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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今自然生态遭受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是发生危机

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透过文学的力量，可以达到警戒及压抑人类贪婪本性的作

用。因此，笔者选择了潘雨桐的《河岸传说》作为研究对象，试分析潘雨桐是如

何透过文字，强调人与自然生态应保持和谐关系，告诫人们破坏自然的严重性，

并使人们对此进行反思。

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此部分主要是阐明笔者的研究动机

与目的、说明笔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和论述前人研究的概况。在第二章，

本论文将简述生态文学的定义，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潘雨桐的人生历程，从

中探讨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第三章则是讲述笔者所得的分析成果。笔者认为

《河岸传说》所蕴含的生态意识有三，一是自然生态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二是人

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三是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笔者将在本论文例举《河岸

传说》里的故事情节和对话，借此加强及论述笔者的观点。第四章则是探讨潘雨

桐艺术手法的运用，看其如何带出《河岸传说》的生态意识。第五章为结论，总

结本文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潘雨桐 生态文学 人和自然 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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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在大学的学习时光已接近尾声，无论我的未来如何，我都不后悔选择了中

文系，因为在这里我遇见了特别的朋友，和特别的老师。因此，我想借着这份毕

业论文，向所有关心、帮助和鼓励我的人，表达我内心由衷的谢意。首先，我要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也支持我到拉曼大学就读的决定。

我在此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支持，让我顺利完成大学直至毕业。

其次，我想感谢与我同届的同学和朋友。我为无法和同届生一起毕业感到遗

憾，但他们曾许诺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而这份承诺成为我完成毕业论文的动

力。不仅如此，这些年来，若没有他们的相伴，鼓励以及安慰，及时中断我辍学

的想法，我亦难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为此我想在此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再来，我想感谢中文系的全体老师，在入学之初，我对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慨

念。多亏了老师们这些年的教导，我才逐渐掌握学术研究的知识，从而顺利完成

我的毕业论文。此外，他们在课堂所传授的生活经验，亦让我今生受益无穷。

最后，我在此特别感谢许文荣老师对我的指导。他不仅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

同时也是我大学即将结束之际，为我上最后一堂课的老师。在选题方面，许老师

给予我一盏明路灯，让我找到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在书写论文时，他给予我自

由发挥的空间；遇到研究难题时，他总会在旁给予我协助；即使他忙得分身无术，

也会抽空修改我的论文，直至我完成论文为止，因此我要在此特别感谢许文荣老

师对我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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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笔者认为生态文学是值得关注的题材，这是因为现今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诸如温室效应、空气污染、冰山溶解等众多经常问题。若这些问题仍持续发生，

人类的后代将失去良好的生活环境。如今人类在面临生态危机时，其解决方法是

拟定针对性的政策，例如回收可循环的废物加以利用，减少消耗不可再造的自然

资源、尽量避免制造有害废物等政策。虽然这些政策能够舒缓生态环境的恶化，

然笔者认为只有压抑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才是根治自然生态危机的方法。向来

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己任的马华文学作者，此时正是体现了它的力量，以创作一系

列反映自然环境恶化的作品，以达到警戒及压抑人类贪婪本性的作用。

潘雨桐是位优秀的马华作家，他在生态文学方面也有所涉猎。虽然他这方面

的创作不多，却与其他作品别具一格。其作品所关注的对象是以婆罗洲热带雨林

为主，这是因为他曾担任过园丘经理，参与了森林开拓和种植油棕的工作。他在

亲眼目睹了砍伐树木的过程后，便开始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反思，然后他

将心中的领悟、反思和感受化为文字，故笔者认为潘雨桐的生态文学创作，是值

得研究的作品。虽然如此，潘雨桐的作品却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因为比起不

常接触的自然生态，人们更加喜欢接触科技和娱乐方面的知识，这导致潘雨桐的

生态意识无法顺利传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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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原因，笔者选择以潘雨桐所著的《河岸传说》作为研究题材，分析

他如何透过文字，强调人与自然生态应保持和谐关系，告诫人们破坏自然的严重

性，并使人们对此进行反思。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论文旨在研究潘雨桐《河岸传说》的生态意识。首先笔者将采用文本分析

法来进行研究，即细读<河水鲨鱼>、<河岸传说>、<旱魃>、<山鬼>、<沼泽地带>，

及<河口>，从文本中分析出具有启发人们生态意识的情节和要点。在探讨其生态

意识之前，笔者将简述生态文学的定义，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潘雨桐创作的

人生历程，然而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是伴随自然生态危机而兴起。“马来西亚人民的

环保意识可说是在甲板埋毒、高原塌楼、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的激发下，得到较

大的觉醒和普遍化，而这也反映在一些马华文学作者的诗文中。”（田思，2006：23）

这导致现今尚未有专门的文献，详细记载马华生态文学发展的过程，同样的潘雨

桐亦没有书写人生历程，和其觉醒生态意识方面的记载。笔者将采用文献研究法，

即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文献来获得这方面的资料。

在分析《河岸传说》后笔者认为其所蕴含的生态意识有三，一是自然生态与

人类之间的关系；二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三是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除

此之外，“文学艺术与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本体论上讲，文

学与艺术之花总是植根于大自然的泥土之中的。”（鲁枢元，2001:258），故笔者

亦视潘雨桐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为本论文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会影响其《河

岸传说》是否能够顺利地传达生态意识。笔者将会借鉴前人对潘雨桐的评论，融

入生态文学的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分析，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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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概况

