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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产生及其意义是权利与承诺 ,其终极目的与理想是争取

社会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有着独特的理性思维和全新见解 ,其逻辑方法

论是从英雄的伦理到全面完整的伦理学 。作为创建和谐文化的思想理论 ,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

义在理论与实践各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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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出现 ,导致了一场绿色的革命:它揭示了根植于人类对自然控制努力中的无

数压迫形式之间的联系 ,特别是对女性的压迫 。它为了消除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不平等 ,使女性获得

与男性一样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力而斗争的精神 ,和力争实现男女合作与共同发展目标而创建和谐的

特征 ,都是极为鲜明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实质是指向和谐文化生态与文化环境保护的 ,它的活动

者竭力在文化生态环保的意义上争取男女平等 ,不仅在社会地位和人权方面取得平等 ,而更要实现女性

在人格和文化上的合理地位与合法权力 ,这也是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

一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产生及其意义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与其它的女权主义一样 ,争取社会男女平等和谐发展 。1974 年 ,弗朗索瓦丝

·迪奥博纳首次使用了生态的女权主义(ecofeminism),并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

迫有着直接的联系” ,包括历史的 、经验的 、象征的 、理论的联系 ,由此带来了一场生态环保的人文革命。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尖锐批评并力图颠覆造成这些压迫的父权制及其制造的在自然和文化之间二元

对立的错误理念 ,指出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的一个特征 ,他们把男性与女性的等级制的不平等扩展到

了文化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等级差别上 ,父权制/男性统治就像对待女性的压制和强迫一样 ,开始了对

自然的掠夺与控制 ,以显示父权制/男权统治的强力之优越性与霸权性!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比任何其他任何女权主义者的思想都丰富 ,因为它竭力揭露根植于人类对自

然控制努力中的无数压迫形式之间的联系。”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还是一种对女权主义和环境伦理的

决定性理解。他们发现了父权制的错误理念导致的可悲现实———将“生物的(动物的)世界与社会(人类

的)世界相分离 、男性和女性相分裂 、以及女性同自然 、再生产 、材料 、他物的跨文化联系 、还有男性同文

化 、生产 、形式 、自我中心的跨文化的联系” ,然而 , “这些是同一西方古老理念的所有部分 ,即过去常常把

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认为是正当或合理的理念 。” [ 1]
(第 613-6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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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有很多分支 ,但总起来可分为两个主要类型:社会构成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

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 。所谓社会构成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们把女性同自

然 、男性同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看作是他们对女性的从属(或者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和人类对自然的掠

夺。他们认为这种二元的支持父权制的理念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女性也和男性一样相信女性仅属于私

人领域 ,在那里女性是用她们的手和思想 ,抚养她们生出的孩子;而男性则属于公共领域 ,在那里进行生

产性和创造性工作 ,男性则用他们的机器和电脑来建造社会 。所谓自然主义的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对

社会构成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来说 ,他们中的马蒂·基尔所持的立场是 ,挑战把女性从自然和再生产的有

限联系中脱离开来 ,完全没有自然比文化更低级 ,或者再生产比生产更没价值的思想 。女性特殊的品质

源于她们的生物学上的联系到自然的再生产过程 ,而不是否认她们与自然的联系。女性应该庆祝她们 ,

毫不动摇地坚持自然而非文化 ,再生产而非生产 ,这是对生命绝对必要的条件。基尔认为 ,由于女性的

自然 、女性的体验 ,所以她们倾向于重视关系和特殊的个体 。她们强调照顾 、养育和情感 ,而且她们竭力

用合作和团体的方式去重置冲突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生态环保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指向在于:第一 ,力图结束男性至上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

与歧视。男性至上主义包括任何控制女性主导或者使之居于低下的从属地位的观念 ,它导致对女性性

别歧视压迫的存在 ,特别是把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等同 ,以及把男性与女性 、自然与文化相分离并对立等

错误的思想和现实 ,必须彻底消除之。第二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竭力维护女性潜力及其展示 。但是 ,

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的 ,正是父权制/男性沙文主义压迫着女性:那是一个被权力支配 ,阶级组织和

