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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
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又一
文学理论批评派别。人类的文学艺术迄今为
止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状
态，因此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
视和评判。作者不惮于把自己的心跳和同
情、眷恋和沉溺、想象和憧憬挥洒到字里行
间。他渴望的是，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真诚
地与人们沟通、交流。

诗人陶渊明热爱自然、向往自然，将生命
融入自然而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而为人
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提供了一个质朴的
范例。本书尝试在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语境
中，对陶渊明做出深层阐释，祈盼陶渊明的诗
魂在当今时代，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照亮人
类心头的自然，重新发掘人间自由、美好生活
的本源。

本 书 从 人 文 关 怀 的 角 度 关 注 生 态 问
题 ，重 启 人 与 自 然 的 诗 意 对 话 ，展 示 人 文
学 者 的 生 态 关 怀 。 2006 年 末 ，来 自 国 内 外
的近 60 位人文学者云集海南，走进大林莽，
探访热带雨林，体验生物多样性，重新思考生
态时代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本书汇集其中
40 位人文学者对此次生态之 旅 的 记 录 和 思
考 ，既 有 侧 重 于 思 想 、学 理 和 议 论 的 学 术
思悟，也有偏重于记叙、感怀和抒情的感性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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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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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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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平

散文随笔集《心中的旷野》中，始终
贯穿着一种环境现实批判的精神。而
作者鲁枢元的思想在竭力超越现实，朝
着精神返乡和遥想未来的两个方向延
伸。

这就是，在他内心的旷野里，始终
寄托着两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

“荒野暗喻”和“鱼树禅机”。
无疑，“荒野 暗 喻 ”代 表 的 是 他 精

神 返 乡 和 回 归 自 然 之 路 。 这 是 一 种
超 越 现 实 的 心 路 。 鲁 枢 元 作 为 一 个
从 乡 野 走 来 的 学 人 ，永 远 忘 不 了的，
就是童年根植在血液里的对于自然的
依恋。

儿时，为避免幼弱夭折，鲁枢元的
奶奶说“认个干娘吧”。于是，他被妈妈
和奶奶抱着，在一座废弃的宫殿，烧香
叩拜，求天作证。一条红线将他和一对
立在废墟的石狮子系在了一起，这对石
狮子就成了他的干爹干娘。之后，他隐
隐感觉到自己的血脉与这百兽之王形
成了一种神秘的情结。

多少年后，寄身于高楼林立的现代
都市和物欲膨胀的现代社会，他常常回
味着童年故乡的荒野里芦荻丛生的大
泽、蛇迹出没的老墙、蜻蜓悬飞的乡河
以及乡河边树阴遮掩的茅屋和茅屋上
指向青天的瓦松；也常常在文学他乡的
荒野里体味着庄子感应的浑沌、屈原叩
问的自然、艾略特挥洒的荒原以及法布
尔感知的天籁。

可以说，正是这来自童年生长和文
学浸润的自然情结，成为鲁枢元多年之
后观照现实和自然时，悠远而又切近的
思想参照。

正如这本书的题记所说，人们背离
荒野已经太久太久。不知从什么时候
开始，人们把走出荒野看作人类的进
步，把背离荒野看作人类的文明，甚至，
把从地球上彻底清除荒野看作人类精
神的伟大胜利。直到现代社会的种种
危机到来，人们才猛然惊醒，重新开始
向荒野表达自己的愧疚与崇敬。

那么，怎样回归呢？鲁枢元说，拯
救的唯一希望在于——当人们意识到
荒野的消失时，荒野便开始走进人的心
灵，开始重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
一定位置，那就是我们心中的旷野。于
是，荒野成为了一种精神生态意义上的
隐喻。像渐行渐远的大自然的荒野一
样，心中的荒野该是我们每个人意识的
源头、心灵的故乡，也该是我们每个人
的精神栖息地。

鲁枢元满怀忧患地认为，大自然中
荒野遭逢的厄运，根本上来自人类心中
那片旷野的变异，就像现代都市里地面
的 硬 化 总 是 伴 着 人 们 心 肠 的 硬 化 一
样。说到底，荒野的悲剧，是人心的悲
剧。那么，所谓保护自然、善待荒原，也
许必须从改善我们自己心灵的源头，作
出深深的反省。

这就是精神返乡的路和回归自然
的路，而这二者其实就是人的心灵反省
之路。心中的荒野，成为这种精神返乡
和回归自然的暗喻与象征。

“鱼树禅机”则代表遥想未来、突破
困境的路。这是另一种超越现实的心
路。鲁枢元作为一名文化探索的学者，
也许孜孜以求的，正在于于现实困境中
寻找超越现实的精神路径，这就是来自
心灵世界的鱼树意象。

