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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前言

　　美国生态文学中有两位约翰，一位是被称为“鸟约翰”的约翰·巴勒斯，另一位就是与之并称为
“山约翰”的约翰·缪尔。这两位约翰最初在1880年代中期短暂相逢过，当时他们作为自然主义者和
作家正在进入各自的阵地。1896年，当巴勒斯的山间小屋刚刚落成时，缪尔应邀前来拜访，巴勒斯马
上被缪尔的“范围”打动了——在这个词的智力和地形学的双重意义上。尽管这两人都深深地关注自
然，充满激情地描写自然，然而，在如此巨大不同的地理和生物地形学中培养和磨砺出的他们各自对
地理位置的感觉，却时时显得不相容。巴勒斯发现哈得孙河谷的树林与农场对于他的生活与工作就是
足够宽敞的了，缪尔心中却装着一种更大更壮丽的意象和地形。巴勒斯幽默地写到缪尔喜欢讲述他的
狗“斯蒂肯”的故事，并把它编织进“冰川作用的整体理论”，他称缪尔不能“像梭罗那样，坐在一
片风景的一个角落里：他必须有一片大陆做他的游戏场”。　　对地理位置的不同感觉，田园与荒野
、驯服与崇高之间的悬殊差异，能帮助我们区分“两约翰”的作品。缪尔的作品多是被他的政治敏感
、文学激进主义所点燃的，它演化成了现代环保运动。缪尔的优胜美地，他所描述的风暴、雪暴、他
在瀑布后的攀登，与巴勒斯所喜爱的房子、窝巢、果园和耕地确实离得太远了。荒凉、可怕、陌生的
美无法长久地将巴勒斯控制在它的魔力之下，陌生地带往往会窒息而不是激发巴勒斯的想象，在这样
的地方他无法长久保持他的认识论立场，他通常的倾向是关注风景如画的局部区域。　　缪尔的巨大
贡献在于给人类对荒蛮自然的激情、荒野的意义提供了直率的文学表达，而这些在美国文化讨论中是
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在他的典型文章中，叙述者（缪尔本人）通过学习、冒险、困难或危险，朝向
万物永恒联合的理解前进。自然的美是其神圣不可侵犯的签名，人类领略野性之美的能力表明他是更
大整体的一部分。这种“肯定”的哲学贯穿于缪尔的全部作品。在西方社会中，人的自然观曾经有过
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在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教义的认知中，荒野是一种病态现象，而人是要主宰自
然的。18世纪时，清教徒甚至还将荒野与恶魔联系在一起，走向荒野也就是经受恶魔的诱惑。到了19
世纪，人们原先认为居住在荒野中的恶魔溜进了城市，以文明为伪装继续在人类历史上散布诱惑，而
荒野则成了圣洁之地。缪尔就是如此，他把荒野当成一个圣殿，每一个事物都是虔诚的，整个世界是
一座教堂，而群山就是祭坛。　　像爱默生、梭罗一样，缪尔也习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在自然现场中
的所见所感，他的日记是他写作的素材。他一生共记了六十本日记，写法非常随意。而他以日记形式
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山间夏日》，完全以日期为线索。　　缪尔非常反对人类纯粹实用性地对待自
然，而生态文学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在《山间夏日》6月7日的日记中
，他对牧羊人及其产业进行了批判：“‘羊倌’称杜鹃花是‘羊的毒药’，奇怪造物主创造它的时候
是如何考虑的。⋯⋯剪下来的羊毛盖住了可怜人的眼睛，除了羊毛，眼前的一切几乎全都变得暗淡无
光，全都不被放在眼里了。”在6月13日的日记中，缪尔描绘了他长时间坐在高高的叶子下面，享受这
野生叶子搭成的凉亭，“仅仅一片叶子铺展在头上，世间的烦恼就被赶走了，随之而来的是自由、美
好和安静”。无论怎样坚硬的心，都难免要被这些神圣的蕨类植物打动。然而，在这么可爱的时刻，
他发现牧羊人经过一片最美的蕨类植物时，竟然没流露出比他的羊更多的感动。而当他问牧羊人“会
把这些庄严的蕨类植物想象成什么”，他得到的回答就是，“啊，他们不过是大——大刹车闸。”意
思就是能让羊群一下子停住，贪婪啃吃的食物。再如8月4日的日记：“似乎奇怪，去优胜美地的游客
并不怎样被它非凡的庄严所打动，好像他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了绷带，耳朵也被堵住了。我昨天见到的
游客，大部分都在低头走路，好像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全然不觉，而此时，流水从四周所有的山
脉聚集于此赶赴圣会，巍峨的岩石正在水的宏大的圣歌中颤抖，水创造出的音乐也许引来了天堂里的
天使。然而，那些看起来有名望甚至是有头脑的人，正把虫子固定在弯曲的金属鱼钩上钓鲑鱼——他
们把这称之为休闲。要是经常做礼拜的人一边在用来洗礼的圣水器里钓鱼，一边听牧师布道，从而打
发那段无趣的时光，这种所谓的休闲也许不是太坏；但是在优胜美地神殿里，当上帝自己正在宣讲他
的庄严的山水诗篇时，怎么可以安心于垂钓，在鱼为生命痛苦做出的挣扎中寻找乐趣呢？”　　要想
破除人类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通病，首先就要认识到万物依存的道理，正如缪尔所言，“当我们试图
把任何一个事物单独摘出来，我们发现它与周围的事物密不可分。”在7月20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这广大的荒野要保持健康需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大量的雪、雨、露，阳光与无形的水蒸汽的洪流
，云，风，各种各样的气候；植物依附于植物，动物依附于动物，彼此相互影响，诸如此类，多少事
情出人意料！而大自然的技艺多么高妙！美对美的覆盖有多么深厚！大地覆盖着石头，石头覆盖着苔
藓、地衣和在低处栖息的花草，这些花草与更高大些的植物，叶子覆盖叶子，同时被变化无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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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和形状覆盖，冷杉宽大的手掌覆盖在这些植物之上，天空的‘圆屋顶’像钟铃花覆盖在万物之上，星
在星之上。”人类也不过是万物交织而成的生态整体网络中的一员，他绝不处于进化的最高梯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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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内容概要