竞争等特性规定的系统。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则进一步指出了父权制对自然 —生物 —女性的歧视 ,使

之与人类社会文化—男性等相分离和对立! 第三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力求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与不合

理的现实 ,争取社会文化权力 ,创建平等和谐的关系和文化 ,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理论 。

二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观念体系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有着独特的理性思维和全新见解 ,“提供了一种既能重新构想女权主义又能发

展环境的与众不同的体系框架 ,以此建立一种女性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 ,在女

性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之间的某些最重要的联系是观念上的。鉴于此 ,他们认为自然是观念体系的自

然。凯伦 ·沃伦在《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权力和允诺》[ 1](第 613-625 页)中认为:女权主义是一场废止性

别歧视主义的运动。但是性别歧视主义在概念上同自然主义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种压制的被主导逻辑

所刻画出特征的观念体系)。这样 ,女权主义是(也是)一场废止自然主义的运动 。凯伦 ·沃伦指出 ,父

权制把自然 、动物和女性视为低下的 ,以供掌有权力的男性们享用。作为一个概念体系 ,它是一套基础

的信仰 、价值 、态度和设想 ,决定和反映着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一个人的世界 。它是社会构成的透镜 ,

通过它 ,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它被那样一些因素所反映 ,如:性 、种族 、阶级 、年龄 、情感的根源 、

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背景。这样一些观念体系是压制性的或令人窒息的。这种压制性的观念体系是它能

解释 、肯定和维持压迫和从属的关系。一种压制的观念体系是父权制的 ,它解释 、肯定和维持女性对男

性的从属 。

作为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 ,她深刻地揭露了父权制/男性统治造就的压制性的观念体系的有三个

重要特点:(1)价值等级思想 ,即“上 、下”思想 ,它把较高的等级(地位 、声望)放在所谓的“上” ,而不是所

说的“下等” 。(2)价值二元主义 ,即在反意的对子中 ,选言肢被看作是反对的(而不是补充的)和排他的

(而不是包容的)。把较高的等级(地位 、声望)放在一个选言肢而不是另一个(例如 ,二元主义把较高的

等级或地位给予了历史上被认为是“思想” 、“理性”或“男性的”那一方 ,而不是历史上被认为是“身体” 、

“情感”和“女性”的那一方)。(3)统治的逻辑 ,即可以引出从属的正当理由的一种争论框架。

显然 ,揭露父权制压制性的观念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最有意义的。统治逻辑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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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它也包含着真实的价值体系 ,因为一个伦理的前提需要承认和支持对一个从属地位的“正当的”从

属。这个正当理由是典型地基于某个被指称的特征上(例如 ,合理性)被给出的 ———统治地位的人(例如

男性)所具有的从属地位的人(例如女性)所缺少的特征 。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认为统治逻辑和产生它的任何观念体系必须被废除。为了使一个有意义的差

异概念成为可能而不是产生一个压迫来阻止女权主义变成一场支持主要是基于共同的体验上的运动。

在当代社会里 ,没有“女性的声音” ,绝对地没有女性(或者人类)。每个女性(或者人类)是某个民族 、阶

级 、时代 、情感倾向性 、婚姻的地位 、地域或者国家背景等等基础上的一个女性(或者人类)。女权主义必

须是一场基于共同信念和兴趣的“团结一致的运动” ,而不是一场基于共同体验和共同欺骗的“整体同

一”的运动 。他们认为 ,至少在西方社会 ,支持对女性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观念体系是一种父权制的观

念体系 ,它被一种压迫观念体系的三个特征所定性 ,许多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认为 ,历史上 ,至少在占

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里面 ,一种父权制的观念体系已经认可了下面的论证 。(1)女性被认为同自然和物

质的领域相一致 ,男性被认为同“人类”和精神的领域相一致 。(2)同自然和物质的领域相一致的任何东

西都要劣于(低于)同“人类”和思想的领域相一致的东西 ,否则 ,反过来说 ,后者优于(“高于”)前者 。(3)

那样 ,女性劣于(“低于”)男性;或者 ,反过来说 ,男性优于(“高于”)女性。(4)对于任何 X和 Y ,如果 X

优于 Y ,然后 X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Y应该是从属的 。(5)那样 ,男性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是从属的 。

