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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ora Neal Hurston’ s masterpiece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shows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black women as well as the deep eco-
logical care.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marriages and the 
growth trajectory of the heroine Jenny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ecofeminism thought of liberating women and 
nature,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harmony conveyed by Heston in the 
novel.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only by fully recogn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can we achieve the 
equality and harmony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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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佐拉·赫斯顿与《他们眼望上苍》 

佐拉·尼尔·赫斯顿(1891~1960)是美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既是一

位小说家，也是一位黑人民间传说收集研究家和人类学家。1934 年，赫斯顿

的第一本书《约拿的葫芦藤》出版，第二年，赫斯顿的第二本书《他们眼望

上苍》出版了。这本书被认为是赫斯顿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一个关于黑人女

性珍妮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她在二十五年内的三次婚姻。珍妮的一生都在

为真正的身份和幸福而奋斗，追求爱情、平等，追求自我的表达与独立。 
赫斯顿在其作品中对黑人文化的重建和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建立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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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对 20 世纪很多著名黑人女作家有着极大的影响，如艾丽

丝·沃克，托尼·莫里森等。出版于 1937 年的《他们眼望上苍》是赫斯顿的

代表作，也是黑人女性文学中的第一部刻画出新黑人女性形象的作品。在小

说中，赫斯顿描述了在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下的黑人女性不断与现实抗争并

最终实现自我的过程。  
《他们眼望上苍》这本小说自出版以来，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

爱丽丝·沃克说：“对我来说，没有书能比这本书更重要”[1]。在《黑人世

界》中，琼·乔丹评论了这部小说“典型的黑人小说，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

成功、最令人信服、最典型的黑人爱情小说”[2]。《星期六评论》认为“《他

们眼望上苍》与威廉·福克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

作品都属于经得起岁月考验的美国文学。”书中的女主人公珍妮是如此的勇

敢和成熟，她被认为是非裔美国人文学中非常独特的人物。 
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多从黑人女性作为种族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

载体的角度切入并分析这部作品特殊的黑人艺术及黑人美学价值。但国内也

有不少专家极具创新意识，从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等对这部小说进行多维度

的分析。李权文认为“小说女主角自始自终生活在他人的叙述话语中，她经

历的三次婚姻生成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作者在文本中承担的是话语功能。

换言之，珍妮不是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他人的叙述之中[3]。王小清从语

言风格的角度认为“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采用了黑人文化中的口

语传统，在呼叫应答中组成了整个故事的结构框架”[4]。尽管分析该小说的

文章种类丰富，但较少有人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部作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两个层面来分析

《他们眼望上苍》，这两个角度分别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以

及二者对平等与和谐的追求。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不仅为研究文学提供了新的

批评范式，同时也为重新解读、评价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这部经典作

品提供了鲜灵的视角，为重新认识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苍》所表达的婚姻

观提供了有力的探索工具，为重新挖掘赫斯顿塑造珍妮这一文学形象的真正

用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1.2.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如今，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和人类对其生活环境的焦虑，促使人们从哲

学的角度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生态女性主义采用女性主义和生态原则，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形成一种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尚未完全成熟的理论，生

态女性主义已被应用于文学研究中，且成为受到许多自由主义者欢迎的热门

理论。在这个部分，笔者将对这一新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从而使人们了解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相关背景。 
事实上，生态女性主义批评非常重视其系统发展的包容性，以争取得到

最广泛的支持和适用性，这实际上证明了其理论核心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普卢姆伍德将生态女性主义定义为《女性主义理论

百科全书》中最具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同时也是检验和理论化各种压力之间

联系的重要基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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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正在兴起，理论视野非常广阔。生态女性

主义者的许多核心人物都是女性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作家、生物学家、医学科学家、环保主义者等。许多学者在不同的领域探讨

了生态女性主义的问题。因此，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没有

像社会生态学那样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许多思想家所持有的不同观点的综

合体。 
弗朗索瓦丝·欧博恩在她的书《女性主义或死亡》(1974)中说，生态女性

主义将所有下属群体(女性、有色人种、儿童、穷人)的压迫和统治与自然群

体联系起来，包括动物、土地、水、空气等。在书中，作者认为，来自西方

父权社会的压迫、统治、剥削和殖民，直接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6]。
弗朗索瓦丝·德欧博恩是一位活动家和组织者，她的作品鼓励消除所有的社

