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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著名小说《白鲸》讲述了壮阔海洋上的捕鲸壮举,反映

了 19 世纪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历史,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文本叙述了亚

哈船长率领“裴廓德号”惊心动魄的捕鲸及复仇的故事,在海洋叙事背后展现的是捕鲸人丰富

而生动的海上生活及捕鲸业发展的全景式社会画卷。 从能源视角出发,作为美国 19 世纪财富

重要来源的捕鲸船,无异于一座集“开发—提取—炼制”于一体的、漂浮在海上作业将其能源产

品加工完成并推销至世界各地的能源加工厂,捕鲸船的航程涵盖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广

阔的海洋地理空间体现了美国对能源行业垄断及全球拓展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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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

《白鲸》在 1851 年出版时,并没有在评论界引起很

大反响,甚至《文学世界》 指责该书是一部有关捕

鲸的“知识杂烩” ,在看似浪漫主义的外表之下,涵
盖了许多文学以外的东西,如哲学、自然史等,简
直像一盒“海鲜拼盘” 。[1]

 

20 世纪,麦尔维尔在文

学上声名鹊起,《白鲸》 越来越多地受到文学评论

者的青睐与关注,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作家劳伦斯

欢呼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 [2] ,理查德·蔡斯称

这本小说是“美国想象力最宏伟的表达” [3]
 

。 麦尔

维尔在海上冒险故事的基础上不仅构思创作了一

部技巧复杂、思想深刻、富有哲理的小说,还有根

有据地向读者讲述了许多有关捕鲸业的知识和大

海航行的详细情况,《白鲸》 也因此被誉为一部美

国捕鲸业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4] 。 在《白鲸》
中作者曾借书中人物的话说过:“要写出巨著,就
得选择大题材。” [5]590 由此看来,捕鲸无疑正是这

个“大题材” ,而这本小说也确实被普遍认为是一

本有关捕鲸业的“巨著” 。
一、小说《白鲸》中的能源叙事

现如今“能源叙事” 已经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

元话题。 能源的重要性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是不言

而喻的,它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环境等议题

密切相关,成为政府机构、各类媒体及行业谈论的焦

点议题。 能源话语已成为各类会议和各种专栏、专
题等展开热烈讨论的焦点,如能源与环境、能源与气

候、能源与地缘政治、能源与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能源

与全球治理等议题。 因此,能源话语以其多维度、多
媒体、多渠道、多层面反复传播,相互交叉重叠,构成

了具有复杂网络联系的能源话语体系。[6]
 

在这一背

景下,探讨 《 白鲸》 中的能源叙事就有了重要的

意义。
在 19 世纪,虽然现代意义的能源话语体系和能

源叙事理论尚没有形成,但麦尔维尔在《白鲸》文本

中却用了大量篇幅,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展开捕

鲸与能源加工的相关话题,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捕鲸

作为能源产业的重要性,高额的利润致使人们在辽

阔的大海上竞相追逐。 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写作

期间,曾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与鲸鱼和捕鲸业相关

的资料。 为此,他曾经自豪地宣称:“捕鲸船是我唯



一的耶鲁和哈佛。” [7]185
 

因此,仅从文学、宗教或哲学

的角度来解释《白鲸》这样一部具有思想内涵的著

作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仅从篇幅来看,文中关于捕鲸

行业的知识和背景描写就超过了总篇幅的四分之

一。 作者绘声绘色描写海洋景观、追捕鲸鱼的惊险

场面、解剖鲸鱼获取能源的过程,通过叙述者的谈天

说地,在看似信手拈来的大量信息背后,隐含着深层

复杂的文化内涵,使读者可以窥测到捕鲸业在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支柱作用、捕鲸作为一种

能源产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种种艰辛的生

活细节。 19 世纪前期的海上捕鲸业促使美国东北

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那些充满野心的资

本家以鲸油的多寡来炫耀财富,富裕人家用鲸油作

为女儿的嫁妆;捕鲸业的巨大经济利益更是诱惑着

形形色色的冒险家、无业者和流浪汉从四面八方汇

集到捕鲸船上,他们前仆后继地追求着海上捕鲸这

种冒险刺激、浪漫而又或许有利可图的生活,这种题

材的丰富性本身就构成了《白鲸》的独特魅力。 这

种在波澜壮阔的海洋上追逐鲸鱼的航海叙事成为美

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关于鲸鱼加工业发展

及扩张的能源叙事也是一面映射那一时期美国经济

发展以及社会风俗变迁的镜子。
从历史背景来看,18 世纪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形