如果这是正确的 ,这种论证就可以建立一种父权制 ,即在(5)中被给出的结论 ———女性被男性有组

织地统治 ———就是合理的 。但是 ,按照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 ,和早期的那种压迫的观念体系的三个特

征相一致 ,(5)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价值等级思想 ,(2)中的假设:价值二元主义 ,在(1)中的假设精神和

物质的二元主义和在(2)中假设的物质对于精神的劣等性;并且有一个统治逻辑 ,在(4)中的假设 ,同以

前的前提(4)一样。因此 ,按照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 ,在一种压迫的父权制的观念体系范围内 ,已经历史

地产生作用(至少在占主导的西方文化中),支持两个相像的女性和自然的压迫(这种论证),该论证和父

权制的观念体系 ,(无论)它从何处来 ,应该被拒绝
[ 1]
(第 613-625 页)。

三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的逻辑方法论

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凯伦·沃伦把女性从自然和再生产的有限联系中分离开来 ,强调了自然绝

对不比文化更低级 ,再生产也绝不比生产更缺乏价值的思想 。由此消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主义 ,通过父

权制压制性的被主导的逻辑所刻画出特征的观念 ,完全消除对自然的歧视与掠杀。即认为自然/文化二

分 ,以及女性/男性等级制必须被摧毁 ,沃伦的评价没有留给我们否认自然和文化之间差异 ,以及女性和

男性之间的差异 。仅仅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情感的 ,思想/身体都不能意味着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

在人 、动物和植物之间没有差异。承认差异不是要坚持哪种存在方式好于或者优于另一种存在方式。

但是 ,这却能暗示出 ,依赖于他们的思考能力 ,一些生态组织对协调它们的复杂相互关系应该承担更重

要的责任 。他们的“任务” ———即 ,被用于完整的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中。

与许多女权主义者和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者相反 ,在相互联系中不同于压迫联系中 ,也许那里没有

固有的关于“等级思想”或者更甚于“价值—等级思想”的问题。等级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划分材

料 、比较信息和组织材料作用是很重要的。分类(例如:植物分类)和生物术语集词汇手册似乎需要某种

形式的“等级思想” ,甚至“价值 —等级思想”在特定的联系中也是常被接受的(在非压迫的关系中 ,相同

的也许被说成“价值二元主义”)。例如 ,正像莫雷 ·布克欣所提议的那样 ,设想关于人类的独一无二处

是激进地改造我们的社会环境(或者“社会”)的意识能力 ,这一点是真实的 。然后一个人能够如实地说

人类更好地被装备去激进地改造他们的环境 ,而不像岩石和植物 ———一种“价值等级”的说话方式 。

问题不单单是使用价值等级思想和价值二元主义 ,而是在压迫的观念体系中 ,使用了作为低下等级

和判定为从属的方式 。它是统治的逻辑 ,双倍于价值等级思想和价值二元主义 ,并认为从属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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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什么是解释的基础 ,然后 ,关于压迫的观念体系的本质才是统治逻辑。