会不公正，而不仅仅是对妇女和环境的不公正。 
有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反映了家长式和性别化的

价值观。在这种解释中，资本主义的影响导致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有害分裂。

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不是因为女性是女性或“女性”与自然有特别的联系，

而是因为她们同样被男性主导力量压迫的相似状态。 
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者希瓦说，女性通过日常互动与环境有特殊的联系，

而这种联系被忽视了。她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那些“与自然合作

创造财富的妇女，同时也是了解自然发展过程和生态知识的专家”。希瓦将

这种忽略妇女和自然之间关联的失败归咎于西方的父权制，以及发展中的父

权观念。根据希瓦的说法，父权制将妇女、自然和其他群体贴上了“无价值”

的标签[7]。 
小说《他们眼望上苍》中，女主人公珍妮天生有一颗热爱自然之心，始

终将自然视为积极能动的主体，并敞开胸怀拥抱自然。她虔敬地看待包括动

植物在内的自然世界，用自己女性的身体鲜活地感受自然，并通过各种感官

敏感地回应自然。“一只带着花粉的蜜蜂进入了一朵花的圣堂，成千的姐妹

花萼躬身迎接这爱的拥抱，梨树从根到最细小的枝桠狂喜的战栗，凝聚在每

一个花朵中，处处翻腾着喜悦”[8]。珍妮将梨花满树看作女性可感的身体，

将静态的植物鲜活化，蜜蜂进入花朵的圣堂引发的梨树周身喜悦的战栗作为

女性身体体验的隐喻，是女性尊崇自然并在其中学习和顿悟的原生体验。珍

妮依凭直觉感受自然、享受自然，自觉地与自然保持同一关系。 
小说中大量地应用关于自然的象征和隐喻使读者感受到美国南方小镇的

宁静及兴建中的黑人城镇的生气和沼泽地的广阔，同时也能体会作者温和的

心态和细腻的文笔。细读小说，读者可以感受到赫斯顿深切的生态关怀和对

大自然的推崇和向往。珍妮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当然也从自然中学会了关

怀生命，体会到了和谐与独立。由此可知，日出、花粉和开满鲜花的树木成

了她一生的追求。从珍妮离开外婆踏上爱情、婚姻的道路开始，女性意识与

自然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大自然的宁静和谐给了她追求自我最初的动力。

珍妮最后宁愿远离喧嚣栖息于沼泽地，简单地在大自然中劳动，收获，获得

自由，也彰显了作者的生态意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该小说也为今

天人们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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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与自然：父权社会的“受害者”  

2.1. 人类对自然的“虐待” 

生态学家坚持认为，人类、动物和植物，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生来都是平

等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对方轻视或虐待。与此同时，每个人的生活都

需要对方的存在。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换句话说，没有彼

此的存在，自身也无法生存。因此，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理解和尊重自

然，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第一次描述伊顿维尔是“散落在沙子和

棕榈根上的不到十几座的破烂房屋”[8]。在这个小镇上，几乎所有的人每天

都在锯木厂工作。他们砍了许多树，在树林里盖了房子。他们靠卖木材为生，

于是他们的土地逐渐变成了沙漠。 
除此以外，为了修路，乔要求镇上的几乎每个人都去砍树，结果，在路

上留下了许多树桩和树根，于是乔决定买一盏路灯。为了使路灯看起来更漂

亮，乔依旧让许多人砍树，但他们砍的大部分树都不够直，不能满足乔的要

求。结果，许多树木被徒劳地砍伐了，直到最终他们找到了一棵能使乔满意

的树。 
那时，城镇上所有居民，包括乔，都没有生态学的意识，也没有考虑到

他们的行为会带来的后果。对它们来说，植物只是它们生存和盈利的工具。

他们砍树只是为了生火，盖房子或做其他事情，从而让他们的生活更方便。

在他们看来，人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砍伐树木，从自然中获得各种资源，而

且自然似乎天生就是供人类使用的。然而，他们并不担心剩下的树木会越来

越少，他们所做的事情会在不久的将来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除了砍伐植物外，人们还屠杀了一些野生动物，这种行为也会破坏生态

