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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暮鸟语$!

克隆叙事与科学选择的生态伦理启示
!

郭
!

雯

摘
!

要!科幻小说#迟暮鸟语$将故事背景置于生态系统毁灭后的末日时代%萨姆纳一家

为了拯救人类开始进行克隆人实验%以促进人口增长&然而%千人一面的克隆人不仅破坏

了生物多样性%而且颠覆了传统家庭伦理%缺乏创造力'想象力'认知力等人性特征&小说

围绕克隆人伦理道德的丧失'生态退化'个体身份诉求等主题%探讨了人类科学选择的潜

在伦理问题&小说揭示出!人类必须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维护人性尊严%否则%任何违背

自然规律和理性意志的科学选择必将导致生态系统恶性循环%甚至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

关键词!#迟暮鸟语$(克隆人(科学选择(生态伦理

随着
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兴起%克隆人逐渐成为科

幻小说的一大题材&克隆人是指依靠体细胞核移植技术诞生的人%即无性繁殖的人&美

国女作家凯特*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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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了
!255

年雨果奖最佳小说奖&该小说的题目源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中的一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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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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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意思是)荒芜的歌场%曾是鸟儿

啁啾的地方+&这一荒凉的意象正是人类遭遇生态危机后奄奄一息的写照&为了拯救物

种%人类开始制造克隆人%然而克隆人的出现却使人类进入了另一个生态伦理困境&克隆

人千人一面%代际之间可以发生乱伦%女性沦为生育工具(更可怕的是%克隆人失去了宝贵

的人性%只能依靠上世纪祖辈留下的科技信息与资源生存%活着成了其存在唯一的意义&

此时%年轻的一代人急需恢复传统伦理秩序%他们带领克隆人走上重建生态家园的道路&

作者为何塑造与人类外形相似%却又难以确定其人类身份的克隆人形象, 克隆叙事

的目的何在,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视角多样%并且主要集中于西方学界&费丽拉在她的克

隆人科幻文学专著中以本雅明的)光晕说+和鲍德里亚的)类像说+%批判了打破自然规律

的克隆人%指出只有重建人类社会才能避免伦理恐慌&

!霍夫曼认为威廉将克隆题材聚焦

于社会问题而非道德启示%)未来由科学家统治的社会令人恐惧+

"

&威廉姆斯以乌托邦

中的家庭与婚姻关系探讨小说中)人人属于彼此+的观念%认为)人造子宫是达到平等的手

段+

%

&巴尔也将人工生殖作为推理性小说的母题%指出这种技术以)女性作为生育者%可

满足同性伴侣想要孩子的愿望+%然而史蒂文斯认为)这种母题作为小说的隐喻%与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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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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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迟暮鸟语$!克隆叙事与科学选择的生态伦理启示

女权斗争者所采取的技术并不相同+

!

&无论是女性主义视角%或是乌托邦的社会与政治隐喻%小说作

为典型的)软科幻+%在科技外壳之下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和谐生态与伦理秩序的维护&笔者以

)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重点以克隆人的身份和群体伦理异化为出发点%探索小说在自然生

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维度中的生态伦理思考与人文关怀&

一'克隆人!科学选择的伦理困惑

人类正在经历)科学选择+阶段&从宏观上看%)科学选择+是人类选择的一种过程和状态%符合人类

文明进程的逻辑发展(从微观上看%它是人类面对科学技术时做出的具体选择行为"

&#迟暮鸟语$描写

的正是人类做出的科学选择与后果&小说开篇便描写了全球性的灾难场景!污染扩散'核实验'核泄漏'

人口增长率为零'全球四分之一的地区陷入饥荒与瘟疫'无法净化饮用水'植物枯萎'大气层被破坏'全

球经济陷入谷底&生态环境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人类每一次的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影

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对自然的肆意开采破坏了自然生态%使人类饱受痛苦%仅存的萨姆纳-

