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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风之谷》看宫崎骏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刘　兵　江　洋

摘　要：基于ＳＴＳ领域的前沿理论，将科学漫画视为一种优质的科学传播形式，通过分析日本第二代动

漫宗师宫崎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其代表性作品 《风之谷》中的主人公娜乌西卡，考察作品的时代背

景以及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科学观，探讨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以动漫形式进行的科学传播与社会文

化背景中的自然观、科学观以及科学文化的互动影响提供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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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动漫中的科学传播

动漫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日本流行文化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日本动漫通过现代媒体进

行传播，画面细腻，情节跌宕，表现手法丰富，戏剧效果强烈，蕴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以一种轻松

休闲的方式表达浅显或深刻的主题，体现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动漫几乎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

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１］日本动漫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世界流行

文化中都属罕见，可以说，动漫是一种不可小视的日本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日本本土，动漫文化

作为日本流行文化的先锋代表，以其独特魅力，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流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动漫的题材广泛，类型多样，其中，“科学漫画”是以表现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主线的现

实题材或科学幻想型的非现实题材的故事类漫画的总称，广义上也包括所有涉及一定科学题材或科学内

容，但不是直接以传播科学为目的的漫画。“科学漫画”往往通过某些现实或者想象的情节发展，来普及

科学知识，传递科学精神，或表达科学观念，进行对科学的批判式反思。用基于前沿 Ｓ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ｉｅｓ）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传播理论与实践观念来看，“科学漫画”是一种优质的科学传播形
式。通过 “科学漫画”，不仅可以传播科学知识、方法和精神，也可以影响社会中的科学观和科学文化的

塑成。反之，特定社会历史中的科学观和科学文化也在影响着 “科学漫画”的内容和形式。日本的动漫家

群星璀璨，层出不穷。其中以作为日本第一代动漫大师的手冢治虫和第二代动漫宗师的宫崎骏最为显赫，

其作品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在许多国家都家喻户晓。本文选取宫崎骏的作品，特别是其代表性作品 《风

之谷》进行考察，分析宫崎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以动漫形式进

行的科学传播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自然观、科学观以及科学文化的互动影响提供案例研究。

二、宫崎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宫崎骏 （ＭｉｙａｚａｋｉＨａｙａｏ），１９４１年生于东京，１９６５年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和动画制作，至今仍活跃在日
本漫画和动画舞台上。宫崎骏是日本动漫产业的领袖和旗帜性人物，是日本动漫界的一个传奇。他真正为



第５期 刘　兵　江　洋：从 《风之谷》看宫崎骏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动漫赋予了人文主义思想，是日本三代漫画家中承前启后的精神支柱，在打破手冢治虫巨人阴影的同时，

也一手开创了日本动漫的新时代。宫崎骏的作品主题涉及人与自然、环境保护、生态伦理、理想社会、生

存意义、生命价值等诸多方面，充满了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性的严肃思考和反思，不仅在日本和亚洲产生了

重要影响，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在全球动画界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当今动画电影艺术价值

和商业价值的巅峰。［２］

宫崎骏作品的鲜明特点之一，是其主人公绝大多数是女性，其中以少女居多，最常见的是没有受到

俗世侵扰，纯真善良的少女形象。她们具有敏锐好奇的眼睛和纯净细腻的心灵，能够发现自然界中被人们

忽略甚至无视的神奇与力量；她们珍惜生命，即使面对看似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的自然生灵，也努力去爱

惜和保护，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她们背负着沉重的使命，不受世俗价值观的侵扰，听从本真的心灵呼

唤，在困难甚至灾难面前，用回归自然的方式去拯救，在单纯的价值观中折射出最深的智慧。

《天空之城》中，女主人公希达是 “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她的祖先放弃了 “天空之城”极

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回到大地上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希达面对人们对天空之城财富与繁华的贪婪向往、

追逐以及由此展开的残酷杀戮，最终在同伴的帮助下用自己的力量毁灭了天空之城和拉普达文明。［３］作品

表达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对大地与自然的回归。当工业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拉普达人终于发现人类

的文明只有在大地、树木和自然的庇护下才能生存发展，于是，拉普达人放弃了现代物质文明的浮华，以

最本真的状态重新投入到自然的怀抱中。这种回归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文明的倒退甚至消亡，但就其本

质而言，却是文明的进步，因为这表明拉普达人在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得到了深化，

