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 2 期

从生态批评视角看《毛猿》中扬克的身份困境

☉夏 冬

[摘 要]本文以生态批评的处所理论和生态身份观为视角，对《毛猿》中扬克的身份困境进行分析，揭示

工业文明所造就的主人公的非处所生存和身份异化，说明他在异化身份崩毁后对新身份的苦苦求索，论述他

追求生态身份至死不可得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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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猿》是美国杰出 剧作 家尤 金·奥尼 尔（Eu-
gene O’Neill）的代表作之一。近年来，关于《毛猿》的

生态批评日益增多，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

义等批评理论均被引入，但仍缺乏从生态批评的视

角对剧中主人公扬克的身份探求的研究。 对身份和

归属的探求，是《毛猿》要表达的中心问题。 这部剧

并不以事件发展而以主人公心理变化为脉络，而扬

克的心理变化之动因是身份焦虑，其走向就是身份

认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归属”（belong）一词，被扬

克用作在一个集体中有身份地位和重要作用且说

话算数的意思。 然而作品开始不久，扬克就发现自

己不算数了，陷入了身份困境。 苦苦追求归属感而

不可得的扬克在生命最后时刻自问：“我该从哪里

开始？ 又到哪里才合适？ ”①作者奥尼尔也曾表示，

《毛猿》主人公的主要追求是“寻找归属的努力”②。

针对这一作品的生态批评，理应对文本的中心问题

和主人公的主要追求作出生态视角的诠释，而生态

批评中的处所理论和生态身份观有助于我们全面

理解这一作品所蕴含的身份认同问题。

一、非处所与身份异化

在进入暗无天日的船舱工作之前，扬克曾经有

过一个家，然而其家庭关系的不和谐使扬克对家没

有归属感，他极度渴望逃离家庭：“当我还是个孩子

时，就从家逃跑啦，能离开家真是太高兴了，我就是

那样，家对我来说没别的，就是挨揍。 ”③段义孚认为

“家最有资格被称为处所”④，斯奈德也曾说过“处所

的中心是家”⑤；但扬克却没有家之处所，也没有对

家的依附依恋。 从童年时代起，扬克的生存就是非

处所的生存。

离 家 出 走 后 的 扬 克 把 船 舱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家———“船就是我的家”⑥，然而船舱的环境极为恶

劣，在船舱里的工作异常艰辛。 那么，为什么扬克能

视这个船舱为家，并在其中建构自己的身份呢？ 首

先，扬克生活在工友中，司炉工的人际关系极为单

纯原始，基本就是按照力量对比来决定个人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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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 扬克“比其他人更膀大腰圆，更凶猛好

斗，更自信过度”，因而在工友中处于领导地位。 工

友之间也基本谈不上友情，个人的物质资源随时会

被更强有力者掠夺，所以扬克在其中十分骄傲———

他可以“抓起一个人的酒瓶痛饮一口，然后把那瓶

酒据为己有，还恶狠狠地瞪着那酒的原主”①。 正如

拉康所言：“自我的建构既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

我的对应物———他者，他者的眼光是寻找完整自我

的预设条件，身体的投射是投射者自我定位的第一

要素。 ”②扬克比工友更强壮有力这一对比，让扬克

建立起了自我崇拜，也建立了他在这个群体中的领

导身份。 其次，机器也让扬克科产生了某种身份感，

即通过自己铲煤能让机器运转这一表象，扬克意识

到自己的作用价值和身份归属。 扬克骄傲地对工友

说：“开 动这 条 破船 的是 谁？ 不是 我们 这帮 人 吗？

好，我们算数，不是吗？ 我们算数他们不算，就是这

样。 ”③他认为，铲煤的司炉工都是算数的，这工作也

是算数的，因为他们铲煤使船开动，而其中最算数

的人就是他自己。 换言之，扬克认为自己和自己的

工作能对物质起作用，能生产，所以是算数的，因而

他本人是有归属、有身份的，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正因为如此， 轮船的机器成了扬克依恋或爱的对

