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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维度下新时代国产类型电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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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生态批评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期待以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人与自然的

关系,实现工业文明时代的和谐共生。 新时代类型电影中,灾难片仍然是一片生态荒漠,英雄主义的成功塑

造遮盖了本应出现的生态批评和反思;喜剧大片和动画片展现出基础的环保理念,带来一定教育作用;女性

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采取了与生态批评相似的立场,实现了国产类型电影中的生态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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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改变,一种采集狩猎时代的共生关系

和农耕时代的朴素依赖关系被彻底抛弃,自然和

环境成为人类用来推动文明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消

耗品。 对于能源和资源的开采很快抵达自然的承

受极限并穿透临界点,时间的统一和环球旅行的

便捷打破了大洲间的地理隔阂,催生了“新泛古

陆”的诞生[1]291,带来了生物入侵,短时间破坏了

亿万年进化所带来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批评是人

文研究领域对于生态自然危机的反应,它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人文学界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

再发现,反思了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人类 /自然的

二元对立模式,并于 90 年代在人文社科界获得了

一席之地。 随着“环境文学”“环保艺术”“自然写

作”等创作活动的不断出现[2]27,生态批评逐渐向

文艺领域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生态的视角

观察、理解、阐释文学艺术。
2004 年,美国学者斯格特·麦克唐纳在《建

构生态电影》一文中提出了“生态电影”的概念。
尽管麦氏的生态电影概念抛开了主流商业片,关
注视野较为狭窄,但却标志着生态思潮和电影研

究、影像生产之间关系的正式确立[3]。 学者鲁晓

鹏将中国的生态电影总结为六大主题:受环境破

坏影响的普通人生活,城市规划、拆迁与城市移民

命运,残障人的生活与奋斗,人与动物的关系,乡

村生活模式的投射和描写,商业社会中宗教的整

体性思想的重建[4]。 这反映出我国生态电影创

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本文所指的生态电影并非

一种类型电影,而是指那些蕴含生态思想、摒弃人

类中心主义的电影作品。
我国生态环保政策经历了从“一度片面强调

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定胜天’” [5] 的阶段,到
将“生态文明”引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

体布局[6]的发展历程,并在新时代以“美丽中国”
的修辞,拉近了国家战略与百姓的距离[7]。 生态

电影的功能之一便是加强生态主题在观众内心的

情感共鸣,传递生态主张和立场[8]。 2012 年以

来,国产电影迎来了兼有主旋律电影思想和商业

电影特征的“新主流电影” [9] 的大爆发,在市场和

产业方面迎来了银幕数量十余倍的增长和院线向

三四线城市的下沉[10],在受众层面则迎来了观众

年龄层的迭代和对本土观众亲密关系的养成[11]。
纵然国产电影迎来了它的新时代,但生态思想的

表达却未能与当下我国生态战略同步,市场火热

的灾难大片依然是未开垦的生态处女地,动画电

影将视线投向了环保却停留在“保护自然”的标

签化式叙事上,女性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呈现了

“天人合一”的生态境界但却无法完成与现代社

会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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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灾难大片的生态荒漠

