有很
多人将目光转向了作品中的生态问题' 自人类诞
生于地球以来$人类就一直处于一个探索和创造的
过程$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在人们的心里占
据了主要位置'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生态环境受
到了人类的肆意破坏$人类自诩为世界中心$而自
然也在以另一种方式对人类展开报复55

当今世界物质经济高速发展$意识到生态问题
严重性的学者投入了生态文学的研究' 生态批评
理论于!"世纪末诞生并成熟于美国$由于成熟得比
较晚$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较短$也较不成
熟$所以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研究很少$有时甚至
连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也很难找到' !""J 年四川
师范大学的教授胡志红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
题研究的审批$对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进行了归纳
和整理$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的生态批
评研究$对笔者的创作也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

结合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关怀文学作品总能打开
新的视野$*老人与海+的生态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很

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是学
者们重点关注的方面$在研究中探讨人类与自然如
何和谐相处(探讨人类的精神危机等等' 对于这一
作品的生态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较多出现于各大高
校的学报和一些学术期刊上$较早关于*老人与海+

生态问题的研究是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温玉
华在*科技创新导报+上发表的$而近年来此类研究
主要集中于!"$E年至!"!$年$其中包括了为数不
多的几篇硕士论文' 但总体说来$虽然生态批评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但对于*老人与海+的此
类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甚至隔两至三年才会出现一
篇$并且对于*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研究$重点始
终围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当然$人与自然的关
系确实是一个核心环节$但笔者关注到近年来有的
学者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大环境下探究其本质问题$

从总到分$另辟蹊径$关注到人的心理(思想对人的
统治(性别(殖民问题等' 在选取参考文献时$笔者
比较关注对*老人与海+生态批评的较为特别的(具
有创新性的文章$但总体还是以生态危机和人与自
然的矛盾研究为主' 笔者会以前面学者已取得的
研究成果为切入和参考$深度挖掘作品主要人物的
形象和作品中的象征性意象来变相阐释*老人与
海+中的生态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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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批评理论下的%老人形象&

生态批评是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与
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化
危机的综合回应' 生态批评于!"世纪J"年代发轫
于美国$成熟于!"世纪("年代中期' 作为一个批
评理论体系$生态批评的内容庞杂(体系开放$兼有
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性质' 生态文学则是以生
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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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寻生态危
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 生态文学把人与自然作为
一个整体来认识$与之相对的是环境文学' 环境文
学以人类为中心$环境文学的理论基础是人类中心
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的价值论$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放在中心地位' 随着
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出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
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局面' 生态批评是当代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有大
量描写和赞颂人类的文学$自然也就有歌唱生态的
文学$并且在现代文学中生态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引
人关注$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文学自然受到消解和
排挤' 生态文学与单纯描写自然的文学是有区别
的$它不再以人类为中心$而是把人类作为自然的
一部分来看待' 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探寻
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具有文明批判的特点' 生态
思想家沃斯特曾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
态危机$起因不在于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
文化系统' 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
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文学常常在作
品中寄托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
类的未来$具有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的特点$因此$

生态批评具有非常明显的跨学科性' 生态文学批
判征服(统治自然的行为$质疑人类干扰自然进程(

征服自然的权利$呼吁全球人类给世界留下一片净
土$不要去打扰或践踏' *圣经/创世纪+便可以算
作是最早的人类中心主义作品$基督教教义把人当
作自然的中心的观念一直统治着西方人类的思想'

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
上的一切物质都应该为人类服务$而生态文学正是
要揭示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可怕恶果' 人类的工业
革命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科
技的迅速发展也很可能在某一天给自然和人类带
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出现了一些诸如*弗兰肯斯

坦+的科幻作品$这警示人类试图征服和统治自然
是没有好结果的' 除了对工业化的批判$生态文学
还关注到了对人类的欲望批判' 人类的欲望是无
限膨胀的$当自己狭隘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
渴望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人类不应该为了一己私
欲无底线地破坏自然' *老人与海+中老人的形象
研究一直广受推崇$原因是海明威笔下塑造的圣地
亚哥这个人物执着(坚韧(无所畏惧$面对强大的对
手誓死也不放弃战斗' 作品中的这么一句话更是
让读者们铭记很久#%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
打败&$这句话总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情$也曾激励
着无数在前行中感到迷惘和恐惧的人们$生活或许
总是让我们受伤$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但我们要
坚信我们所受过的每一次伤$最后都会变成我们坚
韧的铠甲$我想圣地亚哥的形象在很多人心里一定
是如光一般的存在' 现在笔者将要深入剖析作品$