象。 他亲切地称机器为小宝贝，认为机器会饿，而他

要给机器喂煤。 机器成了他认知自身的又一个“他

者”。 概括而言，扬克在工友和机器上获得了充分的

自信，因而对船舱这个非处所产生了归属感，在其

中形成了身份感。

然而，扬克的这种身份感是虚幻的、异化的。 首

先，身份感形成的参照物范围太狭窄。 就社会关系

来看，扬克赖以形成身份感的只是数量有限的工友

和船舱里的机器，不存在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各

行各业人物的参照比较，局限于社会的一个极其狭

小的角落，无法形成真正的社会身份感。 其次，扬克

这种与非人的、反人性的机器生产密切相关的身份

构建，意味着他对工业文明内在逻辑的屈服，也意

味着他积极参与了这种与自然脱离和对立的物质

文明生产。 工业文明的逻辑是：一个人若能对外在

的物质产生作用，能促进物质的转化生产，他便是

有用的、算数的，而他发挥作用的空间和群体便是

他的归属。 这一逻辑体现了现代文明对发展所需求

的创造力和改造自然的力量的尊崇，但这种尊崇却

导致人的异化，即把工人乃至所有劳动者异化成工

业文明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扭曲和磨灭了他们

的人本性，同时还给生态带来巨大破坏。 扬克的身

份感是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的身份感。 最后，扬克

身份异化的发生与其脱离自然的非处所生存在着

密切的关联。 扬克生存于其中的船舱是人造的、非

自然的空间，虽然在海上，却与大海隔绝。 扬克们不

能站在干净的甲板上，晒着温暖的太阳，沐浴和煦

的海风，观看美丽大海和海洋生命。 奥尼尔在第一

幕舞台提示里指明，人物的生存背景是完全隔绝了

舱外一切的狭小空间，“是禁锢在白色钢铁中的船

腹中狭窄的空间，床架和支撑床架的柱子像围笼的

构架一样互相交叉，天花板压在人们头顶，让他们

不能站身。 这里要突出的是一种由于铲煤导致的肩

背部肌肉过于发达而给他们造成的那种自然而然

的佝偻的姿态”④。

由此看来，扬克的生存既是脱离一般意义上的

社会关系的异化生存，又是与自然万物隔绝的非处

所生存。 船舱以狭小隔绝的闭塞空间、非人的甚至

所有生物都难以忍受的超高温度、非生命的长时间

黑暗，人为地制造了一个非处所，一个非家之家。 工

人们在钢铁机器监狱里被囚禁着、扭曲着，没有正

常的生命快乐，没有生命的尊严，更没有生存的诗

①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53.
②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马元龙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53 页。
③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71.
④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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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与美。 这条非处所之船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非生

