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1), 1-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1001  

文章引用: 王天玥. 《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中的生态意蕴[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1): 1-8.  
DOI: 10.12677/wls.2025.131001 

 
 

《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中的生态意蕴 

王天玥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8日；录用日期：2025年2月12日；发布日期：2025年2月20日 

 
 

 
摘  要 

英国国家广播电视台改编自小说《万物既伟大又渺小》的同名电视剧集大获成功，但小说本身却没有受

到应有的关注。在当前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这部小说通过描绘上世纪宁静的乡村生活，

巧妙地展现了生态共同体思想，值得深入的探讨。文章将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哲学视角出发，以奥

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美学”和“生态整体论”及阿尔伯特·史怀哲的“敬畏生命”理念为框架，探

讨小说如何构建起生态共同体思想。通过对这些主题的系统分析，文章探讨了小说中对自然、动物和生

态的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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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BC adaptation TV series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acclaim, yet 
the novel itself has not received the attention it deserves.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escalat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this novel skillfully presents the idea of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through its 
depiction of tranquil rural life in the last century, making it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anthropocentric ecological philosophy, us-
ing Aldo Leopold’s concept of “land ethics” and “ecological holism,” along with Albert Schweitzer’s 
principle of “reverence for life”, to examine how the novel constructs the idea of an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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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By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these them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ovel’s holistic 
view of nature, animals,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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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万物既伟大又渺小》是詹姆斯·阿尔弗雷德·怀特(James Alfred Wight)于 1972 年出版的第一部作

品。怀特是英国兽医和作家，他在书中使用的笔名是吉米·哈利(James Herriot)。小说主要讲述了乡村兽

医吉米·哈利的历险故事，故事发生在虚构的达罗比镇，它是由约克郡山谷的瑟斯克、里士满、莱本和

米德尔汉姆组合而成的[1]。怀特的第一部作品《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初期，但他在 1937 年将这些故事改编到了更为宁静的战前时期。在二战前的背景中怀特生动地描绘了

约克郡山谷中小镇达罗比的和平与宁静。这里的人们过着乡村生活，以畜牧业为生。这一背景为怀特编

织兽医探险、人与动物互动以及英格兰乡村田园之美的故事提供了完美的画布。继《万物既伟大又渺小》

之后，怀特继续出版了《万物刹那又永恒》《万物有灵且美》《万物既聪慧又奇妙》和《万物生光辉》。

由于对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联系、农村生活和约克郡风景的深刻描绘，怀特的书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这些

共鸣使他的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持续的欢迎，又促使了多部电影和电视改编作品的创作。这些改编

作品忠于原著，将怀特的故事带给了新的读者，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系列作品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 
农村居民、乡间环境和动物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怀特书中生态互动的基石，他巧妙地将农村人口、环

境和他们养育的动物之间的互动交织在一起，在《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中展现了大地美学、动物福利和

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在整本书中，怀特探索了大地之美，描绘了约克郡山谷的美景，突出了人与周围

环境之间的深刻联系。他还探讨了关于动物福利的道德议题，通过一系列兽医治疗的故事说明了尊重生

命的重要性。此外，怀特还探索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概念，强调了所有生物与环境作为共同体的相互联系。

通过将这些主题交织在一起，怀特展现了生态哲学的整体观，赞美自然之美，倡导动物福利，并提倡可

持续的生态实践。 
海外的相关研究材料相对丰富，除了怀特发表的作品外，还有多部相关传记出版，记录了怀特的人

生经历。关于“万物”系列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特别是他对兽医实践的影响。彼

得·奥尔平(Peter Orpin)指出，怀特的作品强调了兽医实践中的艺术性，即与客户建立友好关系、保持幽

默感以及提供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动物问题的重要性。这种以人为本的兽医实践方式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乡村背景中显得尤为先进[2]。克里斯·塔夫内尔(Chris Tufnell)认为怀特通过他的书籍传达了一

种无私、富有同情心和专业精神的职业道德。这种职业道德不仅提升了兽医行业的形象，也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的兽医从业者[3]。然而，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系统性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说中对整个自然生