《山间夏日》生动记述了他初次接触优胜美地山的那种兴奋和新鲜的经历。他对大自然有着近乎宗教
般的热爱。他的作品和行为教导了美国人用一种20世纪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自然。由于缪尔既带有19
世纪理想主义的色彩，又有20世纪科学的精神，他的视野更为开阔，而他在实践与行动方面，也比他
的先驱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已经开始思索并着手解决自然与人类关系的问题，因而使他在美国生
态文学中占有不同凡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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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作者简介

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美国作家。爱默生前曾列出一张“我钦佩失”的名单，它以英国
的卡莱尔为首，以约翰·缪尔为尾。多年来，缪尔一直被人们称为“大自然的推销者”和“美国自然
保护运动的圣人”。他以几十年跋涉于美国西部山区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出了近十部描写自然、与
自然进行了心灵对话的著作。缪尔一生共记有六十本日记。他采邓梭罗现场作笔记的方式，在山峦冰
川中，随时笔录下他眼中的自然。四十多年后，他才将自己早期的日记整理成书。而以这种日记形式
出的第一本书便是《山间夏日》。它生动记述了他初次接触优胜美地山的那种兴奋和新鲜的经历。他
对大自然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热爱。他的作品和行为教导了美国人用一种20世纪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周围
的自然。由于缪尔既带有19世纪理想主义的色彩，又有20世纪科学的精神，他的视野更为开阔，而他
在实践与行动方面，也比他的先驱们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已经开始思索并着手解决自然与人类关系
的问题，因而使他在美国生态文学中占有不同凡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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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书籍目录