笔者将在此部分说明本论文和前人研究之间的关系，或是如何从前人研究中

获得新的研究思路。目前有关潘雨桐生态意识的研究成果，虽不至于寥寥无几，

但也尚未达到浩如烟海的地步。前人研究的论述的类型多为文本分析，其中有陈

大为所编写<寂静的浮雕——论潘雨桐的自然写作>、金进所著<情感追忆与生态

文学：潘雨桐>、田思的<马华小说中的环保意识>、和游杰华所编<论潘雨桐的

婆罗洲雨林自然写作>。陈大为是以一个开拓者的视角，来分析潘雨桐的《东

谷纪事》和《大地浮雕》。笔者是从他对潘雨桐对生态保育问题的看法，看出潘

雨桐生态意识的雏形，即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自然是以神秘力量，对人类进行

报复。

金进从历史背景、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研究这三方面入手，试图勾勒出 1919

年以来马华文文学发展的轨迹，潘雨桐是其论述对象之一。他的主张“必须花更

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

因素......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金进，2013：264）使笔者

决定探讨《河岸传说》中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与态度。

田思不仅对《河岸传说》进行文本分析，其绪论和<环保不行，危机不止>亦

为本论文提供了马华生态文学发展的资料。至于游杰华的论文，笔者主要参考他

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有关马华生态文学发展的论述，和其是如何对《河岸传说》

进行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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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较多的前人研究是专题研究，有陈韦賰所著《书写雨林--潘雨桐小说中

的南洋图象》和刘秀丽的《潘雨桐生态文学研究》。陈韦賰论述了潘雨桐所采用

魔幻与神话的叙事手法，同时详细地列举潘雨桐对热带雨林的场景。故在艺术手

法方面，笔者将借鉴陈韦賰的论文。本论文与刘秀丽的《潘雨桐生态文学研究》

所研究的范畴大致相同，皆是以生态文学为视角和《河岸传说》为研究作品，但

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尽相同的地方，其一是刘秀丽的论文并未提及马华生态文学的

发展过程，而是专注与例举有关生态危机的事件；其二是笔者并没有将潘雨桐和

何乃健的生态意识和创作手法进行比较。笔者主要参考刘秀丽结合了中国传统思

想，来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思路。

前人研究论述的类型，最少的是比较研究，目前只有孙彦庄、伍燕翎所著的

<何乃健和潘雨桐—自然写作的探>而已。其实孙彦庄、伍燕翎这篇论文，并没有

将两者进行深入比较。其首先说明自然写作的兴起，其次是分别介绍何乃健和潘

雨桐的生平和作品，最后才在小结将两者进行比较。笔者主要是参考其对潘雨桐

生平和生态意识觉醒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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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华生态文学及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

第一节 马华生态文学的发展

“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一词是由“生态学”（Ecology）一词演

变而来，最早提出“生态学”概念的人是德国生物学家赫格尔（Ernst Haeckel）。

在早期“生态学”原是指研究生物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代名词，然而随

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形成生态危机后，“生态学”逐渐延伸成“生态文学”，成

为是一种关怀生态环境的文学。

对于生态文学的定义，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的论述概括了生态文学的主

要核心特点，“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

价值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呼唤保护意识，弘

扬生态责任，推崇生态整体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突出特点。”（王诺，2003：

7）第一点，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即当人类社

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不可避免起冲突时，需以生态的整体利益为主。第二点，

生态文学是重新审视人和自然生态关系的文学。第三点，生态文学是揭示生态危

机及其社会根源的文学。最后一点，生态文学是以预警的方式，传达出人与自然

关系失衡的后果，或宣传人类与自然应和谐共处的思想的文学。

西方的生态文学思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当时已有人自觉地发起环保运

动，并提出“绿色觉醒”和“绿色力量”的口号。接着于 1970 年 4 月 22 日在美

国共有 2000 多万人举行了环境示威游行，后来这项运动形成一种惯例，于是将

这天定为“世界地球日”。此外，该活动还间接地催生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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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此会议于 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后来这天

也被定为“世界环境日”。环保运动变成了全球性的运动，正值发展中的马来西

亚自然也参与其中。

随后马来西亚政府于 1970 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让我国由农业

社会转为工商业社会。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的每一项改革与进步，或多

或少，都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自我国转为工商业社会后，为了建立工厂，导

致大量的土地被开发。其结果是工厂林立，所排出的废料和废气，逐带来空气污

染、噪声污染、水源污染，垃圾堆积等问题。受到西方环保运动的影响，这些环

境问题随之成为了媒体报导关注的对象。

这些报道对马华的生态文学可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马华作家向来将反映社

会现实的职责，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在看到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人们和马

华作家开始意识到生态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性。于是本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自己

的作品中融入了环保思想。正如田思在《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1989-1999）·自

序》中提到“从 1990 年代最初几年开始，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环保诗。......期间

发生了不少有关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的问题，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环保诗的题材来源。我

的环保诗涉及很广，包括森林被滥伐、水土流失、烟霾灾害......”（田思，2006：

3）在众多马华文学作家，当中是以潘雨桐、田思、何乃建为佼佼者。

马华生态文学起步较晚，从田思的自序得知大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很

大的程度上是借鉴及参考了西方和中国的论述。“1999 年 1 月 14 日，我和何乃健、

爱薇应邀参加了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国立大学联办的第二届“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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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有机会与许多来自中国等地的代表们交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

