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دراست حول قصت "السمكت الكبيرة" للكبتبت الصيىيت المعبصرة آن شي ليو التعبيش بيه الإوسبن 

 والطبيعت مه مىظور الأدة البيئي
واىطبُعت أٍسًا َهدد وجىد اىعبىٌ بأظسٓ. حتً ىقد أصبحت ٍشنيت الاصطداً بُِ الإّعبُ  :المستخلص

أصبح ٍِ اىضسوزٌ إعبدة اىْظس ٍسة أخسي فٍ اىعلاقت بُِ الإّعبُ واىطبُعت، وذىل ٍِ أجو اىحفبظ 

عيً اىطبُعت وحَبَت اىبُئت. وٍِ أجو تحقُق هرا اىهدف، أصبح الاعتَبد عيً الأدة اىبُئٍ أٍس فٍ 

الإّعبُ عيً أُ َدزك تدزَجُبً أُ اىعلاقت بُِ الإّعبُ واىطبُعت  غبَت الأهَُت، هرا الأدة اىرٌ َعبعد

 هٍ علاقت شسامت تعبوُّت فٍ تعبَش ٍتْبغٌ ٍْعجٌ وىُعت علاقت عدائُت.

وبعد اىدزاظت واىبحث، اظتْتجت أُ قصت "اىعَنت اىنبُسة" ىينبتبت اىصُُْت اىَعبصسة آُ شٍ ىُى هٍ 

ئٍ ىدي اىْبض، وتعنط ىيقبزئ حبىتٍ اىتعبَش )اىَتْبغٌ ٍثبه واضح عيً ذىل، فهٍ تعصش اىىعٍ اىبُ

 وغُس اىَتْبغٌ( بُِ الإّعبُ واىطبُعت.

 الإّعبُ واىطبُعت، اىتعبَش، الأدة اىبُئٍ، آُ شٍ ىُى، "اىعَنت اىنبُسة". الكلمبث المفتبحيت:

Talking about "The Big Fish" a very short story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ess An Shi Liu The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man and nature collision endangers the living 

world existence. In order to save nature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a goal depends on the ecological literature, which helps 

mankind gradually realize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a harmonious and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a hostile relationship. 

After study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is issue, I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ig Fish", a very short story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ess 

An Shi Liu, is a clear example of this. This work enhances people's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makes readers understand the two attitudes of this 

symbiosis (harmonious, Inharmonious). 

Key words: man and nature, symbiosis,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 Shi Liu, 

"The Big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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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与自然的碰撞问题，危及生命世界的存在。为了拯救自然，保护

环境，有必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取决于生

态文学的创作，其帮助人类逐逐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共

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入侵关系。 

在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后，笔者得出结论，中国当代女作家安石榴

的小小说《大鱼》对此便是个鲜明的例子。这本作品增强人们的生态意

识，使读者了解人与自然共生的两种态度（和谐、不和谐）。 

关键词：人与自然，共生，生态文学，安石榴，《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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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后，经济、科技以及社会生活处于飞速进步阶段，不

同领域有很大成就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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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碰撞问题，危及生命世界的存在。为了拯救

自然，保护环境，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改变人类思想和行为，

利用生态学原理来揭示生物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学反映大自然和人们关系。这种文学对揭示生态问题、增强

人们的生态意识、改变人们对自然的行为态度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此，这本研究通过生态文学旨在说明人与自然共生的两种态度（和

谐的和不和谐的），更多地关注说明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也同时描写不

和谐共生的后果。 

就这样，这本研究从生态学的定义出发来描写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

“人”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然后，描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这种关

系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入侵关系。 

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危机发挥很

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将以安石榴的《大鱼》为例，探讨生态文学及其任

务。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

当代女作家安石榴的小小说《大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本作品提

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使读者理解人与自然共存的两种立场。 

 

从此，这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以安石榴的《大鱼》来谈到三个方面

：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共生关系。 

三、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能否和谐共生？ 

 

1.生态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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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与哲学和道德相关，注重说明人类

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李振基等编在《生态学》一书中也对生态学的定义进行了解释。