对于生态环保的女权主义来说 ,统治逻辑是解释的基础是重要的 。没有统治逻辑 ,一个相似和差异

的描述将仅仅是 ———一种 相似 和差 异的 描述 。“人 类不 同 于植 物 和 岩石 ,因 为 人 类能 (而植 物 和 岩石 不

能)有 意识 地和 积极 地改 造它 们所 生活 的社会 。人 类 与植 物 和岩 石 的相 似 之 处在 于 他 们都 是 一 个生 态

社会 的成 员” 。所以 说 ,一 个人 也不 能因 此而 得出 在人 类 与非 人 类之 间 有 任何 道 德 上的 相 关 区别 ,或 者

是植 物岩 石被人 类所 支配 的结 论 。为了 得出 那些 结论 ,还 必 须要 加 上至 少 两个 强 有 力 的假 设 :(1)人 类

有 ,植 物和 岩石 没有 ,自 觉 地 、积极 地改 变他们 所生 活的 社会 的这 种能 力 。(2)所 具有 的自 觉地 和积 极地

改变 它所 生活的 社会 的能 力的 任何 东西 ,道 德 上 就优 于 缺乏 这 种能 力 的任 何 东 西 。(3)这 样 , 人 类在 道

德上 就优 于植物 和岩 石 。(4)对于 任何 X和 Y , 如 果 X在道德上优于 Y , 那 么 , Y在道德上就理所当然

地被认为是对 X的从属 。(5)那样 ,植 物 和岩 石在 道德 上就 被理 所当 然地 认为 是人 类的从 属 。

没有 这两个 假设 ———人类 在道 德上 优于(至少 某些)非 人 类 , 并 且 这 种 优越 认 为 从 属是 应 当 的 ,(4)

一个 人所 有的就 是在 人类 和某 些非 人类 之间 的一 些差 异 ,这 是真 实的 ,即 使 差异 是依 据这 种优 越被 给出

的 。那样 ,它 是 统治 的逻 辑 ,是 生态 环保 的女 权主 义者 讨论 压迫 的底 线 [ 1]
(第 613-625 页)。

关于 第一人 称叙 事是 一种 提高 伦理 学中 与哲 学相 关问 题 的 手段 ,许 多 女 权主 义 者 和一 些 环 境伦 理

学家 已经 开始探 讨理 论和 实践 重要 的资 源和 方法 ,但 在主 流 哲学 伦 理 学中 却 经 常失 去 或 者 被冲 淡 。对

于生 态环 保的女 权主 义和 环境 伦理 学来 说 ,使 用 第一 人 称叙 事 是重 要 的 。这 里 面至 少 有 四 个原 因 。第

一 ,那 样一 种叙 事产 生可 以感 觉得 到的 常在传 统分 析伦 理论 文中 所缺 少的 敏感 性 ,即 把自 己作 为一 种基

础的 同别 人联系 在一 起的 想象 的敏 感性 ,包 括 非人 类环 境 。它是 一种 形式 ,同 它 们自 身认 真地 发生 关系

的形 式 。第二 , 那 样 ,第 一 人称 叙事 就会 表达 各种 各样 的伦 理态 度和 行为 。这些 在西 方主 流伦 理学 中经

常被 忽略 和冲淡 。第 三个 理由 :它 提供 了一种 伦理 学 和伦 理 意义 的 思 考方 式 。当 突 然 从特 殊 的 位置 脱

离时 ,道 义 上的 代表 发现 他们 处在 ,而 不 是被 强迫 地处 在那 些位 置上 。当多 种多 样的 跨文 化声 音处 于中

心位 置时 ,叙 事 就能 表达 出一 系列 的态 度 、价 值 、信 仰 和行 为 ———这些 在 强 迫 性的 伦 理 方法 和 理 论中 也

许被 忽略 或者被 缄默 。最 后 , 我 们 的 目 的 也许 是 最 重 要 的 。叙 事 方 式有 辩 论 的 力 量 , 可 得 出 正当 的 结

论 。第一 人称叙 事是 女性 获得 社会 文化 权利 和地 位的 标 志之 一 , 是 平等 对 女 性自 然 生 物并 赋 予 人文 关

怀的 保证 。正因 为支 持自 然的 压迫 是一 种父 权制 的压 迫的 观念 体系 把女性 降为 低级 无权 的客 体 , 因 此 ,

铲 除 父权 制的观 念体 系及 其影 响是 实现 平等 和谐 发展 的头 等重 要的 任务 。

四 、生 态 环 保 的 女 权 主 义 伦 理 学

凯伦 ·沃伦 指出 ,探 索女 性的 压迫 和自然 的压 迫之 间的 一些 历史 的和 观念 的联 系 ,女 权主 义和 环境

伦理 学得 以重新 建构 和重 新界 定 , 正 是 生态环 保的 女 权主 义 的权 力 和 承诺 。面对 文 化 生态 环 境 伦理 的

危急 ,亟 待 自觉 保护 和 革 新 ;马 蒂 ·基 尔 在 《从 英 雄 的 伦 理 到 全 面 的 伦 理 :生 态 环 保 的 女 权 主 义 的 挑

战》
[ 1]
(第 613-625 页)一 文 中 , 把 她 所 说的 “英 雄的 伦理 学 ”与 “全 面的 伦 理 学 ”进 行 对比 , 认 为 前 者 是男 性