授周策纵以精湛的学养，把西方环保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观念联系起来，给

我很大的启发”（田思，2006：4）由此可见，田思是在研讨会受到周策纵的启发

后，才有了书写马来西亚华文环保文学的专门著作的想法，为马华的生态文学踏

出第一步脚印。

何乃健前期的作品主要是描绘大自然和乡村生活，后期则以提倡环保思想为

主，这类作品多数收录在《稻香里说丰年》、《逆风的向阳花》、和《禅在蝉声

里》。在参加研讨会前，田思阅读了何乃健的几本散文，认为有必要推广及系统

化何乃健的环保思想，于是撰写了《环保意识的三大支柱——谈何乃健的环保散

文》，这成为了马华生态文学的经典。

至于马华生态文学的体裁方面，“在数量上以散文和报告文学最多，诗歌居次：

而小说中带有环保意识的，似乎只有寥寥几篇。”（田思，2006：25）这是因为有

时候，在倡导环保思想的过程中，会和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发生冲突，随之成为一

个敏感的议题。然而小说不能像散文和诗歌一样，用以小见大，暗藏褒贬的方式

传达环保思想，只能以曲曲折折地将环保思想暗藏在故事情节中，极其考验作者

的写作功力，故马华环保小说的创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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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潘雨桐生态意识的觉醒

潘雨桐原名为潘贵昌，于 1937 年诞生于森美兰文丁，其祖籍是广东梅县。

他于森美兰的芙蓉中华中学就读初中，1954 年毕业后便前往新加坡中正中学继

续他的高中生涯，于 1957 年高三毕业。在中学就读期间，潘雨桐便以“凌紫”

为笔名，在《星洲日报》发表了不少的作品，为他日后的写作之路打下扎实的基

础。

接着 1958 年，潘雨桐到台湾国立中心大学修读园艺系。他于 1962 年荣获农

学士，同年到美国俄克拉何玛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深造，

于 1971 年荣获遗传育种学博士。他在美国呆了将近十年，又于 1972 年回到台湾

国立中兴大学，担任园艺系暨研究所副教授，直到 1975 年才返回马来西亚。在

外留学期间，潘雨桐因为课业繁忙、醉心于学术研究、或四处游览美洲风景，从

而导致他在创作上处于冬眠状态。虽然如此，他的文笔并没有因此而荒废，那些

阅历反而让他的思想及视野延伸开拓至另一个领域。

在返回马来西亚后，潘雨桐开始投身于农业界，在龟咯（Kukup）与小笨珍

（Pekan Nenas）中间的柏马思(Permas) 担任某集团的园丘经理，并常到东马以

及邻国出差。在返马后约 1979 年，他再次提起手中的笔，改用潘雨桐为笔名，

于《南洋商报》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潘雨桐的一生，从马来西亚出发，到新加

坡、台湾、美国留学，再回到台湾工作两年，最后回到马来西亚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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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从他小说题材的变化中看出，其生态意识是在返回马来西亚后才开始

觉醒。他首两部小说，《因风飞过蔷薇》和《昨夜星晨》，主要是描述华人在外

漂泊时，挣扎与奋斗、痛苦与希冀、生存危机与现实困境。他刚返回马来西亚，

故作品多以描写留美学生的生活状态和心态为主。《静水大雪》和《野店》这两

部小说集，内容主要有对原住民、非法移民、少数族裔妇女的人文关怀，有有关

弱势族群的议题，以及热带雨林的书写特色等。热带雨林、原住民、弱势族群是

马来西亚的特征之一，潘雨桐对这些特征的关注，证明了他已对这土地产生情感。

当潘雨桐对故乡产生情感后，随之就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忧患意识，于是到了第五

部小说《河岸传说》，潘雨桐更加地深入地关注及描写，马来西亚热带雨林遭受

破坏的情景。

潘雨桐的生态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因归属感而产生忧患意识，同时也与他的

工作有关。他身为园丘经理，需长期居于油棕园内，所接触的工作主要是到沙巴

的深山雨林开辟、烧芭以及垦殖。在这样环境下工作，他经历自然生态被破坏的

过程，这让他开始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反思。加上他曾攻读遗传育种学，

比起旁人更了解生态危机的产生，是因为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后，所造成的结果。

于是潘雨桐的生态意识便开始觉醒，在《河岸传说》的后记，潘雨桐提到“......

在人与热带雨林之间，竟是如此的不相容——热带雨林每年正以二千万公顷的速度消

失。消失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未知。”（潘雨桐，2002：327）笔者从他的后记中，

得知潘雨桐向往着热带雨林，所以选择到山野阳光下工作，然最后短短两句揭露

出潘雨桐在工作后，对人类破坏大自然的行为感到震撼及无奈，这让他致力于生

态文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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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对潘雨桐一方面书写生态文学，却从事园丘经理的工作感到矛盾，然

笔者认为工业化的兴起，不是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而是由人类对物质

的追求，膨胀的欲望所引起。在小说里潘雨桐是认为人类与生态的关系是共存的。

他大力谴责的对象，皆是因贪婪而过度破坏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人类。

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潘雨桐是以珍爱热带雨林的心态，他创作生态文学和他所从

事的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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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岸传说》所蕴含的生态意识

第一节 人和自然生态的关系

在论述生态文学时曾多次提到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那么究竟这是一种怎样

的关系？据王诺的说法两者之间是和谐共生的关系，而中国学者则借鉴了“天人

合一”的观点来诠释这种共生关系。“天人合一”里的“天”若以生态文学的角

度去看待，这个“天”可以是指自然生态。祁松林提到“在儒家看来，天、地、人

构成统一的整体世界，三者之间的相生与共存推动着宇宙世界的运行与发展，彼此之间

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道家认为“道、天、地、人”是“域中四大”，共同构成

了宇宙的整体，并且彼此协调一致推动着世界的运动变化。”（祁松林，2016：32）

这说明了自然生态和人是一体的。虽然如此，但人类必须依靠自然才能生存，而

自然却能在摒弃人类后独立存在，因此人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自然

生态命运的主人，否则为何是“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天合一”。

作为生态文学，其作用重在突出及宣传人类与自然生态应和谐共处的思想，

潘雨桐的《河岸传说》不仅很好地表现了两者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同时也揭露

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失衡的事实，和其所造成的后果。在〈河口〉篇，自然生态给

予人类生存的空间和元素，如空气、水源及食物，而作为对自然生态的回报，人

须负起照顾自然生态的责任，用心存感激的心态去尊重它。

〈河口〉篇的主角林芋头和水鬼是靠着河口过生活的人。原本他们过着依靠

自然的生活也能过得好好地，却在有一天他们忽然“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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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呵，真是倒霉，你钩不到螃蟹，我捞不到蛤，连海上的鱼也游走了。难道，出