1866年，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第一次给出了生态学的定

义，生态学概念提出以来，已有许多生态学家给生态学下定义，从这几

个定义中，可以看到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生态学认识

的过程： 

海克尔指出，生态学是一种科学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

环境之间的关系。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E.P. Odum）1956年提出的定义是，一

种科学注重研究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 

还有马世骏（1915—1991年）先生，他认为这种科学反映生命系统

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在自然界中，生物个体、群体、群落都可以看

成是生命系统，这些生命系统周边的能源、温度、土壤等都是环境系统

。1 

总之，生态学真是一种科学有利于说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2.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关系。人能改

变和发展自然界，大自然也能赐予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多物质基础。从而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今天，人类终于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要想促进人类文明

的进步，就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与自

然和谐共生。 

                                                           
1
 李振基等（2004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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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人们逐逐渐渐意识到，他们必须与大

自然有和谐共生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入侵关系。 

对此，方世南教授在其研究中认为，“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状态下得到双向促进和提高。”2 

值得注意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思想不是新的，而是远古而来

的。赵家祥教授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一般表述为‘天人

关系’”3 

还值得一提的是，“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天人

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人要是与自然界和谐共生

，才能有利于自然界的存在，又有利于人自身的进步。 

对此，赵家祥教授还认为，人与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人们不但是

自然环境发展的产物，而且是自然界中一个重要部分，因而与自然界具

有共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能把人类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人类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生存和发展，同时人又能认识自然界

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人和自然之间具有

同一性，“天人合一”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人只有求得与自然界的和谐

，才能既有利于自然界的繁茂，又有利于人自身的进步。4
 

此外，中国“天人关系”的这种古代思想不但反映古代人们和自然

环境关系，而且说明某些关于近现代以及人类未来的同样思想，换句话

说，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现代生态学意义。 

与此相反的是不和谐共生。那时，人与自然有敌对的入侵关系，这

种关系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自然界的繁茂、人自身的进步有不利的影

响。 
                                                           
2
 方世南（ 2020年），第4页。 

3
 赵家祥（ 2017年），第13页。 
4
 同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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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文学及其任务： 

众所周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在灾难和危机面前从未缺席

，而对危机发挥重大的作用。生态文学创作直面现实积极实践意义。它

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描写人与自然共生的两种态度，越来越力图发现危

机的原因及其解决的方法。 

学者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作家对生态环境所体现

的一种终极关怀必然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人与自然的和谐或冲突渐渐成

为作家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许多作家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以强烈的责任感写出了优美的充满哲理的生态文学，从而审视和表现

人和自然的问题。于是以生态系统来表现这个问题的生态文学应运而生

。它以揭示生态危机及其根源，呼唤爱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增加生态

意识。5 

至今，生态文学深深地描写自然和人的关系，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影

响和破坏，使人类意识到自己对自然界的责任感，促使其采取行动，爱

自然、保护自然、拯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发展，生态文学渐渐发展成熟，与传统文

学相比，生态文学还有不同的价值。 

雷鸣教授在他的研究中说：“生态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视

域和价值向度。”6 

近年来，全球生态危机变成严重，人与自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

此，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深思人与自然界关系，力图改变

人类思想，强调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这就是生态文学的任务

。 

4.安石榴的《大鱼》：7 
                                                           
5
 张晓琴等（2009年），第76页。 
6
 雷鸣（2021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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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面对生态危机，很多作家写出了美丽的生态文学创作，