的 、男 子气 质的 或者 男权 主义 者 ,后 者是 女性 的 、女 性气 质的 ,或 者女 权主义 者 。英雄 伦理 学的 实践 者是

好心 的 。毕竟 , 他 们 想援 救女 性/自 然 :停止强 奸女 性 、屠杀 动 物 和 污染 环 境 。配 备 这些 理 性 的工 具 ,英

雄伦 理主 义者提 出用 理性 伦理 来保 护女 性和 自然 。

在西 方思想 中 , 自 古 以来 就把 自然 、女性 和动 物当 作 恶源 。圣 经 故 事 伊甸 园 中 的女 性 和 动物 ,也 被

描绘 成是 世界上 的万 恶之 源 。并且 ,“人 类 ”处 在所 有的 其他 生命 形式 之上 ,而 且 被说 成同 神有 一种 特殊

的关 系 。为了消 灭恶 源 , 英 雄 伦理 学出 现了 。但是 ,正 像基 尔 看到 的 那 样 , 英 雄伦 理 学 是问 题 的 一部 分

而不 是解 决方法 的一 部分 ,它 是作 为男 性的 、男性 气质 的 、男 权主 义者 的 ,是 父权 制的 产物 。

理查 德 ·罗 蒂指 出 , 男 权 主义 是保 护有史 以来 一直 处于 顶端 的人 们 ,这 种怪 物就 在身 边 ……事 实就

是 :很 长时 间以 来 ,肌 肉发 达的 人们 一直 在欺 负肌 肉不 发 达的 人 们 。据 马 尔蒂 ·基 尔揭 露 ,亚 里 士多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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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目 的 和 功 能 的 概 念 , 尤 其 帮助 规定 了西方 世界 对 女性 和 自然 的 工 具似 的 对 待 。按 照亚 里 士 多德 的

