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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交锋：解读《老人与海》里人与自然
（大海）的多维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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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老人与海》是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晚年的一部杰作。小说主要叙述了老渔民圣地亚哥出海捕鱼的故事。人们欣
赏它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而站在当今时代�小说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矛盾的多维生态关系尤为凸显。文章细致展
示小说中人�自然（大海）及海洋生物之间的对话和交锋�分析坚毅的渔夫不能如愿从大海深处带回巨大的马林鱼的根本原
因�引领人们对小说潜在生态批评的认识�同时延伸人们正确的生态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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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老人与海》�作者凭借这部小说荣获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
学奖。海明威称之为“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小说故事非常简单�主要讲述了古巴的一个名叫
圣地亚哥的老渔夫独自一个人进入深海区钓到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马林鱼�历经艰难�战胜大鱼并把它拴在
船头；在回程途中老渔夫遇上鲨鱼的袭击�与鲨鱼殊死搏斗�大马林鱼被鲨鱼吃光了�老人最后拖着一副光
秃秃的鱼骨架回家。

《老人与海》作为名著有它深刻的一面�在看似平淡的内容里�透出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魅力�正
如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八分之一”之说－－－“冰山在海上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
露出水面”。［1］这部小说那水下的八分之七是什么呢？小说中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浩瀚的海洋�凶猛的大马
林鱼�凶恶的鲨鱼�恶劣多变的气候�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复杂多面的生态世界。海明威的生态意识预见性
地散落在老人与海洋及海洋生物之间点点滴滴的对话与交锋中�和谐与冲突中。
1　人与自然的对话

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是一位有着30年丰富捕鱼经验的老渔夫。对于他来说�海洋是他的家�他对海
洋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每当想到海洋�老称她为 la mar�这是人们对海洋抱有好感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
称呼。”；“老人总是拿海洋当作女性�他给人或者不愿给人莫大的恩惠�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
来�那是她由不得自己�月亮对她起着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 ［2］12

1．1　对海洋自然规律的熟悉和利用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老人驾船出海了�借助海风和海流的帮助�他从容地划着�一点也不吃力地保持在

自己的最高速度内。” ［2］9小船在海上渐行渐远�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出海捕鱼�是因为“这些月份正是一年
中天气最佳的时候�眼前是不会刮飓风的。” ［2］27老人没有带任何航海仪器�“他可以抬头望星斗�核对他的
航向。通过观察天上的星象和风向�来预测和判断当时的天气。”“他不需要罗盘来告诉他西南方在哪里�
他只消凭贸易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帆的动向就能知道。” ［2］76

1．2　对海洋生物的了解与友好
老渔夫以自己对海洋的了解和喜好看待各种生物。在出海中看到僧帽水母�老人就会骂“你这婊子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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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很高兴看到海龟把这些“海里最欺诈成性的生物”吃掉。“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他还对那又
大又笨的 龟抱着不怀恶意的轻蔑”、“他非常喜爱飞鱼�拿它们当作他在海洋上的主要朋友” ［2］23-34、“夜间
两条海豚在嬉戏�打闹�相亲相爱�它们是我的朋友象飞鱼一样。”从北方飞来的疲惫的小鸟停靠在一根钓
索上�“鸟儿�乐意的话就住在我家吧�我总算有个朋友了。” ［2］36“他眺望着海面�看着波动的彩色海面�伸
展的钓索�飞翔的野鸭群�他明白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 ［2］79所有的友好�理解和对话源
于老人长期和它们生存在一起�是对它们深刻的了解后产生的自然情感流露。
2　人与自然的交锋

正当我们沉迷于小说中人与自然交互的美丽和谐画面－－－大海�蓝天�鱼其鳅�落日�小船；陶醉在舒缓
轻松的美妙音乐－－－与海鸟的对话�看海豚嬉戏�与大海为家。人类与大海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斗争交锋也
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而且愈演愈烈。
2．1　征服大马林鱼

老人与海洋生物的较量开始于他的精湛钓鱼技巧。伪装极好的美味鱼饵；最佳捕鱼地点的选择；垂入
海里深浅不一的钓钩；还有那长达几十甚至几百英寻长像一只大铅笔粗的钓索。老人轻松地捕到一条重
约十磅的长鳍金枪鱼和一条鱼其鳅�这两条鱼都成了老渔夫的盘中餐。

