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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媚俗、狂欢为典型特征的当代审美文化背景下,生态影视, 正以其 绿色 的思维和 终极关怀 的

内蕴重新点亮了中国影视前行的 绿灯 。探索 终极关怀 的真谛, 已成为生态影视的崇高之维。呼吁人类

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立足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人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 呼唤生态忧患与生

态责任意识的回归, 探索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和生存价值, 正是当下生态影视 终极关怀 的核心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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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 工

程  ,它需要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正确的国家大
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 思想

文化的净化和提升, 等等, 都是这一 工程  付诸

实施的必备条件,而这一切都与人的价值观念、精

神境界、生态意识的水平等密切关联。高尚的文

化艺术,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 可以对人的思想感

情、精神面貌和行为举止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真切地呈现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危机和灾难、

人性失重和堕落等有关生态问题的方面,影视艺

术特别是以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 生态

影视 具有其它艺术品类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影
视业持续低迷 (主要就质量而言 )的今天, 在以媚

俗、狂欢为典型特征的当代审美文化背景下, 以反

叛姿态现身荧屏的生态影视, 正以其 绿色  的思

维和 终极关怀 的内蕴重新点亮了中国影视前
行的 绿灯 。

终极关怀 不同于一般关怀, 终极关怀是人

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思考, 考察人类生命存在的终

极价值, 是整体的、无限的、普遍的人文关怀。终

极关怀所指向的往往都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根本

问题,这里既有关于自我认识的追问, 也有关于人

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还有关于人的处境的探索。

呼吁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立

足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 诗意生存  的理想之途,

呼唤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 探索解决

生态危机的根本之路,正是当下生态影视 终极关

怀 的核心内涵。

一 ! 我在何处 :呼吁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
生态序位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 世界越来越异化,

人也加快了异化的步伐, 越来越远离他曾经生活

的家园以及这种家园的和谐, 愈来愈严重的生态

危机和生存困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

在生态系统中的 定位 (如 我是谁  、我在何

处 等 )问题。人类如果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在

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自然、

认识生态, 不能从根本上避开或缓解生态危机。

环境问题也好,生态危机也好,实质上是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 这是人类文化中最原初也是最基本

的问题。不幸的是,长时间以来, 这个问题常常以

人类征服自然的方式被认为解决了。这场 征

服 的运动永远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人类, 不但没
有从生态系统的 霸主  地位中获得他所预期的

战利品  ,而且还不得不在这场征服的运动中步

步退却。因此,呼吁和帮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在

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遏制甚至彻底放弃人类中心

主义特别是人类沙文主义思想的蔓延已成为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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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急。

生态系统理论需要许多学科领域的共同支

撑,生态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更是首当

其冲, 而这些学科本身专业性极强的术语和深奥

的学理往往又成为与大众沟通的障碍,如何将其

化难为易以便于人们更好地接受就变得非常关

键。在这种情况下, 生态影视就显示出了它特有

的优势。它可以借助图像、声音和其它影像语言,

将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前沿科研成果中抽象的

概念、生僻的专业术语和深奥的学理形象化、简易

化,全方位地调动人们的感官功能,从而实现最大

限度的沟通。很多以生物技术、生态危机为题材

的科教片正是借助于影视这一形象的 平台  传
递着相关的生态信息和生态观念。荣获 第 20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  、第 27届国际专