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纺织机、蒸汽机等的发明标志

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欧洲列强凭借着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庞大工业和军事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

进行殖民侵略,从而主导着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的

开发利用。 美国从 18 世纪末开始拥有捕鲸业,这一

行业很快就成为其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领域,并迅

速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

国家增加大量的财富。 事实上,在 1856 年石油被发

现并开采以前,欧洲和美国都是用鲸油来照明,
 

“差

不多一切照耀整个地球的,以及照耀在那许多圣殿

之前的大小灯烛” [5]140。 使用鲸油作为燃料的路灯

为城市安全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以鲸骨为原材料的

时装成为时尚的符号,以鲸油积累财富成为欧美贵

族和上流社会满足自我欲望的方式,也成为塑造个

人形象、提升社会地位的有力工具,这些从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鲸鱼的经济价值。 不仅如此,到了 19 世

纪,西欧与北美因工业革命促成技术与经济的飞速

发展,引发了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在

麦尔维尔写作《白鲸》之时,捕鲸业作为那时如日中

天的能源行业已经成为美国财富的重要来源,成为

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一。
到了 19 世纪,美国捕鲸业既要向欧洲市场出售

鲸鱼商品以换取美国国内工业发展的资本,又要为

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能源资料,而且出于资

本积累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地理扩张的需要,对鲸

骨、鲸鱼和抹香鲸油的多元化需求大幅增加,捕鲸业

被人类赋予了新的价值。 麦尔维尔紧紧地抓住了这

一时代命题,并在《白鲸》写作中生动形象地体现出

来。 在 1815 年前后,捕鲸船的捕猎对象主要集中为

抹香鲸,因为除了鲸油外,人们还可以从抹香鲸的体

内提取可供制造香料的极其昂贵的龙涎香。 美国捕

鲸业当年最鼎盛的时候,“捕鲸的船只多达七百艘;
人数多达一万八千人;每年耗费四百万美元;当时航

行的船只价值二千万美元! 每年有高达七百万美元

的收获输进我们的港口” [5]
 

140。 随之而来的是,那
些追逐利润的股东们、那些贪婪而疯狂的资产阶级

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更大的海域、在更广阔的

大自然中进行大肆征服与占有,进行更疯狂的捕猎

和屠杀,甚至到了恣意妄为的地步,《白鲸》即是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本多维度叙事的典范小

说。 正如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

说过的那样:“文本总是具有世事性,从某种程度上

说它们就是事件,尽管它们看上去否认这一点,它们

依然属于社会世界的一部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属
于它们所位于和受到阐释的历史时刻的一部

分。” [8] 书中大量记载了关于鲸类学的材料和捕鲸

业的信息。 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一段关于捕鲸业发

展的历史书写并不仅仅只是作为《白鲸》这本小说

文学研究的背景,而是以独特的叙事惯例以及对个

体生活的深切关注的方式叙述着历史,构成这一作

品的历史文化语境,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而
其中的能源叙事就成为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

部分。
19 世纪中期,即《白鲸》出版的 1851 年前后正

是捕鲸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正在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折为两截:在此之前,人
类社会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人类对大自然持

一种敬畏的态度,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是维

持着低限度生存水准,以同大自然保持相对协调;而
当历史翻过那一页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以“资

本和利润”推动历史新开端,以征服和占有自然资

源支撑其发展,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征服与占有”
成为那个时代的大主题。 作为一部美国浪漫主义时

期诞生的杰出小说,《白鲸》对捕鲸知识的详尽描述

却是现实主义的,其详尽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其对历

史描写甚为详细。 作者对捕鲸业的经验知识与实践

了如指掌,并在小说里充分加以运用,因而作品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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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了海风的气息与鲸油炼制过程中散发出的特有味