达到了更高的层次，拉普达文明正是在向大地与自然回归的过程中得到了升华。［４］主人公希达作为拉普达

人的代表，用她的善良、直觉和本能阻挡了人类为追求繁华物质文明而展开的进攻和相互残杀，引导人们

回归到自然、平静和幸福的生活中。

在 《龙猫》中，女主人公是一对姐妹小月和小梅，随父母来到乡下。由于她们的纯真无邪和天真好

奇，她们看到了生活在人们身边却无法被人们看到的精灵龙猫，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并与龙猫结成了

朋友。在龙猫的引领下，她们看到了自然界的很多神奇景观。在小月和小梅遇到困难的时候，龙猫总是及

时的出现，帮助她们解决各种生活中的困难，为她们留下了许多温暖和快乐的回忆。［５］ 《龙猫》是宫崎骏

的作品中非常温情的一部，充满了浪漫的童趣和淳朴的情感。在这部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和谐，

没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也没有自然为人类鸣响的警钟，人与自然如故事中的小女孩和精灵龙猫一

般，是彼此关怀信任，温暖互助的好朋友。女主人公小月和小梅代表了人类童真的梦想，表达了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以及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简朴而深刻的生态理念和生活态度。

相比 《龙猫》，《幽灵公主》则非常激烈地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和反思

也比 《天空之城》更加尖锐。《幽灵公主》中的女主人公珊是一个由于被人类抛弃而在森林里被狼抚养长大的女

孩。她出于本能地热爱森林，敬畏自然，珍惜森林中的所有生灵。人类为了开采资源，为了狭隘和短视的利益，

对森林进行大肆破坏，妄图灭绝森林之神。为了捍卫森林，捍卫动物的生存空间，珊将人类视作自己的敌人，奋

起反抗人类的侵略。在人类和自然的冲突乃至激烈的斗争中，珊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毅然放弃人类的身份，作为

森林的代表，为动物的利益战斗，为夺回人类抢占的资源发起一次次反击。［６］

《天空之城》中纯净空灵的希达，《龙猫》中童真质朴的小月和小梅，《幽灵公主》中坚强勇敢的珊，

这些宫崎骏作品中经典的少女形象，从不同角度体现出了宫崎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拷问和反思，也从不同

侧面反映出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在宫崎骏塑造的少女形象中，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作者的生态女性主

义思想的，是 《风之谷》中的主人公娜乌西卡。娜乌西卡的形象连续十年在日本本土占据动漫作品女主角

人气第一名的位置，被称为宫崎骏笔下最完美的女主角。以下详细分析 《风之谷》以及娜乌西卡这一代表

性人物，从中考察宫崎骏的动漫作品中体现出的时代科学观以及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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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

１９８２年，宫崎骏着手创作他最受欢迎的漫画系列。以娜乌西卡为主角的 《风之谷》开始在德间书店

的Ａｎｉｍａｇｅ杂志上连载，到１９９４年完结，连载为时１２年，长达７卷。［７］这部漫画包含着史诗般壮丽宏大的

篇章，讽喻了人类破坏自然、自相残杀的愚蠢行为。其中有对残酷现实的揭露，有对人类战争的思考，有

对产业文明的反省，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有对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体现着宫崎骏环保主