鲁枢元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缘木
求鱼的人，他始终守望着一个奇异的意
象：鱼可以上树，缘木可以求鱼。其实，
这个在中国典故里的荒唐故事，在生物
进化的世界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实。从
鱼到总鳍鱼、始祖鸟，再到鸟，一条鱼是
真的完成了对一棵树的征服，鱼真的飞
到了树上，成就了一次壮丽的生命奇
观。

用缘木求鱼比自己，无疑是一种现
实超越。鲁枢元借喻鱼变鸟和鱼上树
的奇想，开启对于生态未来的求索。

池塘被污染，池塘里的鱼病了，困
惑地翻动着无望的眼睛，却依然在讨论
着如何改善水质，然 而 他 们 始 终 没 有
想到，是否可以先反省自己。池塘既
然 已 经 变 得 如 此 糟 糕 ，鱼们难道不能
搬到树上去吗？鸟类的始祖如果不是
从水中爬到地上、从地上飞到树上，那
么，鸟也许至今仍旧曳尾在池塘里，困
死在池塘里。鲁枢元觉得，让鱼上树，

也许是比缘木求鱼更为荒谬的想法，但
是鱼只有自己改变自己，才是真正出
路。

对于人类来说同样如此。外在的
工业物质文明“池塘”之外，还存在着一
个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核。自然遭受工
业污染的时候，精神也遭遇了物质的污
染。人们仅仅靠面向外部世界的环境
保护与环境治理，以科学技术应对污
染，治标不治本。

人类解救自然生态危机，可以借鉴
鱼变鸟和鱼上树的启示，从内部改变自
己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发展策略，
构建一个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密
切相关的精神生态。人类走出生态危
机的途径只能是高扬精神旗帜，实现精
神进化和精神飞跃。

这就是突破困境和遥想未来的路，
而 这 二 者 其 实 就 是 人 的 精 神 探 求 之
路。鱼树的禅机，成为这种突破困境和
遥想未来的寄托与象征。

其实，无论“荒野暗喻”还是“鱼树
禅机”，鲁枢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理念——精神生态。

作者不是不认同外在的环境保护，
而是更注重内在的精神生态。这其实
高度契合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思
想。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外在自然生态
的文明和内在精神生态的文明。

自然生态的文明，来自经济生态、
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乃至精
神生态的文明。可以说，精神生态的文
明贯穿于全部，是全部生态文明的内在
动力。拯救自然生态的危机，正在于拯
救精神生态的危机。

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人类不
可失去自然生态，更不可失去精神生
态。一旦失去，终有一天，人将变成非
人。

精神返乡与未来遥想精神返乡与未来遥想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中提出，要确立水资
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
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指到
2030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7000 亿
立方米以内；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指到
2030 年用水效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
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以
2000 年不变价计）降低到 40 立方米以
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 以上；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到
2030 年主要污染物入河湖总量控制
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95%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到 2020 年，全
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6700 亿立方
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
到 65 立方米以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提高到 0.55 以上；重要江河湖
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80%以
上，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

我国曾先后进行了两次水资源评
价，第一次运用的资料是 1956~1979
年 ，第 二 次 水 资 源 评 价 是 运 用 了
1956~2000 年资料系列。水利部公布
的 2013 年水资源公报显示，我国水资
源总量约为 2.8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
资源的 6%，其中地表水资源为 2.68 万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为 8081 亿立方
米，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量重复计算
量为 7194 亿立方米。我国多年平均
年降水总量约 6 万亿立方米，水资源
总量占降水总量 44.6%。

我国水资源呈现地区分布不均和
时程变化的两大特点，降水量从东南

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简单概括为“五
多五少”，即总量多、人均少；南方多、
北方少；东部多，西部少；夏秋多，冬春
少；山区多，平原少。这也造成了全国
水土资源不平衡现象，如长江流域和
长江以南耕地只占全国的 36%，而水
资源量却占全国的 80%；黄、淮、海三
大流域，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 8%，而
耕地却占全国的 40%，水土资源相差
十分悬殊。

同时，年内年际分配不匀，旱涝灾
害频繁。大部分地区年内连续 4 个月
降水量占全年的 70%以上，连续丰水
或连续枯水年较为常见。

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
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不少，但这

些水资源并不是都可以利用的，由于
受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一些水资源
暂时无法开发利用；另外资源利用时
要考虑生态环境因素，如果开发利用
过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甚
至导致生态环境的崩溃。

