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

13位ISBN编号：9789868781931

10位ISBN编号：9868781930

出版时间：2011-12-28

出版时间：夏日-遠足文化

作者：吳明益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

前言

　　新版序痛苦並快樂著吳明益　　住到紅樹林以後我偶爾朝淡水河流往大海的相反方向慢跑。
多數時候我帶著相機，想像數年後說不定可以寫出一系列的「慢跑觀察筆記」。
有一回我沒帶著相機，空中遠遠地飛來大約超過五十隻的鳥群，高度並不高，飛行速度穩定，那隊伍
的陣式像是隱涵了什麼意味似地前進。
我不知不覺地停下腳步，抬頭仰望。
　　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
可是就在那一刻的下一個瞬間，我辨識出那是臺灣的外來鳥種埃及聖(□鳥)。
埃及聖(□鳥)是體型巨大的涉禽，近年開始有鳥友和政府單位注意牠可能對此地鳥種造成的生態排擠
效應，因此正在對牠們進行族群抑制的計畫，比方說在牠們的鳥蛋上噴油以降低孵化率。
也就是說，在此地整體的生態觀上，有些生態學家認為埃及聖(□鳥)或者是一種需要排除、或是抑制
的生物之一。
　　但彼時我肯定感受到一種美。
可是那是外來種呢，從理性上來看，我該恨牠們的，不是嗎？
　　我試著往心裡頭尋找所謂的「理性」，它就像在人的掌中故意蜷縮軀體，掉入草叢中的一隻瓢蟲
，印象雖在，卻又如此模糊。
我對自己的意識與思維的流動掌握度是那麼低，低到無法確認自己信仰什麼。
就拿埃及聖來說，難道我對牠們的美的感受只是像性慾一般的直覺，而恨竟爾來自理性？
　　其實大多數的時候，我並沒有感受到美的感動與科學之間的衝突。
就像遇到一個白鷺鷥林，做為一個解說員，我們可以說：「鷺科（Ardeidea）鳥類全世界共有六十二
種，牠們共同的特徵與習性是：腳比其他一般鳥類為長，以便於涉水，嘴也比較長，可能對於捕捉蛙
類、魚類、昆蟲等有幫助。
翅膀長而寬略成圓形；飛行時拍翅較慢，頸部彎曲往後收縮。
主要棲息於沼澤、河口、 沙洲、水田、池塘及溪流等水域地帶。
台灣的鷺科鳥類目前紀錄有二十種，其中八種在台灣繁殖。
」也可以像李奧波（Aldo Leopold）說：「在每個轉彎處，我們看到白鷺站在前方的水池中，一尊尊
白色的雕像都有一個白色的倒影......當一群白鷺在遠處一棵綠柳樹上棲息時，牠們看起來就像一陣太
早到來的暴風雪。
」這兩者都是人類對鳥的禮讚：理解與想像。
這樣的解說員或許因此話說多了些，但給點時間，兩者還是可以並行陳述的。
　　但有些東西有著更深的觸動，就像文學所帶給我們的震顫之感。
比方「聲音生態學家」高登．漢普頓（Gordon Hempton）說：「草原狼對著夜空長嚎的月光之歌，是
一種寂靜，而牠們伴侶的回應，也是一種寂靜。
」這種「寂靜」同時也是草原上代表掠食者的「最高音」，那既是一種美學修辭，其實也是一種科學
認識。
我相信許多文學教授會認為這個句子是「美」的，但他們卻不必然理解漢普頓在陳述的不只是一種美
感經驗，還是一種理性經驗。
掠食者常是一個地區「聲音的最高音」，這是為了宣示獵食領域，是一種寂靜的張揚。
聲音與氣味，都可以象徵領域。
　　部分美學家認為美來自於「直覺」，但直覺卻有很多種。
就像我們若獨自在草原上聽到草原狼的長嚎，肯定會產生令一種懼怖到寒毛直豎的直覺。
那種直覺，難道也是一種美嗎？
　　在自然科學中，直覺是一種生存的本能，甚至可以被理性研究，追根探源，或許這便是直覺可以
和理性連結的主因。
即便這個直覺被解剖了、解釋了，仍然不能否定那瞬間傳遞的美。
我肯定數十隻埃及聖(□鳥)飛越我的天空，那是一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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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美不會強大到讓我忘記思考，比方說，埃及聖(□鳥)是否已然危及本地生態的問題。
思維的樂趣不在進行道德判斷（埃及聖就是為自己而存活著，牠們哪管道德不道德），而在從中尋求
解釋 / 解謎之道。
而這種追尋，偏偏又有時讓思考者陷入謎困之中。
　　《以書寫解放自然》是我到花蓮任教後一年出版的論文集（2004），大約兩三年後，我陸陸續續
收到來信問哪裡可以再買到這本書。
於是我將原本收在書房的五十本書再交給出版社販售，但隨即後悔不已。
