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不得不让人再次思考起环境问题。《大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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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贺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妇女与性别思想博大
精深，是滋养中国妇女运动的血脉，是男女平
等观念深入人心的情感与精神归属。目前，学
界探讨女性与传统文化的力作实不多见。于
光君新著《传统文化与女性发展》（中国妇女出
版社2021年6月版）一书对于开拓这一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作用。

学理融通 彰显学科归属

该著着手于厘清女性发展与传统文化两
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一逻辑理路
尚且不论，关键是其概念阐释学理通融，理论
视野宏阔，彰显出传统文化与女性发展这一新
兴研究领域的学科归属，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
研究开疆拓域。

一般说来，具有某一学科或领域学术共
同体所广泛认同的概念体系，是某一学科或
研究领域成熟的重要标志。妇女学或妇女研
究领域正在发展过程之中，许多概念不甚明
晰。《传统文化与女性发展》一书，在以往研究
基础上，跟进概念体系建设，以女性发展为核
心概念，着力于相关概念（概念群）内含、外延
的辨析。诸如，“妇女发展”内含的阐释，作者
立足于中国妇女发展实践，研习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等经典文本，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为理论基础，确定概念要
义，逐步与中国妇女发展现实连接，又借鉴妇
女性别研究观点，从而对概念的阐释达到基
础理论、现实观照、多学科研究观点的融通，
突破以往仅从某一学科角度阐释概念的局
限。在方法与方法论上自然显现妇女研究的
跨学科性。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妇女发
展、妇女运动、妇女工作等概念群带入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范畴，彰显其中国妇女
学的学科归属。

纵览古今中西 寻根男女平等之文
化源流

该著潜藏着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意识，即
为何会产生传统文化与妇女发展的认识误区，
言到“近代以来，把传统文化置于男女平等、妇
女发展和妇女解放的对立面”，“以至于一直以
来存在着这样的思维定式，一提传统文化就会
自然而然想到‘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女子无
才便是德’”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该著采
用寻本溯源，古今对照、中西对比的方法，简要
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平等及男
女平等思想，并分别解读了墨家、儒家、道家、
法家等一些经典论述中的平等思想。作者认
为，与西方的概念思维不同，中国古人的思维
方式是“象思维”，“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平
等是立体的、动态的、具体的，并且与生活逻辑
和生活经验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平等”，这些思
想资源的挖掘对于当今男女平等理论与实践
具有一定的启发。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文化平等思想的独特
品质，该著阐述了西方平等思想的起源、现实
基础与主要理论依据，认为西方价值体系的

“平等”，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其特定
的内涵规定。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基督教
会对人的压抑相对抗，全方位展现人作为个体
的存在，启蒙运动之时，呼吁制度上的合法性
与保障。其理论基础为基督教信仰，基本价值

判断为“人类在原初被上帝创造时就赋予了平
等性”，即所谓“天赋人权”，它成为每一个人内
心最深处的基本价值判断。

西方的平等观念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
人的情感中，没有归属感。该著认为，必须从
传统文化中找到最基本价值判断，才能使平
等观念深入人心，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平
等”注重人格、道德、尊严等方面的“平等”，儒
家的“仁”，蕴涵着丰富多维的平等思想。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完美的人，这与其地位与外
在条件无关。这是否可以作为中华文化平等
理念的基本价值判断，有待进一步研究。在
此基础上，该著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平等思想未能与西方平等对话，未
能进行现代性演进。这一问题令人深思。该
著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图存的
过程中，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有些偏差。这
一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寻本溯源 匡正谬误

该著着力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
平等思想，思路圆融，方法独特。首先，该著阐
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在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中的体现。运用概念史研究方法，系
统阐释了在中国，平等与男女平等概念的出现
与流传。诸如，寻根到“东汉桓帝末年，月氏高
僧支娄迦谶在洛阳译出佛经14部27卷，内有
《无量清净平等觉经》4卷。‘平等’一词从此进
入汉语”，以及此后复杂的历史衍变，如此长历
史跨度的学术梳理，在学界较为少见，从而为
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此外，该著论
述了中国女性“四自精神”所体现的鲜明的中
国传统文化特征，有力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优秀的性别文化特质。

其次，该著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及其塑造的优秀女性形象。作者系统回顾有
史以来中国女子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诸如，五

帝时代的礼仪教育，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唐
宋元明清的才艺教育，等等，具体到各朝各代
的教科书，引证大量的古代典籍，具有厚重的
知识含量。此外，作者重新整理尘封久已，或
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古典文献，诸如《列女传》
等，重新评价其中优秀的女性形象或挖掘女性
形象所蕴含的优秀文化因子，表现出笃定的学
术立场、勇气以及睿智的判断。