打破以往片面的认知$挖掘出圣地亚哥不一样的形
象' 一直以来圣地亚哥给人们留下的都是勇士般
坚韧的形象$但要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来剖析这
一人物形象$将会得到不一样的新的认知' 在*老
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是一个靠捕鱼为生的老渔夫$

但是经验丰富的他却连续*#天未捕到鱼$所以这样
看来他是一个失败的捕鱼人)在作品中$圣地亚哥
总是喃喃自语$唯一一直陪伴着他的是他的小徒弟
马诺林$但圣地亚哥有时又显得与人类世界格格不
入$他总是不形于色$独立坚韧$给人留下一种%硬
汉&形象$可他沉浸于孤独中时却又害怕孤独$因此
他是一个精神上的%硬汉&$孤独的失败者' 圣地亚
哥一直以来被人认为是追求成功的勇者的象征$为
什么会说他是一个失败的捕鱼人呢. *老人与海+

这部作品其实已经给出了所有答案' 圣地亚哥在
居住的岛上一直以捕鱼为生$从年轻到年老$他几
乎是把一生奉献给了海洋$他优秀精湛的捕鱼技术
也让人羡慕和钦佩$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
先进的科学技术造就了精良改装过的捕鱼设备$新
一代的年轻人利用新科技设备捕获了很多的鱼'

在工业文明这样的冲击下$圣地亚哥依然不改当
初$延续着自身传统的捕鱼技巧$用自制工具捕鱼$

这必然会使他的传统观念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他
再也捕不到鱼了$工业化是大势所趋$圣地亚哥恪
守自己传统的捕鱼观念自然只会被淘汰$鱼都进入
了科技的渔网里$传统的鱼叉很难再有收获' 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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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天都捕不到鱼的情况下$圣地亚哥决定独自驾
船出航$去深海捕鱼$因此有了后面他与鲨鱼的搏
斗' 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捕获
到的大马林鱼也只剩下一架白骨' 于马林鱼而言$

圣地亚哥是胜利者$因为他凭借着自己过硬的捕鱼
技术捕获了这条大鱼)于鲨鱼而言$圣地亚哥也是
胜利的一方$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胜利品不惜以
死相搏$刺杀了凶猛的海洋怪兽鲨鱼)但是于圣地
亚哥自身来看$他却是个失败者$他不愿接受现代
科技的同化$固执地坚守老套的捕鱼技术$在新科
技的冲击下$他被迫进入深海领域$这本不是人该
到达的领域$但他只身前往并且残忍杀害了海洋生
物$最终只能得到来自海洋的报复' 水是生命之
源$所以海洋也象征生命之水$自私的人类想要试
图疯狂地掠夺海洋资源必然会遭到其反噬' 人类
并不关心自然$欲望只会促使他们扼杀掉自己人的
灵魂和美好天性' 圣地亚哥尚且对自然抱有一丝
敬畏之情$所以大自然也只是夺走他所谓的战利品
以警示他$妄想征服和统治自然只会招致可怕的恶
果'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历尽苦难得到的鱼最后只
剩下鱼骨便是最好的警示' 圣地亚哥迫切想要通
过捕到鱼来证明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可
是最后鱼并没有真正属于他$这对于他来说便是最大
的失败'

圣地亚哥的%硬汉&形象塑造得太刻骨铭心了$

所以给这人物也蒙上了一层面纱$笔者认为这并不
是完整的真正的他' 圣地亚哥过于暴露自己的%硬
汉子&形象了$不管是从外貌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

都着意展现他令人折服的坚硬$但是人并非草木$

即使在身体周围筑起了铜墙铁壁$那颗心也还是柔
软的' 任何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勇敢与怯懦(坚韧
与柔软是相伴而生的' 在圣地亚哥的外貌描写中
似乎也很难准确窥测到弱者的气息#%老人消瘦憔
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 腮帮上有些褐斑$那
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
变' 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
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勒得很深的伤疤' 但是这些
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 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
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
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
洋而不服输'&作品一开头对圣地亚哥的描写就给