平衡。在整部小说中，赫斯顿多次描绘了虐待动物的场景。最突出的就是骡

子，骡子的形象在小说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珍妮的第一次婚姻中。

“他把骡子都套在门口……不，我需要两头骡子。”珍妮的第一任丈夫洛根

已经有了一头骡子，但他想再给珍妮买一头，因为洛根想让珍妮帮他犁地。

在洛根看来，骡子只是一种可怜的动物。他每天都鞭打它，并强迫它为他工

作，因为他只把骡子当作一种工具，认为它们生来就是为人类工作的。 

第二次出现骡子是在珍妮的第二次婚姻中。在他们的眼中，这头淘气的

黄骡子受到了镇上人民的虐待，比如利格、沃尔特和萨姆，他们是“说骡者

的团伙领袖”。马特·邦纳的骡子太瘦了，以至于女人“把东西挂在骡的骨

头上弄干。”当小说中那头黄骡子死掉之后，镇上的人们在一个盛大的葬礼

上埋葬了它。在骡子的仪式上，镇上的人民“嘲笑一切死去的人”。 
小说中的黄骡子代表了大自然的世界。洛根和镇上的居民对这头可怜的

骡子所做的一切，代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我们都知道，人类中心主义

认为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类应该被视为凌驾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所

以滥用自然资源是无可厚非的。人类没有尊重其他非人类的生命，而只是把

它们当作工具，通过它们获取更多的利益，并过着所谓的“美好生活”。黄

骡子传递出了它想象中的自由。在骡子的天堂里，骡子可以做人们对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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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每一件事，他们将不再因为他们作为动物的身份而被瞧不起。那是一个

理想的完美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等级制度不再存在，无论人还是动物生来

都是平等的。 
人类不仅虐待骡子，他们还以其他方式破坏了自然。比如，乔让镇上的

人屠宰猪，并邀请游客们到他们的城镇来。对乔和镇上的居民来说，大自然

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工具，因为它能让人们更方便；他们可以买它，可以使用

它，也可以自由地出售它，所以他们对自然毫无敬畏之心，也不懂得感恩，

而是把一切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2.2.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态学的其中一部分。就像自然受到人类的虐待一

样，在父权社会中，女人在男人面前被认为与自然处于同样的地位。在父权

时代，男人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心。对于被白人虐待的黑人来说，他们只能把

不满发泄在妻子和孩子身上。妇女，无论从种族主义还是性别歧视的角度来

看，都无法改变她们长久以来作为受害者的身份以及卑微的地位。 
在珍妮十六岁时，懵懵懂懂的她接受了外婆为她作出的婚姻选择，被迫

嫁给了拥有六十英亩土地的洛根。外婆一生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因此她希

望珍妮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外婆为珍妮设计的生活理想，使珍妮摆脱了“白

人后院”的生活，并且获得了物质上的保障。但是新婚过后，珍妮发现自己

在洛根身上并没有体会到甜蜜的爱情。因为洛根的眼里只有“玉米面团子”，

没有精神世界的追求。他认为自己是珍妮的“衣食父母”，所以她的一切都

得服从他。当珍妮稍有怠慢时，洛根便数落她的家庭背景，甚至要动手打珍

妮。在这场婚姻中，珍妮虽然拥有一个合法的丈夫，获得物质上的保障，但

她依然无法摆脱“骡子”的命运。珍妮逐渐心灰意冷，对这段婚姻感到失望。 
当珍妮遇到了雄心勃勃的乔·斯塔克斯时，乔为她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