[-C

L

);8

.一家感叹道!)我们改变了我们头顶上大气层的光化反应%却无法适应其增强的放射性%以至于无法

生存+

%

&于是%他们肩负起用科学改变人类命运的使命%选择了一片未被摧毁'与世隔绝的山谷%进行

人与动物的克隆&萨姆纳家族成员'第一代基因贡献者戴维-

7D:+F

.致力于克隆人研究%希冀通过克隆

人交配繁衍后代&可见%科学选择具有双向性%人类主动地认知科学'运用技术(同时%克隆人是被选择

的产物%是被动的科学选择的结果&

工具理性正在被异化%自诩为地球主人的人类开始成为被改造的客体&克隆人的身份由代号作为

标记%从某种意义来说%每一代都是一个人%其由分割的细胞与碎片构成%而这种科学选择的结果随着

)戴
L

1

%克
L

1

%西
L

1

%沃
L

1

+的出现%注定带来新型生态灾难和伦理困境&戴维看见)戴
L

2

%他自己66

他转过身%沉思着这些男孩的未来&都是同样的年龄&叔伯%父亲%祖父%全都是一个年龄&他开始觉得

头疼了+&)头疼+表明他意识到科学选择的隐患!人类可以选择生物科学进行基因复制%甚至可以脱离

)原作+%对)摹本+进行重复叠加&当爱人西莉亚的克隆人出现在戴维面前时%他顿时出现幻觉!他把西

莉亚
L

3

当作妻子%西
L

1

和西
L

4

当作双胞胎女儿%)每次看到她时%眼中的影像总是西莉亚%这一点让他

心口隐隐作痛+&幻觉和痛苦源于相似性带来的身份困惑与伦理混乱&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后%又肆意更

改了进化历程%改写了自然规律%动摇了人类的根基&一个个)摹本+之间消解了生物差异性%人沦为复

制技术之下的)类像+&

千篇一律的科学选择产物使小说弥漫着恐怖感和怪异感%产生了)暗恐+效果&

&)暗恐+虽然最早

是心理分析的术语%但是如今已被运用于文学'艺术'建筑'文化等领域%表示似曾相识'熟悉而陌生'或

者不确定性引发的恐怖或怪异感&克隆人的脸庞)既熟悉又陌生%既了如指掌又难以捉摸+%这一描写透

露了戴维的心理)暗恐+%身份不明的克隆人群体加强了他的伦理困惑!这一个个一模一样的克隆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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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迟暮鸟语$的女性主义的论述进行批评%发表

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科学选择的概念%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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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聂珍钊教授指出%人类已经完成

了两次选择%即第一次的)自然选择+-)生物性选择+.和第二次的)伦理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选择即)科学选择+&科学选

择主要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它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科学对人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三是

人应该如何处理同科学之间的关系+&

凯特*威廉!#迟暮鸟语$%李克勤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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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恐+-

-)(D))

P

.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关键词是)重复+-

8;

E

;>+>+@)

.')复影+-

F@-O<;

.和)压抑的复现+-

8;(-88;)(;@\>.;8;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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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德语原文是)

-).;+C<+(.

+%基本意义表示陌生的'非家的'令人不适的'令人害怕的%但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即本应隐

秘的东西却显露出来%朝着)熟悉的+意思发展&因此%它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反义词!)

.;+C<+(.

+表示熟悉的'友好的'似家的'舒

适的%同时也表示隐秘而不为人知的&)暗恐+本身就是一个语义含混的词语%)暗恐属于恐惧的一个种类%会回到以前认识的某

事%回到早已熟悉的事物+&本文目前主要引用国内通用译法%即童明教授翻译的)暗恐+&关于)暗恐+译法可能存在争议%笔者

认为)暗+字旨在突出
-)(D))

P

词义中)隐秘的+')压抑的+')秘密的+意思%但
-)(D))

P

绝非仅表示)恐惧+&另外%关于)双重性+

-

F@-O<;

.的翻译还参考了童明教授的译法)复影+%参见童明!#暗恐"非家幻觉$%载#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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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这群人个个都是你%不同生长阶段的你&这种感觉真有点人+&人类一直对另一个自己抱有某

