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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与生态批评理论相结合的

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它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
最早是由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1974 年的

《女性主义·毁灭》一书中提出的。她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
唤起人们对女性生态革命中潜力的关注，并预测生态革命将给女
性带来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此外，作者还
指出，女性的支配与自然的支配有着直接的关系。她强调，在
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女性虽然应该享有重要的话语权，但已经
被降到了一个较低的位置。同样，在男性控制的现代工业社会
里，地球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女性应该振作起来，采取行动
捍卫她们自己和地球的安全。第二阶段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女性
主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人与自然、女性与自然的关
系。第三个时期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持续发展时期。在这一阶
段，生态女性主义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是生态女权主
义者与斯坦贝克的相关思想强调了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自然掌控
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使妇女解放运动与生态运动交织在一起。
另一方面，源于西方的生态女权主义开始关注第三世界，特别
是处于较低地位的女性。

2　女性与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联系。比如在

生理方面，女性与自然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地球与妇女的孕
育功能。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女性也和自然有着奇妙的关联。
作者常常把女性比作自然。女性和自然都逐渐被大众所赋予了温
柔、善良、宽容和细腻的情感，哺育和滋养着人类。在男权
社会下，自然与女性的思考是反抗压迫与控制，建立人与自
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关系。在这种社会下女性面临着多方面的
压力。女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渴望男人、女人和自然的和
谐关系。在小说中，泰莎和自然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她在乡下生
活，一直饮着纯净的水，周围都是鲜花和灌木丛。此外，不管旁
人的眼光，泰莎总是给周围的人足够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她
和自然一样，不顾人类的破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必需品。泰莎住
在小巷的尽头，远离文明城市。到达泰莎家时，人们只能走一条
小路才能到达泰莎的家。路的两边都挤满了小而光泽的绿叶和有
着干粉色花朵的荆棘。奥利发现泰莎的特异功能后，他打算利用
泰莎去做生意。随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泰莎这里。“不管怎样，据
我所知，她有那么多访客，几乎不可能一辆车开到他家。除非派
一辆修理卡车来接掉进沟里的人们”在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之后，
奥利又将一种自然的精神——泰萨带入了文明社会。泰莎成了所
谓科学研究的对象。泰莎的魔法随着频繁实验实验变得越来越弱。
最后，泰莎被奥利遗弃在一家精神病院。

3　男性与女性
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在西方男权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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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丽丝·门罗作为当代加拿大作家，是首位凭借短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师。《逃离》是她的第十一部短
篇小说集，共由八个故事构成。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小说通过刻画人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
中的悲惨命运。本文以短篇小说集《逃离》为研究对象，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本进行详细分析，探讨门罗小说中所体现的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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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世界。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力量、理性和秩序的象
征，而女性和自然是男性在构建世界的过程中需要征服的对象。西
方文化中充斥着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理智与情感、心灵与身体、
文明与野蛮、白人与黑人等多种等级观念。在这种二元思维中，前
者总是被后者所支配。艾丽斯·门罗虽不算一个典型的生态女性主
义者，但通过对她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的整体生
态女性意识。门罗诠释了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让我们意识到保
护自然、尊重女性的必要性。她对男权社会的严厉的批判让我们看
到了男权中心主义的霸道统治。传统宗教对妇女的迫害，工业文明
对妇女的伤害在门罗的作品中也有清晰的描述。女性与自我的精神
生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女性必须奋起保护自己。

小说中朱丽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是一名拉丁
语教师。在旅途中，她偶然遇到了以捕鱼为生的埃里克，并后来
她爱上了这个人。朱丽叶为了这个男人离开了她的父母，放弃了
工作。在没有男方结婚承诺的情况下朱丽叶与他就同居了许多年。
第二年，朱丽叶生下了女儿佩内洛普。然而，埃里克并没有把朱
丽叶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来对待。他总是在外与其他女人保持暧
昧关系。埃里克却把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看成是“大海捞针”。
朱丽叶决定带女儿离家出走。对于朱丽叶来说，她害怕请求父母
的原谅，同时叛逆的女儿也对她没有丝毫的同情。最后，埃里克
在海上捕鱼的时候意外身亡，女儿也离家出走了，朱丽叶变得很
孤独。朱丽叶在追求自己幸福的道路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父
权制社会的压迫下，她只能在破碎的婚姻中无助的挣扎着。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她始终有着对生命的渴望，生活的种种不满和无
奈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内化消除。当埃里克被火化后，朱丽叶再次
燃起自己的学术追求的火苗，继续完成她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在
这一旅程中，似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4　结论
门罗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科学技术飞

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
往往忽视了生活环境。这不仅影响到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也对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现在人们应该更加重
视生态问题，促进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女性应该
利用自身独特的特点和优势，采取灵活的方式来表达女性的诉求，
追求平等。人们应该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
男女权利平等女性的逃避不仅是寻找女性身份和自我价值的一种
方式，也是解决男女、人与自然失衡状态的一种方式。因此，女
性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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