再次，该著匡正以往传统文化中性别意义
的误读。作者基于对经典文献的训解，批评以
时代判断代替历史判断的思维方式，纠正流传
已久的错误解读。诸如，书中列举孟子“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的谬传，指明文中的“后”不是
生育后代的意思，而是尽到后代的责任之意。
关于对这句话的曲解，该著谈到汉代赵岐为
《孟子》注释，“于礼有不孝者三事……不娶无
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赵岐的解释被当作
孟子的原意而被引用。再如，关于“兄弟是手
足，妻子如衣服”的解释，非妻子如衣之意，而
言夫妻感情和兄弟感情之间的差别，指夫妻感
情容易修复，兄弟感情不容易挽回。又如，作
者努力呈现传统文化中贤妻良母的丰富含
义。近代以来，贤妻良母的女性角色评价多有
变化，这一研究，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含
义的魅力，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知识含量十分
丰富。论及古今中外，涉猎哲学、历史、教育、
文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尤其是古典文献
的训读，通达、简练、耐读，可见其丰厚、坚实的
学术功底。学术立场鲜明，表现出深切的现实
关怀。

在努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需要
敏锐地识别、扬弃文化中的糟粕。近年来，有
利用腐朽的性别观念教化女性的事件出现。
针对现实，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批评不够，当
为该著美中不足。

（作者为中华女子学院原女性学系主任、
教授）

寻根男女平等的民族血脉与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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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海洋不仅是不同民族、文明之间贸
易与交流的通道，也成为暴力和杀戮的
战场，而近代以来，与世界历史进程相
伴而行的更是一个个海洋大国的浮沉
更替。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海洋
的变局?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本书展
示了两条线索：一条是科学技术的发
展——从木桨风帆到蒸汽舰船，从大舰
巨炮到潜艇、航空母舰，从常规动力到
核动力；另一条是海权的发展——从古
代海权、近代海权到现代海权，表现为
一个个大国兴衰、导引海洋变局的历史
进程。本书力图通过展示这两条线索
的交叉影响，揭示国家产生以后，特别
是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后，海权如何塑造
世界历史的进程、左右国家的命运，如
何影响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的格局。

《海洋变局5000年：
一部新全球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妇女与性别思想博大精深，是滋养中国妇女运动的血脉，是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

心的情感与精神归属。目前，学界探讨女性与传统文化的力作实不多见。于光君新著《传统文化与女性

发展》一书，着手于厘清女性发展与传统文化两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彰显出传统文化与女性

发展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学科归属，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我们终将拥抱无法退出的“人类世”

■ 张馨予

根据联合国减灾办2020年10月发布的
相关数据显示，21世纪的前20年，全球共发生
近7500起重大自然灾害，影响着42亿人口，
造成2.97万亿美元经济损失。而根据中国科
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国家气候中心、中国科
学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变暖
的大背景下，未来有些极端事件可能会发生频
数更高或强度更强。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发生
的？因何而发生？

以史为鉴，方可知兴替。美国杰出环境史
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大加速：1945年以来
人类世的环境史》（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一书，正是一部通过专题性分析与统计，系统
梳理1945年以后世界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的
重要书籍。本书包含“能源和人口”“气候与生
物多样性”“城市和经济”“冷战和文化环境”四
个专题，涵盖当代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所有重点
领域，其所提出的“大加速”理念，为我们如何
看待人类的生存环境及未来发出了警示信号。

1945年以来的“大加速”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30分，美国新
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郊外的沙漠地带突然
窜出一个巨大的火球，火球发出的热核裂变使
得周围千米范围内瞬时腾起浓烟大火。伴随
着震耳欲聋的声响，顷刻间，阿拉默多尔空军

基地上空出现一团直径约5000米的深灰色烟
云，烟云中心腾起一道白色烟柱，顶端形成蘑
菇状，仿佛笼罩了整片天空。这是世界上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其威力相当于1500-
2000吨TNT炸药，试验区域内高达100多英
尺的铁塔瞬间熔化。从这一天开始，人类活动
成为关键性地球系统背后的真正驱动力，科学
家们将这一天作为“人类世”的起点。