种恐惧心理%它重复了死亡母题%增强了恐怖感&小说中希尔达当初)用绳子勒死了那个一天比一天更

像她的小女孩+%实际上杀死了令自己恐惧的)复影+%因为)复影+导致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当叔父沃

尔特的克隆体沃
L

1

说话时%)这个声音实在太像沃尔特%戴维不觉心中一凛%泛起一股寒意&也许是恐

惧+&可见%恐惧和不安取代了戴维以前平静的生活%他触景生情%以往属于自然人的文明象征///浆

果'黑莓'焰火'古老的国庆节都历历在目&然而人类与大自然相处和谐%万事万物都遵循自然规律的平

衡被打破%如今突破常规的克隆人与自然界格格不入&

除了生理上的相似以外%克隆人群体的心理也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失去属于自己的个性///

也就是形成自我的特性&)心灵感应+在小说第一部分的
^

代克隆人中已经展露无遗%而在第二部分的

第二代克隆人群体描写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大家可以共同感受到一个人的欢乐'疼痛或恐惧&主人

公茉莉在未出现自我意识之前%曾经感叹从前那些世纪的人类会)因为孤独而发疯&他们从来没有体会

过兄弟姐妹像一个人时所带来的安慰!同样的想法%同样的心愿'欲望和欢乐+&可是她逐渐发现无法区

分的整体%)一模一样%完全是一个东西+&齐泽克认为)真正的焦虑并非由于身体的复影%而是对独特灵

魂的复制+

!

%当人类的外形与心理一模一样时%不仅形成完美世界的多样性彻底消失%而且个体将困惑

于何为个性%为何要有个性%如何构成个性&

作者将多样性的覆灭用一种幽默与讽刺的笔法表达出来&当被选出的克隆人们踏上寻找信息的征

程后%其中两个克隆人由于脱离了群体%变得抑郁痛苦%甚至开始服用镇定剂等精神疾患的药品%因为

)丧失理智是对集体的威胁%同一支的兄弟姐妹们将感受到与患者相同的痛苦+&有学者曾对双胞胎进

行研究%认为除了基因相同以外%还有许多方面超出了生理性%包括性格'习惯和行为也会有许多相似

性"

&而克隆人群体的描写借用了现实中双胞胎的相似性%再经过加工变形%形成了科幻小说独到的'

异于人类常态的新奇性%让读者领悟到人类的多样性也是构成自然生态的一部分&

二'伦理混乱与人性的呐喊

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克隆人所遭遇的伦理困惑%主要体现在伦理身份模糊所造成的伦理混乱上(

而小说在呈现这一)客观+事实的同时%以克隆人的视角发出了对人性的呐喊&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

文认为%)对于虚构事迹的事实性报道所产生的效果是对抗一套常规体系///包含着呈现新的标准体系

的观点或世界景观&+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认为%每一个伦理环境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规则%而不同伦

理身份的人在他所处的伦理环境中也要按照其身份做出伦理选择&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克隆人群体

形成了自己的伦理环境%而新型伦理环境也有它自身的伦理规则和秩序&克隆人群体突出)集体主义+%

他们奉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政策%并且可以随意性交&他们厌恶个性'排斥并孤立与众不同的个体%

只要有人违反)集体主义+而一意孤行%就会被遣送至隔离区%不必在乎他的死活&传统的恋爱'家庭'婚

育'友谊都不被允许存在%而所谓的兄弟姐妹之情仅仅是为了维护基因的完美性%存活是唯一的目的&

可见%这些陌生化的夸张手法旨在彰显克隆人群体伦理的荒谬性&克隆人逐渐失去了传统的'人类独有

的伦理意识和善恶观念%在这个新型的伦理环境中%整个生态系统内部正在逐渐崩溃&

为了保证传宗接代%克隆人打破了人类原有的伦理禁忌%代际之间可以发生性乱!)他们奉行男女乱

交&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受鼓励的%因为无法预计他们中有多少人有生育能力%其中男性和女性各占多