道。 彼时,清教徒移民已经登陆美洲,捕鲸业也因此

在这个新生的国家发展中成为重要的动力。 1712
年,北美人杀死了第一只抹香鲸,发现其巨大头部的

神秘器官中有一种叫做鲸蜡的独特物质。 在“鲸类

学”章节中,麦尔维尔对这种独特物质的功用做了

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并极尽所能地展示了其有关鲸

类的学识,不仅将不同的鲸鱼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

描述,还在描述各种鲸鱼形态和习性的过程中,
 

交

待了哪一种鲸的商业价值是最高的、从哪一种鲸的

嘴巴里得到芬香可口的油是极其名贵的、由哪种鲸

鱼油制成的蜡烛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哪种鲸鱼的

鲸脑可以做油膏和药剂、哪种鲸鱼的鲸角可以被蒸

馏成一种挥发盐等信息。 此外,从鲸鱼口中割下的

鲸须,还能被用来制作女士裙装的裙撑或束紧腰身

的胸衣,并由此确立了当时女性时装的潮流。 书中

特别提到,为提高鲸油的生产效率,在开始出现在大

西洋上的北美洲各殖民地捕鲸船上,人们还安装上

提炼炉,使捕鲸者在海上就可以把宝贵的鲸脂提炼

成油,之后再把鲸油贮存在油桶里,再不必把捕到的

鲸拖回岸上加工。 有了如此加工能力,捕鲸船通常

能在茫茫大海之上停留 4 年之久。 从这一角度观

察,北美人无论是其文化,还是经济甚至精神气质都

可以说是从鲸鱼身上得来的,那么这本史诗般讲述

捕鲸故事的小说,无疑就是美国历史上最非凡的

巨著。
二、《白鲸》航海叙事中的捕鲸人及能源加工

在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正处于开疆拓土的时

代,在海洋上游弋的 900 多艘捕鲸船中,就有 735 艘

是来自美国,其中大约有 400 多人将新贝德福德称

为他们的故乡。 以这样的规模和数量,我们不难推

断捕鲸业已经成为一个几乎被美国垄断的行业。 在

人类大量开采石油之前,照明和机器润滑主要依靠

鲸油,美国捕鲸业成为一个规模庞大、产量和利润可

观的能源与财富源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化产

业之一,其海洋捕鲸区域遍布全球四大洋,产品销售

范围远至北美、中美以及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因
此,此时的捕鲸业作为美国的支柱产业,成为美国经

济起飞的引擎,帮助这个年轻的国家迅速崛起,由被

压榨的英国殖民地成为一个经济强国。 在这样的语

境中,捕鲸船就是那个时代漂泊在海上的能源开采

和能源加工厂。[9]

小说中的叙事者———以实玛利出海是由于对现

实的不满和寻求解脱出路,那艘捕鲸船的名称为

“裴廓德号”,是一个马萨诸塞州已被斩尽杀绝的印

第安部落的名称,而作为一条闯荡过世界各个大洋

大海、饱经沧桑的老船,常年在外遭受风吹日晒,久
经沧海的生活使其颜色如墨一般黑,如同身经百战

的士兵,周身点缀着作为其战利品的、猎逐到的“敌

人的骸骨”———鲸鱼骨,以此隐喻“决斗与死亡”的

主题,预示着它终将覆没的命运,其叙事言辞中不乏

幽默冷峻,却直接对人类生存困境提出了拷问,并流

露出一种不容乐观的担忧和悲观宿命思想。 捕鲸船

上的人员组成像是一个微型的“人类世界”,同时也

是一个设备齐全、人力配备充足的能源工业生产中

心。 捕鲸船上人员管理严密,分工精细,每人各司其

职,包含着从瞭望—围捕—宰杀,到分割—炼油—加

工—储藏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的操作程序,虽然纷

繁复杂,却有条不紊,杂而不乱。[10]
 

从某种意义上

说,19 世纪的捕鲸者甚至可以把鲸鱼视为一口游动

的油井,因为那时的精密机器正是因为有了鲸油这

样的润滑剂才得以顺利生产,为工业国家创造财富。
《白鲸》里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甚至人物描写

都相当出彩,其中有关鲸鱼的科普性的内容所占比

例也相当重,范围涉及捕鲸业的地理学、发展史、博
物学等多个领域。 而且,除了“裴廓德号” 之外,捕
鲸船还有“玫瑰蕊号”“单身汉号”“撒母耳·恩德比

号”“欢喜号”“拉吉号”等,以此表明人类猎杀鲸鱼

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技术日臻成熟,已经是一个遍

布全球的行业。 麦尔维尔正是从捕鲸船这一角度反

映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映了美国资本原

始积累的残酷性以及对深藏于太平洋的财富与资源

近乎疯狂的掠夺。
《白鲸》作为一部无愧于进入世界伟大作品之

列的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其海洋叙事气势恢

宏、惊心动魄,描述了各种捕鲸的冒险经历与传奇;
其能源叙事详尽、条分缕析,包含着许多捕鲸业的专

门知识。 船员们在“海中之王”亚哈船长的带领下,
驾驶“裴廓德号”越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