说法 :“世 界存在 着自 然等 级秩 序 , 在 其 内部 , 每 个 生物 都 朝向 它 自己 特 殊的 目 的 实现 前 进 ,因 为 `人 ' 的

最高 级的 目标是 通过 理性 的思 考获 得幸 福 。剩下 的自 然就 自然 地被 订立给 自由 的 `人' 来 获得 期望 的目

标 。那样 ,植 物 的存 在是 为了 维护 动物 的生存 。动 物 则是 把 它献 给 `人 类 ' 。女 性 、动物 、奴 隶 的 特殊 作

用是 作为 自由 、成年 的男 性获 得幸 福 的 工 具 。不 必 征服 自 然 ,因 为 自 然 已 经 被完 全 地 放 逐 到 低一 级 领

域 。”自然 作为人 类利 用的 对象 这 一观 念 在 Car tesian(笛 卡儿 )哲学 被 运 用 到最 大 的 极 限 。按 照笛 卡 儿

的观 点 ,因 为动 物缺 乏 “意 识 ”或者 “理性 ” ,它 们仅 仅 是感 觉 不到 痛 苦的 机 器 。压 碎 猴子 的 一 条腿 ,笛 卡

儿“推 理 ” ,和 去 掉一 个钟 的指 针一 样 ,不 会产 生伤 害 。在笛 卡儿 哲学 里 ,自 然的 野蛮 、凶恶 的一 面最 后被

放到 一边 。因此 ,自 然作 为机 器的 想法 产生了 [ 1]
(第 626-639 页)。

霍布 斯的世 界观 ———自然 被想 象成 “张牙 利爪 ” ,把 自 我 利益 作 为 人类 行 为 的唯 一 准 则 。这 个假 设

前提 是唯 的一理 性强 迫 。人们 去服 从君 主的 统治 ———在这 种情 况下 ,不 是 一个 国王 ,而 是 伦理 理论 的压

迫 。按照 这种世 界观 ,伦 理学 家开 始复 制相同 的工 具 性思 想 来定 义 我 们同 自 然 世界 的 相 互 作用 。它 被

降低 到工 具的地 位 , 被 设 计用 来防 止感 觉得到 的固 有的 侵略 性意 志 。“把自 然(和女 性)想 象为 没有 思想

的物 体对 象是典 型地 屈服 于实 际的 目标 ———利益 、方 便和 知 识 。分 解和 控 制 ,不 是 征服 是 引 导性 动 机 。

孤立 的观 察者的 合理 性代 替了 作为 心理 模式 的征 服的 快乐 。在 实验 室 ,农 药 、皮 革作 坊里 使用 动物 显示

出这 种思 想框架 ,正 像把 女性 作为 `家庭 主妇 ' 和 `生育 机器 ' 使用 的想 法一 样 。在早 期(兽 的)想象 中 ,自

然被 看作 是一个 妓女 ,在 这种 观念 里 ,自 然更 像奴 隶和 妻子 。” [ 1](第 626-639 页)