人留下了神秘感$他身上古老的伤疤$海面反光所
致的褐斑$还有那双海蓝色的眼睛$他身上散发出
历尽沧桑的神秘感$但这绝不是示弱' 在描写圣地
亚哥和鲨鱼的搏斗中$海明威更是将圣地亚哥的
%硬汉&形象一刻到底$几天几夜的海上争夺战$他
不曾放弃战斗$就算只剩下半条命他也得抓牢自己
的战利品$往往是这样激烈的劲头过后更令人产生
深思#圣地亚哥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他想证明自
己. 维护自己的荣誉. 前面提到$工业化的冲击迫
使他进入深海$他不愿接受新科技却因新科技而踏
足自然的领域$无论如何他还是没能坚持自我' 在
海上的漫漫长夜$圣地亚哥总是能梦到%狮子&$因
为它象征着圣地亚哥的青春$青春自然是充满着生
机与活力的$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虽然一直咬牙坚
持$但是心中还是会怀念以前那个坚挺的自己' 这
里不得不提到作品中的一个小男孩马诺林$马诺林
自五岁就跟随着圣地亚哥学习捕鱼$他对圣地亚哥
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值得注意的是圣地亚哥喜欢
自言自语$在出海时他便自言自语道#%要是他在就
好了'&圣地亚哥其实内心很渴望马诺林的陪伴$自
妻子去世后他便是独自一人$而马诺林多年的陪伴
也温暖着他' 圣地亚哥带着马诺林回到自己的屋
子时海明威描写到了他的妻子$因为怕看到妻子的
相片会感到孤独$所以他把相片放在了一件干净的
衬衫下$其实这样的圣地亚哥真的很需要情感的陪
伴$不管是对着马林鱼还是大海$抑或是游过的金
枪鱼$他都情不自禁地想要沟通交流' 孤独是人间
的常态$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很独立$但并不意味着
独立的人就不会感到孤独' 圣地亚哥是在工业文
明的冲击下踏入深海的$他并非一开始就愿意涉足
自然领域' 科技的发展使得他捕不到鱼$没有鱼便
没有生存的基础$他独自前往深海捕鱼$以为可以
挽回作为一个老渔夫的荣誉$可最后马林鱼只剩下
一架白骨$意味着他并没有捕到鱼' 现代科技的冲
击使得他捕不到能吃饱的鱼$自然的报复使得他捕
不回能挽回骄傲的鱼$圣地亚哥不愿随波逐流$却
又一直被科技浪潮推着走$最终他只能成为一个失
败的孤独的捕鱼人$他找不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通
道$也融入不进科技高速发展的人类世界$因此这
一形象具有边缘性$他没有得到两边世界的完全接
纳$渴望认可但又得不到实现这个认可的%鱼&'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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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威在刻画圣地亚哥这个人物形象时一直给人一
种%硬汉&的坚韧感$不光是圣地亚哥神秘且有故事
感的外貌$还有他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和面对困境
时不折不挠的拼劲' 在他自己看来$自己也该是这
么一个硬汉子$他不愿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脆
弱$于是为了避免怀念感伤$他把妻子的相片藏了
起来' 不服输的硬汉精神不止表现在与鲨鱼和马
林鱼的搏斗和纠缠中$他不甘愿在新科技的冲击下
摇尾乞怜$拒绝了马诺林的跟随独自前往深海捕
鱼$精神上的坚硬使他乘风破浪(无所畏惧$骨子里
的骄傲使他面对凶猛的鲨鱼也誓死搏斗' 在困乏
之际他总是会梦到青春活力的狮子$也偶尔会想要
是马诺林陪着他就好了' 正是这样一个形象多元(

感情复杂的老渔夫深深唤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他
是人类的象征$我们无法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可以
改变自己' 在随波逐流的世界里$我们不该忘记证
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经济的高速
发展也造成了人类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危机$新科技
代替了手工制品$我们很难不思考到一点#人类又
将被何物取代. 科技的发展使人变得冷漠$人与人
逐渐疏远$面对这种无法控制的陌生感$人类又该
如何自处.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给出了回答#保
持独立且强大的人格和精神$张扬自我$证明自己$

而不是沦为科技的奴隶$即使遍体鳞伤$但是精神
永远不败'

二#生态理论视野下(老人与海)中的意象
*老人与海+中出现了许多的意象$且这类意象

具有生态意味的象征意义' 这部作品的题材本身
就具有独特的生态文学色彩$圣地亚哥因为科技的
冲击被迫涉足深海$但科技也不是唯一的驱动因
素$还有圣地亚哥自身难以得到满足的欲望$他渴
望证明自己$拾得荣誉$欲望的膨胀使他的航行充
满了血腥味$他明明也流露出对自然的温柔$但是
目标不会改变$他还是会杀了幻想$回到现实' 海
明威在作品中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也使得作品的
内涵更加深邃'

水是生命之源$万水汇于海$海便是生命的源
头$象征着整个自然' 捕鱼人总是把渴望满足欲望
的目光洒向大海$认为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
了捕获更多的鱼$淘汰了旧式的工具$使得捕鱼效
率大大提升$而当浅海抓不到鱼时$便有人类无所