大比例66乱交是最正常不过的%但仅限于他们之间+&克隆人群体脱离了家庭道德与责任的束缚%伦

理环境与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他们可以像牲口一样随意交配%并且认同这样的行为&乱伦本是

所有不道德行为中最严重的一种%乱伦禁忌也是社会规制的最初形式&然而%固定的父母在世界末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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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迟暮鸟语$!克隆叙事与科学选择的生态伦理启示

毫无意义%传统家庭不复存在%并且由于缺乏明确的伦理身份%对于克隆人来说并不存在自然人社会中

的乱伦&克隆人之间的交配仿佛又回到了原始社会的族内婚姻%这是历史的倒退&

作者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未来科学选择时代进行预见%对生态灾难之下的社会伦理进行观照&女性

克隆人沦为男性克隆人的玩偶和生育工具%女人只要不在经期%就可以被任何一个克隆群体中的男性交

媾%性爱与吃饭睡觉一样%是完全脱离灵与肉结合的兽性原欲&她们被强迫服用催眠药或兴奋剂%以形

成心理定势%接受作为生育者的伦理身份&如果怀孕%她们就会被送到生育者片区%并举行)哀悼逝者+

的聚会&于是%心理创伤不仅出现在老一辈身上%对于二代和三代克隆人'尤其女性克隆人也存在心理

问题&被隔离的生育者们离开了集体%)她们一辈子离不开药物%还要接受心理辅导%形成心理定势%这

样才能接受那种生活+&)服药+主要是对其心理与意识可产生麻醉作用%让其失去理智'无法进行伦理

选择&

由于缺乏伦理观念和伦理意识%曾经珍贵的理性'道德'创造力'精神'尊严等人性因子已不复存在&

克隆人群体改变了道德)向善+的传统意义%克隆人的道德只服务于自己的族群%而非普遍意义上的向善

与仁爱&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在自然人与克隆人同时遇到困境时%他们只救助克隆人&这种

狭隘的)集体主义+来源于人类的)科学选择+%不仅抹杀了个体的个性诉求%而且销毁了人类真善美的道

德观念%科技开始驾驭操纵人类伦理%并且改写了人的意义&当戴维与老辈们被克隆人群体排斥时%他

们已经预见到了克隆人不再是人!)克隆人7 并不完全是人类&克隆体+&)克隆体+实际上指出了被物

化的克隆人不仅改变了人的本体论%而且不再具有伦理属性这一根本特征&)他们中间仍然可以称为人

类的那一部分势必渐渐枯竭&他们要摧毁的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最宝贵的人

性%是把人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本质的东西%是人类几千年进化所得的文明成果&

可见%克隆人群体人性的消解主要体现在理性意志的退化上%价值理性随着工具理性膨胀而缺失%

这才是使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动摇的根源&叔父沃尔特临死之前对戴维呐喊道!)阻止他们%戴维&看在

上帝的份上%阻止他们7+这个呐喊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呐喊%是人类希望解救自己%阻止退化与消亡的潜

在危险&

原本为了挽救生态灾难的科学选择却带来了其他严重的问题!人性消解'传统的伦理观念荡然无

存'两性关系改变'人际关系破坏&生活的意义在于)交配+%依靠前人留下的科技就足以生存%不必懂得

如何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大自然'融入大自然&克隆人沦为被科技奴役的机器%他们缺乏幻想

能力与概括能力%)九岁或十岁以下的孩子们无法辨识线条画%无法写出哪怕最简单的故事%无法从个别

事例中总结出一般性规律'并运用到其他事例中去+&克隆人的精神危机使他们陷入对现有物质基础的

过度依赖%丧失了主体性和劳动力&这一致命缺陷印证了鲍德里亚对克隆技术的嘲讽%克隆人只是)一

个部分%他无须具备想象力再去生产自己%就像蚯蚓往往并不需要土壤+

!