深深地谈到人与自然问题，力图改变人类思想、行为和态度，需求爱自

然、拯救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力图发现危机的原因及其处理的方法

，其中有中国当代女作家安石榴。 

通过描绘美丽的大自然，生态文学作品唤醒人类要爱护自然。对此

，安石榴的《大鱼》便是个鲜明的例子。这本作品使读者感受自然的美

丽。这一美感促使人更加向往自然，唤醒人的生态意识。 

安石榴，女，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3月出生在黑龙江省

海林市。2008年，这位中国当代女作家开始小小说写作。在《北京文学

》、《山东文学》以及《北方文学》等刊物中发表许多短中篇小说。获

得黑龙江省文艺奖。 

她已出版小说集如：《大鱼》和《蚊舞图》等。《大鱼》荣获

2009-2010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等。 

中国当代女作家安石榴在《大鱼》这本作品中使用了简单的写作风

格，即小小说的写作风格特点。这种写作风格更接近读者，也同时具有

与人类生活有关的知识深度。 

 小小说《大鱼》： 

首先我们可以定义小小说。在《文学词典》中，小小说是“小说的

一种。篇幅比短篇小说更短。少则几百字，至多千余字。情节单一，人

物仅两、三人左右。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形象地说明一个

简单道理。”8 

作者为什么要用这种文学色彩来写这个故事呢？随着时代的发展，

读者不再喜欢那些长篇小说，而是更喜欢快速阅读。因此，作者提出了

小小说《大鱼》，它寓意深刻，承载着有用的科学信息。 
                                                                                                                                                      
7
 来自安石榴：《蚊舞图》，天地出版社，2013年10月，第39-42页。 
8
 孙家富等（1983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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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榴对生态危机提供高度的意识和批评态度。她在《大鱼》中用

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展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促使人类了解生态危

机的严肃性。 

安石榴《大鱼》立意高远，结构精当，叙述从容。人类的文明进步

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能否和谐共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主人公终于结论

，人们更必须对自然富有自律力和良好的行为。作品的叙述不快不慢，

故事情节十分明显、简单及顺利。通过极简短的描绘与对话，烘托出一

种大情怀和人的内心世界，把人物、自然环境与题旨糅合在一起，把一

个形神兼具的主人公形象刻画出来9 

在小说中，安石榴以凌厉笔法和想象力的语言，让读者享受发生在

森林里的故事。 

在《大鱼》开头中，“镜湖里有大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鱼”。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引起读者的注意，及使他问一问：这大鱼

是怎么样的？  

小说的主人公“我”决定去森林深处寻这诡异的传闻。“我的伯父

住在镜湖边”。这位伯父和他的妻子养了家畜、家禽以及一些昆虫，“

侍弄一大块园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侍弄一大块园

子”是一个重要的句子。我们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主要

本质在于绿色现代化。10 

伯父和伯母有愉快的生活，享受阳光，与动物住在一起；奶牛、狗

、猪、鸡以及蜜蜂，各不相犯，避免相互伤害，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真

的生命的本来面目。 

                                                           
9
 杨晓敏（2018年），第41页。 
10
 高红贵等（2022年），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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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蜂蜜时，伯父穿老衬衫，把脚放在踏板上，“蜜蜂们嗡嗡地围着

他转。”  

女作家使用这些外貌、动作以及行为来反映伯父和他的妻子的日常

生活，说明他们自立、自食其力的美丽生活，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关系。 

“我”想要拍照大鱼的出现，在伯父和伯母院子里高架许多现代仪

器（照相机、摄像机、远红外望远镜等）。在小说中，这些现代工具被

比作“一排枪口一样对着湖面。”，说明了“我”的动作和态度对大鱼

可以造成很大的伤害，又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共生关系。 

然后，当“我”问伯父“真的有大鱼吗？”时，伯父回答：“什么

事情都不能让人知道。”仿佛他想说，有了！你说的对，但是“人要是

知道了，就没好了。”  

也许这句话不够清楚，为此，伯父又解释：“要是人不知道这山里

有大松树，那些大树就还活着”仿佛人类是自然环境的敌人，对自然界

具有破坏、危害的行为。 

在这里，作者尖声喊叫，这些破坏行为必须改变的。人们应该爱自

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可以是世界的建立者，也可以成为世界的破坏者；可以传播和平

与爱，也可以支持战争；可以成为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也可以变成拯

救大自然的唯一之路，这的确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及其行为。 

过了一会儿，“大鱼出现了！大鱼又消失了！”后，“我”懊恼地

坐在地上，很懊恼没有拍下大鱼，直到意识到，这些现代工具“等同一

堆废铁”，而“我”没机会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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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伯父回答说，每个生物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和它们“不相犯

