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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工业革命在极大地丰富人类

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物种灭绝的进程，并引发了河流与大气污染等问题。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

带来的精神生态危机同样不容忽视。机器逐渐取代人力，导致人们普遍感受到了焦虑与空虚，社会不平

等现象亦日益加剧。易卜生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代的双重危机，其剧中人物如艾莉达、海达·高

布乐等所表现出的焦虑和空虚，正是世纪末欧洲人普遍心态的写照。易卜生的作品不仅是对这一时代危

机的真实写照，更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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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uropean continent faced 
unprecedented ecological and spiritual cris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ot only greatly enriched 
human material wealth, 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species extinction and caused problems 
such as river and air poll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spiritual ecological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cannot be ignored. Machines are gradually replacing human labor, leading 
to widespread feelings of anxiety and emptiness among people, and increasing social inequality. 
Ibsen’s works profoundly reveal the dual crisis of this era, and the anxiety and emptiness exhibited 
by characters such as Alida and Haida Gaubert are a reflection of the common mentality of Europe-
a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bsen’s works are not only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crisis of this era, but 
also provide profound inspiration and reflec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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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指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原本和谐共生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生严重失衡后的一种状态。

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通过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

人类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用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但与此同时，人类也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

排放到自然环境之中。整个过程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有相似之处，都是输入与输出的循环过程。然而，地

球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能力是有限的。虽然它有一定的吸纳和消解的能力，但是一旦人类的活动超过了

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人类过度地开发自然，就很有可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

衡，进而使得自然丧失自我修复的能力。而当这种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生态危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欧洲大陆，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这一历史阶段不仅见证了人类生

产力的飞跃式提升，同时也展示了工业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工业革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加快

了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退化的速度。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特别是机器生产的

普及与劳动市场的重构，对人类的心理状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催生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导

致人们普遍感受到了焦虑与空虚。 
通过聚焦于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中后期戏剧作品，旨在深入剖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

社会的双重危机——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易卜生的戏剧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性与人性探索性著称。

易卜生对艾莉达、海达·高布乐等角色的心理状态描绘，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更是对工

业化进程下人类精神困境的深刻剖析。 
首先，从历史维度来看，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学者们能够更深入地

理解工业化时期欧洲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如何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精神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这不仅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对工业革命历史的认识，也能为理解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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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易卜生的戏剧作品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更是对时代精神的深刻

反思。其作品中对生态危机与社会问题的揭示，不仅展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也为后世文

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深刻的启示。通过对易卜生戏剧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

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作品在塑造社会观念与推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从现实问题的反思来看，当前全球正面临着环境恶化与精神健康问题的双重挑战。易卜生的

戏剧作品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与文学视角，使之能够更加深入地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得失。

通过对易卜生戏剧中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的分析，现代人类可以汲取历史教训，为寻求可持续、人

性化的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因此，本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对当代社会具有深刻的现

实意义与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的研究，结合易卜生的戏剧作品进

行深入分析，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学价值，更对当代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启示意义。 

2. 表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在欧洲大陆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中世纪末期，自然界便已向人类发出了预警。

不过当时的欧洲人并未将之放在心上[1]。直到 18 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生态危机才真

正地暴露了在每一个欧洲公民面前，人们也才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19 世纪下半叶，欧美国家城

市化、工业化进展顺利，这使得欧洲人口数量急剧增加。随着这一变化的出现，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也

在升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同时也表现在人们对商品的种类有了更高的要求。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后

期，欧美国家开始流行穿动物皮毛做的时装。中产阶级购买力的增长也导致了需求的激增，有了需求，

人们也就会向自然伸手索取。在这一时期，大量野生动物因此受到了迫害，甚至有面临灭绝的风险。尽

管物种灭绝在历史和生命进化途中是一件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诸如狩猎、开垦、工业污

染和全球化等人类活动，明显地加快了濒危物种灭绝的进程。有资料显示自 1650 年起，物种灭绝速度每

五十年加快一次，多个物种在 19 世纪前后灭绝[2]。 
除物种灭绝之外，在世纪末 1 的欧洲大陆，河流污染和大气污染等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英国境内最

大的河是泰晤士河，在 19 世纪之前，这条河水质纯净，英国向周围的国家出口的鱼产大多产自于这条河

流。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污染逐渐窒息了泰晤士河，河的水质迅速恶化，病菌滋生，乃至鱼类绝迹。

[3]。据统计，在伦敦政府着手进行下水道改造之前，每天大约有 250 吨排泄物进入泰晤士河[4]。德国也

爆发了河流污染事件，与英国一样，都是由于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河中所导致的。如，德国某玻璃厂

附近的河流曾被称为“红河”，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该工厂将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中，污染了水体，河

水也就因此变成了红色。此外，德国部分河流中还检测出了铅氧化物，这导致河中生物的大量死亡，甚

至对周边陆地动物也造成了不小的危害。到了 20 世纪初，随着污染的持续恶化，许多物种数量急剧减少，

甚至灭绝，最终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由于早年间游历欧洲大陆的经历，易卜生也将化