态、反生态的工业文明之船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与

自然隔绝对立的集约化生产生活， 即反自然的、异

化的生产生活。

二、异化身份的崩塌与新身份的寻觅

反自然、非处所的异化身份是虚幻的，也是极

其脆弱的，经不起一点点事实的撞击。 果不其然，钢

铁公司董事长的女儿米尔德里德的一句话———“肮

脏的畜生”①，就把扬克的身份幻觉一下子击碎了。

米尔德里德的体貌和神色，给扬克带来不小的心理

冲击。 扬克说：“这是种新类型的女人，她全身上下

都是白的———在炉膛口，我以为她是鬼。 ”②扬克非

常重视这位纤细苍白的新类型女人，这位对扬克自

我认知相当重要的另一类参照系，这位受过高等教

育的上流社会千金小姐；然而，她对扬克的评价却

不是强壮的司炉工头目， 更不是伟岸的钢铁巨人，

而是卑贱低下、肮脏粗野的畜生。 扬克的身份危机

因此降临。

米尔德里德的出现打破了扬克的社会身份。 但

值得注意的是，米尔德里德自始至终没有说过扬克

像“毛猿”，对扬克产生重大影响的“毛猿”一词，是

由老水手派迪最早说出的。 派迪在第一幕与扬克争

论有关家的问题后， 开始缅怀青年时代漂亮的船、

惬意的海上生活和船上健壮的人，缅怀那时候“人

是 海 的儿 子，好 像 海是 生养 他 们的 母亲，噢，他们

有干净的皮肤、清亮的眼睛、笔直的臂和坚实的胸

膛”③。 那时候的人之所以健壮而干净，是因为他们

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生存是处所生存而不

是非处所生存。 如派迪所说：“只有在那时，人才归

属于船，现在不是。 只有在那时，一条船才是大海的

一部分，人才是一条船的一部分，海洋将他们联结

起来成为一体。 ”④那时人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

在一天的劳作后享受着“暖洋洋的太阳照在干干净

净的甲板上，太阳温暖了你的血，风吹过千万里亮

晶晶的绿色海洋像烈酒一样灌进你的肺里”⑤。 派迪

所缅怀的过去，是人生活在处所中、与自然亲密无

间、也由自然赋予其归属感和身份感的生活，是有

着明显而丰富的生态思想蕴涵（甚至有生态整体思

想）、寄托了生态理想愿望的生态生活。 而现在，这

样的生态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扬克的处所变成

了非处所，绝大多数现代人的处所也不再是生态的

处所了。

“烟 囱 里 出 来 的 黑 烟 污 染 了 海 洋， 污 染 了 甲

板———该死的发动机又是敲又是打又是晃，我们看

不到一丝阳光，吸不到一口新鲜空气，我们的肺里

呛满了煤灰。 我们的骨头和心在这炉膛口的地狱里

零碎了。 ”⑥失去了生态处所的他们，不仅在工业文

明生产中损害了健康、污染了大自然，也失去了自

然归属感和生态身份：“我想———（我们像） 动物园

里那些关在铁笼子里不见天日的该死的猿。 ”⑦这就

是派迪在米尔德里德出现之前就看到的工人们的

处境。 在米尔德里德晕倒之后，扬克一个人陷入了

沉思，派迪此时说米尔德里德见了扬克“就好像看

见一只大毛猿跑出了动物园一样”⑧。 扬克听到这句

话后， 马上从之前的沉思和无精打采中回过神来，

发出愤怒的一声吼叫， 随后一边笑得令人毛骨悚

然，一边说：“嘿，毛猿吗？真的！她就是那么看我的，

不错。 毛猿！ 嘿，原来我是只毛猿呀！ ”⑨派迪和扬克

的思索把问题的一种实质点明了，那就是：脱离了

①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73.
②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92.
③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58.
④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59.
⑤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58.
⑥⑦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59.
⑧⑨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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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怀抱的他们，已经被异化成了野兽，而且还是

被关在笼子里的、不能返回自然大森林的野兽———

毛猿。 不过，此时的扬克还只把“毛猿”当作一个侮

辱性的称呼，当作非人的类归标志。 这种耻辱标志

刺激着扬克去寻找自己的身份， 他不能接受毛猿这

一身份。 于是，扬克上了岸，开始了寻找身份和归属

的旅程。

在第五大道那场戏中，扬克对自我身份的界定

有时是“我是毛猿”，有时是“我就是火”；他时而情

绪极度沮丧，时而极度亢奋，这是因为他认识到第

五大道不是他能获得身份的处所。 第五大道是富人

聚集的商业区，唯一与自然有关的物件是商店里出

售的猴皮。 富人们一看到猴皮，就被激起巨大的购

买欲。 这种生灵在作为活生生的猴子时被人杀戮，

而作为商品时却被人们疯抢。 扬克在第五大道感到

一种异化感和疏离感，无法在这里找到身份。 接下

来，扬克寻觅身份的足迹来到产联———从资产阶级

那一极跳到无产阶级这一极，但很快他就发现：“原

来这些家伙也认为我不算数。 ”①他本应归属的社会

阶层（劳动阶层）也不接纳他。 扬克反复求证的在哪

里能算数（belong），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归属和

身份，然而无论他寻觅到哪里，都无法获得归属感

和身份认同。 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归属，获得新的身

份认同，扬克只能被迫接受“毛猿”这个侮辱性的非

人身份了。

三、自然归属与生态身份确立的悲剧

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身份认

同的完成，既需要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确立自

己的位置和作用，亦需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确立自

己的正确位置与作用。 然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到来

之前的人类文化，从主流上看是忽视生态作用的文

化，与之相连的身份认同理论也忽视了生态对人的

归属认知的意义。 生态身份是人类建构身份的重要

组成部分，托马肖（Mitchell Thomashow）在《生态的

身 份 认 同 》（Ecological Identity: Becoming a Reflec-
tive Environmentalist）一书 中指 出：“生 态 身 份 指 的

是人以自然为参照的对自我的认识，他作为活生生

的存在物与大地的节拍、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

系统壮阔而复杂的多样性紧密相连，并在此关系下

认识自我。 ”②生态身份的建立与生态处所密不可

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处所生存是生态身份认同

的必要条件。 扬克身份探索的最后两个地点是炮台

公园和动物园，此时的探索明显地与大自然结合起

来，具有了自然归属与生态身份寻觅的意味。

扬克的身份探寻的视野和范围是不断扩大的，

从密封的船舱到第五大道的富人区，再到工人的产

联，最后从非自然的人类社会扩大到大自然，他看

到了天空、看到了太阳，他想进入太阳、想归属于太

阳。 这一拓展具有深刻的生态思想蕴涵，具有文化

变革的意义，即从非生态、反生态的文化转向生态

文化的变革意义。 作品这样描写道：

昨天晚上起，我就一直赖在炮台公园的长

椅上，真的，我看见了日出，那真的很美———全

是 红 色 、 粉 色 和 青 色 。 我 看 着 那 些 摩 天 大

楼———钢铁做的———所有开进开出、航行世界

的船只———它们也都是钢铁做的。太阳是温暖

的，没有一丝云彩，只有微风在吹。 确实，它是

个了不起的东西，我完全明白了———就像派迪

说的，它是最好的饮料，只是我不能到那里面

去，明白吗？ 我不属于那里面，它在我之上。 ③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解读：大自然