了什么妖精不成？”

“什么妖精，我们河口一带，一向平安大吉——七月酬神戏一演七天。”（潘雨

桐，2002：227）

水鬼将他们“失业”的缘由归根于出了妖精，但林芋头以七月酬神否定了水鬼的

想法。潘雨桐借助他们的对话，带出了当自然和人类处于和谐共生关系时，河口

人向自然生态索取食物来源，人类以演戏的方式，来感谢自然生态付出的相处模

式。接着潘雨桐借石头嫌弃在河口生活的日子，和养父林芋头的吵架，向读者们

展示自然生态和人类，已失去平衡关系的情况和原因。

“嫌脏，你怎么长大的？”

“也不是一定要在烂泥里打滚。”

“做人不可以忘本。”

“我不想像水鬼一样趴在河口的烂泥里。”

“你和水鬼都在河口长大，我则在河口终老。”

“以后不要再把我和水鬼址在一起。”

“他也没有饿着。”

“我不捞蛤，也不钩螃蟹，一样没有饿着。”

“你现在是城里人了，这屋里脏，这河口也脏。”

“现在谁不讲环境卫生。”

“我不懂什么环境卫生，你们城里人懂，是谁把垃圾都倒到河边来？”

“这不关我的事。”

“难道是河口人的事？”

“你看到城里人乱丢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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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脏，我们脏，你们却吃我们捞的鱼，我们抓的虾——现在就快没得吃了，大

海里鱼虾都游走了。我也钩不到螃蟹，连水鬼也捞不到蛤了。”（潘雨桐，2002：236-237）

笔者认为林芋头的生活方式，代表着自然和人类的共生关系，石头代表着随着社

会文明发展而“忘本”的人类。林芋头和石头的吵架，象征着自然生态和人类发

生冲突；“城里人”将垃圾倒入河中的行为，则象征着共生关系失衡的缘由；而

河中生物不见踪影，连累河口人失去生活来源，便是关系失衡所带来的结果。

在〈山鬼〉篇里，潘雨桐借着铁头和祭司老人的对话：

“我们以前这里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天生自然，山里有什么，百年千年，都不会

改变。树倒了，枯了，死了，三年五年，十年百年，还不是又长了上来。沟塞了， 雨

水自然会闯出另一条沟来。我们走在山里，三天也好两天也好，认得树认得沟，就算是

沼泽山崖石壁。我们都可以走得出来，从来都不出事。到大河去也一样，那就更好认啦，

划船上到源头。还是顺流下去，日也好，夜也好，撒把网，总是可以喂饱肚子。就算有

人碰上鲨鱼，河里的鲨鱼呵，长得像潛水艇那么大，我们不当做金鱼玩？哪怕？哪怕？

可是，现在，好像什么都改变了。到山里去一趟，留下光秃秃的山壁，大雨一来，漏斗

一样，全都沖了过来，不逃命，淹死人。”

“现在有桥有路，车子都开得过去，不是更方便吗？”

“方便，方便什么？我们又不想过那样的日子。”

“你们太落后了，现在到处都发展，大家谈的都是高科技，你懂不懂？”

“你懂？”

“我当然不懂，人家懂。电脑一打开，什么都有了。”

“电脑里能不能捞一条鱼出来，好让我做了法事拿回去煎了？能不能一按就把加里

曼丹吹过来的浓烟扫回去？能不能——”

“算了算了，斗嘴有什么用？把山神给请了去，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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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鬼，是你们触怒了山鬼。”

“可恶。”

“山鬼不可恶，我们世世代代都相安无事。”（潘雨桐，2002：145-146）

说明了人类在早期能与自然生态相安无事地存在同一个空间，只因彼此的关系是

共生的。潘雨桐利用老人哀怨，和维护山鬼的叙述，向我们透露人类随着科技的

进步，对自然生态的敬仰逐渐消失，导致世代流传的共生模式不复存在。

总的来说，潘雨桐的作品致力于让我们明白，自然生态和人类是一体的，因

为“人是自然的小小分子，永远也不能脱离自然，只有确保整个自然的持续存在，才能

保证人类自身安全、健康、长久的生存和发展。”（张晓琴，2006：8）在阅读《河

岸传说》后，笔者认为目前人类首要做的事，是学会用心存感激的心态去尊重自

然，这样才能回到人和自然其乐融融的共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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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

如前所述，在生态危机还未发生时，人类和自然生态之间是共生关系。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共生关系开始破裂？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乔纳森·莱文认

为人类社会文化，决定了人类在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如果不从这方面

去思考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我们只能表达出肤浅的生态意识，无法起到生态文

学“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王诺，2003：7）的作用。故本节将解析潘雨

桐《河岸传说》的故事情节，从中探讨影响人类对待自然无情的态度，导致共生

关系失衡的原因。

多数学者将酿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归根于人类中心主义。王顺玲在〈生态伦理

及生态伦理教育研究〉概括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定义，“（一）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

理性的存在物，因而人自在的就是一种目的；（二）只有人具有内在价值，其它存在物

只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只有工具属性，其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三）道德规范只是

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只关心人的福利，人是唯一的道德顾客，享有道德关怀资

格，也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 非人存在物不具有道德关怀资格，不是道德共同体的成