业电影节斯洛伐克教育部奖  、中国北京国际科
教电影电视展评研讨会科普类银奖  的 ∀宇宙与

人 #,以生动活泼而又浅显易懂的方式, 给观众提

供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大量的最新信息。同时, 在

这些最新信息的基础上, 提出了许多关于宇宙的

独特思考,其中就包括人类的起源、地球表面的变

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关系、人类在银河系的位置

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等等对于端正人类在整个生态

系统中的 位置观念  具有很大价值的生态思想。

这些新颖的思考被有趣地融合在影片富有感染力

的叙述之中,使观众对生命的生态环境获得清晰

而准确的定位。不仅如此, 这部被誉为当今 高科

技含量最高  的科教大片,在生动描绘宇宙给人类

丰厚馈赠的同时, 又向人类提出了精神文明和道

德规范这个严肃而紧迫的命题。只有正确地认识

到自己的生态序位, 在自己的生态序位上行使权

力与义务, 人 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人。

人类给自己在生态系统中一个准确的定位,

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 否则,生态问题

将不可避免。生态危机的形成, 既不能简单地归

结为理性本身的失误, 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科学技

术本身的失误,因为任何工具都是受目的支配的,

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实现, 是由一定的价值

理性或目的理性支配的。正因为如此,真正的问

题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上, 在人如何确定自

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的观念和行为问题上。一

些具有浓厚生态意蕴的影视作品, 力图通过展示

失去 序位意识 的人类自酿苦果的悲剧, 从反面

告诫人们必须摆正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

这方面, 美国电影 ∀后天 #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和

启示。影片中,正是因为人类的 失位  而严重地
影响了自然生态,从而引发了一场末日浩劫:极地

冰架融化断裂,导致龙卷风、海啸和暴风雪接踵而

至, 风暴潮的冲天巨浪淹没了自由女神, 巨型风暴

中心 风眼 所到之处立即变成了冰封世界, 地球

再次进入冰河世纪。面对这种自然巨变, 人类又

显得是多么的无奈,惟有躲避和忍让,等待自然自

己来恢复原有的面貌。的确,正如影片所揭示的,

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是非常渺小的,人类

永远都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可以统帅和控制整个生

态世界的 巨人  。 17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卡

尔 ( Pascal)早就说过,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

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

来才能毁灭, 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

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

分, 但同时,人类又仅仅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在阔大的宇宙中,人们找不到孤立的点、

线、面,找不到孤立的时间和空间, 因为一切已经

融入宇宙并与宇宙浑然一体了。人类应该将自己

当成生态系统普通的一员, 同时又是对维护生态

平衡负有重要责任的一员。

二 ! 路在何方  :探求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
正当我们洋洋得意于三峡大坝、摩天大楼、人

造卫星以及汽车、彩电、电脑等科技文明的成果

时, 没料想种种危机已经紧紧地向我们逼过来, 甚

至严重危及着我们的生存。生态危机发展到了今

天这一步,自以为是的人类当然是难辞其咎。而

要真正从根源上找准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 实现

人类的终极关怀,就需要我们明确人类究竟在什

么时候开始走错了路、走错了什么路以至酿成了

现代文明的严重偏颇。

很多人认为从 启蒙运动  开始,人类已经迷

失方向走上了错路, 因为启蒙运动把人与自然对

立了起来,原本一个有机完整的 浑然  世界由此

而被分割拆解。也有人把 岔路  追溯到推崇理

性的 文艺复兴  , 因为从那时起, 理性的力量已

经被过度推崇,人类开始被抬举到世界的 中心  
而凌驾于万物之上,从而开始了以 中心  姿态统

治万物的人与自然史。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 虽

然在其农耕时代对环境也有破坏, 对资源的索取

也有过度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说, 当时生态环境的

破坏基本上还是可以恢复的, 生态关系也保持着

基本的平衡。但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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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的消费欲求与资源供给的矛盾不断加剧,人

与自然的关系渐渐地由同一走向了背离,由和谐

走向了对立。然而, 在根本上破坏生态环境的还

是在工业文明时期,大工业机器疯狂地掠夺资源,

人在自然面前已经为所欲为,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日益严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曾经的空前

繁荣是以牺牲和破坏环境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工

业化的发展已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而且这种损害很多都是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

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等生态严重失衡的

现象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 现在甚至还难以估

计。

我们就是这样走错了路! 为此, 我们已经付

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昂贵的 学费 。电视片 ∀拯救

绿色#之 共同的创伤  篇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

原始天然林遭砍伐后裸露的山体和它所引发的巨

大环境灾难,让人不寒而栗;而曾经用刀斧大肆砍

伐林木的 伐木英雄  现在却不得不忍受因无木

可采而下岗的 疼痛  , 他们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的

空虚既令人同情更让人感觉无奈。该影片 贫

穷 ∃ ∃ ∃ 森林的敌人  篇则沉痛地揭示出 越穷越

砍,越砍越穷  的生态怪圈。自然的悲哀、林业工

人的失落和迷惘无不在向我们宣示着一种历史的

沉痛和现实的残酷。更为可贵的是, ∀拯救绿色 #

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我们在哪里走错了路,而且进

一步向我们展示了 绿色的希望  : 结束人们对森

林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消耗, 寻找一条可持续

发展之路,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人们从保护自然

资源中受益,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只有保护和尊

重大自然,大自然才能长久而慷慨地养育人类。

当前的影视作品中,以展示灾难为题材的影

视片并不少见, 但这些灾难片更多的是侧重于展

示灾难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和影响, 这当然也是一

种关怀,但这种关怀还难以成为一种终极关怀。

而具有生态意识的影视作品, 却往往在展示生态

灾难的同时追寻造成灾难的根源 ∃ ∃ ∃ 这根源往往

是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需求和过度忽视以及科技

的无限发展和滥用相关联的 ∃ ∃ ∃ 灾难的降临不是
外在力量,而是人类自身! 轰动全球的美国影片

∀侏罗纪公园 #沿用了好莱坞恐怖类型片的框架,

以实验室的神秘叵测表达了对科学这匹无缰 野

马  的担忧。影片中依赖基因研究的发展而存活

的恐龙走出实验室后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这

是人类面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内心焦虑的表达。神

奇的生物技术,使人们维护自身的伦理道德成为

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转基因技术的发明与运用,

对自然界物种的未来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祸害。

∀侏罗纪公园#向我们发出了严重的生态警示: 科

学的发展不正在对人类的存在与未来构成某种威

胁吗! 人类依靠科技大大加速了文明的进程, 却

同时又给自己酿制了苦酒。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

都表现为正确认识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在自然能

够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地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 在