态系统的思考。然而，尽管研究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探讨较为深入，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小说中对整个

自然生态系统的思考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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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万物既伟大又渺小》的研究多集中于翻译技巧领域。不少学者以影视字幕和中文译本为

研究对象，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译者的选择及译文优化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

角出发，解析了作品中浓厚的英式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王鑫深入研究了《万物有灵且美》中蕴含

的自然哲学思想与中国“万物齐一”哲学的互文性，从自然与生命的人类情感共通性中，探索了跨文化

传播的更多可能性[4]。这篇文章主要围绕着《万物有灵且美》展开，忽略了系列中首部小说《万物既伟

大又渺小》中生态思想的奠基性作用。 
生态伦理哲学虽从 18 世纪末开始在西方思想界孕育，但作为一门具有系统理论的学科，它的出现却

是由现代工业化和战争带来的生态危机所引发的。史怀泽的《文明的哲学：文明与伦理学》(1923)和利奥

波德的《沙乡年鉴》(1949)两部著作是生态伦理学创立的标志性作品[5]。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益严重的

生态危机，导致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蓬勃发展，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

分支逐渐确立。生态伦理学有多种流派，美国生态理论学家贝尔德·卡利科特(Baird Callicott)将生态伦理

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将人置于所有生物的中心，在历史上长

期占据主导地位[6]。20 世纪 70 年代后，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成为研究的主

流学派。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怀特开始出版系列小说，本文尝试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解读

怀特的作品。虽然影视改编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关注焦点通常都集中在风景优美的英格兰乡村和战

争的影响。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生态哲学内涵。本文将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

学理论，拟从大地美学、动物福利和生态整体论三个角度出发，挖掘文本中的生态思想意蕴。 

2. 大地美学：自然之美的疗愈作用 

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的大地美学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的一个重

要分支。美国环境哲学家 J·贝尔德·考利科特指出：“奥尔多·利奥波德清晰地表达了一种完全不同的

基于自然环境内在特性的‘大地美学’。他论证了一种审美反应，即对于自然中那些被感知到的、被推

断的进化特性和生态特性(而不是风景特性)的审美反应”[7]。 
大地美学是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学中的组成部分，土地伦理学是美国第二次环境保护运动中最

重要的思想成果，也是环境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向生态

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的转变[5]。美国哲学家奈杰尔·库珀(Nigel Copper)指出，“利奥波德鼓励我们培

养对自然的审美感知力，以判断什么是‘审美正确’，这不仅暗示了美学与伦理即责任之间的联系，还

暗示了这两个(非工具性)价值领域不可分割的可能性”[8]。利奥波德的哲学强调生态的整体重要性，主张

尊重自然界中的其他成员及自然的美学价值。 
小说的主线通过新手兽医吉米·哈利在达罗比治疗动物时发生的幽默故事展开。除了讨论人与动物

的互动，怀特还特别注重展现英国乡村的宁静与和谐。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小社区里，居民们依赖牛羊等

牲畜为生，远离城市喧嚣，亲近自然。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年轻兽医哈利很快就适应了达罗比的自然环境，

并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到了极大的慰藉。在小说中，怀特通过细腻的描写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得生动

而富有情感。 
哈利对自然景色的喜爱，既是一种审美享受，也体现了他对自然的深厚情感。他不仅欣赏自然景色，

更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疗法，用来应对工作中的艰辛与挑战。有了自然美景的慰藉，即使要驱车数英里崎

岖山路才能到达农户家中，他也毫无怨言。即使在工作中受伤，哈利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虽然在工

作中被小牛犊踢出了十几处瘀伤，他仍可以通过观察窗外山谷对面青山上的云影来缓解疼痛[9]。这种积

极应对困境的态度表明，哈利不仅拥有对自然的审美感知力，也对动物怀有深切的责任感。反过来，人

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自然之美对他的身心也具有疗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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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探访归来的旅途中，哈利和他的雇主法农享受着山谷中夏日黄昏的美景。但他注意到，“在