从化石能源的大幅度开发，到在狂热与恐
惧交织的情绪中对原子能的使用，再到在不断
争议中建设水电事业，人类正在根本性地改变
地球系统和地球所承载的生命。城市化、人口
增长、热带森林滥伐、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
放、有毒化学物质排放、平流层臭氧损耗、含水
层枯竭、化肥使用、海洋鱼类捕捞、大型水坝建
设、海洋酸化、物种灭绝等，1945年以来，人为
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升级如此之快，以至于可以
用“大加速”来形容。虽然作者认为这种大加
速不会一直持续，对于地球、宇宙历史来说不
过是昙花一现，但“人类世”还会持续下去，人
类对环境和生态的复杂影响也会继续。

勾连环境的复杂因素

一个初期的微小扰动，往往可能导致一个
巨大的结果。1963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土
地上煽动了翅膀，引发了得克萨斯的一场风
暴，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也称混沌效应，由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预测天气的研

究中提出。麦克尼尔的《大加速》一书，再次向
我们展现了混沌效应的连锁反应。

麦克尼尔放眼全球，深入分析人类活动影
响环境的机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岩石
圈、土壤圈，到大气圈、水文圈、生物圈，某一特
定、具体的人类活动在最开始可能只影响其中
的一个方面，但很快会延伸到整个地球的方方
面面，而人类活动中的人口、城市、燃料、工具、
经济、环保、政治等相互关联的因素，都是推及
环境变迁的动力。

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技术进步，确实改善着
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客观造成对我们赖
以生存的环境的威胁，这些负面的变化也并非
是单一的过程，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也难以
总结出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遵循的特定规
律，这正符合了混沌效应的核心——不可预测。

既然环境变化不可预测，那么能否有所改
善？这也是本书的亮点所在，麦克尼尔在辩证
思维的基础上达致悲观与乐观的统一，既没有
回避问题，也不刻意制造紧张，而是给出一个
较为宏观的展望。

对地球环境的未来展望

可以说，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人类对
环境造成的巨大影响，迄今为止都只是一种对
财富、权力和满足欲望而采取行动的无法预料
和无意而为之的副产品，因而麦克尼尔提示我
们“要引起人们对这些变化的程度和速度的关
注，所以‘人类世’是地质学概念，也是一个政
治学概念——就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
一个自然科学概念，也是一个政治学的概
念”。在这里，麦克尼尔为人类指出一条通过
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的道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活动对环境的
影响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有显著上升，在环保主
义主流化以及各类有关环境的国际组织的影
响下，各国政府都制定了渐进的环境政策，一
些国家甚至出现生态政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
人，不同阶层出于相似的诉求，都站到了环境
保护的一端。可以说，环保主义现在已经成为
一种政治正确，从而成为全球文化中经久不衰
的一个要素。而环保主义的商品化也使消费
者成为为环境呐喊的重要力量。

在本书最后，麦克尼尔分析，化石燃料的
时代终将结束，人口爆发增长也已终结，这些
趋势都会缓解大加速进程，也会缓和人类对地
球的影响，这些因素与政治环保主义的流行，
将把“人类世”带入另一个阶段——全球环保
主义。虽然无法给出环境终会变好或变坏的
肯定性答案，但麦克尼尔指出，在政治层面上，
人类已经走出对现实的逃避，地球系统正在制
定一条全新的路线，思想和制度将随之向人类
世更相容的新方向演进。我们无法退出“人类
世”，但我们终将找到适应之道。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
产研究院)

《离形去智 无累乎物》

么振华/吕璐瑶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本书一共搜集了236例隋唐时期女
性遗言，考据范围甚广，数量庞杂，有待字
闺中的女子、官女子、比丘尼、皇帝后妃、
官妓、官员之妻、平民女子等，透过遗言考
察隋唐时期女性在临终前的所思所想、所
爱所恨、所乐所痛，并关注这些遗言的实
现与否，即逝者的后代或亲朋对其遗言
或遗嘱的态度。从隋唐人的临终关怀，可
以看出不同身份的女性临终前所关心的
主要内容及不同类型的生死观，其中展现
出当时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有助于增进
我们对隋唐社会及女性的了解。

[英]肖恩·白塞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版

作为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店主，
在20年的书店经营生涯中，肖恩·白塞
尔几乎见识过所有类型的读者：喋喋不
休的文学教授、喜爱炫学的行业专家、拖
家带口的年轻夫妇、无所事事的退休老
人……这些形色各异的读者，在让店员
头疼不已的同时，也为本来沉闷的书店
生活平添了鲜活的人情味。在本书中，
肖恩将这些读者分为七个大类，以幽默、
尖刻的文风逐一吐槽了自己的“衣食父
母”，让人捧腹大笑之余，也不禁为这种
独特的情感联结而心生暖意。

——评《传统文化与女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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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鉴坊坊

《书店里的七种人》

（言浅 整理）

——读《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