畏惧地前往深海' 被人类为中心的思想统治太久$

人类只会在乎得到的太少$而不会反思侵略的程度
太深' 在作品中$大海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库$

人类总是想法设法地从这个资源库中暴力谋取利
益' 海洋孕育了生命和文明$人类不择手段地侵占
只会结下恶果$欲望的膨胀只会扼杀掉人类的灵魂
和美好天性$无限地掠夺大海(掠夺自然是野蛮的
行为$无所节制的话人类只会亲手毁了漫长岁月建
立起来的文明' 关于大海的象征意义$还值得关注
的一点是$海明威对大海的女性化描写' 作品中圣
地亚哥每想到海洋$老是称她为%R@Z@9&$这是人们
对海洋抱着好感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称呼$他形容
海洋总是用第三人称的%她&$可以说大海除了象征
生命和自然外还象征着女性和母亲' 圣地亚哥形
容大海是美丽的$他总是温柔地赞美大海$或许因
为大海给他以母亲或者妻子般的亲和感$大海和人
类母亲一样孕育生命$大海和女性一样温柔似水$

当人类疯狂地渴望征服大海时$也很难不令人想到
一些男性对母亲的掠夺和压榨(对女性的奴役和践
踏' 由大海孕育而生的马林鱼和鲨鱼在作品中也
有不同的象征意义$马林鱼体积庞大$生性凶猛$它
是丰富的资源的象征$而对于圣地亚哥来说$它也
是困难和荣誉的象征' 圣地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满
足生存需要和虚荣心$只身前往深海$抓到马林鱼
后就像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竹$因为马林鱼对于
他来说不只是一条大鱼$抓住它也就抓住了荣誉$

征服它也就征服了困难' 圣地亚哥需要马林鱼作
为肯定自我的介质$他不愿放弃马林鱼$因为他迫
切需要生存$他有对胜利的坚定渴望$不愿放弃胜
利' 传统观念被现代化的革命冲击得支离破碎$那
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在这样的冲击下必然会
无所适从$得不到认可和归属$进而引发自身的精
神危机$马林鱼就是这类人认为可以得到认可和归
属的凭据$所以得到它显得无比重要' 鲨鱼是海洋
生物中十分凶猛的一种$它有锋利的锯齿$若被咬
住能轻易置人于死地' 鲨鱼是圣地亚哥获得胜利
的绊脚石$圣地亚哥在带着马林鱼返回的途中$遇
到了鲨鱼的凶猛进攻$在和鲨鱼的搏斗中$圣地亚
哥也受了严重的伤$而他捕到的马林鱼也被鲨鱼撕
咬得只剩一架白骨' 最后$虽然圣地亚哥战胜了鲨
鱼$但是他自己也得不偿失' 如果说马林鱼是困难

J#



!"!#年第$!期!总第$!期"第$卷 教育科学文献 %&&'# !()*

+

!*(,

的象征$那鲨鱼就是巨大挫折的象征$这个挫折就
是无力反抗的黑暗力量$试图与它抵抗只会使自己
也受到重创' 在*老人与海+中$鲨鱼不仅重创了圣
地亚哥$还夺走了他视为生存食粮和荣誉(自我价
值的马林鱼$由此可见$鲨鱼的力量不仅能夺走他
的生命还能削弱他的精神意志' 结合海明威的经
历分析$海明威参加过战争$具有浓厚的反战情绪$

所以鲨鱼也象征着当时美国黑暗的社会势力和可
怕的战争' 在强大的黑暗现实面前$人往往是弱小
的(没有自由的$贸然反抗只能剩下一堆白骨' 狮
子这一意象多次在圣地亚哥的梦境中出现$一共出
现过五次$和其他的意象相比尤为独特$因此为作
品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对丰富人物的心理历程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 狮子的出现源于圣地亚哥内心
的焦虑和不安$狮子是百兽之王$象征着力量(权
威(勇气$海明威在圣地亚哥出海前两次提到狮子
其实是在暗示人物的心理变化$为什么圣地亚哥会
梦到狮子呢. 圣地亚哥曾回忆#%那时的冠军圣地
亚哥$年轻有为$力大无比$与渔码头上最强壮的黑
人比手劲$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战胜了对手$他确
信$只要他很想击败谁$就能击败谁'&年轻时的圣
地亚哥可谓是真正的硬汉$那时还有强健的体魄$