员。”（王顺玲，2013：40）由此可见，人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独特个体，尤

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是加深了人类这样的想法。人不再将自己置身于大

自然中，而是认为自己有能力去主宰大自然的命运，随之膨胀了人类利用及改造

自然生态，以获取利益的贪欲。人们开始永无止境地向自然生态索取，并当作天

经地义的事情，当共生关系不再平衡，生态危机自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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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加速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张莹认为“资本主义

制度的扩张性和对利润的无限追求性，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使人与自然长期处于敌

对状态，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张莹，2013：17）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以

追求最大化利润为首要目标的思想，影响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选择了伤害自

然生态的生产方式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关系。

笔者认为潘雨桐的《河岸传说》结合了这两种说法，如在〈河水鲨鱼〉篇里

艾玛和杜维拉的对话：

“这里的工程快完成了。”

“不会到別的地方去吗？京那巴登岸河那么长，山那么多，树那么多，你砍得完锯

得了？做一辈子都做不完。”

“那倒是，到工地边缘看看，山连山，连到天边。”

“整个工程从河边开始，一直延伸到山麓耸立的山壁为止，总也有上万英畝的雨林，依

循著地形划分的区集，赶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树木清除殆尽。”

“好好存钱吧！”(潘雨桐，2002：28)

揭露了伐木集团为了获取利益，视自然为自己的所有物，伐木工程可谓是接踵而

来，直至将森林的资源掠取殆尽方才罢休。即使没有杜维拉这个工人，总会有其

他人为了钱，而接下这份工作，充分地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

才是导致雨林大面积消失的元凶。

〈河岸传说〉的主角是阿楚和其女友萝伊丝，前者是受西马公司雇佣的测量

员，后者是原住民女工。梦伊丝在与阿楚聊天中骂道：“你们那个老板不是很满意

你们的工作吗？一切都按照蓝图完成，把泥炭沼泽地切开剖开，把河岸也切开剖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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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砍光烧光，把沼泽里的水引到大河里去，把大河岸上的树林也铲去，种柚木种圣当，

十年八年，就发财啰！”（潘雨桐，2002：87）柚木可以作为木料亦可入药，故

价钱相当昂贵。潘雨桐借梦伊丝的口，道出某个大财团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者，

不断地开发及破坏自然生态，只为了种植柚木以获取最大利益的贪婪心理。

又如透过〈旱魃〉篇娃希达和她男人之间的故事：

“......切口边缘都是一些杂木，大多是软质树种，而名贵的质材早在多年前都给

人盗伐了。几棵伯公树高高地矗立在那里......”

“我不锯伯公树，这是规矩。”

“我就是规矩，加粮。”

“碍得了谁？”

“办公楼就从我脚下建上来，这一片山坡都要切割整齐。”(潘雨桐，2002：101)

“要砍伯公树就得加粮！”

“没有米了，拿钱来。”

“你只会要钱”

“我一个人吃了？我一份吞了？”

“一天到晚都是钱钱钱。”

“儿子是我一个人的吗？要吃要穿要上学，你没有份？”(潘雨桐，2002：102）

揭示人类盗伐了名贵木材的现象日益严重。接着管工为了建一座办公楼，无视山

里的禁忌，雇佣男人锯掉仅剩几棵的伯公树。起初他不愿意接下这份工作，后来

男人在管工的威逼利诱，和娃希达嫌弃他没本事养家的压力下，最后还是接受管

工的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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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人为了利益和生活而破坏自然生态。那些

公司集团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视自己为自然的主宰者，将自

然生态视为赚取利益的资本，企图借此追求最多的利益，而员工则是因为活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而被迫选择从事破坏自然生态的工作。

潘雨桐除了向读者揭露人类对自然无情的行为，同时也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

源暗藏在故事情节里，并借助小说人物的口，谴责自私自利，无视自然生态以赚

钱最大化利润的人类。类似这样的情节有很多，有时是一句对话，有时是一大段

段落，但都是较为零散的片段。若不以生态文学的角度看待潘雨桐的小说，则难

以看出其暗藏的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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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然生态对人类的报复

潘雨桐的《河岸传说》的结局均以非死即伤的悲剧作为收场，为的是从侧面

反映出人类破坏自然，必遭恶报的因果关系。主角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影响下，助长了贪婪的本性。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

是他们种下的“因”。生态文学作为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

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的发展，不可避免起冲突时，潘雨桐笔下的大自

然发出愤怒的咆哮，死亡的结局便是他们破坏自然生态，所要承受的恶“果”。

自然生态无法口吐人言，潘雨桐便给予自然生态神奇的力量，让它们在忍无

可忍时报复人类。其实自然生态在发动神秘力量之前，曾多次借着灵异现象、“山

里有山里的禁忌，河里有河里的传说”（潘雨桐，2002：56），或原住民向人类发

出预警，但人类却因贪婪的本性，妄想征服自然，而无视了自然生态发出的警告。

在〈河水鲨鱼〉篇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现象。李九认为他可以征服山鬼，

于是向众人宣言“一定会把山鬼用黄葛藤绑了回来”（潘雨桐，2002：14），却被

发现在旱溪躺了七天七夜，随后工友阿赖还在他躺过的地方跌断了腿。艾玛认为

他触犯山里的禁忌连累了工友，并告诉李九这是山鬼给他的一个警告。

除了山鬼当地还流传着河水鲨鱼的传说，“那些上游的河人说，那样的鱼是这

条大河的河精，守护着这条大河。那些犯了罪的就给上天赶到大海里去，天天喝咸水，

永远不得回来。”（潘雨桐，2002：33）艾玛的男友杜维拉也曾听说过两个因捕

捉鲨鱼而死亡的故事，一是他的父亲“我阿爸和我说过，这条河有大鲨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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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第二天就划了舢舨，带了大网等在河湾......我阿爸再也没有回来。”（潘雨桐，

