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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不仅是哥特式小说与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以

往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多聚焦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文化批评等方面，虽偶有涉及生态层面，但

未深入挖掘其中生态整体主义的内涵。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研读该作品，有助于揭示作品在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上的超前洞察，剖析科技滥用、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探寻实

现生态和谐的可能路径，这对于深化文学研究、丰富生态批评理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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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is not only a classic of Gothic and science fiction novels but also contains 
profound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Previous studies on Frankenstein have mostly focused on femi-
nism, psychoanalysis, cultural criticism, etc. Although the ecological aspect has been occasionally 
touched upon, th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holism within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explored. Stud-
ying thi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holism helps to reveal the work’s advanced in-
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umans and society, and humans and 
themselves. It also analyzes the damage caused to the ecosystem by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and 
anthropocentrism, and explores possible paths to achieve ecological harmony. This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deepening literary research and enrich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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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生态危机日益凸显，成

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一种应对生态困境的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它强调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相互依存性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内在价值，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提出了深刻批判。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弗兰肯斯坦》的创作作为反映社会现实与人类思想的一面镜子，警示人类妄图超越自

然、掌控一切的狂妄，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性后果，犹如一记警钟，提醒当代人反思自身行为，重新审

视与自然、社会的相处模式，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提供启示。 

2. 生态整体主义理论概述 

“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自然生态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在本体的意义上具有价值的优

先性。”[1]这并非简单地否定人类利益，而是强调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众多组成部分之一，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紧密镶嵌于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与持续存在之中。在这一视域下，衡量一切事物的

根本尺度以及评判人类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都以是否契合生态系统的整

体利益为准绳。 
20 世纪初，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大地伦理学”，在《沙乡年鉴》中深刻指出，“就

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角色。它暗含着对

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2]。利奥波德认为，判断人类行为是否得当，应以

是否维护大地共同体的稳定、和谐、美丽为标准，如过度捕猎、滥伐森林等破坏生态行径违背伦理，而

适度的土地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则契合大地伦理诉求，开启了从全新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大

门。 
随后，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 1972 年 9 月召开的世界未来研究大会上首先提到，并于 1973 年

在其论文《浅层与深层：长序的生态运动》中正式阐述”[3]。他提出生态智慧八项原则，强调地球上非

人类生命形式的内在价值，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短视，倡导人类从根本上转变价值观，以实现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奈斯主张人类减少不必要消费，降低对自然掠夺，尊重自然生态的自我修复、自我

调节机能，让自然按内在规律运行，如倡导生态社区建设、简朴生活方式等，从哲学深度与实践广度推

动生态整体主义走向成熟，为后续多元拓展提供坚实理论根基。 
当代，生态整体主义与环境伦理学、生态文学批评等多学科深度融合，展现出蓬勃生命力。生态文

学批评则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剖析人类生态观念变迁。诸多作品揭示科技至上、消费主义对生态破坏，

促使公众反思人类行为，同时挖掘文学中的生态希望，展现人类与自然和解、重建生态家园愿景，借文

学力量传播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推动公众生态觉醒，使其融入社会发展各环节，从理论设想迈向现实行

动，全方位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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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弗兰肯斯坦》中的生态失衡图景 

(一) 自然生态的破坏 
在《弗兰肯斯坦》中，主人公弗兰肯斯坦对科学知识的狂热追求，驱使他妄图突破自然的界限，创

造出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他不顾自然的生殖规律，从停尸房、解剖室等地搜集人体残肢，运用当时先

进的化学和电学知识，试图将这些毫无生机的部件拼凑成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自然

秩序的严重挑衅，自然界中所有生物的诞生皆源于母体的孕育，遵循着物种自身的繁衍机制，而弗兰肯

斯坦的人造生命实验，完全摒弃了自然的生育过程，以一种机械、冰冷的方式强行“赋予无生命物质以

生命活力”[4]。从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审视，这一行为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与节律。在正常的

生态秩序下，每个物种的进化、生存与消亡都与周围环境紧密相连，相互适应、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着

生态系统的稳定。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作为一个“外来者”，其突兀出现扰乱了自然生态的微妙平衡。

它既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生物类别，又因其怪异外形与强大力量难以融入现存生态体系，成为生态链条中

的不稳定因素，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周边生物的惊恐逃窜、栖息地的混乱等，对局部自然生态造成

直接冲击。并且，创造生命的实验过程消耗了大量资源，无论是获取实验材料所需的人力、物力，还是

维持实验进行的能源消耗，都反映出人类科技发展在背离自然规律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这些资源