度洋,然后又来到了太平洋,开始了海上捕鲸的惊险

历程,从中也展示出在 19 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初

步发展的背景下迫于谋生压力出海捕鲸的水手们的

悲惨命运,再现了作为当时能源行业的捕鲸业的真

实生活。 小说将海洋叙事与能源叙事结合起来,不
仅向读者细致地展示了捕鲸这一特殊行业的百科知

识,同时也投射出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

方面的全景式画卷,而且表露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

美国社会所做的较为深刻的思考,这也正是作品颇

具魅力的关键。 《白鲸》的主要情节是讲述亚哈船

长率领“裴廓德号”的船员与鲸鱼搏斗的惊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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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亚哈船长率领众船员追捕鲸鱼莫比-迪克为主

线,同时穿插了许多有关鲸鱼的传奇与利润的解说,
对鲸鱼进行了堪称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详细分解,而
这些解说一方面是引经据典,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实

际观察。 航海捕鲸是一种非常刺激且充满危险的职

业,渺小的人类通过精细的分工合作,战胜比自己大

得多的在海中翻天搅海、呼涛唤浪的庞然大物,这样

的画面只要想象一下,就令人心潮澎湃,惊叹于其伟

岸的气概与恢弘的精神。
小说中以亚哈船长为代表的人类,除了捕杀鲸

鱼的直接利益动机外,还兼顾了生存需要之外的更

多内容。 小说通过“我”———以实玛利的叙述视角,
在小说第 133 章—135 章,详细讲述了“裴廓德号”
的船长亚哈与白鲸莫比-迪克生死决斗的过程及场

面,如:“这一切使他一阵狂乱,光着双手,抓住那只

长长的下颌,发狂似地想把它揪住,免得被它卡在里

面。 正当他此时在这样自负地奋斗时,那下颌打他

手里一滑,滑脱了,那只嘴巴像一把巨剪似的,往后

一闪,把这只小艇咬成两段,脆薄的船舷顿时弯卷起

来,豁地一声断了,那只鲸却把嘴巴一闭,闭得紧紧

地打两片漂浮的残艇中间游去了” [5]709;“亚哈就这

样跟它短兵相接了,他身子往后一仰,双臂笔直地高

举起来,把他那根凶猛的标枪,加上他那远更凶狠的

咒骂声,一起投进这条可恨的大鲸身上。 标枪和咒

骂声一起戳进了它的眼窝里,仿佛是陷进了泥潭里。
莫比-迪克斜斜一扭;它那紧靠着艇头的胁腹猛地

一滚,艇身连一个洞孔都没有被撞穿,就蓦地翻了个

身,当时如果亚哈没有紧紧扳住那翘起的艇舷的话,
准会又给翻进了海里”

 [5]736-737。 在如此生动的描述

和勾勒下,翻动着白色浪花的大海与幽灵般穿行于

海洋的白鲸融为一体,使阅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大海

的险恶与恐怖氛围。 其实在小说一开始,以实玛利

引领读者走进“彼得·科芬” (谐音“棺材”)的大鲸

客店,那装饰古怪的居所处处闪露着凶兆,竭力渲染

紧张、恐惧的气氛,使人联想到无处不在的死神,就
连人们寻求心灵庇护的教堂,也无法使人摆脱对死

亡的恐惧,面对一座座葬身于大海的海员的墓碑,读
者直接感受到那索取人性命的元凶迫近的气息。 捕

鲸人的宿命就是注定要在惊涛骇浪中谋求生存,对
于每天与巨鲸、大海对抗,挑战自然、挑战极限的捕

鲸人来说,死里逃生就是家常便饭。
麦尔维尔就是要借助《圣经》 上以实玛利这一

“荒野上的孤儿”于大海之上寻找自我、寻找谋生之

路与生命意义的“最高真理”的历程,折射出对美国

应该如何对待他者的看法。[7]1-3
 

《白鲸》对从事捕鲸

业的芸芸众生给予关注,从船长亚哈,到大副斯达巴

克、二副斯塔布、三副弗拉斯克,再到标枪手魁魁格、
塔斯蒂哥……详细的描述和精彩的刻画使捕鲸者的

形象跃然纸上,也使捕鲸人的航海生涯充满英雄主

义甚至是悲剧色彩,他们的航程遍及世界汪洋大海

的各个角落,他们出没于翻涌的波涛中,抗争、暴动、
逃离、高歌纵饮,在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带回