工厂与水源污染的话题写进了戏剧之中。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人民公敌》一剧，斯多克芒医生认为导

致温泉浴场污染的直接根源是从皮革厂中“流出来的那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把帮浦房送水管里的水都弄脏

了。”[5]易卜生直指水质污染问题，因此被林恩·雅各布斯称为生态经典戏剧 2 的鼻祖。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1866 年创作的《布朗德》是易剧中最早出现环境污染的作品[6]。剧中易卜生涉

及了英国农村的煤烟污染等问题，“在英国，令人窒息的滚滚煤烟沉落在国土上，染黑了片片新绿，闷

 

 

1本文的世纪末专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 
2林恩所谓的生态经典戏剧，就是指含有生态环保思想的戏剧，不论这种思想是否占据剧作的核心地位。如易卜生的另一部喜剧《布

朗德》就涉及了煤炭燃烧对欧洲乡村的影响，但煤烟污染的问题并非《布朗德》的核心主题，但在林恩看来，它仍可被视为生态经

典戏剧。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1010


吴予昊 
 

 

DOI: 10.12677/wls.2025.131010 68 世界文学研究 
 

死了颗颗美好的嫩芽。这烟尘在乡间遮天蔽日，散发着毒气。”[7]事实上，在世纪末，英国的空气质量

也确实不高。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象征物是“蒸汽机”，蒸汽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而蒸汽机的动力

则来自于煤炭。煤炭的不完全燃烧会造成空气污染，煤烟落到地上“染黑了片片新绿，闷死了颗颗美好

的嫩芽”，“煤烟曾折磨大不列颠 100 多年之久，以烟煤为燃料的城市，在未能找到可替代的燃料之前，

无不饱受过数十年的严重的大气污染之苦。”[8]易卜生曾长期旅居慕尼黑，而德国的大气污染状况和其

他欧洲国家一样，也在“世纪末”达到了空前的恶劣。在全欧生态凋敝的背景下，文化学者们往往难以

置身事外，他们势必会对生态与环境问题投以更为深刻而审慎的目光，力求找到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这种对生态危机之根源的思考，不仅仅是对当前环境状况的深刻反思，更是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的深入探求与不懈追寻。 

3. 思索：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3 到精神生态危机(The Crisis of Spiritual  
Ecology)4 

不少生态哲学家、生态批评家将人类正面临的生态危机归咎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9]。他们认为

生态危机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那么作为根源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又是从何而来呢？由

此，下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两种诞生途径进行简要的梳理。 

3.1. 生态危机与人类中心主义 

人文主义精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欧洲人民的思想体系里普遍存在

着一种万物有灵论(Animism)5 的思想。所有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都被认为是有着智慧的主体，是有思想和

情感的实体，每个物体的存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们不会因为与人类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有所减损增益。

这种思想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所倡导的大地伦理相一致，

即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应该学会像山一样去聆听万物内心的声音。可是文艺复兴运动高昂的人文精

神、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都让人类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探索和征服自然。在这种大环境下，莎士比

亚(William Shakespeare)也才顺势借哈姆雷特之口喊出了那句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也

就在人文主义精神面前褪下了其神秘的面纱，人类由此完成了对自然的祛魅 6。 
在祛魅之前，自然是“爱隐藏”的。法国生态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在其著作中通过描绘

希腊神话中头戴面纱的女神伊西斯这一象征性形象，深入探讨了思想家们对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箴言

“自然爱隐藏(phusis kruptesthai philei)”的不同解读[10]。在此过程中，大致可以发现人类对待自然时存

在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强调探索和揭示，类似于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主张通过科学的实验

来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揭示其深层的秘密。另一种强调保持尊重，接近于俄耳甫斯式的哲学思考，认

为随意揭开地球的面纱是一种对自然秩序的严重侵犯，是一种不应当的罪过。现代社会明显地是前一种

 

 

3余谋仓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中写道，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

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4“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这一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鲁枢元所正式提出的。精神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在精神层面面临的一系

列问题和挑战。精神生态危机有着如下的一些表现和特征：首先便是个体精神生态失衡。其次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第三，

崇拜物质和追逐功利。现代人热衷于追逐物质财富和功名利禄，这些观念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现代人不自觉地忽视了

自身精神层面的需求。 
5万物有灵论又称泛灵论，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中提出。夏建中教授在《文

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一书里，对泰勒所描述的万物有灵论观点给出的直接解释是：“万物有灵论认为世间万物都存在灵魂或自然

精神，并且控制或影响其他的自然现象。持万物有灵论者认为，这种被影响的自然现象及精神也同样会影响人类社会行为，一颗

树和一块石头都跟人类是同等的，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权利。” 
6“祛魅”是消解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使之回归为普通、平凡、日常的过程。本文所提的“祛魅”主要为自然

的祛魅，即自然的非神性化，意味着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这主要指的是在现代科学和理性思维的影响下，人

们逐渐脱离对神和宗教的依赖，用科学和理性来解释世界和自然现象，使得自然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性和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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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占据着上风。 