从 束 缚 和 征 服 它 的 坏 人 那 里 拯 救 “自 然母 亲 ”这个 受难 的躯 体 。基尔认 为 , 它 应 该被 女性 的 、女 性气

质的 或者 女权主 义者 的伦 理学 取而 代之 。这 种伦 理学 全面 地看 生态 系统 ———使 用情 感来 帮助 多种 多样

的生 态系 统成员 协调 。全 面的 伦理 学使 用感 官和 感觉 来 填补 理 性所 留 下 的空 白 ;它 讲 述了 整 个 道德 的

故事 ,例 如 ,如 果 一个 人正 在争 论 , 为 了 一个不 必要 的肉 消费 而杀 死动 物是 否是 错误 时 ,她 应该 花费 一天

时间 去巡 视屠宰 场而 不是 阅读 一篇 关于 动物 权利 的论 文 。

五 、生 态 环 保 的 女 权 主 义 :和 谐 文 化 生 态 环 保 理 论

在中国现代化迅速发展的进程中 , 女 性 的 地位 却有 下落 的趋 势 ! 虽然 参加 了很 多工 作 ,女 性的 地位

和作 用并 未得到 很多 的承 认 , 女 性 的就 业和发 展也 困难 重重 。在 当下 的中 国 ,真 如同 生态 环保 女权 主义

所指 出的 ,对 自 然的 掠夺 性开 发 ,对 动植 物灾 难性 屠宰 杀戮 ,女 性 的命 运亦 变得 难以 掌握 。因 此 ,急 切需

要女 权主 义的迅 速崛 起和 发展 ,更 要强 调生态 环保 的 女权 主 义及 其 文化 生 态 与文 化 环 境保 护 的 实质 和

指向 。因 为 ,文 化生 态环 保不 仅要 对男 性 —女 性 之间 ,更 要 对 文化 —自 然 之 间 、精 神 —身体 之 间 的二 元

对立 关系 颠覆和 调整 ,通 过人 文革 命实 现整合 与完 善 。

在几 千年的 人类 历史 中 , 父 权 制/男 性至 上主 义独 掌了 人 类文 化 的 权 力 , 极 力 排 斥 女性 在 文 化中 的

地位 ,彻 底 否定 女性 的文 化创 造作 用 ,极 大迫 害了 人类 社会 文化 生态 平衡 。生态 环保 的女 权主 义将 自然

的压 迫与 女性的 压迫 的关 联性 揭露 出来 ,也 表 明了 男 性在 社 会文 化 中 的强 制 力 和霸 权 地 位 。这 种文 化

垄断 是父 权制的 特征 ,由 此制 造了 一系 列的父 权制 价 值体 系 和男 权 统 治的 社 会 结构 。男性 是 主 体和 优

越至 上的 ,女 性 则是 居于 从属 地位 和低 下级次 的 。中 国封 建 社会 礼 教 “三从 四 德 ”否 定 了女 性 社 会文 化

主体 的地 位和身 份 , 仅 把 女性 当作 依附 男性的 生儿 育女 传宗 接代 的工 具 。

生态 环保的 女权 主义 是多 元文 化生 态环 境保 护理 论 ;它指 出 了人 类 所 面 临着 文 化 环境 的 危 机和 陷

阱 。生态 环保的 女权 主义 在多 元文 化方 面进 行了 积极 努 力 。不 仅注 重 女 性的 人 文 化生 态 环 保的 问 题 ,

还 强 调女 性精神 文化 生态 环保 。关 于 女性 的 精 神 文化 生 态 的 环 保 有 四个 方 面 的 观 照 :(1)提 升的 精 神

性 ;(2)注 重内在 性的 修养 ;(3)具有 自觉 的再 生意 识 ;(4)对 存在 的死 亡感 , 完 成 真正 的精 神革 命 ;把 精神

与社 会的 各向度 结合 起来 ,实 质上 是自 觉的文 化生 态环 境保 护行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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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生 态 环 境 是 指 不 断 创 建 生 成 的 人 生 存 发 展 所 处 的 一 定 的 人 文 环 境 、社 会 环 境 和教 化 环 境等 协

同态 系 。和谐文 化生 态环 保 , 是 强 调通 过人文 化成 自觉 实现 的人 文互 创系 统的 内 、外 在要 素及 其相 互作

用所 形成 的平等 共生 的和 谐的 协同 态系 。文 化生 态是 一 个为 了 人而 且 人 创的 世 界 , 比 自然 或 观 念中 自

然生 态更 为系统 。她 既包 括改 造人 的思 想道 德素 质 ,也 包括 人的 科学 文化 素质 ;既有 几千 年历 史文 化积

淀形 成的 传统 , 又 面 临外 来文 化的 冲击 ,面 临 文化 创新 的重 要课 题 。

和谐 文化生 态建 设既 有文 化产 品硬 件生 产的 任务 ,更 有 塑造 美 好 心灵 的 软 环境 建 设 的 任务 。生 态

环保 的女 权主义 实质 作为 一种 文化 生态 环境 保护 理论 ,关 注 文化 生 态与 文 化 环境 生 态 环保 的 女 权主 义

的精 神生 态 ,追 求生 态环 保的 女权 主义 建构完 整的 、平 衡 的与 合 理的 文 化 生态 ,生 态 环 保的 女 权 主义 要

着力 治理 有害于 女性 的生 态问 题 :思想 理 论 的 和 现 实存 在 的 问 题 ;要 有 保 证 和保 护 女 性 的 社 会文 化 权

力 ,平 等自 由生 存发 展的 条件 ,诸 如 :(1)清除 龌龊 的黄 毒 赌滋 网 络的 污 染 侵害 等 ,确 保 文化 生 态 平衡 和

谐 ;(2)公 共场所 的骚 扰 , 实 现 女性 生存 环境的 文化 安全 ;(3)清除 色情 图文 描述 和语 言符 号暴 力 ,实 现对

女性 的尊 重与保 护 ;(4)实 现女 性受 教育 的目 的 ,创 造 教育 条 件和 就 业机 会 ;(5)彻 底 消 除对 女 性 的性 别

歧视 思想 行为 ……

生态 环保女 权主 义同 各种 女权 主义 理论 和实 践的 目 的都 一 样 , 在 于争 取 人 的权 利 和 地 位 。其起 因

恰恰 是广 大女性 长期 以来 遭受 到不 公正 的和 受压 迫的 悲 惨境 遇 ,为 了反 抗 压 迫 , 获 得平 等 人 权 ;为了 保

护自 己的 权益 , 获 得 公正 的地 位 ;为 了独 立和 自由 ,获 得真 正 的人 的 解 放 。女 权主 义 的 终极 目 标 是使 女

性成 长为 人 ,是 对人 的塑 造和 发展 的推 进与实 现 。因为 女性 的创 造力 是最 伟大 的和 最根 本的 ,她 们 的创

造既 表现 在杰出 的社 会文 化创 造力 上 , 更 表现 在无 与 伦比 的 和无 可 替代 的 对 人的 生 命 和人 生 的 创造 力

上 ! 女性 的解放 是人 类文 明进 步的 精确 标准 和尺 度 。女权 主 义 的理 论 和 实践 的 进 步 , 正 是 女 性 的解 放

和人 类的 解放相 一致 的推 进器 ;正 是中 国文化 创造 和人 类文 明发 展的 推进 器和 伟大 的指 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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