第1章　赶着羊群穿越丘陵第2章　默塞德北支流营地第3章　面包的饥馑　第4章　走向高原第5章　约
塞米蒂第6章　霍夫曼山与泰那亚湖第7章　奇异的经历第8章　莫诺山道第9章　布拉迪峡谷与莫诺湖
第10章　在图奥勒米营地第11章　回到低地

Page 6



《山间夏日》

章节摘录

　　我像深爱朋友和邻居一样深爱身边的万物，无论山脉与我之间隔着多少路程，我都会觉得它们似
乎跟我很亲近。6月7日　　昨夜，羊有些不舒服，它们当中有的到现在还没彻底恢复过来，想离开宿
营地几乎变得不可能，羊一边咳嗽，一边呻吟，显得很难受很可怜的样子，这都是由于吃了神圣的杜
鹃花叶子引起的。所以，至少可以说，自从牧羊人和“堂吉诃德”离开平原就没遇到多少好草，羊群
饥饿难耐，不得不啃食任何可能得到的绿色植物。羊倌称杜鹃花是“羊的毒药”，奇怪造物主创造它
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人们这样拼命地饲养羊，盲目而低水准，尽管在我们所了解的美好往昔，羊的
产业曾经一度很有影响。加利福尼亚牧羊人急匆匆地弄来大批羊，他们通常会这样认为，放牧没有什
么成本，况且气候是这样适宜，以至于不用为冬天的饲料供应犯愁，也不需要御寒的羊圈或必要的畜
舍。如此，饲养大群的羊开支低微，却可实现高额利润，据称，每隔一年，投资的钱就会翻一番。于
是，剪下来的羊毛盖住了可怜人的眼睛·除了羊毛，眼前的一切几乎全都变得暗淡无光，全都不被放
在眼里了。　　至于牧羊人，状况总是很糟，尤其是在冬天，当他孤独地守着小屋的时候。尽管有时
受到激励，希望有朝一日拥有一大群羊，并得到由此带来的财富，像他的老板一样，而在这过程中，
他的生活极有可能降到最低水平，他很少能得到尊严或利益，甚至是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权利。然而凭
借他的头脑，却远远不能找到生活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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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编辑推荐

　　《山间夏日》是约翰·缪尔的一本日记。约翰·缪尔一生共记有六十本日记。他采取梭罗现场作
笔记的方式，在山峦冰川中，随时笔录下他眼中的自然。四十多年后，他才将自己早期日记整理成书
。而以这种日记形式出的第一本便是《山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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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精彩短评

1、躁的时候，看看，清热解火。
2、很好的书，作者的叙述太美了，好想钻进书里去。不过，得静下心来才行，相比时下流行的图文
书，这本书有些枯燥啊。不过想象力是最美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吧，不要让图片束缚住了
3、笔记大自然
4、如题，和瓦尔登湖有得一拼
5、激发我睁开眼睛看自然
6、好书，爱不释手，只是印刷有点问题，显然是不合格的印刷品，整本书的文字都靠上，页面下方
留白太多。不过，看在文章内容非常好的份上也就不退货了。
7、它喚起了最初的憧憬，對於大自然的。
8、很好的日记体散文，描绘的美景令人向往
9、跟着谬尔的脚步，我就在他身后。感觉到思想是从山涧中流出来的，从青草上冒出来的，然后由
缪尔转身告诉我，他说：嘘——，小声点，别惊动了它们。
10、用文字看山水。
11、自然文学
12、最近特别燥。所以又是一本没有看完的书......TAT
13、“浪费和死亡都不会成为我们悲叹的借口，而是应该因为生生不息且永不消失的宇宙财富而感到
欢欣鼓舞。没有什么不会凋谢和死去，我们可以用忠实的态度去观察和等待它们重新回来。” 放羊真
是基督兔的必修课_(:з」∠)_
14、徜徉~徜徉~期待什么时候有心看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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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夏日》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没有&lt;瓦尔登湖&gt;的名气大,但整体风格却更清新, 随着作者每一天的笔记我们也被带到另
外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欲更清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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