”好像他想说，我们和每一种生物活着在一起，有和谐共生关系，而决

不是征服的敌对关系。 

然后，“我”别无选择，只好放心静下来，在伯父和伯母家里住，

很少吃饭睡觉，没说话，又等着这一条大鱼的再次出现。 

总之，这本作品增强人们的生态意识，使读者了解共生的两种态度

，强调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使读者感受自然的美丽。这一美感促使人更

加向往自然，唤醒人的良知和意识。也同时描写不和谐共生的后果，即

“我” 拍不到大鱼出现的画面，缺乏对美丽景色的享受。 

关于叙事风格，安石榴在《大鱼》中用第一人称“我”的讲述来叙

述全篇。孙家富教授等在其所著的《文学词典》中把第一人称定义为：

“叙述人称的方式之一。在作品中以‘我’的身份叙述故事、描绘人物

、抒发感情等。„，限制在‘我’所经历或耳闻目见的范围之内。”11 

从上述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人称叙述就是以“我”的口吻

进行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所叙述的都是以“我”的身份讲故事、刻画人

物、表达感情。 

在《大鱼》中，作者不但巧妙地使用叙述人称的方式，而且对人物

、事件和环境做出明显的说明。 

小说中，现代人类文明与自然界的面貌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女作

家安石榴在这本作品中以一些词来描写现代人类文明，例如：（照相机

、摄像机、远红外望远镜、几件现代化机器）等词。她又用别的词来阐

明自然界，如：（镜湖、大鱼、原木、山、奶牛、猪、蜜蜂、鸡、狗、

园子、秋阳、嗡嗡、阳光、森林、鸟儿们、水墙）等词。 

                                                           
11
 孙家富等（1983 年），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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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榴认为，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缺乏和谐共

生。她在《大鱼》中把现代化工具比作“一排枪口”，来说明了这些仪

器可能对自然中的大鱼造成危害。此外，由于对这些现代化仪器的关注

，“我”已看不到大鱼。所以，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

态缺乏和谐共生。 

小说中的伯父和伯母代表着最简单、最愉快、最安静、最原始的生

活，然而“我”则代表着现代生活。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该选择发展科学技术还是古老田

园生活？ 

赵家祥教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发展科学

技术与生产力同保持生态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

的科学性与道德性和审美性。”12 

这种发展是不断的过程，因此，应该继续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以及

绿色发展。13 

总而言之，人们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了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改

变。近年来，科学技术的滥用引起了非常严重的环境危机，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人们必须对此更加关注。 

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能和谐共生，正确的态度

就是把现代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这种情况需求增强人们的科

学性、道德性和审美性，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以及绿色发展。 

与其他文学相比，生态文学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具有科学性。生态文

学应该是极少数具有鲜明科学性的文学类型。14 

                                                           
12
 赵家祥（ 2017年），第15和16页。 

13
 高红贵等（2022年），第61页。 

14
 刘晓飞（2022年），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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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今时今日，人和自然界的冲突问题，对生命世界的存在造成危险。

为了拯救和保护自然环境，需要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改变人

类的思想和行为。 

众所周知，文艺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它

在灾难和危机面前从未缺席，而对危机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甚至人与自

然是和谐还是冲突的关系成为作家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是“生态文学”。生态文学重视人对自然

的责任感，它揭示生态问题，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改变人们对自

然的行为态度，促使人们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本研究得出结论，安石榴《大鱼》反映和体现生态文学的任务。

在小说中，“我”的行为及其生活的态度体现不和谐共生关系，然而伯

父和伯母的态度则体现和谐共生关系。 

安石榴认为，现代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自然的原始形态缺乏和谐共

生。但是通过这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自然的原

始形态能和谐共生，正确的态度就是把现代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统一起

来，这种情况需求增强人们的科学性、道德性和审美性，坚持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以及绿色发展。我们可以说，人们应该通过科学、道德以及

审美三者统一的方面利用和控制自然环境，而不要单向地强化人类对自

然环境的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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