本是自然生态系统循环运转、维系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关键要素，被大量挪用至违背自然的创造活动中，

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在物质与能量循环层面遭受重创，削弱了其自我修复、自我维持的能力，为后续生态

危机埋下伏笔。 
“19 世纪初，科学正处于一个急剧发展和转变的时期，即所谓的‘科学革命’时期，而且在这一时

期，科学和超自然的界限还不清晰，因此两者融合的可能也就天然存在”[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

部小说折射出当时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书中弗兰肯斯坦对生命的探索近乎疯狂，他无视自然规律与伦

理，“频繁出入停尸房和屠宰场，收集人体器官和动物组织，在实验室里拼凑出怪物。”[6] (p. 43)这一

行为，如同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粗暴地打破了自然的生命秩序，使原本和谐的生态环境遭受重创。

怪物诞生后，因其丑陋外貌被人类无情排斥。仇恨之下，怪物展开“复仇”[6] (p. 66)，维克多的亲人和

朋友相继离世。这一情节，正是自然对人类破坏行为的强烈反击。当现实中的人类肆意破坏环境，引发

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受损等问题时，人类社会也必将陷入危机。小说里怪物的复仇，预示着生态失衡

后人类将面临的可怕后果。故事结尾，维克多追踪怪物到北极。这片曾被视为净土的地方，也因人类的

相关行为陷入混乱。维克多在“陡峭的冰川”[6] (p. 213)上艰难前行，饱受严寒与饥饿折磨。这暗示着人

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已无处不在。《弗兰肯斯坦》借这些情节，警示人们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否则

将自食恶果。 
(二) 社会生态的扭曲 
在《弗兰肯斯坦》中，弗兰肯斯坦对科学探索的极度痴迷，使其逐渐与家人、朋友疏远，陷入自我封

闭的孤独境地。起初，他怀着满腔热忱投身于科研，将大量时间与精力倾注于创造生命的实验，频繁穿

梭于停尸房、实验室之间，对身边亲友的关怀与陪伴需求置若罔闻。在家书中，他的言语愈发简短、冷

淡，对家人分享生活点滴、倾诉思念之情的呼唤回应寥寥，原本紧密的亲情纽带悄然松动。面对挚友克

莱瓦尔的热情邀约，他多次以实验忙碌为由推脱，错过诸多增进友谊的机会，致使朋友间的默契与亲密

不复往昔。当他历经艰辛创造出怪物后，内心的恐惧、愧疚交织，进一步驱使他逃避社交，刻意隐瞒真

相，独自承受精神重压[6]。这种因个人私欲膨胀、盲目追求科技突破而引发的人际疏离，不仅使弗兰肯

斯坦失去了温暖的情感依托，陷入孤独绝望的深渊，更像病毒般在其社交圈蔓延，让家人、朋友陷入担

忧、困惑，破坏了原本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生态，展现出社会生态失衡初期人际关系冷漠化的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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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以其怪异、丑陋的外貌闯入人类社会，迎接它的却是无尽的歧视、攻击与残酷迫害。它初涉人

世，怀着懵懂好奇与对温暖的渴望，小心翼翼地靠近人类聚居地，换来的却是惊恐尖叫、肆意打骂与无

情驱赶。村民们仅凭视觉上的冲击，未加思索便将其定义为邪恶、危险的化身，全然不顾它内心可能潜

藏的善良与无害。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它屡遭闭门羹，甚至被恶意投石、棍棒相加，身体与心灵伤痕累

累，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当它试图救助落水儿童时，孩子家长却因它可怖面容产生误解，恩将仇报，

对其展开疯狂追打，让怪物对人性温暖的期许彻底破灭。这种以貌取人、先入为主的社会偏见，暴露了

人类社会包容度的匮乏与道德评判的浅薄，将一个渴望融入的“异类”[6] (p. 43)逼至绝境，使其内心滋

生仇恨与报复欲，社会秩序随之陷入混乱动荡，彰显出社会生态在伦理层面的严重扭曲，公平、友善等

基本准则荡然无存，为悲剧升级埋下伏笔。这一悲剧也给予人类这样一种自省，就是“人类经过千百年

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本能地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诉求，他们对外界的‘异己’力量的恐惧往往导致

失去恰当的理性思考，甚至丧失必要的责任担当”。“哲人认为因为道德的存在使人类具有特别意义，

如果失去了道德，人类也将失去自身存在意义与价值”[7]。“而所谓的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而只能