接着�在连续出海未果的第85天�老人生命中不平凡的一天里�他遭遇了一条重量超过1500磅的大
马林鱼�开始了长达3天3夜的漫长搏斗过程。第一天：“鱼上钩后�老人割掉其它的钓索和钓钩�全心对
付大马林鱼。” ［2］32-33第二天：“大马林鱼拉着渔船并不停地跳跃�钓索飞似地向外溜�老人极力拉住钓索�手
勒破了……” ［2］35-38第三天：“老人开始收线�鱼出现了�老人忍住一切痛楚�拿出剩余的力气和丧失已久的
自傲�把鱼叉朝下直扎进鱼的身；大马林鱼仰天躺着�鲜血像云彩般地扩散开。” ［2］39-43

流血�抽筋�疼痛�精疲力竭�眼睛发花�头晕�孤单�祈祷�求助上帝�吃生鱼－－－与鱼抗争中�老人吃了
不少苦头。这场交锋中人类的代表老渔夫是征服者和胜利者�在文明社会的传统和规则的驱动下�人类借
助积累的经验智慧和先进的捕鱼工具�进入深海�挑战自然生物�取得了胜利。
2．2　被鲨鱼征服

老人带着胜利果实大马林鱼在回程中遭遇了5次鲨鱼的袭击。
第一次是一条长着像爪子般卷曲的牙齿�速度很快的大灰鲭鲨。老人用鱼叉猛扎进鲨鱼的脑袋�鲨鱼

翻了个身�带着鱼叉沉入水中。大马林鱼被咬得残缺不全�被吃掉了四十磅肉。
第二次是两个时辰后两条饥饿的铲鼻鲨。老人把刀绑在船桨上做武器分别扎进了鲨鱼的眼睛和脑子

里�震痛了双手和双肩。它们吃掉了马林鱼的四分之一的鱼肉。
第三次又是一条铲鼻鲨�老人把桨上绑着的刀子扎进了它的脑子�刀刃断了�老人累乏了。
第四次�快到日落的时候两条加拉诺鲨朝船笔直游过来。没有了鱼叉和刀子�老人只能用从船桨上锯

下的一根短棍重重地敲打鲨鱼的头部并最终赶走了它们。大马林鱼的半个身子已经被咬烂了�糟蹋得太
厉害了。这时老人感觉自己已经死了�当他合上双手把掌心贴在一起又分开�却能感到生之痛楚。

第五次到了午夜�一群鲨鱼袭击大马林鱼�老人扭下船舵�又打又砍�最后船舵打断了�他用剩下的船
舵把手扎向鲨鱼。最后�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鲨鱼陆续游开了。大马林鱼赤露的脊骨像一条白线�上面
一点肉也没有。老人累得喘不过气来�“它们把我打跨了�它们确实把我打跨了。” ［2］83

在与海洋霸主鲨鱼的交锋中�人类从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人类引以自豪的
勇气�智慧和先进的工具在浩瀚的大海和强悍的海洋生物面前似乎失去了作用。
3　老人的矛盾心理

捕鱼中老人既同情自己奋力捕捉的鱼�替它感到伤心�但出于职业习惯和人类的自尊心没有减弱杀死
它的决心。小说中老人经常性的喃喃自语道出了他内心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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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不得不把它弄死……。” ［2］31

“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不过我要让它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 ［2］33

“我认为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把鱼卖了买食品才杀死它的�你杀它
是为了自尊心�因为你是个渔夫。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爱它。如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
过�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 ［2］33

“我很痛心�把这鱼给杀了�但愿这是一场梦�我根本没有钓到这条鱼。” ［2］67

老渔夫的矛盾心理折射出人与自然的矛盾�一方面与自然为友�相亲和睦；另一方面却是格格不入�你
争我夺。值得庆幸的是老人对大海的深厚又矛盾的感情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进入深海捕鱼的错误�没有继
续与之抗衡�从而顺利地返回渔村。
4　人与自然的多维关系反思和生态认知