2002：21-22）一是河人老猴“老猴大概也抓了鲨鱼......老猴要不是抓过鲨鱼，怎

么会死得那么惨？在河边来来去去的人，熟知河里的事，怎么会死在河里，泡得油桶那

么粗那么大。”（潘雨桐，2002:33-34）这两人皆因试图捕捉代表自然意志的河

水鲨鱼，而落得死亡的下场。无论是山鬼、河水鲨鱼、艾玛的迷信、和死亡的故

事，都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警告，只是人类被利益蒙蔽了视线，而忽略了自然生

态神秘的力量。

杜维拉和李九不相信这些禁忌传说，还为了河水鲨鱼奇特的药效，相约到河

湾捕捉鲨鱼。当他们走到旱溪时，“山雨来得十分剧烈，顺着风势，横扫过陡峭的

石壁，一下子便卷了过来。山精李九和杜维拉抵挡不住，背转身子想回头走，洪水却从

石湾处一拐而出，犹如万马奔腾，掩过奔逃的两个身影，淹过推土机，一泻而下。”（潘

雨桐，2002：42）捕捉鲨鱼是他们种下的“因”，所以当他们刚好路过常年无水

的旱溪时，才会被涌入的洪水冲走。这是自然回报他们的“果”，其下场正印证

了河岸传说“那些犯了罪的就给上天赶到大海里去，天天喝咸水，永远不得回来”（潘

雨桐，2002：33）的结局。

在〈旱魃〉篇娃希达有一位名叫阿露的朋友在环境部打工。她经常向娃希达

灌输环保思想，可娃希达的男人并不相信这些，还说“你最好不要和她在一起。那

个女人，老是说些颠三倒四的话，山鬼天蒙蒙就到河边喝水，走的时候还会留下一朵血

红色的花。她以为她是谁？还帮着研究站的人说话，不可以砍树，不可以杀人猿，不可

以捕大头鸟，不可以捉河里的鲨鱼——最好河里的鲨鱼吃了她，癫人！”（潘雨桐，

2002：105）阿露的环保思想并非以科学的角度来诠释，而是结合了旱魃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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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来告诫人们不要砍伐树木，否则旱魃会将河水喝干。后来男人接受管工的雇

佣砍掉具有历史性的伯公树，其结果是“一边的枝桠凌空坠落。男人扑倒在地上，

手提电锯死在一边。新锯的板根柔白的层面泛着雪光，在亮白的阳光下结成一朵血红的

山花。”（潘雨桐，2002：106）在男人接受雇佣时已种下了“因”，而被倒下

的树干压死是他所承受的“果”，而那朵血红色的花便是他遭到旱魃或山鬼报复

最好的证明。

小说人物的名字如水鬼、山精、山鬼等和山里有山里的禁忌，河里有河里的

传说，无不暗示自然拥有神奇的复仇力量。其实这股力量，并非是潘雨桐虚构的

事实，只是它不像小说里那样针对贪婪的人类进行报复。当它一旦在现实中展示

力量，其带来的影响会是全球性的，如〈沼泽地带〉篇出现的拉尼娜现象，和艾

厄尼诺现象。潘雨桐深知这点，于是重新赋予自然神秘力量，让自然生态针对贪

婪的人类进行报复，为的是让人深刻地了解破坏自然的因果定律，即破坏自然，

必付出生命的代价，企图让人们为自己无视自然的行为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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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河岸传说》所运用的艺术手法

第一节 意象特征

意象是指作者“对于过往形象记忆的一种重现和描绘”（王耀辉，2000：23），

故笔者将在此节分析潘雨桐如何借着对“象”的描绘，把他主观印象的“意”即

生态意识传达给读者。《河岸传说》中的意象类型相当丰富，笔者将其分为自然、

动物、和抽菸意象。

自然意象方面有太阳、云、风和雨。在〈河水鲨鱼〉篇：

“火烧云在变幻，刚刚还巧热血红，现在却底层转暗，渐渐的变成浅紫深紫,灰褐

赭褐，渴望与焚烧过的大地连成一片。”（潘雨桐，2002：9）

“火烧云沉寂了下来，喧哗的变化快到尽头，只在云边镶嵌一圈微薄的金边，而相

接的山陵和雨林，已变成幽暗的灰蓝。”（潘雨桐，2002：13）

潘雨桐将太阳形容成火烧云，借着它的变化来推移时间，同时向读者呈现出大地

在雨林被焚烧后破败的景象。在〈沼泽地带〉篇则以风和雨的意象为主：

“强风挟这暴雨都快下了一个钟头了，全没有停止的迹象，隔着模糊的玻璃窗望出

去，那一排工人宿舍在风雨里倒像一艘破船，忽而静止忽而飘摇。”（潘雨桐，2002：

167）

这场暴风雨是贯穿全文的主要线索，开头潘雨桐便透过这场风雨让我们知道人类

正肆意地开发沼泽地，所以才出现工人宿舍林立的场景，这同时也是暴风雨形成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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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传说》每一个篇章的动物不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有鲨鱼、山鹿、猿猴、