出于责任。”[8]。 
(三) 精神生态的危机 
“他一开始接触著名的炼金术家科尼利厄斯·阿古利巴(Cornelius Agrippa)的著述，就像发现了新大

陆一样欣喜若狂，并不顾父亲的反对，继续修习了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
nus)等人讨论炼金术的作品。”[5]在创造出怪物之后，弗兰肯斯坦的内心被恐惧与悔恨充斥。起初，对科

学知识的狂热追求以及挑战自然权威的野心，驱使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创造生命的实验中。当那具由拼

凑的肢体、组织构成的怪物在电闪雷鸣中睁开双眼，展现出怪异、狰狞的面容时，弗兰肯斯坦内心构筑

的科学幻想瞬间崩塌。他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突破人类知识边界的荣耀象征，而是一个违背自然常理、令

他本能恐惧的“无耻恶魔”[6] (p. 69)。这种恐惧源于他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未知与无力掌控，他深知自己

开启了一扇通往黑暗未知的大门，却不知如何应对门后的惊涛骇浪。悔恨随之而来，他懊悔自己的狂妄

自大，无视自然法则与道德约束，贸然涉足生命创造这一神圣领域，致使一个不该存在的生命诞生，打

破了世界的平静，也将自己与亲友拖入深渊。此后，科研狂热与道德良知的冲突时刻折磨着他，一方面，

多年科研积累的探索欲、对科学成就的贪恋仍在心底作祟，让他难以彻底割舍对人造生命研究的牵挂；

另一方面，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不断谴责他的行为，提醒他对怪物造成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

两种力量的拉扯下，他陷入无尽精神痛苦，灵魂不得安宁。怪物诞生之初，如同一张白纸，内心纯净，对

周围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它悄然观察着人类的生活，通过隐匿在暗处聆听、模仿，逐渐掌握语言，了

解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进而萌生出对爱与温暖的向往。它渴望融入人类群体，期望得到他人的接纳、

关怀，像一个孩子般期待着来自外界的善意回应。然而，现实给予它的却是无情打击。每一次小心翼翼

地靠近人类，换来的都是惊恐尖叫、恶毒咒骂与暴力驱赶，只因它丑陋怪异的外貌不符合人类审美的标

准。被社会一次次拒之门外，孤独无助感如潮水般将它淹没，它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人类之间那道难以逾

越的鸿沟。长期遭受的歧视、虐待让它内心的善良与希望逐渐泯灭，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它将自身苦

难归咎于创造者弗兰肯斯坦的遗弃，以及人类整体的冷酷无情，于是决定以报复宣泄愤怒，用暴力手段

向人类讨回“公道”[6] (p. 140)，对弗兰肯斯坦及其亲友展开血腥复仇，从一个渴望爱的生灵彻底沦为被

仇恨驱使的复仇者，其心灵异化过程令人唏嘘，也深刻反映出精神生态失衡的悲剧后果。 

4. 生态整体主义的建构路径 

(一) 回归自然：重拾敬畏之心 
在《弗兰肯斯坦》中，当主人公弗兰肯斯坦被自己创造怪物的后果所困扰，陷入深深的恐惧、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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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望之中时，自然成为了他寻求慰藉与安宁的港湾。他独自游荡于荒野、山川之间，在那里，广袤无

垠的原野、巍峨耸立的山峰、奔腾不息的河流，以其雄浑壮阔的气势包容着他破碎的心灵。呼啸而过的

风声、潺潺流淌的水声、树叶沙沙的低语，仿佛是大自然温柔的抚慰，驱散着他内心的阴霾。置身于自

然美景之中，弗兰肯斯坦暂时忘却了外界的纷扰与自身的罪孽，心境逐渐平复，思绪也得以沉淀。他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以其无言却深沉的力量，引导他走向内心的救赎之

路，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这深刻体现出自然对于人类心灵创伤的强大治愈效能，是人类在生态

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源泉。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必须清醒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的紧密

联系，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就如同古人依据农时进行播种、收获，顺应四季更迭、气候变化安排农事活

动，以确保农作物茁壮成长，获得丰收。在现代社会，同样应遵循生态规律，如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量

当地自然地理条件，避免过度填湖造陆、破坏湿地，维护生态系统的水文循环、气候调节等功能；在资

源开发利用时，遵循可再生资源的生长、更新速率，不过度开采，确保资源可持续供应。若妄图超越自

然规律，如大规模无序砍伐森林以满足短期经济利益，虽一时可得木材之利，却会引发水土流失、生物

多样性受损等连锁恶果，最终反噬人类自身。只有敬畏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人类才能在自然生态系统