是最好的、最美的、最了不起的，大自然才是扬克理

想的归属之地；此时的扬克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以

为自己的力量可以开动世界的狂妄之徒了，他认识

到了自然的神秘和伟大；扬克不为人类社会所容，

①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302.
②Mitchell Thomashow，Ecological Identity: Becoming a Reflective Environmentalist，Cambridge，MA：MIT Press，1995，p.ⅩⅢ.
③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305.

从生态批评视角看《毛猿》中扬克的身份困境

111



2017 年第 2 期

这个社会要么把他禁闭在船舱里， 把他异化成野

兽，要么对他关闭所有的门窗，把他当作异己者或

局 外 人，他 无处 可 去，没 有归 属，他只 能融 入 大自

然；然而，大自然并非他想走进就能走进的，大自然

早已经远离他了， 即便他想融入也无法接近了，就

像那温暖的太阳———整个大自然的象征———在 遥

远的上方，他完全够不到的远方。 长时间处于工业

文明中的扬克，早已经被反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彻

底地与大自然隔绝了， 哪怕他有回归自然的愿望，

也回不去了！ 积极参与了与自然对立的工业文明的

扬克，已经不能被大自然所接受了，即便是浪子回

头，也不能归属于大自然了！ 这的确是扬克身份探

求的最严重的困境和最大的悲剧，同时也揭示了整

个人类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困境、危机与悲剧。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今这个阶段，与自然的对立

已经难以改变了，征服改造自然已经成为几乎不可

逆的进展。 扬克看到的日出景观虽然壮美，但早有

钢铁摩天大楼和钢铁巨轮掺杂其间，他所仇视的钢

铁已经牢牢地嵌入自然画面。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

望很可能永远只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因为工业

文明不会中止， 即便过去了还会有后工业文明、后

后工业文明， 其与自然对立疏离的本质不会改变，

帆船时代不可能重来。 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早已使其

肉身和心灵都远离了自然。 人类远离自然已经太久

太久了，既不可能返祖重回猿猴时期，也难以在现

阶段保持现状，重新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了！ 这难

道不是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大悲剧吗？

在追求身份认同已经无路可走的扬克跑到动

物园，对猩猩表示亲近和羡慕。

是这样的，我的意思，你们可以坐在那儿

然后沉溺在过去的梦里，那些绿树啊，丛林啊，

还有其他那些东西，你属于那儿，他们不属于！

然后你就可以嘲笑他们了，明白吗？ 你是世界

冠军。但是我———我连个用来念想的过去都没

有，也没有将来，只有现在———但那又不属于

我。 是啊，你是最好的！ ①

大猩猩与扬克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它也与自

然家园———生态处所永远分离了，而且还被禁锢在

狭小的笼子里。 从这一点来看，大猩猩可以算作扬

克的象征，而扬克与大猩猩的亲近可以视为同命相

怜惺惺相惜。 不过，大猩猩有一点比扬克强：它还有

自然记忆，或家园记忆，或生态处所记忆；而扬克连

一点点与大自然如水交融的记忆也没有了。 随着工

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发展，年轻一代及其后代大多已

经没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儿时记忆了，他们从呱呱

落地开始就生存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中，生活在非

生态处所里。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记忆里的家乡的清

澈小河、故乡的清新空气、老家的湛蓝天空等等回

忆意象，从未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 生态处所的景

象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景象，只能积淀

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里和他们的处所想象中。 扬克

对大猩猩的羡慕，生动地表现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

社会在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然之死：自然在人们记

忆中模糊了，被遗忘了，消亡了。 人们不得不凭借生

态文学的处所想象来填补非处所生存的遗憾，只好

把想象中的处所当作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或伊甸园。

满怀羡慕之情的扬克渴望能和大猩猩一样陶

醉在标志他们生态身份的记忆 /想象中的处所中，

于是他要和猩猩握手， 要真正地与大猩猩亲密接

触，并通过大猩猩与真正的大自然建立联系。 然而，

当他打开笼子放出猩猩时，却被大猩猩热烈有力的

拥抱而抱死了！ ———悲惨的事实以牺牲扬克生命

为代价再一次告诉人们：人类真的回不去了，即便

能回去也承受不了真正的大自然了。 人早已不是自

然人了，自然的生活已经是人类根本消受不起的生

活。 天人合一也罢，天地神人四方关联体也罢，很可

能都是人类一厢情愿的幻想！ 自然已死，自然与人

类的关系已死，人类将亡！

①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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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克寻找生态身份的悲剧性并不仅仅表现在