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这次出海前已经有80多天没有捕到鱼了�周围渔民的嘲讽与怜悯刺痛着他的内
心。即使在这个偏远贫穷的渔村里�一个以捕鱼为生的渔民长时间出海没有收获是会遭到他人的质疑和
非议的。所以�为了自尊�为了生存�同时也为了增强自信�老人毅然地选择出入深海捕鱼。随着海岸线的
渐渐远去�老人越来越深入大海�越来越远离人类社会�孤独的老人和孤独的小船飘荡在茫茫无际的深海
中。开始老人以其娴熟的技巧�丰富的经验和相对现代的钓鱼工具钓到了一条长鳍金枪鱼和一条鱼其鳅�
人类占了上风；接着与大马林鱼的斗争中进行了3天3夜�大马林鱼失败了�老人受伤严重�人类勉强获
胜；最后�在一次又一次与鲨鱼的搏斗过程中�老人用尽了人类所能有的工具�仍然被海洋里最凶残最高级
的生物鲨鱼打败。小说结尾写道：“老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什么也没有�只怪我出海太远了！’”透过小
说人类意识到�在自然法则统治的海洋世界�人只是一种和其它海洋动物一样的自然生物�不是主体�更不
是主宰�不享受任何的特权�毫不例外要遵循自然（大海）界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则�任何随心所欲的入侵和
掠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坚强的老渔夫也无法从深海带回一条完整的大马林鱼的根本
原因。

《老人与海》的魅力既来自故事情节中人与大海间时舒缓时强健的张弛有序交互的自然乐章�又表现
在故事背后渗透的文学生态意识与价值。老人圣地亚哥出海挑战大海的时候�是人类引为自豪的勇于挑
战和渴望征服浩瀚大海的壮举。我们讨厌大马林鱼的桀骜�痛恨鲨鱼的凶残和血腥�赞叹老人的不屈不
挠�同情老人最后的空手而归。而客观地看：老人出海捕鱼为了生计�马林鱼的反抗出于本能�鲨鱼的袭击
来自本性�其实一切都源于客观的自然生存法则。当社会人的行为准则与自然法则之间发生冲突�强大的
自然给出了一个无情而客观的答案。“老人因为自然上天的捉弄而败�也因为他自己而败”�［3］但老人对失
败的认识却十分肯定和清醒（“只怪我出海太远了！”）并决定回航。而我们现代社会的开拓者们却缺乏这
样的远见�仍然顽固地贪婪地剥削和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世界。其实我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人与自
然的紧张关系�而是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随着现代工业和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把自己看成是
宇宙的主宰�是治理万物�控制万物和决定万物的主人�从而肆无忌惮地掠夺和统治自然。“我们所谓的新
奇知识、科学发明和改造欲望�在很长时间里不仅没能造福于人类�反而成为了异己力量。” ［4］原因何在？
池田大作说：“那是由于我们因为拥有了这些知识和力量而变得傲慢�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舍弃了同自然的
交感。” ［5］因此�人类要认识自然�认识世界�首先必须正确地认识自我�重新调节航向。在孕育万物的浩瀚
自然世界�自然给所有生命提供了一个滋生繁衍的空间�人只是其中一个种类而已。“生态批评的后现代
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及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系统中的子系统是与其他子系统有着密
切联系的�人不可能割断这种联系�更不可能以一种立法者的身份站在自然系统之外。” ［6］生态卫士大卫·
格里芬指出：“事实上�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之一种�既不比别的更好�也不比别的更坏。它在整个生态系
统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但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
值�人类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有特殊价值已导致了人类利益和所有物种利益赖以生存的生态秩序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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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破坏。” ［7］生态批评批判人类以万物灵长的高姿态眼光俯视自然界其他各类生物的态度�并希望重新挖
掘人类在正确对待生存依据方面的潜能。

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批评提倡“在文学研究视野中思考当代环境危机的根源�寻求人与自
然和谐共存的文学生态构想�它不仅给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借助文学的力量影响和推动社会的环
境保护运动” ［8］。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说：“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一只脚立于
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 ［9］《老人与海》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引领人们认真审视人－社会－自然三者之
间错综复杂的多维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增长人类对自然生态美丽与残酷并存的理性认识�真正地理解
“人类对自然不应该仅仅是亚哈式的征服和斯巴达式的利用�应该是玛利式的关怀及尝试�在此基础上努
力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0］。这也许是海明威说的冰山底下的“八分之七”中的一部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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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and Confrontation：Mult-i leve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e Sea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Yao Wenq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The novel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s the masterpiece of Ernest Hemingway in his late years�which depicts
the story of an old fisherman named Santiago going out fishing far into the sea�yet only with a long backbone of a great
fish back home．It has been regarded as a song of heroism．However�standing from the modern age and the angle of ec-
ocriticism�the mult-i leve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ea creatures and the sea in the story stand out．A detail illus-
tration on dialogues and confrontation within those complex relationships helps people to appreciate the final failure of
the strong-willed old man unable to get a big fish from the deep sea and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cognition as well．
Key words：The Old Man and the Sea；the Nature （the Sea）；dialogue；confrontation；ecologic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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