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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描述了在消费社会里，失控的科技发展导致

的生态危机景象。本文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毒气室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强

烈谴责，然而，人们是否也认识到，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将导致无数个规模更

大的“毒气室”出现。《白噪音》希翼读者对纳粹毒气室和“空气染毒事件”产生

联想，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想象创造出的生态灾难并置，引导人们以生态良知约

束自己的贪婪物欲，深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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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范围的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恶化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出现的洛杉

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到时至当下的成百吨苯物质污

染松花江及下游地区、太湖蓝藻造成的饮用水危机；生态环境恶化日益威胁着人

类共同居住的地球———臭氧层的破坏、全球性气候变暖、沙漠化、酸雨、物种多样

性的减少……无一不是自然界向人们敲响的一次又一次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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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生态灾难，我们发现，生态环境恶化常常是人类无视

自然规律，为实现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造成的恶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终将把人类引向毁灭的“人造灾难”。

在危机面前，很多消费主义文化的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依然陶醉于高科技

带来的种种现代文明和舒适，毫不顾忌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在危机面前，

很多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人类危险境遇的忧思，力图

唤醒那些沉湎于现代化享受中的人们，引导他们反思危机的根源，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然而，作家们理智的呼喊往往被汽车喇叭声、空气调节器的运

转噪声，摩天楼建筑工地的喧闹声等声浪所淹没。

有学者指出，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运作的

影响力相当有限，有时甚至极其微弱。并非其研究没有深刻的见地，而是由于这

些见地过于深刻，以致人们对这些深刻的见地长时期地置若罔闻（鲁枢元 １９１）。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大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学者、作家，对导致生态危机的

各种人类行为，特别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指引的畸形的消费主义思潮进行了尖

锐的批评。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ＤｏｎＤｅｌｉｌｌ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复制了电视机和收音机永不停歇的

商品广告声，微波炉、超声波器具、垃圾压缩机等家用电器发出的高高低低的噪

声，巨型商城里喧闹不息的市声，著名旅游景点“全美洲被拍照次数之最的农

舍”四周的此伏彼起的相机快门声，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种汽车的喇叭声，通知

人们从严重污染地区紧急撤离的警告声……以及人耳听不到却不可置疑地存在

着的各种声波———上述声音或声波，都是德里罗笔下的“白噪音”的主要意蕴，

也是美国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真。

《白噪音》由三部分组成，描述了美国中西部某私立大学“山上学院”的希特

勒研究系主任、希特勒研究学的创始人杰克·戈莱德尼教授及其家人在一个学

年里的生活经历。第一部分“波与辐射”，展现了戈莱德尼一家以及他的大学同

事们在处处充斥着“白噪音”的后工业消费社会生活的情景。“山上学院”的教

职工如戈莱德尼者，大多居住在离学院不远的一个小镇里。小镇是整个美国社

会的缩影，是一种畸形然而影响力巨大的社会生态模式———生活变成了完全被

大众传媒所控制的纯粹消费行为。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戈莱德尼一家的业余生

活基本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以电视商业片为代表的媒体广告，无孔不入地侵

袭着人们的生活，培育和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利用促使人们相互攀比、不断

创造引人遐想的新生活概念等手段，把受众变成了为购物而购物的疯狂消费者。

小说里有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情节：戈莱德尼听到女儿斯泰菲在睡梦中连绵不

断地发出 “ＴｏｙｏｔａＣｅｌｉａ”的声音，他思考良久，才意识到，“ＴｏｙｏｔａＣｅｌｉａ”是丰田
汽车公司的一个著名品牌。由此可见，商品广告已经牢牢地植入进受众的头脑，

使受众在无意识之中接受了其内容，又在无意识之中成为广告的免费传播工具，

即使在睡梦中依然”忠于职守“，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广告内容。正如凯西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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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视和媒介操纵控制着观众，通过不停宣传着的商业信息和标榜着魅力、欲

望和成就虚假意象来创造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转引自吴爱华 ２７）。广告无时不
在，无处不在，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斯泰菲