有段時間，我真心希望這本書就像一個逝去的演化時代，它在整體的過程中確有意義，卻不宜停留再
現。
　　但有幾個理由，我決定在夏日重新出版這部書的修訂版。
　　首先是這些年來，這部書成為學界討論臺灣自然書寫的著作之一，因此時有學者挑戰書中的觀點
。
比方說有的學者認為我詮釋的自然書寫偏向「無人荒野」，或認為太過強調非虛構經驗，或認為我根
本忽略原住民文學。
我認為這些問題幾乎百分之九十出在質疑的學者沒有真正讀完整部書的關係。
我私下猜測，也許是這本書不易買到吧。
我不忍心相信，我們學院訓練出來的學者，會連整部書都沒有讀完就自以為是地下結論。
　　其次，我仍在走在這條思維的路上。
在這十年研究自然導向文學的時光裡，有時被美牽引而憎恨論述，有時沉迷於科學的解釋，而遺忘了
時時重返野地的必要性。
一晃眼當初出版《以書寫解放自然》的我，已變成如此不同的「另一個人」。
但就像馬是從始祖馬演化而來的一樣，那蹄子的痕跡還在。
我於是有了個想像，日後不論我在哪一家出版社出版關於自然導向文學的論著，書名或許可以都一律
稱為《以書寫解放自然》。
就從BOOK 1、BOOK 2、BOOK 3、BOOK 4⋯⋯這樣接續寫下去，直到我放棄書寫為止。
這樣的想法或許也多少還帶點年輕時的浪漫感，讓我忘了羞赧，或許這些論述根本不值得被閱讀也不
一定。
　　思維是痛苦並快樂著的事情。
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個實證主義的哲學家，據說五歲的時候人家對他說地球是圓的，
他不相信，拿了圓鍬就想挖到澳大利亞去。
但羅素同時知道人的知識受限於所見。
古埃及人判斷地球是圓的，偏偏古希臘人卻以為世界是平的。
羅素認為這不是因為埃及人聰明而希臘人笨，而是因為埃及地勢空曠，容易發現地平線並非直線的事
實；濱海的希臘卻多山、多地震，因此想像鯨魚撐住平板的大地，時時晃動。
從想像力來說，埃及人跟希臘人都說得很迷人不是嗎？
　　我以為學術研究這個行當不只是要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有時候也要為自己製造問題，最好還能
了解自己不懂哪些問題。
當我跑步時，或許我和旁邊的跑者不一樣，因為我是認識埃及聖環，也已經努力建構過腦中對埃及聖(
□鳥)的資訊。
於是當牠們飛掠的那一瞬間，我可能同時在腦中體現了美感經驗、搜尋了關於牠們的生態訊息、進行
了倫理上的反省，甚至可能告訴自己，這種鳥在埃及可是一種犧帶著文化意涵飛行的鳥，它被認為是(
□鳥)首人身的托特（Thoth）的化身，托特是智慧之神，也是月亮、數學以及醫藥之神。
　　然而這一切描述，都不得不指向一個嚴竣的提問：人類是否有權利屠殺因為人類才遷徙到此處的
一種生物？
為什麼我們懲罰的不是當初的始作俑者，而是努力在異鄉求生的生命群體？
這樣的提問不亞於部分論者談死刑存廢時，所用的「艱難的殺戮」。
　　從人類的歷史上，常看到某個時期總有些人種認為另一個人種是需要排除的，即使在生物學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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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其實只有一「種」，種族主義者其實不是生物學上的「種間」主義者，他們只是在殘殺同種生
物而已。
只不過殺戮者通常也能想出一大堆理由，甚且找到科學數據支持那個理由，來繼續殺戮。
　　或許透過埃及聖(□鳥)的例子，我可以說明自己所理解的「生態批評」，以及自己為什麼除了創
作以外，也試著維繫這系列的研究。
生態批評顯然不只是文學研究，它同時需要科學研究、價值體系的支持，但它卻也不是鹵莽的道德判
斷。
好的自然導向文學都不是以道德教訓為出發點的，相反地，它可能只提出了一種對抗性的主張，凝聚
另一種意識。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一生做為一個不合作的公民，威爾森（E. O. Wilson）甘冒眾諱以生物觀
察為基礎大談人性，乃至於卡森女士（Rachel Louise Carson）的反化學藥劑......誰會怪她沒有發明一種
無毒的殺蟲劑呢？
而這種對抗性的主張，通常可以在典型的自然作家身上看到，因為生態批評對抗的正是掌權機制或掌
權的思維，面對諸如國光石化、阿朗壹古道、美麗灣事件這類環境議題時宣稱是為了大多數人好，而
做的「不帶痛苦的決定」。
　　論述讓我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這種痛苦在某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我感受生