东边，一座黑色的山峰笼罩着我们，赤裸裸的山体气势汹汹”[9]。哈利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时，并没有

将其仅仅视为外在的、被动的客体，而是以一种深刻的主观意识去感知这些雄伟的山峰，从而在心中激

起了对自然世界的深深敬畏之情。这一细节不仅展示了哈利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体现了他对大自

然的尊重与敬仰。小说中，作者全面描绘了达罗比的季节变化，展现了达罗比村四季的盛景。书中对夏

天和冬天的对比描写，展现了他对大自然在四季变化中的神奇力量的深深敬畏和赞叹。“开始正正经经

地下雪之后，整个高原都有着窒息的感觉。车子在被分开的两边雪堆中间吃力地爬行着”[9]。面对大自

然纯粹的力量和美景，即使是汇集了人类智慧和创新的汽车，与之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转瞬即逝。夏

季的繁茂与冬季的荒凉形成鲜明对比，给哈利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凸显了自然的强大和千变万化。

“这一年的六七月间我曾经到这儿来过几次。我还记得那灿烂的阳光，那山冈上面的松林，那低谷里传

过来的花香……而现在这一片孤寂与夏天当时的欢欣景色，真是难以比拟。此刻到处都是一片混沌的白

色，天空则像是深灰的毯子由上面覆盖下来”[9]。通过哈利的内心活动，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细致观察，

表现了他对自然变化的敬仰与感悟，也展现出哈利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纽带。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哈利接受着自然带来的震撼，大自然成了他的良药。正如利奥波德的大地美学

观：“一种完全的自然美学，像一种完全的艺术美学一样，常常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塑造和指导感觉”[10]。
自然的力量、气候的压抑与环境的震慑，表面上可能带来不适或挑战，但在自然美学的框架下，它们却

能够为人带来一种独特的享受。哈利通过亲身体验，自然的各个面貌对他产生了影响，带来了不同层次

的审美体验，展示了他对自然之美的全方位敬畏与欣赏。通过哈利的视角，怀特向读者传递了自然的治

愈力量，它不仅体现在生理层面的恢复，更深刻地作用于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大自然的美景成为人类

心灵的寄托，给予了哈利平静与自我恢复的能力。在哈利与自然的互动中，怀特不仅展现了大地之美，

还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情感共生，以及这种共同体如何给人带来力量。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通

过哈利的经验，成为了小说的一条主线，强调了自然不仅是生物的栖息地，更是人类精神的栖息之所。 

3. 敬畏生命：宠物和牲畜的治疗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是人类对待自然态度的一个

缩影。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哲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

动物则处于从属地位。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笛卡尔都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人类是其他生物的统治者，

是高级且有智慧的存在，而其他生物则被视为低级、无意识的生物，必须服从于人类的支配与控制。 
生态伦理哲学批判了人类对待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行为和思想。法国人道主义活动家阿尔贝特·史

怀泽在 20 世纪初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哲学思想，主张人应该要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

生命意志，这一主张打开了人与自然生命之间关系的新篇章[5]。为表彰这一理念，他于 1952 年获得了诺

贝尔和平奖。史怀泽认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其他生命的同情，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至关重要[11]。在史

怀哲对生命意志的思考中，尊重其他生命成为人类的最高原则和决定性目的。他在《敬畏生命》中指出，

虽然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看，绝对不杀生是不现实的，但关键在于人的动机。当人们不得不杀死动物时，

必须尽量减少有生命的动物的痛苦，对它们的死亡怀有同情。人们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杀害动物，剥夺它

们的生命权[12]。作为兽医，哈利在他的兽医实践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尽力将动物的痛苦降到最低。 
小说以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人们以牲畜为生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哲理。在这

一背景下，牛羊等动物对于农民的意义是复杂的，因为它们不仅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与人类在朝夕

相处中建立了独特和深厚的情感纽带。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动物就如同家庭成员一样，从出生起便与人

们共同生活。由于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农民对待动物时，往往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悉心照料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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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它们。 
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对生命的敬畏首先体现在对动物的热爱上。从哈利这样的兽医到普通村民，通