是青少年中的一员，是生产商、销售商和广告商心中的潜在目标顾客，斯泰菲们

的生命轨迹已经基本被广告所预设，几年后，当他们自己拥有了经济能力，就会

像木偶一样完全受广告操控，成为疯狂的购物大军里的新生力量。

《白噪音》描述道，戈莱德尼一家经常去超市购物。超市温度舒适宜人，各

式商品琳琅满目，到处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购物“伊甸园”的美丽景象。戈莱德

尼们的购物冲动愈发难以控制，他们的难以满足的商品需求，反过来又刺激了新

一轮的商品生产与销售，形成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受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利

润最大化原则的推动，被高度刺激的商品生产与销售行为加速了对大自然的掠

夺，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小说中的人们在严重污染环境里生活，饱

尝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苦果。戈莱德尼的儿子海因利希只有十四岁，却像中老年

人一样，从前额部位开始落发。戈莱德尼痛心地探究道：“难道我养育他长大的

地方，附近竟是我不知道的化学物倾倒场，有夹带工业废料的气流通过……。人

对于历史和自己的血统犯下的罪孽，已经被技术和每天都在悄然而至的怀着鬼

胎的死亡搞得愈加复杂了”（２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各种形式的化学品泄漏事
件已经成为当地人意料之中的常事———“新闻节目每天都报道一桩有毒物质的

泄漏事故：致癌溶液从贮藏罐里外泄，砷从烟囱里冒出，放射污染的废水从发电

厂排放……”（１９１）人们已经很熟练地学会使用电子设备探测辐射和有毒的坠
尘，大家随时准备对付带辐射的蒸汽、化学物小烟团、来源不明的烟雾，经常组织

对于未来的全面性化学品泄漏或溢出事件进行模拟疏散演习。

小说的第二部分“空气染毒事件”，记叙了由于化工产品泄漏而导致的一场

生态灾难：在离戈莱德尼家不远的地方，一列运载剧毒化工品的火车发生出轨事

故，密闭罐车被撞破，三万五千加仑的化工品暴露到空气中，与空气化合形成极

其危险的“尼奥丁衍生物”———万亿分之一的量就可以毒死老鼠；接触了该衍生

物的人，重则丧命；轻则恶心、呕吐、气喘、痉挛和昏迷，孕妇流产。该毒物可以在

人体内潜伏３０年，甚至可以渗透进人的基因，将厄运继续传给其后代子孙；该毒
物一旦渗透进土壤，会在里面存活４０年，后果令人不堪设想。“尼奥丁衍生物”
呈巨大的黑色烟雾状在空中快速滚动，政府要求该地区居民迅速撤离。在逃难

的过程中，戈莱德尼因为汽车燃油将尽，不得不走到车外给汽车加油，在充斥着

“尼奥丁衍生物”的毒气中暴露了几分钟而遭到致命污染。

与生态危机同生共存的心态危机并无灵丹妙药可医。第三部分“奇药‘戴

乐尔’”，以讽刺和写实的手法，讲述了所谓的治疗恐惧症的神药 “戴乐尔”使戈

莱德尼家趋于解体的苦痛经历。在生态危机阴影下生活的人们大多患有死亡恐

惧症，戈莱德尼的妻子芭比特亦是如此。她瞒着丈夫和家人接受治疗，通过肉体

交易从一位医师那里换取治疗死亡恐惧症的试验性新药“戴乐尔”。获知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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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之后，处于生命倒计时状态的戈莱德尼遭受了第二次严酷打击，他发疯似

地拔出手枪向医师开枪射击，著名的希特勒研究学创始人变成了失控的持枪行

凶者。

笔者以为，人们应该对《白噪音》的情节设计提出两点疑问：一、为何主人公

戈莱德尼是希特勒研究学的创始人，而非墨索里尼研究学抑或拿破仑研究学的

创始人？二、作品的叙述重心是涉及面很广的“空气染毒事件”，为何作者不把

这一生态灾难设计为“水源染毒事件”抑或“食品染毒事件”？深究这两个问题，

将有助于人们理解作品的主题，了解作者的生态理念。

德里罗把令人发指的纳粹刽子手希特勒引入小说情节，是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的。世人皆知的杀人狂魔希特勒，为彻底铲除犹太人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最