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
　　在這一系列的《以書寫解放自然》中，我先把2003 年的版本分成BOOK 1、BOOK 2出版，因為這
是我進入這個痛苦並快樂著的思維領域的開始。
這麼多年來，我仍在書本與野地受著自然的教育，這系列的寫作，不只是為了學院裡的讀者，也為學
院外的讀者。
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活著，我會繼續痛苦並快樂著地思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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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考、觀察臺灣自然書寫必然通過的一條路徑⋯⋯　　什麼是臺灣現代自然書寫？
　　何以經過書寫者以本土意識與地域化的基因鍊鎖，　　生出此地的書寫「特有種」？
與西方自然寫作有何不同？
　　與一般的自然科學或環境生態叢書差別在哪裡？
　　和「自然文學」或「環境文學」之間又有什麼區別？
　　吳明益從第一次純為自然所眩迷的經驗開始，　　十多年來縱身投入學術研究，　　藉由深入淺
出地解讀與詮釋理論，　　邀請你一同來認識臺灣文學史上無可取代的重要風景。
◎關於《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 1》　　1983年，韓韓與馬以工
共同出版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可說是臺灣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的濫觴。
之後的20餘年，其開始蓬勃發展，如同飲食文學、旅遊文學、同志文學等一般，成為臺灣文學譜系中
的重要分支，但對於自然書寫，大家仍存有一個模糊的定論和想像。
因此臺灣文學史上，第一套完整論述臺灣自然書寫的經典著作於焉而生。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論述，2012年1月三冊同時登場，可依讀者興趣閱讀和蒐藏。
BOOK 1《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是一部「不只是論述」的論述專書，讀者閱讀的將不
只是靜態的論述評論而已，更可感受到的是一股認真、浪漫與熱切的行動力量。
　　誠如作者於修訂版總序所言：「論述讓我思考環境各個層面的議題時都充滿痛苦，這種痛苦在某
些時刻，回過頭去提醒我感受生態之美的迷人與快樂。
這麼多年來，我仍在書本與野地受著自然的教育，這系列的寫作，不只是為了學院裡的讀者，也為學
院外的讀者。
因此，我可以很肯定地說，只要活著，我會繼續痛苦並快樂著地思維下去。
」◎重現自然書寫經典鉅作　　「以書寫解放自然」系列BOOK 1為2003年作者到花蓮任教後一年出版
的論文集，已成為學界討論臺灣自然書寫的重要著作之一。
9年後重新出版修訂版，因此別具紀念價值，可說是吳明益十多年來進入自然導向文學思維領域的開
始與代表著作。
　　本書將自然書寫做一全面性的整理，從臺灣到西方，從起源、歷史脈絡與演化轉變，逐一爬梳其
定義及差異之處，並以臺灣自然書寫為中心，放射狀地探討各種面向，包括影像文本、環境倫理及土
地美學等，是想瞭解自然書寫的讀者必讀經典專書。
本書特色　　1.論述方式深入淺出，沒有過分艱澀的理論隔閡，作者嚴謹治學，但又希望學院外讀者
能夠認識自然書寫的動機明顯，本書可作為所有關心環境議題與綠色閱讀的啟蒙理論書。
　　2.本書從「史的建立」、「理論架構」，並概述西方自然寫作史，閱讀本書猶如置身學院課堂，
傾聽作者熱切暢談，讓關心環境的所有讀者得以重新發現與理解人類外的世界，同時也能重新思考自
身在地球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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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吳明益　　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有時候寫作、畫圖、攝影、旅行、談論文學，副業是文學研究。