过一系列有趣而感人的故事，展现了人们对动物的感情。对于兽医哈利来说，他对动物的热爱不仅仅是

职业上的责任，更是一种由衷的情感，这体现在他对生命奇迹的赞美上。例如，他在达罗比的第一次出

诊是在雪夜为一头小牛接生，当小牛终于坐起来时，他沉浸在见证新生命诞生的喜悦中，忘记了衣服上

沾满的雪和泥土。同样，尽管哈利一开始对于离开一个尽情跳舞和享受美酒的派对感到不满，但当他看

到一窝八只小猪蹒跚而出时，他的心情立刻变得明朗起来。这些小小的生命奇迹不仅振奋了他的精神，

也提醒他重新发现大自然中的简单而深刻的乐趣。“我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我看着这一切，似乎是

一个小奇迹，但却是永远看不厌的小奇迹！”[9]。这一段文字展现了哈利内心的深刻情感——他不仅仅

是在工作，而是在感知和体验生命的宝贵与奇妙。他拥有对生命的敏锐感知力，能够如史怀泽所说，他

获得了“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即“共同体验的生命”，由此他“结束作为个别的存在，使我们之外的生

存涌入我们的生存”[12]。哈利的这种情感与体验正是史怀泽所倡导的“敬畏生命”哲学的体现。他通过

与动物的互动，感知到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命之间的深厚联系。这种体验让哈利超越了个人的界限，真

正融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生态共同体之中。 
与兽医相比，农民对动物的爱更为朴实和直接。吴莱先生对猪的爱便是这一点的最佳体现。他关心

猪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甚至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电话给兽医。此外，他还为自己的六头母猪取了

名字，并在看似平凡的瞬间发现美。例如，他观察到小猪们一动不动地躺在猪圈里的情景时，便流露出

由衷的喜爱。“当我经过猪窝时，我可以听见沃利先生还在那儿轻声细语地和他的猪说话。他看到我走

近，抬起头来对我说：‘哈利先生，你看多么好看！’他一边说一边指着那群小猪。它们吃得肚子鼓鼓

的，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紧闭着眼，睡在母猪的肚子旁边”[9]。这种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展

现了农民对动物深沉的爱与关怀，这种情感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深厚的情感

联系。 
除了对动物的爱，最小化动物痛苦的原则反映了小说中对生命更深层次的尊重和共情。这一原则不

仅被主角哈利所坚持，也影响了其他角色的行为。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不局限于人类个体，而是扩

展到所有生命体，尤其是动物的生存与福祉。正如史怀泽指出：“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

和畏惧死亡。那些保持着敏锐感受性的人，都会发现同情所有动物的需要是自然的”[11]。哈利作为一名

兽医，在情感和道德上对动物的痛苦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不仅仅将动物视作需要治疗的对象，而是作

为具有感知、情感和需求的生命体来对待。这一观点在哈利的实践行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诊

断出迪恩先生的 14 岁狗患癌症后，哈利给它注射了安眠药以减轻痛苦，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他对动物痛

苦的同情，也展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优先考虑动物的尊严和痛苦，而不是为了一味延长生命而忽视它

们的福祉。哈利决定不收取迪恩先生的费用，这一举动进一步体现了他的仁爱之心和对动物福利的坚持。

哈利的这种选择，也反映了小说中普遍的共同体意识：人与动物在生命的共同体中平等共生，彼此依存，

彼此尊重。哈利在实践中秉持的正是这种共生思想，他不仅关注人类的福祉，还把动物的福祉作为自己

责任的一部分。 
彭福瑞太太的形象则提供了一个对比。她是一位经济富足的寡妇，她对京巴犬的宠爱表现为放纵它

吃甜点，而狗体重增加导致了健康问题。尽管哈利建议她调整狗的饮食习惯，彭福瑞太太却坚持用甜点

来表达对宠物的爱。这一行为一定程度揭示了她对动物健康和福利的忽视，也反映了她对于宠物的爱并

未充分考虑到动物的生理需求和长期健康，显示了她对生命复杂性的认知不足。最终，这只京巴犬因肥

胖过度引起心脏问题，需要在诊所住院数周以减肥。这一情节不仅突显了哈利对动物生命质量的关注，

也展示了他在面临抉择困难时，始终坚持为动物做出最佳决策的坚定立场。在哈利看来，对动物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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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溺爱，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健康、福祉以及自然需求。他的行为可与史怀泽的动物伦理