后解决”大屠杀计划，其党羽希姆莱令人建造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和毒

气车。纳粹分子发现，毒气是廉价而高效的杀人工具：用枪杀死两千人最少需要

两千发子弹；使用化学品齐克隆Ｂ杀死相同数量的人，则只需几个盘子大小的齐
克隆Ｂ固体凝结物，而且成本与相同体积的煤碳接近。因此，毒气室／毒气车多
使用齐克隆Ｂ毒杀无辜。“最后解决”行动主要在波兰的特莱勃林卡、卢布林、
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进行。纳粹把大批的犹太人运送到上述集中营，关进伪装成

浴室的毒气室里毒杀，然后焚尸灭迹。根据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

级突击队长艾希曼１９４４年８月的一次谈话，在灭绝营毒气室被毒杀的人数有
４００万，而纽伦堡国际法厅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计算出的被毒杀者人数则高达
五百七十余万。

“空气染毒事件”（毒气云事件）即局部地区空气中充斥剧毒化工品衍生物

的一次突发危险事件。该事件由火车脱轨引发，貌似偶然，实则出于必然———为

了赚取尽量多的商业利润，为了满足消费社会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许多生产商

家都在组织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而支配生产的许多技术都与生态伦理相冲突，势

必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害。人类可以在一定的时限内不进食而存

活，可以在一定的时限内不饮水而存活，但无法做到不呼吸而存活。因此，与“食

品染毒”“水源染毒”相比较，“空气染毒”导致的，是进程更快、波及范围更广的

人类灭绝。从这一认识出发，人们可以很清楚地发见希特勒的毒气室与“空气染

毒事件”之间的联系：虽然前者是人性泯灭的纳粹分子人为制造，而后者则是在

和平环境下，人们由于大肆生产与消费，破坏了生态健康而导致突发性灾难，但

是二者均是通过有毒气体剥夺人的生命权，造成受难者的死亡。然而，很多人还

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当今空气中含有毒性成分的地域，犹如可游移的、容积扩大

了无数倍的开放式的“毒气室”，给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和毁灭不再是局

部的、短时期的，而是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

当代生态运动发起者之一的雷切尔·卡逊（ＲａｃｈｅｌＣａｒｓｏｎ）曾在《寂静的春
天》里尖锐地指出：“…… 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时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

与危险的化学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转引自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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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红 ２７３）“与人类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的问题，那
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伏的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

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里，以至于破坏或者改变了未来形

态的遗传物质”（转引自胡志红 ２７５）。《白噪音》的读者们发现，虽然戈莱德尼
深受“空气染毒事件”之害，但并未深刻地反思导致该事件的根源，以及谁应该

对类似事件负责，如何避免类似的“空气染毒事件”再次发生等重要问题。同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与人民为敌、使生灵涂炭的刽子手希特勒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以自掘坟墓、自我毁灭而告终，希特勒与毒气室受到了世界人民的一致反对

和强烈谴责；然而，对于今日开放式的、可游移的、庞大的“毒气室”的始作俑者，

人们是否也一致反对和强烈谴责？究竟谁应该对今日的开放性“毒气室”负责？

对于类似上述的关系到人类、以及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的生存环境的

重要问题，很多人从不加以足够的重视。正如生态学家戈尔所描绘的：“对我们

环境最危险的威胁也许不是战争威胁，而是我们怎样看待威胁，因为多数人并不

接受危机是极端严峻的这一事实”（转引自胡志红 ２７１）。
德里罗充分利用广大读者熟知的纳粹毒气室大规模残害犹太人的灾难背

景，以希特勒研究为引子，使读者对纳粹毒气室和“空气染毒事件”产生联想，将

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想象创造出的生态灾难并置，旨在引导人们以生态良知约束

自己的贪婪物欲，深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认识到个人的生态责任，尊重自然，维

护生态平衡，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白噪音》成功地担负了生态文学作品的

使命，堪称一部优秀的环境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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