他的死亡上， 还表现在他宁死不屈的悲剧精神上。

垂死的扬克用尽力气喊出这样一段话：

连它也认为我不算数（然后突然一阵绝望

的情绪），耶稣啊，我从哪里出发？ 又到哪儿才

合适？ （突然开始克制自己）噢，见鬼！ 不能诉

苦，懂吧！ 不能退却！ 死也要在战斗中死去！ ①

在深刻而绝望地意识到他至死都不能找到自然归

属和确立生态身份之后，扬克并没有屈服，并没有

放弃，并没有破罐子破摔。 行将死去的他没有一丝

“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念头，纵使此生就要完

结，他也要在追求中死去，在战斗中死去，他要用最

后一股生命之力去探索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到

哪里去这样一些终极性的普世价值，去确立归属和

身份，纵使徒劳，他也要把他的死亡之脸朝向那不

逮的前方！

扬克的悲剧精神对处于生态危机时代的当代

人有着深刻而有益的教谕意义：人类很可能无法走

出生态困境，无法消除生态危机，很可能成为这个

星球上的又一类短暂的过客，在大肆毁坏地球生态

并灭绝了大量其他生命之后，自作自受地走向自我

灭绝；然而，纵使如此，认识到自身错误的人类也要

尽一切努力去改正错误，确立自己在自然中的正确

位置，确立自己的生态身份，尽一切努力去缓解生

态危机，延缓所有地球生命和人类自身的最终灭绝。

①Eugene O’Neill, Plays by Eugene O’Neill,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7, 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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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ually does harm to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sidents living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hould have the same pollution rights, and
therefore the upstream residents should be compensated for giving up their pollution righ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whole river valley.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can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opportu-
nity cost theory, which measures the los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abandoning some pollution
rights. An econometric -based model thus constructed and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East Tiaoxi River
Basin shows that the upstream city Lin’an has abandoned the right of discharging 44.1845 million-ton in-
dustrial effluent from 2010 to 2013, so the downstream city Hangzhou should pay RMB 17.444 billion to
Lin’an as compensation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both up-
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s．

An Analysis of the Animal Images in Mansfield Park Xie Chao
Jane Austen’s Mansfield Park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a story of “three or four families in a

country village”. Critics tend to put emphases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hereas the animals have
been overlooked. Focusing on the animal images in Mansfield Park,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ub-
text of the animals in the novel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of England in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illustrate that anima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ovel as they not only mirror the then English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but also serve as a
means to assist the novelist in achieving irony and moral teachings.

Yank’s Identity Dilemma：An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Xia D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Yank’s identity dilemma in The Hairy Ape drawing on the place theory and eco-

logical identity in ecocriticism, revealing his non-place being and identity alienation due to industrial civi-
lization, analyzing his painstaking pursuit of a new identity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his unreal identity
and interpreting the tragedy of his failing to get an ecological identity till death.

The Ecological Overall View in Under the Sea Wind Huang Xin
Based on Rachel Carson’s overall view of the sea, this paper analyzes Under the Sea W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interpreting the book in three aspects, i.e. how Carson showed the entire ma-
rine ecosyste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holism, how she thought of and described the non-hu-
man beings in the whole ecological system, and how she refle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vison of the overall ecology.

An overview of the “Water and Society” Symposium Ye Shenglan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the serious water problems are now threate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order to study thorough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affairs and society, three topics—“wate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ater conservancy and society”, and “marine and society”—have been heatedly dis-
cussed in the symposium on “Water and Society” b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wate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art mainly concerns such issues as environmental immigration, “drought of gover-
nance type”, construction of water recreation areas, and water right and water sociology. The “Water con-
servancy and society” par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opics, such as the water conservancy sociology, the in-
stitu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and local civilization.
Finally, the “marine and society” part involves the marine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sea level rise, as well
as marine pollution and social conflict. The success of the symposium helps to build the academic consen-
su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and bring favorable soci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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