&等待人类的不仅是自然生

态之网的破裂%还有人与人的社会之网以及人与自我的精神之网的破裂&

作者将个人的精神生态融入自然生态%关注科技'生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正如鲁枢元教授对)自然

生态圈+')社会生态圈+与)精神生态圈+

"三个层面的思考&克隆人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自然规律%使人

类变为造物主实践)人造人+%而且精神危机使生态问题上升到更为严重的伦理问题&人属于生态系统%

并被自然赋予灵性%通过发挥理性来改善自身和大自然%然而%自然与生态不仅包括资源%人的伦理'情

感'道德'信仰缺失会使人与自然陷入更为严峻的对抗中&对人性的回归%精神的追求%对自然的维护%

以及对)人+的重新认识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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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鲁枢元教授认为%精神生态

学主要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它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以及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

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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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根之旅的身份重构

世界末日并非地球的毁灭%而是人-

.-CD)

.不再是人-

E

;8/@)

.%没有创造力的人类注定会亲手摧毁

历史文明&不过小说并未刻画一个世纪末的图景%而是通过马克的寻根之旅与身份重构的过程%向读者

展示了一个克隆人与自然人所希望的未来&人类不仅是生物性躯体%而且是与他人维系的社会存在%更

应认识自我'从自我迷失中解救出来%重新获得伦理意识和精神世界&戴维曾经说过)高等动物必须以

交配繁殖的手段延续后代%否则便会灭绝&繁殖的能力潜伏在基因里%这东西有记忆%能自我修复+%这

句话为整部小说埋下伏笔&这里的)基因+是指整个人类的基因%)记忆+隐喻了人性的延续和历史的召

唤%)修复+预示着后代即将有克隆人个体逐渐脱离残酷的环境%找回遗失已久的一切自然的东西%包括

遵守自然规律'发现大自然的美好'找到自我的存在感以及恢复最宝贵的人性&

重建家园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一代的肩上%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活力的象征%克隆人即将踏上回归人

类的征程&第二代克隆人茉莉-

V@<<

P

.和巴恩-

H;)

.是少数拥有自我意识的克隆人%他们的孩子马克

-

VD8*

.身体里流淌着他们叛逆的血液%他的)根+来自人类遥远的过去%由一代代陌生人的基因转化而

来%)结果是%他不像河谷里的任何一个人+&克隆人虽是无根的产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父母%但是作为

)异类+的马克对于人生起源的困惑一直存在%他的探险之旅就是)寻根+的象征&)寻根+意味着回归%回

归绝非倒退%而是寻找人与自然最初的有机和谐的状态&沿途中那些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与残垣断壁为

他提供了)过去+的线索%寻找过去也就意味着寻找人类本真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的姓名本身就

是一个象征符号%具有特殊寓意%其英文-

VD8*

.包含痕迹'记号'目标等意义&马克从小生长在祖辈世

代居住的农场老宅里%这里的书籍记载着祖辈们关于生活的所有奇特的东西%而克隆人群体却不会触碰

它们&他喜欢从阅读中攫取精神的力量'获得对人性的认知&母亲茉莉凭借其艺术天分将所见所闻所

想全用绘画记录下来%这种用艺术来表达个体情感与生活体验的天赋也遗传给了马克%他热爱雕塑%擅

长捏泥人%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因子的光辉&

)寻根+之旅标志着具有伦理意识和自我精神的克隆人个体逐渐脱离没有意义的)类像+%开启了自

然人身份的重构之路&可以说%马克的成长过程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为其今后的身份重构打

下了基础&在身份诉求之路与探险的旅途中%马克开始体验自然人的本能与自由意志%他爱上了克隆人

洛丝%并在性爱中放纵自我%渴求灵与肉的结合&但是%麻木的洛丝却只保持着)生育者+的身份%履行着

生育工具的义务%并没有奉献真正的爱情与情感%这也加深了马克对克隆人群体的憎恶%从而进一步增

强了他对摧毁克隆人群体'建立新社会的信念&同时%马克面临着伦理两难%他既是集体的一份子%又急

于改变整个群体'创造新的未来!)要破坏他们眼下的完美生活%他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他们的敌人+%这

是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他的伦理选择&他将克隆人的生活比作一座金字塔%最为讽刺的