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集大成之作。

１９８４年，电影动画版 《风之谷》上映，其丰富的想像和深沉的内容，震撼了观众和整个电影界。影

片集中体现了宫崎骏动画制作的鲜明特色，优美精致的画面，生动多彩的人物，幽默诙谐的语言，宽广深

刻的内涵，从而奠定了宫崎骏作为一代动画大师的地位。影片中展现了因人类的愚昧战争和过度掠夺而反

噬的自然，被环保主义者视作经典，宫崎骏作为 “环保主义教主”的身份也由此确定。

电影版 《风之谷》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达到巅峰之后，经历了一场被称为

“七日之火”的战争而毁于一旦。世界被一种叫做 “腐海”的新生态系统所覆盖， “腐海”主要由森林、

菌类和被称为 “荷母”的巨型昆虫所组成。仅存的人类生活在很小面积的陆地上，在释放着有毒瘴气的腐

海森林、菌类和巨大 “荷母”的威胁下，艰难地生存。风之谷是一个海边的小国，因为有海风的庇护，不

会被腐海森林的孢子散发出的有毒瘴气侵入而得以幸存。风之谷的公主娜乌西卡是一个美丽善良、聪明勇

敢、坚强仁爱的１６岁少女，懂得御风，能够驾驭滑翔翼像鸟儿一样飞行，并且具有同 “荷母”沟通的能

力。野心勃勃的多鲁美奇亚人想征服世界，为了消灭腐海，他们攻占了培吉特，挖掘出了 “七日之火”中

毁灭一切的生化武器 “巨神兵”。多鲁美奇亚的士兵驾驶运输机带着 “巨神兵”坠毁在风之谷，风之谷和

娜乌西卡卷入了人类争夺 “巨神兵”的战争中。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战斗中，娜乌西卡偶然随流沙掉入腐

海，到达腐海底部，发现了腐海的秘密。腐海中的森林一直在净化着被污染的大地，在净化中才产生了有

毒的瘴气，而 “荷母”是为了守护森林才与人类对抗。在被净化后的腐海底部，有着干净的空气和水源。

培吉特人为了报仇并夺回 “巨神兵”，用一只幼小的 “荷母”诱使 “荷母”群攻击被多鲁美奇亚人占据的

风之谷，此时，娜乌西卡用自己的身体做盾牌，解救了小 “荷母”，并化解了 “荷母”群的愤怒进攻。

“荷母”群被娜乌西卡所感动，用特殊的能力救活了娜乌西卡。故事的结局是在朝阳中，娜乌西卡站在由

“荷母”群的触须所构成的金色草原上快乐起舞，印证了一个蓝衣人在金色的草原上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

望的古老传说。［８］

故事中女主角的名字 “娜乌西卡”（Ｎａｕｓｉｃａ），源自希腊史诗 《奥德赛》中阿基亚国的一位公主。传

说中娜乌西卡是一位充满着梦想的美丽少女，她不理世俗，热爱音乐，享受自然。有一天她救了漂流到岸

边的奥德修斯，并亲手照顾他的伤势，仅仅由奥德修斯即兴唱出德歌曲，便能了解他的内心。娜乌西卡的

父亲阿尔基努斯担心女儿爱上奥德修斯，便催促他上船回航。娜乌西卡终身不嫁，云游于不同宫廷之间，

成为第一个吟游女诗人，咏唱传颂着奥德修斯的英雄故事。宫崎骏赋予了 《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与阿基

亚国公主相同的浪漫和勇气。同时，宫崎骏又将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 《堤中纳言物语》里的 “爱虫公主”

（虫姬）的不凡气质与对动物的爱心赋予了娜乌西卡，并给了她翱翔天空的翅膀──滑翔翼。

《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有这样几个特点：

（１）具有超凡的能力。娜乌西卡作为 “风之谷”的公主，具有超出常人的能力。她懂得御风，擅于

驾驶滑翔翼，能够像鸟儿一样飞翔。她有着超凡的智慧、勇气和坚韧，面对误解、伤害和战争，她总是挺

身而出力挽狂澜。她对人、对植物、对动物、对生命、对自然，有着不可思议的交流和解读能力。相对于

人类语言的单调、脆弱和苍白，娜乌西卡的语言是灵动和立体的，她几乎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去交流，无

论同族、敌人、野兽、森林、大地、海洋和天空。她是一个打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以接受外界一切讯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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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是一个游走在人类、动物、植物与自然之间的大使。

（２）是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在 《风之谷》中，娜乌西卡一直充当着人类与自然之间沟通的媒介。

当人类憎恶散发着毒气的森林、飘扬着孢子的腐海、充满了威胁的 “荷母”，并展开杀戮去争取最后的生

存空间时，娜乌西卡 “用心捕捉心灵的歌声”，在人类与自然之间架起 “心”的桥梁。她选取一些植物种

在地下室的花园，用没有受到污染的水和土壤培育，证实了植物本身的纯净。她建造的那个纯净绚烂的花

园，是她同自然自由对话的圣地。她还发现了腐海的秘密：腐海森林并不是有毒物质的来源，相反是在净

化土壤和空气中的有毒成分，使之结晶化为无毒无机尘粒。长久以来，“荷母”正是森林的守护者，一边

与森林共同生存，一边阻止无知的人类破坏森林的净化程序，因而被人类视为天敌，势不两立。当她的四

周充满着愤怒与敌意，毒气在向她的家园蔓延，国家之间在无休止地侵略与战争，人类的野心驱使他们以

残忍的方式激怒 “荷母”，以此换取权力与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时候，她与 “荷母”进行对话，并用自己