3.2. 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人的精神危机 

自然是神秘的，自然万物是有灵的。人文主义运动带来了科学理性的崛起。这一变革深刻地改变了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探索和解释世界，这导

致了对自然的“祛魅”。在此之前，自然万物往往被赋予神秘和超自然的属性，人们相信它们拥有灵魂

和力量。然而，随着科学理性的发展，人类开始用更为客观和实证的方法来认识自然。自然的神秘面纱

被逐渐揭开，人类开始将其视为可以研究、利用和开发的对象。“自然从一个有灵的存在变成了象征的

存在从一个滔滔不绝的一言说主体变成了沉默无言的客体，以至于只有人才享有言说主体的地位。狂傲

的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将自然打入沉默和工具性的深渊。”[9]长此以往，生态危机也就不免会发生了。 
人文主义所倡导的精神内核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思维和价值观的集

合，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决策过程乃至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而言，正是这些精神观念，

在无形中塑造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人类往往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将自然视为可以无限

制索取的资源库。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人类往往会不自觉地忽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从而

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 
最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的精神

观念出现了问题。“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或许是人的精神危机，环境的污染源于人的内在心性发生了病

变，自然生态治理的关键在改变人类自己的精神状态。”[11]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环保政策的实施，更需要从源头上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

系，树立一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在考察欧洲

世纪末存在的生态危机的同时，更应该看到那是人们普遍存在着的精神生态危机。 

4. 根源：世纪末欧洲人的精神生态危机 

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工业化如狂潮般席卷而来，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模式都在这场浪潮

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机器逐渐取代了人力，成为生产的主力，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

场变革并非全然积极，它所带来的代价也逐渐显现。随着理性和科学的迅速崛起，人们对于进步的忧虑

也日益加深。“陌生化、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单调和划一，这在人们心理上引发了苦闷、悲观和绝

望的情绪。”[12]世纪末的欧洲人开始担忧，这种看似无尽的进步是否会导致人性的逐渐丧失，是否会将

人类困在一个由钢铁和机械构筑的无形牢笼之中。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

程中，人们普遍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空虚、疏离和盲目等负面情绪。 
机器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也使得人们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和创造力。

城市的喧嚣和拥挤也让人们感到压抑和不安，使得他们开始怀念过去宁静的乡村生活。社会的不平等和

贫富差距也在这场变革中进一步加剧，使得更多的人陷入了绝望和迷茫之中。 
同时“在尼采看来，当时的欧洲已经进入‘群氓的时代’，‘个人’岌岌可危。在这个背景下，易卜

生塑造的诸多人物都具有‘世纪末’的特点，颓废、烦与空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13]与易卜生

同时代的挪威画家蒙克(Edvard Munch)的作品集中地体现出这种世纪末的景象。“十九世纪，克里斯替阿

尼遏(现奥斯陆)的人口从 1801 年的大约 17,000 人急剧增加到 1900 年的大约 23 万人，城市化和工业化导

致了严重的城市贫困，大量儿童和年轻人死于肺结核。”“蒙克大概有四百多幅绘画、素描和版画是受

易卜生的作品启发，而且他也为易卜生剧作的演出制作过海报以及担任舞台设计，为《培尔·金特》设

计的海报和诸多注释性的绘画更是其中的经典，它们突出地表现了培尔那个焦虑、敏感、疏离的自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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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易卜生在后期戏剧中塑造的人物往往具有空虚、烦躁等精神面貌，这些人物对生活和未来感到迷

茫和绝望，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也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焦虑、空虚、疏离和盲

目是世纪末欧洲社会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在易卜生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艾莉达终日在焦虑和空虚中度过，在戏剧一开篇，艾莉达就像是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一样，整天昏

昏沉沉的，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她内心的波澜。在外人眼中，她也好像是一个病人，终日惶

恐不安，精神脆弱。而海达·高布乐的生命是“一首深沉隐郁的诗”[14]。对海达来说，一切事物都没有

意思，她也和艾莉达一样，终日闷闷，充满了空虚感。被“群鬼”纠缠的海伦同样地深受焦虑的困扰，她

担心自己的秘密会被揭露，担心家庭的和谐会被打破，担心自己会失去一切。这种持续的焦虑感让她的

精神生态严重失衡，她变得敏感、多疑、易怒，无法与他人建立真正的信任和联系。易卜生笔下的角色

貌似都处在一种精神扭曲的环境之中，女性角色多是表现出一种焦虑和空虚，而男性角色则大多体现为

一种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的盲目，二者反映在精神生态领域即为人与自我的冲突和人与自然的隔阂。 

5. 结语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欧洲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人们既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和进步，又承受

着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困扰。身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易卜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的特点和问题，

并通过他的戏剧(特别是后期戏剧)和诗歌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易卜生本人连同他蕴藏于文字

中的生态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的现代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目前全世界人类的生存境遇明确地告诉我们：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人类精神的颓败，两者之间紧密相

关，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带来了包括气候变化、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诸多严重

后果。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而人类精神生

态的颓败则表现为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文化虚无等方面，这种颓败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拯救地球与拯救人心确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不仅要

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的完善来解决生态问题，更要关注人类精神生态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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