是%)有了科技%河谷的生活才能支撑到现在%但维持现状却让人们不思进取%于是%当金字塔开始倾斜

时%任何复兴机会都将被彻底葬送+&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克隆人群体过于依赖前人的科技%他们寻找信

息与物资%却从未思考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精神的匮乏和伦理的丧失正在加速克隆人社会的

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注重大自然与生态环境的描写%将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融为一体%加强)天人合

一+的生态观&小说中的)树+与)森林+是反复运用的意象%它们与克隆人的身份重构有着密切关系%具

有象征意义&树木和森林贯穿着人类生存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陆地上的人类祖祖辈辈都离不开树木

的养分与依靠&森林具有灵性%人类也具有灵性%人类祖祖辈辈在改造大自然的劳动中认识了自己%发

展了自我&马克就是大自然之子%他具有渴望回归自然的冲动%第三部分一开始就是茉莉与儿子马克倾

听来自大自然的声音&这个声音仿佛来自内心的悄悄话%成为另一个自我的象征%在大自然的魅力中体

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而克隆人群体永远无法体会到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树木和森林在马克的梦

中出现%带领他寻找妈妈%唤醒最可贵的亲情&同时%树木和森林又在现实中让马克觉得可怕而危险%森

林沉默着%寂然无声%马克在寂静中聆听自己的心声%让他在寂寞孤独中发现个体的存在'学会在冥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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雯!#迟暮鸟语$!克隆叙事与科学选择的生态伦理启示

体验生命%找到自我&

虽然探险沿途环境恶化'地势险峻%大自然的生态早已遭受破坏%城市建筑一片废墟%然而树木的根

须努力在下面街道的钢筋水泥中寻找养分%在世界末日中此情此景更富有生命力%让人憧憬未来&一棵

白色橡树始终贯穿小说%它默默地见证着世间沧海桑田%它见过居住在河谷上的印第安人%见过第一批

拜仁殖民者%见过自然人与克隆人的兴衰%直到最后克隆人灭亡%它仍旧岿然屹立&在灾难面前%所有的

生命都陷入危机&时间流逝%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存在%人类只有重新认识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才能认识自我'获得新生&因此%对大自然的描写是整部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与克隆人的身份诉求

与家园重建的主题相对应%也与)迟暮鸟语+的意境遥相呼应&

世界末日之时就是人类重生之时&在重大灾难面前%人类的伦理选择若是为了使整个人类完整生

存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向善的伦理选择&少数具有自我意识的克隆人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维护了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基本观念%为人类开拓出一个全新的未来&年轻的一代再次组建探险队寻找物

资与信息%在这支队伍中%马克成为领军人物%他俨然边疆传奇中的英雄%带领小分队一路向东&最终%

马克带走了几名克隆女孩%与受过训练的新生代克隆人一起开始人类种族繁衍计划&这次的繁衍与前

几代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与自然紧密依存%穿过森林找到了新的家园&在这个新纪年中%任何人的

酸甜苦辣都属于他自己%每一个孩子都与众不同%新新人类通过劳动创造新生活%生物多样性与人性正

在复苏&

四'结
!

语

#迟暮鸟语$的故事绝非仅仅构想一个基于强大基因技术的克隆人群体///被相似性和心灵感应紧

密团结的集体&小说从虚拟的伦理环境中探讨真正的人类伦理道德应该如何实践'和谐的生态系统应

当如何维护&小说在)客观+呈现克隆人作为科学选择的产物'其可能对自然人社会自身带来的伦理困

惑与混乱的同时%试图从女性主义和生态伦理的视角%描绘出一种可能的希望&作者将精神生态与自然

生态相结合%勾勒出世界末日中摇摇欲坠的生命%也逐渐突出了作品的主题&自人类有了)人+的意识以

来%伦理意识便须臾不可剥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将如此&科学选择必须要有伦理意识的介

入%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自居%将理性异化'将人物化&只有从内部解救生态问题%首先拯救人类灵

魂%才有可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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