我国年用水量整体呈现递增趋
势，用水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
用水比例逐年下降，而工业和生活以
及生态用水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2013 年全国总用水量达到 6183.4
亿立方米，占当年水资源总量的22.1%，
其中生活用水占 12.1%，工业用水占
22.8%，农业用水占 63.4%，生态环境补
水（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用
水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占1.7%。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用水量超
过其水资源的 20%，就很可能会发生水
资源危机。最近几年的水资源状况分
析，我国已接近水资源危机的边缘。

水利部的资料也显示，我国用水总量
正逐步接近国务院确定的2020年用水
总量控制目标，开发空间十分有限，目前
年均缺水量高达 500多亿立方米。

随着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与产业优化升级、用水管理
和节水水平的提高，我国水资源利用
效 率 明 显 提 高 ，万 元 GDP 用 水 量 为
109 立 方 米 ，与 1997 年 相 比 下 降 了
82.2%以上。

尽管如此，由于水资源的低效利
用、跑冒滴漏等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利
用效益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万
美元 GDP 用水量是以色列的 8.9 倍、
美国的 2.7 倍、日本的 7.1 倍，工业用水
带来的效益是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的
将近 1/20。农业用水的效益差距就
更加明显，我国渠灌区用水的利用率
大概在 0.4～0.5 之间，农田灌溉的水
量超过作物生长用水量的 1/3 甚至是
一倍以上。

水资源利用开发空间有限

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要求系统推进水
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
管理。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
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
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实行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事关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的重大任
务。本期应知版将为读者介绍我
国水资源现状、水资源特点等水
情知识。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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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联合国开发支持和管理
服务部对 153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98.93%）的水资源，采用人均占有水资
源量、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人均取

（用）水量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将世
界各国分为 4 类，即水资源丰富国（包
括吉布提等 100 多个国家）、水资源脆
弱国（包括美国等 17 个国家）、水资源
紧缺国（包括摩洛哥等 17 个国家）、水
资源贫乏国（包括阿尔及利亚等 19 个
国家）。按此评价标准，我国被列为水
资源脆弱国家行列。

资料显示，世界水资源总量最多
的国家为巴西，约为 6.95 万亿立方米，
其次为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度尼
西亚，我国水资源总量位居全球第 6
位，但仍被联合国列为 13 个贫水国家
之一,原因是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只有 2300~2500 立方米左右，这一数
字仅为世界平均的 1/4、美国的 1/5、
俄罗斯的 1/7、加拿大的 1/50，排世界
第 110位。

主要国家

水资源地位

区域

全国

北方地区

南方地区

松花江区

辽河区

海河区

黄河区

淮河区

长江区

东南诸河区

珠江区

西北诸河区

人均水资源量

（m3/人）

2230

903

3302

2333

909

293

647

497

2246

2899

3193

4663

缺水程度

接近中度缺水

严重缺水

不缺水

轻度缺水

严重缺水

极度缺水

严重缺水

极度缺水

轻度缺水

轻度缺水

不缺水

不缺水

小贴士

我国一级区水资源总量分布比例

2013年我国用水组成

大约 3.2万

亿立方米通

过蒸发和植

物散发又回

到大气中

我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约6万亿立方米

余下2.8万亿立

方米形成了地

表水和地下水

图解水资源

水资源短缺严重
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

家。由于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有限，加
上水资源浪费、污染以及气候变暖、降
水减少等原因，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
危机。按照国际标准，人均水资源低
于 3000 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低于 2000
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低于 1000 立方米
为重度缺水，低于 500 立方米为极度
缺水。照此，目前我国有 16 个省区重
度缺水，6 个省区极度缺水；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有 400 多个属于“严重缺
水”和“缺水”城市。京津冀人均水资
源仅 286 立方米，为全国人均的 1/8，
世界人均的 1/3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
人均 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水资源短缺可以分为资源性缺
水、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和管理性
缺水等 4 种类型。资源性缺水是指当
地水资源总量少，不能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如

京津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辽河流域、
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地区属于资源
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是指特殊的地理和地
质环境等原因缺乏水利设施建设，不
能储存天然降水，导致水资源供需失
衡，需求大于供给，此种类型主要分布
在长江、珠江、松花江流域、西南诸河
流域以及南方沿海等地区，尤以西南
诸省较为严重。

水质性缺水是指由于排放污水等
原因造成水资源污染而导致优质水资
源供不应求的现象。主要分布在水资
源比较丰富的地区。

管理性缺水是指由于管理的原因
导致水资源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现
象。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
执法保障体系有待加强是导致用水方
式粗放、效率不高、用水浪费现象的根
本原因。

我国各区域缺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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