了无数个关于勇敢、顽强、坚韧和生存的故事,捕鲸

人成为“木船上的钢铁之人”,为人们留下了无数充

满戏剧性、时而悲怆时而恐怖的故事,这些故事总是

能够搅动我们内心不为人知的情绪,激活我们想象

力中最原始的那部分。
根据小说中的详细描述,我们可知捕猎一头鲸

鱼的过程实际上包括捕获和处理加工两个阶段:在
浩渺无垠的大海上瞭望,发现鲸鱼的踪迹,追逐它,
杀死它,在波涛翻卷之中拖回大船并固定在船舷边

上;之后,全船人员密切配合,就像剥橘皮一样,分割

鲸脂。 在《白鲸》第 66 章“屠杀鲸鱼”、第 67 章“割

油的艰辛”、第 96 章“炼油间的鬼影” 等多个章节

中,明显带有作家内心精神体验的哥特式自然书写,
详细描述了处理加工的过程,也即获取能源的过程:
他们首先是把鲸脂从鲸鱼身上一大块又一大块地切

割、分解,把它的鲸脂割尽,把它的头挂在船边;然
后,把割下的鲸脂源源不断地送进炼油房,烧起灶

火,把它的鲸脂炼出油来,直到一头在大洋中悠然生

活的大鲸终于被消灭完毕。 此时,这艘船在茫茫的

大海上俨然变成了一座烟尘飞扬的、油乎乎的炼油

加工厂了。 至此,麦尔维尔被美国社会“资本和利

润”浸透过的商品意识已溢于言表,从这一角度阅

读“割油” “绒毯” “海德堡大桶” “龙涎香” “手的揉

捏”“炼油间”等章节,从一大段一大段对工厂化操

作的描述中,读者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所谈及的才是

远洋捕鲸的真实目的———获取能源,“金钱与利润”
才是捕鲸、猎鲸、屠鲸的最初动机。 而且,捕鲸业既

是暴利行业又是风险行业,从事捕鲸业能够创造巨

大的财富,以美国捕鲸中心新贝德福德为例,从事捕

鲸业者的人均财富收入接近全市人均财富的两倍,
促使新贝德福德在 1815—1850 年间成为美国人均

最富有的城市。[11]
 

捕鲸业利润虽然丰厚,但其风险极大,捕鲸者极

有可能葬身鱼腹,血本无归。 正如“裴廓德号”捕鲸

船一样,最终的归宿是沉入海底,只有叙事者以实玛

利一人死里逃生。 亚哈船长率领的“裴廓德号”捕

鲸船可以说是早期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的美国社

会的一个缩影,充满了勇于进取、艰苦奋斗的美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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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同时也揭示了以捕鲸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

业生产的残酷无情,意味着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尖

锐对立与残酷压迫。 在《白鲸》 的第 16 章中,两位

“虔诚的桂格派”船主法勒与比勒达在新人以实玛

利面前上演了一出著名的双簧,上演了对捕鲸者的

残酷压榨:按照惯例,以实玛利认为自己应得捕鲸利

润二百七十五分之一到二百分之一的分红,但比勒

达船长声称他只能得到七百七十七分之一,法勒假

装不满,认为以实玛利应该得到三百分之一,两人激

烈争执起来,最后年轻的以实玛利为了息事宁人,只
得接受了三百分之一的苛刻标准。 同时作者采用反

讽手法,让比勒达手捧《圣经》,阅读《新约》中的“不

要在地上积攒财富,要在天国积攒”的段落。 在捕

鲸船上,在船员的欢呼与拥戴下,亚哈不再是原本

“可怜的捕鲸老头”,而更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

者“亚哈国王”。
 [12]

 

水手们在辽阔无边的海域,如同

其在西部开发中一往无前的同胞一样开疆拓土,扩
张了美国的海疆及影响力,彰显了其勇猛顽强的开

拓精神和英雄气概,但却无权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

运。 他们打拼出来的以捕鲸船为中心的能源产业,
则作为新的经济引擎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其积累了大笔原始资本。 这对于刚从英、法、西班