大象、鳄鱼和犀鸟等。在〈山鬼〉篇出现的动物最多：

“山里猿猴的啼声偶尔一声两声地传了过来，越传越近，越传越近，忽而终止在水

湖边。传言有人在那里盗伐林木......而保护林带沉默寡言，除了猿猴啼叫，偶尔给盗

伐林木倾倒的声响惊吓而四处奔逃，恐怕就又有野鹿越过溪谷踩在石板上的拓拓蹄声

了。”（潘雨桐，2002：118）

“受了伤的野象群从垦殖区被驱赶了出来，夜里疯狂地踩过他的木寮，野牛从山崖

弯处的沼泽突然和他相遇对着他顿脚，他除了躲避，可从来没有通报过猎人。那几个荷

枪的猎人不是当风就可以嗅到野兽的骚味吗？而最常见的杀戮场，是在大河沿岸的平坦

地带，循着泥沼上印下的一个个的爪印蹄印，可以想象月光下走过或是到大河喝水的群

兽是惊慌还是悠然自得。最忌的是那些独来独往的足迹，要是遇上了，猎人可能易位成

猎物。”（潘雨桐，2002：129）

动物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然而在文中这些动物不是被逼得四处逃亡，就是被猎

人追捕成为经济或食物来源。潘雨桐描写人类对待鲨鱼、山鹿、猿猴、大象等动

物的态度，使笔者联想到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文中的他是阿巴厉斯，是个尊重

山林禁忌的电锯工，所以平时尽可能不去伤害山林里的动物。阿巴厉斯尊重山林

禁忌等同于尊重自然，从某程度上象征着人和自然的共生关系，而那些肆意猎杀

动物的猎人，则象征着将自然生态等同于利益价值的人类。若再不恢复共生关系，

人类主宰自然的现象将会“易位”。

虽然抽菸不是最主要的意象，但潘雨桐笔下的大部分人物都有抽菸的爱好，

且是以穿插的方式呈现出来，故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尝试分析潘雨桐所

要表达的意象。在〈河水鲨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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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把香菸狠狠地往地上一甩。”（潘雨桐，2002：18）

“山精李久把菸蒂往河里一丢。”（潘雨桐，2002：23）

在〈旱魃〉篇：

“他这个人一早起来就要抽菸，还把菸蒂随手乱丢，上个月贮油库失火，在昏黄的

天色里烧得半天通红，说不定还真是他的粗心大意惹的祸。”（潘雨桐，2002：97）

“随手往外一扔的香菸盒就在脚边”（潘雨桐，2002：102）

在〈河口〉篇：

“......嘴里的菸却抽得趴趴响，摘下来一看，潮了，顺手一丢，落在水鬼脚边。”

“他一急，摘下嘴里叼着香菸连同散开了的火柴，就往河里甩了去。”（潘雨桐，

2002：203）

潘雨桐主观印象中，抽菸的人都有随手扔菸蒂的习惯。笔者认为他将这个现象写

入文中，是因为人类爱护环境的意识并不高，就连在〈河口〉篇象征着共生关系

的林芋头亦不例外。抽菸不仅会造成空气污染，同时乱丢菸蒂也会提升森林火灾

的发生。于是笔者认为潘雨桐借着描写贮油库失火的事件，让人明白保持良好的

习惯，做好身边的小事情，也是一种保护自然生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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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魔幻叙事手法

潘雨桐是以魔幻书写的方式，带出其作品的中心思想，即把“把神奇魔幻的

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描写结成一体......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融入神奇怪诞的人物、故

事、情节和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读来似真似幻。”(许文荣、孙彦庄主编，2012：

425)。潘雨桐在东马热带雨林工作期间，除了见识了大自然外，也认识了不少当

地的少数民族，听闻了各种各样的迷信禁忌。于是潘雨桐的魔幻手法结合了乡土

写实的笔调，即把当地的迷信禁忌，加以魔幻成超现实的意象，再把人们为了经

济利益而大肆开发森林，所造成的后遗症结合在一起，从侧面反映出人类破坏自

然生态，必遭报应的因果关系。

笔者从潘雨桐〈河岸传说〉和〈山鬼〉篇里，清晰地看到这种魔幻叙事手法。

〈河岸传说〉篇里的主角阿楚和原住民萝伊丝是男女朋友关系。阿楚的公司要开

发泥炭沼泽，而他的工作便是在雨季来临前，开沟挖泥，把沼泽里的积水排放到

京那巴登岸河。阿楚破坏沼泽的行为触犯了“山里有山里的禁忌，河里有河里的传

说。”（潘雨桐，2002：56）于是在这篇小说里，萝伊丝成为超现实的意象的代

表：

“路旁那棵大树上张着火扇，飞快的转成火球”

“火球滚到他身边马上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

“老太婆把脸皮拔了下来，眼睛鼻子嘴巴，慢慢的变慢慢的长，变成一个漂亮的少

女。少女盈盈的笑着，手一伸扯下灌木上的一根刺，往阿楚的手心一划，而后往唇边一

点——一颗圆溜溜的美人痣就鲜活在那里。”（潘雨桐，200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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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伊丝在大树下站了一会，而后慢慢的往树林里走......她轻轻的咳了一下，伸

手往脸上轻轻的拨着。长发忽然变得枯焦，花白，光滑的脸庞慢慢的皱缩成许许多多的

皱纹、脉络。而那唇上的美人痣也忽然掉了下来，在一片苍绿的草叶上沾个血点。”（潘

雨桐，2002：97）

潘雨桐将萝伊丝魔幻成山魅水妖。当她看到由山鹿不甘死亡的铜铃大眼，变化成

的“火球”时会念咒语，并表示看见火球的人，再吃了山鹿的肉后一定会有灾难。

此外，她还常以水妖的鬼神之说，来诠释自然界变化莫测的现象，其诡异的变身

过程和怪异的行为举止，不禁让人不寒而栗。至此可以确定，萝伊丝是山魅水妖

的化身，她来到阿楚的身边，是为了代替大自然进行报复。潘雨桐以这种诡异离

奇的方式，来警示人类早晚会为自己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

在出事前，自然也曾以超现实的灵异现象对阿楚发出警告：

“有什么不对吗？青青绿绿一片，也没像你昨天说的横沟那样，刚挖好，一转眼又

填满了泥土。”