来图景，触动了珍妮的心。因为珍妮渴望变化和机遇，于是下定决心和乔一

起远走他乡。他们来到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小城镇——伊顿维尔城，在这里，

乔·斯塔克斯实现了成为一个“能说了算的人”的理想，并成为了伊顿维尔

的市长、邮政管理员、最大的房东和店主。乔按照白人世界的模式来塑造他

的社会关系，霸道专制的主宰着珍妮的一切生活。这次婚姻同样是男权统治

之下的婚姻，珍妮没有得到她所梦想的生活。乔·斯塔克斯把她看做是自己

所拥有的私人财产，任意摆布的“玩偶”，一件用来炫耀的摆设。 
慢慢地珍妮开始了抗争，最终压抑的内心爆发出来，在商店里珍妮当众

对乔提出挑战，反抗他的权威，这极大地伤害了乔的自尊心，使他倍受打击，

他的虚荣心在出血，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一落千丈。经受不了如此重大打

击的乔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一病不起，生命垂危。乔·斯塔克斯死后，珍妮

在内心深处感到自由。从默默忍受到当众抗争，珍妮已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

的成熟女性。 
对于懵懂时期就一直向往爱情的珍妮来说，甜点心的出现无疑满足了她

对爱情的一切向往：“甜点心像花儿的蜜蜂，春天梨花的蜜蜂”[8]。甜点心

把珍妮带到大沼泽地，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同时，甜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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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珍妮的态度和方式似乎也一点点打碎了珍妮之前两任丈夫留下的刻板霸

道、自私虚伪的男权形象。她的空间不再局限于厨房、门廊前，而是扩大到

了更为广阔的沼泽地，她可以尽情参与各种狂欢活动。但随着一场可怕的飓

风的到来，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甜点心为了救珍妮被疯狗咬伤，患上了狂

犬病，珍妮被迫自卫，击中了甜点心，甜点心死在了珍妮的枪口下。在第三

次婚姻中，珍妮看似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实际上也只是表面上

的，当特纳太太把弟弟带来介绍给珍妮时，甜点心为了宣示主权动手打了珍

妮，并在众人面前夸耀。他的暴力行为带有操纵性、强制性和压制性的意味，

实质上代表着他对珍妮的占有和统治。而珍妮在被打之后“不喊，光是哭”，

不再像对乔一样进行言语反击，因为此时珍妮已经深陷在这段看似“自由”

的关系中无法自拔，甚至失去了抗争的理智。 
洛根·基利克斯是珍妮的第一任丈夫，但珍妮并不喜欢他。对于洛根来

说，珍妮只是他所有权的一部分，是帮他劳作和繁衍后代的工具。随着洛根

日益加剧的压迫，珍妮的自我意识开始要求她反抗。如果珍妮在洛根的眼中

是一种工具，那么她在乔看来只是宠物而已。为了追求她曾经梦想的生活，

珍妮和乔·斯塔克斯一起离开了，乔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成为一个“大人物”。

当乔被任命为伊顿维尔的市长时，镇上的居民要求珍妮对社区说些什么。然

而，他们的要求却被乔拒绝了，他说，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妻子，珍妮不应

该在公众面前发言，她应该做的是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 

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了解男性对女性的主导地位背后的动机(主
要是恐惧和怨恨)，是理解父权文化及其等级化、军国主义、机械主义、工业

主义形式的每一种表现的关键”。在一个以单一环境为中心的社会中，当男

人尽一切努力来控制和利用自然，并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支配自然时，他们也

同样试图支配妇女，剥削妇女的身体。在《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并没

有提到白人男性对黑人男性的统治，但读者绝对可以感受到同样的种族性别

压迫，以及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剥削和压迫[9]。 

3. 平等与和谐：理想社会的“照明灯” 

3.1. 追求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 

在经历了三次婚姻之后，珍妮变得比以前更成熟了。特别是在嫁给甜点

心后，她的生活中得到了很多幸福。然而，出于自卫，最终她不得不射杀他。

带着父权思想的甜点心死了，但失去甜点心的陪伴，珍妮不得不忍受她的孤

独，来度过她的余生。作者认为这是男女和解的最好方式。 

唐纳德·马克斯对此评论道：“珍妮不得不杀死甜点心。因为杀死甜点

心，珍妮第一次获得了与男性交往关系中的独立，而且她也得到了内心永久

的平静”[10]。珍妮最后的暴力方式完美的代表了她的内心活动，也代表她选

择了生存而非死亡。内心活动不仅能通过口头的语言表达出来，也代表了一

种心理状态和一种主动的自我意识。 
在经历了三次婚姻后，珍妮成为了一个完全拥有自我认同的成熟女性。

赫斯顿给了我们一个敢于通过抵制父权社会的传统意识形态来追求自由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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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角色。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应该敢于为自己发声，通过自