牙、葡萄牙等欧洲海洋强国手中获得主权独立的正

处于上升时期年轻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三、海洋地理空间中的能源叙事及全球化拓展

捕鲸航程中所呈现的海洋地理空间及能源全球

化拓展空间在规模与深度方面是空前的。 小说中的

地理环境描写可以分为陆地与海洋两部分,陆地部

分主要描写了新英格兰的南塔开特和新贝德福德。
19 世纪中期,美国船队大部分从新贝德福德和南塔

开特启航,美国捕鲸业由这里起步、发展、壮大,凭借

地理优势,这座孤悬于海外的小岛独力支撑起美国

捕鲸业的辉煌,以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捕鲸业推动了

美国经济的巨大转变。 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镇

被视为世界捕鲸中心,并且新贝德福德镇由于盛产

鲸油,成为美国最富饶的城市,其发展历史就是一部

捕鲸史,也可以说是美国捕鲸史的缩影。 捕鲸业被

称为“国家财富来源”,在新贝德福德所在的马萨诸

塞州,捕鲸业是排在制鞋业和棉花种植业之后的第

三大产业。
美国捕鲸业逐渐从浅海迈向了深海,捕鲸范围

很快从北大西洋扩展至南大西洋,其行程覆盖了世

界四大洋的波澜壮阔的海洋空间。 结合 19 世纪美

国历史,《白鲸》生动细致地展现了捕鲸的壮观场面

和航海旅程,其关于海洋形象的描写较之先前作家

有了极大的空间拓展,这种海洋上的冒险及追逐活

动象征了美利坚民族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民族精

神。 麦尔维尔笔下的海洋是生动而鲜活的,无边的

海洋是受生活所伤的以实玛利、伯斯等人的疗伤地,
是亚哈船长等人与海洋及大鲸鱼争强斗狠、展现征

服与复仇力量的竞技场,也是斯达巴克、弗拉斯克等

人来海上寻找财富或实现自我梦想的耕耘收获之

地,总而言之,它满足了形形色色美国人不同的心理

期许与追求。 在海洋的社会意蕴方面,麦尔维尔笔

下的海上捕鲸与美国西部开发一样同属于开疆拓土

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构建意义。 捕鲸船上

的水手在海洋上扩张了美国国土面积与心理想象空

间。 以捕鲸船为核心载体发展出来的海洋能源产

业,为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积累了大笔原始资本。 捕

鲸行业的水手们的海上生活方式,则映射了这一时

期美国民众生活方式所发生的新转变。
从海洋空间意义上看,“裴廓德号”的航迹几乎

遍布世界各个海域,呈现出美国发展空间上的全球

视野。 “裴廓德号”从美国东岸南塔开特出发,经南

大西洋到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太平洋,一路追捕

莫比-迪克,称得上是一场环球海洋之旅。 从种族

和人员构成上看,
 

“裴廓德号”的水手由各个种族以

及世界各地的人员构成,船上的水手来自于以下不

同国家和地区:
 

南塔开特、法国、荷兰、冰岛、马耳

他、西西里、亚速岛、长岛、中国、东印度、塔西提、葡
萄牙、丹麦、英国、西班牙、布勒法斯特和圣地亚

哥。
 [13]

 

“裴廓德号” 的人员组成堪称一个人类社会

的“小世界”,象征着“一种美国精神,来自四面八

方、各行各业的人们远渡重洋探寻自然界的秘

密” [14] 。 由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历史文化的全球化,
展现了地球上各种族、民族和国家开启全球化进程

的趋势。 “裴廓德号”载着这些有着不同肤色、不同

信仰的水手航行在海洋这个独特的空间里,俨然成

了一个缩微的世界。 因此,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

象征意义上来讲,美国的文化、经济甚至精神,都可

以说是经由捕鲸业走向了全球化。
小说中的海洋和陆地是对立的,陆地的日常生

活自给自足、平庸惬意;海洋航程则是凶险莫测的。
小说能源叙事的开拓性和宏观视角,构建出宏大的

社会图景,作者详细描绘了捕鲸者的艰苦生活和辛

勤劳作,对他们在十分凶险境遇下艰辛劳碌的命运

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且还深情地为这些被称为

“社会渣滓”的人唱赞歌,并称之为英雄,将捕鲸业

誉为最伟大的事业,因为不仅捕鲸业为社会发展增

添了巨大的财富,而且捕鲸水手也是海上贸易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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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者,他们探索了地球上最荒僻和边远的角落,敲开