观点相对照：“……我感受到有必要，满怀同情地对待生存于我之外的所有生命意志。善的本质是：保

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11]。史怀泽的理论强调对所有生命体的同情和尊重，

而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我们对动物的无限溺爱上，更应当体现在对其长期需求和整体福祉的全面关怀上。

彭福瑞太太的做法虽然出于对宠物的爱，但她的做法反而伤害了动物的健康，未能真正尊重生命。而哈

利的立场则更符合史怀泽的理论——通过关注动物长期的实际需求、采取理性的措施来减轻其痛苦、促

进其健康，才能真正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在乡村地区，畜养的动物往往比作为宠物时承载更大的经济价值。尽管如此，哈利依然能够在动物

福利和经济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当动物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哈利会联系当地的屠夫，尽量

减少动物的痛苦，同时也为农民减少经济损失。作为一名人道主义兽医，哈利也会尽力帮助他的病患。

例如，在猫瘟尚未有药物治疗时，哈利主动联系正在试验保护性疫苗的实验室，试图通过这一途径防止

更多布莱姆利小姐的猫死亡。这一行为再次呼应了史怀泽关于“敬畏生命”的哲学：“敬畏生命的人，只

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会由于疏忽而伤害和毁灭生命”[11]。 
无论是宠物还是家畜，小说通过人物对动物的爱与尊重，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展现了“敬畏生命”

哲学价值。哈利的行为不仅仅是职业上的责任，更是源于他对生命的深切敬畏。在他与动物的关系中，

体现了尊重每一份生命的独特价值，无论是通过减轻动物痛苦的实际行动，还是通过平衡经济利益与道

德责任的理性决策，哈利都践行着“敬畏生命”的哲学。在史怀泽看来，像哈利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自由

的人：“在他体验到救援生命和使他避免痛苦、毁灭的欢乐时，敬畏生命的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人”[11]。
小说通过人物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展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体关系。通过描绘哈利和其他

人物对待动物的方式，小说不仅强调了对动物生命的敬畏，也体现了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反思，鼓励我们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小说的叙述呼吁人类正视生态共同体中各成员的价值，通过

尊重与保护生命来构建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共同守护这个生态共同体的平衡与健康。 

4. 生态整体主义：相互联系的共同体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生态观是一种整体哲学，强调维护生态社区的整体和谐。在利奥波德看来，土

地不仅仅是财产、商品或资源，而是一个我们所属的道德共同体。因为土地伦理群体的概念外延扩大，

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统称为土地[10]。因此，土地不仅仅是土壤，它是流经土壤、植物和动物

循环的能量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利奥波德的土地概念与当今的生态或环境概念非常吻合，后者被视

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利奥波德看来，将土地视为一种共同体的观念也改变了人类在其中的地

位：“土地的伦理规范正改变人类的角色，从土地的征服者变成了土地的一般成员，这意味着要尊重该

共同体内的成员，也要尊重整个共同体”[10]。 
这种整体方法将重点从单个生物转移到物种、种群或生态系统等群体。它强调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

联系和整合，没有一个部分可以被视为整体的中心。整体思维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认识到地球上所有

元素的相互依赖，并将整体健康置于单纯的人类利益之上。这种方法不仅促进了人们对生态系统复杂性

的深刻理解，也鼓励负责任地管理和保护地球资源，确保地球各个部分能够持续共存与繁荣。 
小说中描绘了许多场景，以展示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和谐。一个例子是麦雅一家，他们是吉普