己的声音反抗男性的权力和权威，并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点。

因此，赫斯顿先进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肯定。 

3.2.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倡崇拜自然女神和灵性女神，因为她们可以成为精神

治愈师，避免妇女和自然被贬低和剥削。在小说里，珍妮被描绘成一个坚持

不懈的追求和谐的积极女性，她最终成为了黑人社区的灵性女神。她也是黑

人妇女中寻找美丽和追求自由的女神。她坚持要在她的人生旅程中找到她的

真爱。因此，她从不放弃她的自我追求。 
珍妮把自然当作她最亲密的朋友，并以她独特的方式与自然交流。例如，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躺在梨树下，盯着在雌蕊中采蜜的蜜蜂。在珍

妮对神秘的爱情充满向往和期待的时候 ：“她看见一只带着花粉的蜜蜂进入

了一朵花的圣堂，成千的姊妹花躬身迎接这爱的拥抱，梨树从根到最细小的

枝丫狂喜地战栗，凝聚在每一朵花朵中，处处翻腾着喜悦”[8]。她的内心使

梨树的身份人性化。梨树也象征着珍妮对自然和自由的热爱，在梨树下珍妮

期待着爱情的到来。 
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着生态的多样性，也关注女性在自然界中自我追求的

实现。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指出，不仅是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也应该和

谐相处。《他们眼望上苍》这本小说完全体现了赫斯顿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个系

统中，所有的组件都是相等的，因此没有哪一个组件比别的组件更优越。 
主人公珍妮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中“地球母亲”的女儿。当她内心相信自

己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时，她就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在小说《他们眼

望上苍》中，珍妮对自然的爱和渴望贯穿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每一个

阶段。爱是珍妮这个人物的重要元素，也是赫斯顿关注的关键。 
此外，飓风的到来不仅夺走了人类的生命，也使珍妮更加独立。一方面，

飓风代表着强大的自然力量，体现出人类在面对自然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大自然警告人们不要试图控制或支配自然。另一方面，飓风使珍妮在没有男

人的帮助下更加独立的生活。小说传递出这样一个观点，两性应该相互依赖，

人们应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并且互相尊重。人类的生活主要依靠世界的统

一与和平。人类的生存与整个生态平衡密切相关。只有持有平等与和谐的观

念，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4. 结论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赫斯顿的杰作，将有助于我们重新了解赫斯

顿对男性与女性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在《他们眼望上苍》中，

她对自然的爱和她对不同性别之间和谐相处的关注度，为我们提供了从生态

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了解这位伟大作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小说《他们眼望上苍》中，赫斯顿成功塑造了珍妮这一典型的黑人女

性人物形象：虽然饱受歧视和压迫，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亲近感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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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力，在感悟自然中实现了自我救赎，避免了沦为男性的镜像，最终获得了

自己的幸福。珍妮反抗压迫、寻求自我的过程也是拒绝被男性工具化的过程。

赫斯顿精心刻画珍妮这一美国黑人女性成长的典范，其真正意图就是要激励

其他那些有着同样经历、遭受着同样压迫的美国黑人女性们站起来，仰望上

苍，像珍妮那样通过艰难困苦的斗争，冲破传统社会的层层束缚，赢得自己

的政治、经济地位，重新建构自己的黑人女性身份，从而最终完成自己的人

格成长[11]。 
在小说中，赫斯顿充分展示了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梦想与现实的

对立，揭示了父权制社会男人主宰女人与人类主宰自然之间的关系[12]，传递

了源于自然、长于自然、成于自然的婚姻观，表达了顺应自然、反对压迫，

追求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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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他们眼望上苍》中的生态女性意识 

摘要：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展示了黑人女子内心

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充满了深切的生态关怀。本文通过对《他们眼望上

苍》中女主人公珍妮三次婚姻及成长轨迹的深入分析，旨在揭示赫斯顿在小

说中所传递的主张解放妇女与自然、追求两性平等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并指出只有充分认识到女性意识与生态意识的关系才能够达到生态女性主义

者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互相依存的生活社会理想。 

关键词：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生态女性主义，女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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