的躯体解救幼小的 “荷母”，化解 “荷母”群的愤怒进攻，也以此让人们了解到 “荷母”所代表的自然的

善意，以及人类自身的暴力、愚蠢、贪婪与自私。

（３）孤独与救赎。在 《风之谷》中，娜乌西卡始终是孤独的，因为她是唯一清醒的人，她不被理解，

却在每次危险来临时一个人挺身而出去化解。当人类自相残杀时，她不顾一切地说服他们停止战争；当人

类和 “荷母”面临最后的决战时，她用牺牲自己来换取和平。娜乌西卡知道，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人类对环

境的污染和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引起，人类的罪孽累累，责任重重。于是，清醒的娜乌西卡背负了拯救世界

的命运。当娜乌西卡最终印证了那个古老的传说，“身着蓝衣降临在金色草原之上”，她成了一个天使，是

希望的化身，她的降临，就是要拯救人类以及被人类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世界。

四、《风之谷》与日本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科学观
《风之谷》中表现的主题和 “娜乌西卡”的一系列特点，与日本７０年代的 “反公害”、“反核”、“反科学”

运动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１９７０年，日本陆续发生公害事件，濑户内海污染，田子浦污染，光化学烟雾事件，加

上６０年代起发生的由于工业水污染引起的水俣病、痛痛病等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公害病问题，“公害问题”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举世瞩目。日本６０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问题，以 “公害问题”为导火索，全面暴露出

来。可以说，日本整个７０年代都笼罩在这种阴影之下。“公害问题”导致公众对科学技术给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

有了重新的认识，公众对于科学及科学家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并且开始关注科学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日本公众由

此发起了 “反公害”运动、“反核”运动，并由此发展为 “反科学”运动。

“反公害”运动，主要是针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企业发展为首要目标，忽视当地居民和公众的视角

和利益这种局面，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进行的批判行为。７０年代关于公害问题的抗议和诉讼，在某种意义

上，是日本公众在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唱反调。“反核”运动，是指１９７２年日本熊野市拒绝开发核电站计

划，１９７３年公众针对伊方核电站计划的安全审查提出异议，要求取消东海第二核发电所的建设许可等一系

列行政诉讼，以及由此引发的以核电站所在地为中心的各类反对核电运动。１９７４年，因当地居民反对而延

缓了实施计划的 “陆奥号”核动力商船刚刚开始进行出水试验，就发生了放射线泄漏事故，“反核”运动

由此进入高潮。这个时期的 “反核”运动，不仅仅是出于对核事故等核安全问题的不安，同时也与当时受

到高度关注的环境问题相关。另外，日本的 “反核”运动，也受到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例如以１９７４年印

度核实验为契机的反对核扩散的国际舆论，以及１９７９年美国三英里岛核泄漏事故等。总之，整个７０年

代，“反公害”、“反核”、“反科学”的思潮和运动，在世界各国不断蔓延，成为一种世界浪潮。另外，以

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为发端，能源、环境问题也开始成为日本公众关注的话题。［９］

《风之谷》中，腐海的形成正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恶果，“七日之火”烧毁了世界上的一切文明，人类

对自然的污染已经渗入土地，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福音，反而破坏了生存环境，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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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当风之谷的风停止的时候，灾难就要来了，愤怒占据了天空，人们如此无助。能够看

出，宫崎骏用这种象征性的寓言直接表达了当时日本社会中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和不安，以及对生存环境的

关注和忧虑。在 《风之谷》中，科学技术是危险的，具有高度的破坏性，藉由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起来的工

业文明，也将被科学技术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最终彻底毁灭。而能拯救世界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与

保护，人类与自然的沟通和交流，是人类放下武器，结束杀戮，面向自然的 “心灵回归”。在科学技术悲

观论的底色上，《风之谷》充满了生态伦理的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

五、《风之谷》中的生态女性主义

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作死的，把质料看作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

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１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机械论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自然界作为

人类之外的一个部分，人类可以为了某些可见的利益去干预甚至破坏自然界的运行，机械论自然观鼓励人

对自然的掠夺，它以自然环境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实现人的物质占有欲望。这就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

自然 （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在机械论自然观的指引下，发展出工

具主义的资源利用理念，即把自然仅仅视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认为自然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他能够源