可岁月不饶人$现在的圣地亚哥已经上年纪了$有
些事情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在出海前他需
要狮子$或者说他需要情绪的肯定和安慰$他渴望
狮子能给他勇气$给他坚定的能够向世人证明自己
的勇气' 后来在海上与大马林鱼周旋的时候$圣地
亚哥两次梦到狮子$因为这时候的他困倦(乏累$几
天几夜的相持$他也许开始担心自己衰老的身体支
撑不住$正是在这样焦虑困倦的内心斗争中$圣地
亚哥梦到了狮子$他渴望从狮子身上回想起多年前
的冠军圣地亚哥$渴望从狮子身上汲取力量和勇
气' 狮子是成功的象征$是自我的象征$哪怕是在
圣地亚哥对未来的展望中也还是有狮子$狮子是自
然界中霸主般的存在$而作为人类的圣地亚哥却总
是得靠自然界的狮子来排解压力$获得勇气$由此
可以看出海明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人在陷入
精神危机的时候如何自救. 寄情于自然方能自救'

三#海明威矛盾的自然观
海明威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态度是矛

盾的$西方中心主义统治西方人的思想太久了$这

也是一些作家在作品中会有矛盾的生态观的根源$

他们无法做到非黑即白$因此常常陷入矛盾的思考
中' 海明威在塑造圣地亚哥这个人物时$可以说较
好地寄托了自己的矛盾的自然观' 在*老人与海+

中$圣地亚哥一方面赞美大海$一方面又贬低海洋
生物水母)一方面赞美大鱼有能耐$比人类高尚$一
方面又想法设法杀死大鱼)一方面觉得自己捕杀鱼
是一种罪过$一方面又寻思着把鱼卖了换取食物'

圣地亚哥一直处于这种矛盾的心理斗争中$在出海
的过程中$他的自然观也在慢慢发生改变$一开始
捕不到鱼$他便把目标转向深海$他认为深海能捕
到既能养活自己$又能证明自己的大鱼' 在海上航
行的过程中$他既赞美和怜悯自然$又不得已破坏
自然$最后他带着一副马林鱼白骨回家$说了这样
一句话#%只怪我出海太远'&由此可以看出圣地亚
哥意识到了自己涉足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域$贸然杀
戮海洋生物$剩下的白骨是海洋对自己的警示和报
复$况且在出海的过程中圣地亚哥忘记了自己的初
心$到最后把自己的真善美也毁了' 圣地亚哥对待
自然的矛盾性$是海明威矛盾观的展现#海明威身
处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况且西方以人类中心主义
自居已久$海明威的矛盾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人的矛
盾' 随着科技发展给人类也带来伤害$工业污染(

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等外在的污染给人的精神安
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人类一方面开始反思自身对
生态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很难完全挣脱人类中心论
的束缚$因此造就了诸如海明威一般的矛盾生态观'

仔细阅读*老人与海+会发现$在海明威的笔
下$大海是温柔的$是能让人找到自己的存在的'

他常常赞美大海中的生物$但他的心里就像住了天
使和魔鬼$当悲悯的心思一出现便会被撒旦扼杀'

圣地亚哥承载了海明威的矛盾心理$他无法归类自
己$既不是完全站在人类的一边$也不是完全站在
自然的一边$在*老人与海+的世界里$圣地亚哥就
是边缘人类般的存在' 圣地亚哥最后的失败说明$

人类企图通过征服自然和主宰万物来实现自我的
价值和伟力就意味着脱离了自然$站在了自然的对
立面$成为自然的敌人$必然遭到自然的惩罚' 人
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收到自然的馈赠' 在麦
尔维尔的*白鲸+中$埃哈伯船长一心想要征服大
海$圣地亚哥式的矛盾并没有在他身上体现$这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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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让人思考$埃哈伯船长最后葬身大海的结局与
他的不知悔改有关$他没有以自然的角度思考$更
多地是以他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观自居' 海明威
在*老人与海+中塑造的结局反映了他矛盾的自然
观统一的过程$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在矛盾中上
升$在上升中螺旋前进$圣地亚哥也是通过一系列
的心理斗争和航海遭遇明白自己%出海太远&' 海
明威在作品中对人类发出了呼吁#人类一味地掠夺
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我们
应该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结语
*老人与海+这部作品所反映的人与自然观对

后世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这部作品不仅塑造了硬
汉圣地亚哥这么一个复杂矛盾的人物$还安排了别
具深意的意象$通过圣地亚哥的航海捕鱼故事$批
判了工业化对自然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造成的冲
击和破坏$批判了人类无止境的欲望' 通过圣地亚
哥这一形象表达了作者自身矛盾的生态观$我们应
当从中获得警示和教训$不要总以人类为中心而自
居$世界是整个自然与人类的家园$除了人类$还有
生态圈$人类要尊重自然$肆意地掠夺自然只会遭

到自然的报应$只有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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