“你的挖沟机不是好好的停在这里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那片泥炭沼泽地，为什么没有挖沟机履带压过去的痕迹呢？”

（潘雨桐，2002：55-56）

“怎么搞的？还没开工就卡在这里。......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驾驶座爬了下

来，红色的外衣蓬蓬的，在河岸边慢慢的移动。”（潘雨桐，2002：60）

然而阿楚并没有停止挖沟的行为。若他没有开沟挖泥，导致土地松软，当河水倒

灌时他还有一线生机。可惜最后还是在萝伊丝的目光下，因脚下的土地松软，而

被倒灌的河水冲走。阿楚的下场和〈河水鲨鱼〉里的李九和杜维拉极其相似，只

是前者触犯的是山鬼和河精，后者触犯了水妖和山魅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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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潘雨桐在〈河岸传说〉魔幻了人物的形象，那〈山鬼〉则主要是魔幻了

故事情节。此篇是以开山伐林以发展油棕业为背景，铁头有着二十年的驾驶推土

机的经验，有几次在山林中大难不死的经历，但最惊险的莫过于在山林目睹了的

诡异的幻像后，在平道上翻车，“…卡车上的人欢呼着，他的背脊更冷，渐行渐近，

卡车已不是卡车，而是一颗千年大树，枝枝干干上，挂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兽肢体，血水

淌流在山道上成了一道浮动的缎带。他的推土机开在缎带上，不住的上下飘动，左右摇

摆——遽尔翻覆。”（潘雨桐，2002：161）更诡异的是他的工友，摸不到他的被

推土机压着的下半身，就好像有东西抓着铁头不放。另外一个工友阿巴历斯，同

样是个有着二十年经验的电锯工。他因遵守雨林的禁忌传说，平时尽可能不去伤

害动物，所以他没发生过大灾大难。

忽然有一天，阿巴历斯满身是血地被几个人抬了回来，即使修养了一个多月

也不见起色，身上的肉就像给电锯削了去似的。后来才得知他砍了千年大树，触

犯了山鬼的禁忌，潘雨桐是以魔幻叙事的手法描绘出整个过程。“......忽而从

大树的顶端真的撒下沙子来。他惶恐的仰头来，飘雪似的，大树梢已是一片朦朦的白，

纷飞而下的已不是沙子，而是锯屑，漫天的锯屑，那是他十多二十年来锯树累积的锯屑，

全都汇集到这棵大树顶端向他撒洒下来。他的脚下也一片白。他想挪动身子，但已来不

及，锯屑封住了他的双腿，及而堆上腰间，到了肩膀，整个人便埋了进去。的手提电锯

飞离了身边，整棵大树也拔地而起——倒了下去。”（潘雨桐，2002：133）虽然这

两人都从事破坏自然的事业，但在心里还是敬畏着自然生态神秘的力量，所以其

结局是阿巴历斯重伤在卧，而铁头则躺在医院生死不明。他们不像其他人物以死

亡的结局作为收场，但也仅是稍微好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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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岸传说》中，潘雨桐巧妙地将河精、水妖、旱魃、山鬼等超现实的意

象，融入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来作为大自然反击人类的力量，给予肆

意破坏环境的人类，不可挽回的惩罚。潘雨桐最后再以死亡的悲剧，作为他们的

宿命，借此起到警戒和压抑人性贪婪的作用，毕竟最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莫过于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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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潘雨桐在外留学的阅历，和扎实的写作技巧，促使他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

并受到了白先勇、王德威、高阳、蔡源煌等著名作家高度的肯定。返回马来西亚

后，他在热带雨林工作的经验和阅历，则促使他写下《河岸传说》。这不仅是部

描写热带雨林为主题的小说，同时读者也可从少数民族、魔幻现实主义和女性主

义等多重视角，来分析潘雨桐的《河岸传说》，而笔者则选择以生态文学的视角，

来解读这部作品。经过笔者的分析后，笔者认为其所蕴含的生态意识有三。其一，

是自然生态与人的关系；其二，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无情；其三，是自然生态对

人类的报复。

潘雨桐的生态意识是在热带雨林工作后开始觉醒。雨林中的所见所闻，人类

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让他将心中的领悟、反思和感受化为文字，于是有了《河岸

传说》这部作品。在小说中，潘雨桐透过原住民的回忆，人和自然其乐融融的情

景，说明两者是处于共生关系。接着在将原住民对禁忌传说的敬畏，和人类无视

禁忌传说的态度进行对比，从而揭发了两者之间关系失衡的事实和原因。笔者从

文中分析出的原因是，人类随着工业文明和科技的发展，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思想，而开始无视自然的意志。最后潘雨桐再透过意象和魔幻叙事手

法的运用，魔幻了人物和禁忌传说，来对人类进行报复，试图以悲剧的命运，唤

醒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使两者之间恢复平衡的状态，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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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潘雨桐一方面创作生态文学的作品，一方面却从事园丘经理的工

作，似乎非常矛盾。然而笔者在分析他的《河岸传说》后发现，工业化的兴起不

是导致自然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而是由人类对物质的追求，膨胀的欲望所引起。

人类的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倒退回到从前，即使潘雨桐没有从事这份行业，

总会有类似杜维拉的人，为了生活和利益，而从事这份行业。

既然如此，身为马华作家的潘雨桐，不可能对此漠不关心，于是他致力于生

态文学的创作。在小说中，他大力谴责的对象，皆是因贪婪而过度破坏自然，导

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人类，并让人明白回到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共存关系，才是

避免生态危机发生的最好方法。因此在明白这点后，笔者认为只要潘雨桐是以珍

爱热带雨林的心态，他创作生态文学作品，和他所从事的行业并没有太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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