源不断地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资源，因而控制、征服和掠夺自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１１］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重新界定了女性和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存在某种相

似性，人类对于自然的统治和压迫类似于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要求解除所有统治女性和自然的父权制观

念架构，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女性和自然等 “其他人类他者”的共同发展成为一致的行动。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穷竭资源机制的态度，如女性主义学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所说：“所有的生态

女性主义者都相信，人类彼此是相互关联的，人类也是和非人类世界，如动物、植物和静态物质相互关联

的。不幸的是，我们并非总能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更不用说我们与非人类世界的

关系及其责任了。结果，我们相互施暴，也对自然施暴，我们庆幸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与此同时，我

们每天都在地球上堆积垃圾，这是我们生于其地将来还要归于其地的星球；这样，我们杀害我们的兄弟姐

妹，其实也是杀害我们自己。”［１２］

用生态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科学史的观点来看，在前现代的人类的自然观中，自然是一个有机体，有

其内在价值，人与其他物种、大地的价值是平等的，而且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近代以来，１６、
１７世纪的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使世界变得死寂、被动、被人类支配和控制。２０世纪后半叶，面对生态环
境恶化、污染严重、自然资源被耗尽的危机，人类社会又重新开始重视前现代自然观的环境价值，而生态

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传统女性美德能够培养更少侵略性、更能持续发展的生活

方式。“一个非机械的科学和一个生态的伦理学，必定支持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个新秩序建基于可再生

资源的回收，这个生态系统将满足基本的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１３］

在宫崎骏之前的日本科学动漫界，大多充满了对男性力量的推崇。如第一代动漫大师手冢治虫的经典

作品 《阿童木》，其中 “阿童木”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孩童的形象，机智，活泼，顽皮，富于力量。作为一

种拟人化的表现手法，“阿童木”这个形象与他所代表的尖端科技特别是原子能技术的特征是吻合的，先

进的，优越的，精密的，高深莫测的，充满了机械和逻辑的力量。而宫崎骏笔下的娜乌西卡是一个典型的

少女形象，清纯、美丽、善良、仁爱、宽厚，对生命对自然充满了女性的柔情。娜乌西卡以女性的视角去

看待被人类的工业文明毁灭后的自然，试图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和母性之爱，平等地对待自然及其他

生命，并用理解、关爱甚至自我牺牲去修复自然的创伤。娜乌西卡以一个善良仁爱充满母性情怀的少女形

象，代替了机械、逻辑、力量性的男性形象，日本科学漫画中主人公形象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

社会的自然观从机械论自然观向女性生态主义自然观的转变。 （下转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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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主要体现在创造一定的教学环境，引导和帮助学生

在主动积极的思维活动中获取知识、掌握学习方法上。

在与学生的关系方面，师生之间是平等、民主的关系；

３）研究型教学除了和传统教学一样要求教师熟知课本知

识以外，还对教师自身的研究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语言学导论课程而言，任课教师必须具备语言学方面

深厚而广博的知识，对语言学发展中重要的流派、语言

学家、以及当前一些前沿理论都应该有所了解。同时，

语言学任课教师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热情。

此外，在教学中，要把握好研究型教学活动所占的

比重，尤其要重视与课堂上教师对课本相关知识传授的

比例关系。研究型教学理念的引入并非是对传统知识传

授型教学的全盘否定，学生对课外知识的主动探索和建

构是建立在对课本知识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而教师对

这些知识的解释和分析则是一种简单而又高效的传授方

式。尤其是对于像语言学导论这样拥有大量理论知识的

课程，教师的讲解是必不可少的。在语言学导论课上，

如果过度依赖研究型教学形式，比如频繁地让学生进行

课堂展示，就容易使该课程教学活泼有余而内容不足。

四、结　语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主体教育理论为基础的研

究型教学是一种教学理念，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教学模式。

任何旨在通过研究性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能力、提高

学生全面素质的教学形式都可以被认为是属于此教学范

畴。因此，语言学导论的任课教师应以开放的心态，根

据不同的教学情况，积极主动地探索合适的研究型教学

形式，为学生获取知识建构良好的学习环境。

由于教学形式的灵活性，研究型教学的实践也完全

可以推广到其他英语语言知识类课程甚至部分语言技能

训练课程。除了如文中所说的能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显著

改善课堂教学效果以外，研究型教学的实施对于促进教

师的发展以及改变英语教学地位等方面也将会有明显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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