了许多闭关自守国家的大门,为资本的积累和输出

打前站并扫清了道路,成为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开路

先锋。 在美国的历史上,西部运动的重要性毋庸置

疑,它完成了美国东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促
进了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培育了美国人民

的拓荒精神。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与西部开发

的同期甚至更早时期,美国人已经开始在海洋上

“开海疆,拓渔区”,《白鲸》中所描述的航海与捕鲸

业即是美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见证。 可以说,“裴

廓德号”作为一艘捕鲸船所象征的能源产业门类和

经济影响具有全球化的意义。[15]
 

247 正是社会发展

对鲸鱼的大量需求,才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

捕鲸的事业当中。 作为一个历时 300 余年的成熟的

经济产业,美国捕鲸业并不仅仅是捕杀鲸鱼那么简

单,其运转还包括筹备资金、招募船员、购买补给、规
划航程以及销售等环节。 仅以筹备资金而言,美国

捕鲸业很早就采用股份制度。 相比于其他陆地产

业,捕鲸业的风险更大:一方面,捕鲸业要面临市场

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捕获鲸鱼的数量并不稳定,
经常一无所获,而且更重要的是,海上捕鲸活动危险

甚多,时常发生海难,导致捕鲸商人血本无归。 投资

一次捕鲸活动需要的资本甚大,实力弱小的捕鲸商

人根本无法单独承担,而对于实力较强的捕鲸商人

来说,全额投资一艘捕鲸船也超出了其风险承担能

力。 因此,许多捕鲸商人之间采取股权分散制度,不
仅可以降低投资成本,而且便于管控投资风险。

捕鲸业在给美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
对整个世界的稳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捕鲸者突

破艰难险阻,打通了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线,探寻那些

人迹罕至的荒僻地区。 在麦尔维尔看来,正是捕鲸

者把西方的文明传到了世界许多地方。 “正是通过

捕鲸者,才终于把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从旧西班牙

的羁轭下解放了出来,并在这些国家里建立了永远

的民主政体。”
 [15]247

 

就国家层面而言,捕鲸业一直是

美国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 巅峰时期,捕鲸业成为

美国第五大经济产业。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鲸鱼不

仅是某一地区捕鲸者的生产材料,而且被纳入世界

市场,变成为欧美社会带来“光明” “润滑” 和“时

尚”的商品。[16] 书中讲述的捕鲸者在全球范围内追

捕一条叫作莫比-迪克的鲸鱼,其史诗一般的旅程

本身就是一场“生存还是死亡”的冒险之旅,其船员

的多民族、多元化的构成似乎表达着当今全球经济

会一体化的预言。
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的捕鲸船队穿

梭行驶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之上,终日忙碌地

捕杀着数以十万计的鲸鱼,包括抹香鲸、露脊鲸、弓
头鲸、灰鲸和座头鲸等不同种类的鲸鱼,富有的捕鲸

船船长能在新贝德福德最好的街区建造华园美苑、
豪宅富邸,新贝德福德也被称为 “ 照亮世界的城

市”。 1848 年,美国捕鲸船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冰

洋,捕鲸范围最终扩大至全球。 超过全球四分之三

的捕鲸船由美国捕鲸港出航,美国捕鲸业至此达到

巅峰。 美国捕鲸业的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了 19 世

纪 50 年代,而导致其灭亡的直接原因是石油工业占

有了照明和润滑剂的市场。
从这一角度来看,“裴廓德号”的覆没似乎真的

是上天注定的。 全船人的英勇搏斗为曾经辉煌的捕

鲸业唱响一曲庄严肃穆的挽歌,因为紧接着石油作

为主要能源登上了历史舞台。 人们追逐利益的目光

很快被石油带来的巨大价值所吸引,排除各种投资

的风险不算,一次长达 3 年的捕鲸航行最多可以带

回的鲸油大约有 400 桶,而一口油井一天的产油量

就可以多达 3
 

000 桶。 于是,石油作为能源的后起

之秀很快就取代了鲸油。 石油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作

为新的主要的能源迅速崛起,确立了其世界能源的

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 　 Evert
 

A
 

Duyckinck. “Moby
 

Dick”
 

in
 

Literary
 

World
 

[J] .
 