很多情况下它又却表现为干扰自然进程、违背自

然规律、破坏自然美和生态平衡, 透支甚至耗尽自

然资源。科学技术绝对不能置于被监督的范围之

外, 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科学技术, 就像失

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权力一样, 将会因为失控

而给人类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为了维护生

态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科学应该在其中寻找自己

正确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能拒绝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的到来, 但

是我们需要将知识变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媒

介, 而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否则, 我们会在这条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悬崖绝壁。

三 ! 存在何为  :呼唤生态责任意识的回归

人的存在的意义, 不在于我们占有了多少物

质财富,也不在于我们享受了多少美味和美色, 而

在于我们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 在于我们为了让

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奉献了多少。 我们应

该怎样活着 , 这同样是终极关怀的重要内涵。人
类追求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 但这种丰富不应该

只是物质生活的丰富, 而更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丰

富。正如生态作家梭罗所说的, 人的发展绝不是

物质财富越来越多的占有, 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

和丰富, 是人格的提升。

目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改

造和掠夺自然造成的, 人类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 是

人类义不容辞的义务, 也是人类终极关怀的应有

之义:只有完成了解除生态危机、重建生态平衡的

使命,人类才可能长久地、惬意地生存在大地上。

保护生态整体,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作为生态系

统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对整个生物圈、对整个生态

系统负有责任。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 ( A ldo

Leopo ld)强烈呼吁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看作生态

整体的 一个公民  , 并且切实地承担起一个公民

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当人们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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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

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 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

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

成 员 都 有 资 格 占 据 阳 光 下 的 一 个 位

置。 [ 1] (未发表的序 )

在这种生态危机频仍的时代, 我们应该怎样

活着? 怎样才能体现作为人的存在的价值? 生态

电影∀可可西里#为我们做出了回答: 树立起强烈

的生态意识,勇敢而无私地承担起保护生态的责

任,这也许就是崇高的人生价值的体现。 ∀可可西

里 #是一部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影片,

演绎着一首悲壮的生命之歌。影片根据 1993年

至 1996年可可西里巡山队保护藏羚羊的真实故

事改编,从一位随队采访记者的角度, 讲述了 8名

巡山队员走进可可西里无人区追捕盗猎者的一路

生死考验。影片将超凡脱俗的可可西里的生命奇

观和护山队的传奇经历融合在极富冲击力的视觉

镜头中,大量的真实事件的描绘以及力图还原真

实的冷静客观的记录事实的态度, 导引着观众深

刻反思严峻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应该承担的生态责

任,具有震慑人心的现实批判力量。在可可西里,

人类社会的法律、行政和道德等文明标准在这人

迹罕至的荒原经常失效, 巡山队员之所以能够直

面各种利益的诱惑和盗猎者凶残的暴行,他们的

精神支撑就是一种浓烈的生态忧患和生态责任意

识。在他们的心目中, 尊重生态的价值就是体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在 ∀可可西里 #中, 生态意识的
传达不再只是几条干巴巴的理念, 而是在一种人

性善恶的强烈冲突中展现出来的, 充分展示了面

对生态发展的人性危机, 揭示了如果要建构理想

的自然生态环境首先要建构人类的精神生态家园

的深刻哲理, 从而具有了丰富而厚重的生命质感

和人性的深广度。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悲惨遭

遇、巡山队员高尚无私的护生行动深深地感染着

每一个有良知的观众, 强烈地呼唤着人们加强保

护自然生态及野生动物的意识。同样, 根据刘泽

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青山恋 #也为我

们展示了一幅幅崇高的画面: 毛遂自荐当上队长

的农村女青年田青春,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放弃

了去城里生活的机遇, 与心心相印的情人分道扬

镳, 终于带领乡亲们打造出一片秀美的山川;老干

部李一凡,为植树造林奔波一生, 死后把骨灰撒在

了他所热爱的绿色草甸上; 巴音他拉乡的苏和书

记, 性情耿直,看轻名利,只想造福百姓, 在大是大

非面前立场坚定,将一辈子都奉献给了治理沙漠

%%这一个个 播绿 者, 他们都是平凡得不能再

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平凡却又是一种无比高尚

的平凡: 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在他们的心目

中已经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生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 如果

不能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对人类的

终极关怀将是一句空话。在这样一个生态危机和

人类的生存危机频频发生的时代,生态影视,致力

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寻, 探求人类摆脱生态

危机和生存危机的理想途径, 必将为人类终极关

怀的实现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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