中稳定、和谐地存续发展，维系生态整体的平衡。 
(二) 修复社会生态：重建和谐关系 
在《弗兰肯斯坦》所描绘的社会中，尽管大多数人对怪物表现出恐惧、厌恶与歧视，视其为异类而

加以排斥，但仍有少数善良之人展现出人性的光辉，给予怪物温暖与包容。如小说中的“德拉西老人”[6] 
(p. 132)，虽双目失明，却凭借内心的善意与宽容，在怪物隐匿于他家附近时，未因外界传言对其产生偏

见，而是平等相待，与之交流，让怪物在冰冷世间初次感受到人性温暖，认识到人类善良一面。还有善

良的小女孩，在怪物饥寒交迫时，不计外貌怪异，慷慨给予食物，以纯真之心消解怪物部分愤懑。这些

点滴善意虽未能彻底改变怪物命运，却如暗夜星光，昭示着包容互助的力量。在现实社会构建中，应大

力倡导这种摒弃外貌、出身、观念等差异的包容精神，鼓励人们在他人身处困境时伸出援手，营造互帮

互助的社会风尚，让不同个体在温暖包容的氛围中和谐共处，修复因冷漠、歧视而破损的社会生态纽带。

小说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公对个体造成的创伤，怪物因外貌丑陋，无端遭受社会全方位打压，生存、社交

权利被无情剥夺，这是社会正义缺失的直观体现。反观现实，社会公平正义涵盖资源分配、机会均等、

权益保障等诸多层面。在资源分配上，应确保不同阶层、地域人群均能公平获取教育、医疗、住房等基

本资源，避免贫富差距导致资源垄断，让弱势群体陷入困境；于机会均等而言，职场、升学等领域应打

破出身、背景壁垒，为有能力者提供施展舞台，使努力与回报成正比；在权益保障方面，完善法律体系，

为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撑起保护伞，使其免受歧视、欺凌，让公平正义之光普照，筑牢和谐

稳定社会生态根基，杜绝类似怪物悲剧重演。 
(三) 重塑精神生态：找寻内心平衡 
弗兰肯斯坦的经历犹如一记沉重的警钟，警示着人们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必须时刻保持对科技

力量的审慎态度，深刻反思科技追求背后的人性根基。在小说中，他起初被科学知识的无限魅力所吸引，

沉醉于突破自然边界、创造生命的宏伟构想之中，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科技发展应服务于人类福祉、遵

循人性本真的要义。当那个由他亲手拼凑、赋予生命的怪物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以其怪异、可怖的模样

冲击着他的视觉与心灵时，弗兰肯斯坦才如梦初醒，惊觉自己在狂热追求科技的道路上已然迷失，陷入

了违背自然、悖逆人性的泥沼。这一情节映照现实，在当今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从基因编辑、人工

智能到虚拟现实技术，人类掌控自然、改造世界的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倘若一味追求技术突破，而罔顾

伦理道德、人文关怀，任由科技脱离人性约束肆意驰骋，那么人类很可能重蹈弗兰肯斯坦覆辙，创造出

诸如引发伦理争议的基因改造婴儿、威胁就业与社会稳定的自动化武器等“怪物”，使科技由助力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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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利器沦为破坏生态平衡、侵蚀人性温暖的凶器。故而，人们亟需在科技探索征程中，时刻怀揣对

人性的敬畏，让科技进步与人性光辉交相辉映，确保每一次创新都饱含人文温度，不被盲目欲望操控。

培养生态道德意识是重塑精神生态的关键基石，关乎人类对待自然、社会以及自我内心世界的根本态度。 

5. 结语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

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通知》等加强科研人

文建设的文件”[9]，与《弗兰肯斯坦》中警示的科技滥用危机遥相呼应。人工智能技术在助力生产自动

化、提升生活便捷性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就业结构失衡、算法歧视以及潜在的失控风险等问题，一旦

人工智能超越人类可控范畴，如科幻作品中设想的具有自主意识且敌视人类的“超级智能”诞生，将对

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恰似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脱离掌控、反噬创造者一般。这警示着当代社会，

在科技高歌猛进之际，必须前置伦理考量，构建严密监管体系，确保科技发展始终契合人类福祉与生态

整体利益，避免陷入盲目逐利、罔顾后果的发展误区。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挑战，科技发展亟需锚定可

持续方向，从《弗兰肯斯坦》中汲取教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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