Literary
 

World,
 

1851(11):403.
[2] 　 Lawrence

 

D
 

H.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M] .
 

New
 

York
 

:
 

Penguin
 

,
 

1977:28.
[3] 　 Richard

 

Chase.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J]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57:113.
[4] 　 张冲.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 1 卷[M] . 上海:

 

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00:344.
[5] 　 赫尔曼·麦尔维尔. 白鲸[M] .

 

曹庸,译.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2013.
[6] 　 赵秀凤.

 

能源话语研究的体系与范畴[ J] .
 

天津外国

语大学学报,2018(3):63-77.
[7] 　 吴伟仁.

 

美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M] .
 

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8] 　 爱德华

 

W
 

萨义德. 世界·文本·批评家[M] . 李自

修,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
[9] 　 Rubinstein,

 

Annette
 

T.
 

American
 

Literature
 

Root
 

and
 

Flower
 

[M]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8:
 

124.
[10] 　 杨金才.

 

赫尔曼·麦尔维尔创作简论[ J] .
 

英美文学

研究论丛,2000:204.
 

[11] 　 Zephaniah
 

W. Pease,“The
 

Arnold
 

Mansion
 

and
 

Its
 

Tra-
ditions” [ J] . Old

 

Dartmouth
 

Historical
 

Society, 1903

·93·第 36 卷　 第 6 期　 　 　 　 　 　 　 　 翟　 莉:能源叙事视角下《白鲸》中的美国捕鲸业及其全球化拓展



(2):9-11.
[12] 　 张陟.

 

国家如船:美国内战之前的航海叙事与国家想

象[D] .
 

杭州:浙江大学,
 

2017.
[13] 　 王彦兴. 《白鲸》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视野

 

[J] .
 

四川外

语学院学报,2002
 

(6):66-69.
[14] 　 Baranzini,Marlene

 

Smith.
 

Milestones
 

in
 

California
 

His-
tory: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Its
 

Significance
 

150
 

Years
 

after
 

Publication
 

[J] .
 

California
 

History,
 

1990
 

/

1991(Winter):12.
[15] 　 郭银玲. 《白鲸》:一曲捕鲸者的哀婉赞歌[ J] .

 

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7) .
[16] 　 卡鲁姆·罗伯茨.

 

假如海洋空荡荡:
 

一部自我毁灭

的人类文明史
 

[M] .
 

吴佳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6:89.

责任编辑:曹春华

American
 

Whaling
 

Industry
 

and
 

Its
 

Global
 

Expansion
 

in
 

Moby-Dick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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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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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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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lville̍s
 

unique
 

and
 

enduring
 

novel
 

Moby-Dick
 

is
 

a
 

tremendous
 

chronicle
 

of
 

a
 

whaling
 

voyage,
 

reflect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exciting
 

whaling
 

and
 

revenge
 

story
 

of
 

Pequod
 

whaling
 

ship
 

headed
 

by
 

Captain
 

Ahab,
 

the
 

story
 

unfolds
 

a
 

panoramic
 

social
 

scroll
 

of
 

the
 

colorful
 

life
 

on
 

the
 

s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aling
 

industry.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narration,
 

the
 

whaling
 

ship,
 

as
 

one
 

of
 

the
 

major
 

and
 

direct
 

sources
 

of
 

na-
tional

 

wealth
 

of
 

19th
 

century
 

America,
 

is
 

virtually
 

a
 

floating
 

oil
 

factory
 

which
 

projects,
 

pursues,
 

processes,
 

refines
 

and
 

markets
 

its
 

oil
 

products
 

on
 

a
 

global
 

scale,
 

since
 

the
 

whale
 

oil
 

had
 

to
 

be
 

extracted
 

and
 

stored
 

aboard.
 

The
 

whale-pursuing
 

voyage
 

covers
 

the
 

Atlantic,
 

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Thus,Melville
 

actually
 

unfolds
 

a
 

story
 

of
 

America̍s
 

early
 

monopoly
 

and
 

global
 

expansion
 

of
 

the
 

energy
 

in-
dustry.
Key

 

words:
 

Moby-Dick;
 

energy
 

narration;
 

American
 

whaling
 

industry;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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