赛人——一个以土地为家的游牧民族。在一次出诊过程中，哈利记录了他看到的一幕：“这是在一条路

的弯曲处一大片草原中，他们一共是五个人，看来是父亲、母亲以及三个小女孩，大家静静地坐在地上，

围着一堆火在取暖。由那浮动的乱烟里，他们茫然地瞧着我。这时候天空正飘着大片雪花，有些雪花懒

洋洋地落在小女孩们的头发上”[9]。这充满诗意和宁静美感的一幕深深触动了哈利，他觉得这情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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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照相机好好地摄入镜头”[9]。这一心声不仅是哈利对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的深刻感悟，也是他对人

与自然整体和谐和美的珍视。在这一情境中，哈利通过治愈他们的马，成功地恢复了这片环境中动物的

健康，进而恢复了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组成的整个系统的和谐。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来看，哈利的

行为不仅是一名兽医的职业责任，还是在保护整体的生态和谐，是对生态整体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哈利发挥了他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作用，通过治疗病马、恢复动物健康来为整个环境

重新注入生命力。这不仅仅是医学上的修复，更是一种文化责任的担当，彰显了自然界各部分之间不可

分割的联系，也展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共同和谐的共同体命运。哈利的行为表明，人类在生

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不只是消费者或治理者，而是生命网络中的一环，应主动参与并维护这份和谐共生

的生态关系。 
借助大地美学的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哈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利奥波德的大地美学观点：

“根据大地美学，从北极冰原到热带雨林，从沙漠到沼泽，一切生物群落都具有审美上的吸引力。因此，

无论一个人住在哪儿，他所处的环境都具有自然审美体验的潜力”[7]。这种审美体验并非仅仅是对自然

景观的表面欣赏，而是通过感知生态系统内部的和谐美，意识到每一个生命体的存在都为共同体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贡献。哈利在这段旅程中的所见所感，正是这种审美体验的体现，他通过自己的行动，让这

种整体的和谐美得以恢复与延续。 
哈利作为一名兽医，扮演着恢复生态整体价值、保护动物和环境和谐的重要角色。在他的治疗过程

中，他的每一个行动、每一项决策都考虑到整个生态环境的需要，并积极地参与到其中的平衡与保护之

中。他的实践也符合利奥波德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判断标准：“如果对保护生物群落的和谐、稳定和美感

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们是合理的反之便是不合理的”[10]。因此，哈利的实践不仅体现了兽医的

职业责任，也践行了利奥波德的生态整体主义哲学思想。哈利通过他的行动修复了人与动物、人与环境、

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共同体不可分割的关系。 

5. 结语 

小说通过吉米·哈利的眼睛，融入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深刻的联系

和共生关系，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怀特通过小说中的种种情节，传达

了人与动物、人与土地及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的理念，构建了一个以欣赏自然之美、尊重

生命、关注生态整体性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通过非人类中心的生态哲学，怀特展现了他对自然的尊重

与敬畏，这一思想影响了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塑造。在达罗比镇的生活中，哈利感受到了四季更迭的自然

之美，这不仅带给他内心的慰藉与力量，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在对待动物的过程中，

无论是宠物还是家畜，小说中的人物都展现了一种平等对待动物、尽量减轻其痛苦的态度。这与阿尔贝

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史怀泽提倡尊重所有生命的价值，重视动物福利，主张减轻

动物的痛苦。这种关怀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也体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体谅与平等共存。此外，小

说中表达的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理念，进一步呼应了利奥波德的整体生态观，强调生态系

统中各个元素的有机联系与相互依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怀特通过人物对自然的欣赏、对动物的关爱

以及对整体生态和谐的维护，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在小说的叙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怀特通过描写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互动，强调人类应该珍惜与自然界其他成员的共同关系，

并承担起保护自然和生态的责任。通过小说中展现的大地美学理念、敬畏生命观、整体生态观，怀特为

我们提供了对生态与人类责任的深刻洞察，启示当下面临全球生态危机的我们，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

衡应当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在这个生态共同体中，唯有珍视彼此的关系并承担起相应责任，才能实

现真正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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