　　著有散文集《迷蝶誌》、《蝶道》、《家離水邊那麼近》、短篇小說集《本日公休》、《虎爺》
，長篇小說《複眼人》、《睡眠的航線》，論文《以書寫解放自然》。
另編有《臺灣自然寫作選》，並與吳晟共同主編《濕地．石化．島嶼想像》。
近期作品為短篇小說集《天橋上的魔術師》。
　　曾三度獲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金石堂年度最有影響力的書、誠品年度推薦書、亞洲周刊年度
十大中文小說，聯合報小說大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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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總序 痛苦並快樂著初版序 往前走去，然後回頭Chapter 1 自然有邊界嗎？
── 什麼是臺灣現代自然書寫？
賦名的變動──自然文學、環境文學，還是自然書寫？
廣義自然書籍中相近∕相異屬性的各個範疇解釋性的界義──什麼是本書討論的「臺灣現代自然書寫
」？
排除性界義──被暫時排除在本書討論的「臺灣現代自然書寫」之外的 多元由一元啟始──以文學性
為視察基域的研究 變動的邊界Chapter 2 感性的自然志與自然地志── 文學性自然書寫的特質文學範
疇自然書寫在環境議題中的位置──處理不可計量的價值負載自然志的軟性載具──以文學之筆融合
跨領域材料幾種自然書寫的文學表述模式智性、理性與靈性的啟發Chapter 3 由畏懼、認識、理解到尊
重的漫長演化── 西方自然書寫史概述以理性認識自然──自然科學的獨立視野 不只是悠閒──揉
入博物學的田園劄記 真想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從自然探險中所帶來的幽微天啟 靈視自然──重新尋求一種土地與人的和諧 回顧西方自然書寫
的發展脈絡 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Chapter 4 書寫自然的歷史── 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前史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環境意識與自然相關書寫 清末渡海遊記、地方志所勾勒的臺灣形象 西方與日本旅
行家、博物學者筆下的福爾摩沙 藉前行者的導引幽光逐步走出環境意識的黑暗期── 一九八○年以
前的自然書寫 告別傳統書寫自然的形態 Chapter 5 生態殖民與宰制型社會── 臺灣現代自然書寫形成
的因素生態殖民與自然解放──誰是土地的殖民者？
 一個覺醒的燃點─宰制型社會加速生態毀壞 對土地與共同記憶的認同 學習一種對應姿態──西方生
態思潮與自然書寫的引入 一個發展的轉折──自然意識的變動所促成書寫模式的轉變 新倫理、新書
寫 Chapter6 對話的歷程── 臺灣現代自然書寫1980-2003 年間的演化概述聽到土地的呼聲（1980-1985
） 逐步演化出多樣性（1986-1995） 建立新倫理的摸索（1995-2003） 建立臺灣自然書寫的系譜 Chapter
7 以賦形取代獵槍── 現代自然書寫中影像文本的意涵形象的構造，意義的營造──關於自然書寫的
影像「賦形」 一錯過，就消逝了──攝影與自然書寫 一種感性的影像文脈──手繪與自然書寫 無言
之言 Chapter 8 從陌路到社群夥伴── 環境倫理觀的主要類型與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環境倫理是參與環
境決策的價值觀 自利真的有利嗎？
──不要在我家的後院（NIMBY） 從「保護」的觀點思考──資源保育與荒野保存 不只是如何保存
，還要思考如何相處──土地倫理與深層生態學 物種平權的反省與爭辯──動物權與動物解放 臺灣
自然書寫者在現代環境倫理觀衝擊下的三種思索面相 陌路者消失了？
 Chapter 9 凝視、欣賞、體會、理解而後感激── 土地美學在自然書寫的意涵與土地倫理深度相關的
美學 天地之大美──「李奧波─柯倍德」式的土地美學 土地美學與「人為藝術品美學」的差異 土地
美學對自然書寫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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