中国电影市场在 2015 年突破 400 亿票房后,
便结束了十余年的快速扩张,进入到平稳增长阶

段,又经历了几年发展,市场票房在 2018 年突破

600 亿,并在 2019 年进一步增长[12]。 巨大的市场

为各种类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众多类型电影中,灾难片是与生态环保主

题联系相对紧密的一种,它将电影界早期对生态

关注的视野从小众文艺片和纪录片拓展到商业电

影领域。 20 多年来,层出不穷的西方灾难电影在

生态主题上进行了诸多有力的探索。 有学者认为

《大白鲨》《后天》《2012》等一系列灾难电影的出

品,昭示着电影“生态纪”的到来,标志着电影人

开始反思自然的力量,自然不再是简单的叙事背

景,而成为了与人类社会并置的存在[13]。
与之相比,大制作和顶级特效的中国灾难片

起步则稍晚。 直到 2002 年张艺谋的《英雄》 出

品,中国大片时代才正式开启。 中国大片早期仅

仅局限于武侠片领域,当市场逐渐成熟,喜剧、魔
幻、战争等题材大片才渐次出现。 随着《唐山大

地震》(2010)、《逃出生天》(2013)等灾难大片的

问世,这一类型电影才终于出现在大片序列中。
通过跟西方灾难片的比较可以发现,国产灾难片

尽管打造了浓郁的家国情怀,但其对于生态主题

的探索却寂寂无声。 进入新时代后,生态环保成

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处于类型电影中

心地带的国产灾难片在现实中依然是一片未开垦

的生态处女地。
《南极之恋》(2018)、《烈火英雄》(2019)、《中

国机长》(2019)、《攀登者》(2019)、《天火》(2019)、
《紧急救援》(2020)等作品是近几年的热门冒险灾

难片,票房和口碑皆有所获。 它们的成功之处在于

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紧密结合,唤起观众内心的

爱国情怀和崇高感。 此外,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作

品中自然和环境承担了相当分量的叙事功能。 《烈
火英雄》讲述建在海边的化工厂因人为疏忽而导致

火灾,消防官兵最美逆行舍身营救;《紧急救援》中
海上交通应急反应特勤队的战士在一次次的任务

中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

生命安全。 在惊心动魄的营救过程中,事故对环境

的污染和破坏被忽略了,无论是《烈火英雄》中石

油流入大海,还是《紧急救援》中海上钻井平台失

火后的狼藉以及油罐车在山涧中的失事,皆是如

此。 《中国机长》中川航机长在飞机失灵、天气恶

劣的环境下依然带领乘客安全着陆;《攀登者》展
示了中国登山队在世界最恶劣的登山环境中战胜

各种风险,为国争光;《南极之恋》讲述了青年男女

被困南极努力寻求救援,侧面反映在极端环境下我

国科考人员的奉献精神。 在这些故事里,自然环境

越是恶劣,英雄气概越是久长。 另一方面,故事忽

略了自然的中立性,风暴、雪崩本是中性的自然现

象,是人类文明对自然界的主动侵入造成了灾难的

发生。 《天火》更好地诠释了“人类入侵自然却反

过来责备自然”的逻辑。 故事中人类在太平洋天火

岛上建立社群、发展旅游项目,这本就是一种对生

态的破坏。 火山突然喷发,为岛上数万名居民和游

客带来生命危险。 虽然电影也有对贪婪人性的批

判,但这种反思稍纵即逝,之后便是对火山爆发、岩
浆流淌的一波又一波的可怖描写,中性的自然被人

格化,它成为塑造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工具。 我

国的冒险灾难电影遵循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在典

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这种模式继承自“十七

年”文学精神,深受苏联文学影响,正如高尔基笔下

的海燕并不是一只生态意义上的海鸟一样,中国灾

难电影中的自然也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环境,它是

一种功能性存在,目的在于衬托自然之上的典型

人物。

　 　 二、喜剧片和动画片的环保探索

(一)喜剧电影的环保呐喊

在灾难片缺席生态批评领域的情况下,新时

代的喜剧片却意外地表达出朴素的生态思想。
《美人鱼》 (2016)、《一出好戏》 (2018)、《一点就

到家》(2020)等便可被认为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

生态电影。
保护自然不是生态批评的唯一主题,但却是

其中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观众所感知的着力点。
文艺作品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已有之。 上古时

代,人类活动淹没在自然之中,神话所表现的人与

自然处于一种杂糅混融的状态。 随着文明的发

展,人类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从自然中脱离出

来,表现在艺术作品中便是诗词歌赋和山水画中

优美的人与自然的“谐振”。 当文明愈加发达,艺
术便更为关注社会,自然在文艺作品中便旁落直

至“凋零”。 当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自然成为了

人类“进步”的绊脚石,自然便成为了文艺作品中

的“反面角色”,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记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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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卡森的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发表,生态文

艺潮降临,自然才再一次获得人类善意的关注。
国内以自然和环保为主题的生态创作起步稍晚,
但目前已蔚然成风[2]290-310。 《美人鱼》便是电影

领域中正视生态破坏的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该片开篇以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纪录片剪辑片段

直接彰显作品的生态环保主题,并在剧情中借助

剧中人之口进一步道出其生态思想,“人类与人

鱼源自同一祖先,本应和谐相处”。 该片的第一

个特征是设定了人鱼这一物种,将自然从客体的

位置解放出来,提升到与人平等的位置。 现代文

明里人往往拥有对自然的俯视之威,但人鱼既代

表了自然,又拥有人类的属性,他们的双重身份化

解了生态危机下的人类 /自然等级秩序。 片中开

发商为了围海造田,在海湾设置声呐,驱赶海豚,
也对人鱼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这种伤害不仅浓缩

了工业社会对于自然的奴役,也借助人鱼的形象

将这种痛苦反射至人类自身。 由此可引出该片的

第二个特征: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暴力美学的

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暴力美学其实是一种把

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 [14] 电

影结尾时,上演了一幕人类对人鱼的暴力猎杀,冷
漠的猎手、遍体鳞伤的人鱼、残忍的砍杀手段和大

片的鲜血,无不刺痛着观众的视觉神经,而人鱼非

鱼的设定更加深了这种残暴,强化着观众的情感

共鸣。 “当观影者沉浸于由动作元素所建构出的

虚拟世界中时,他会以自我代入式的假象情境来

重新组织整个文本所表征的模态系统,从而使观

者所处的动作文本世界暂时取代了其所生活的现

实世界。 在动作元素的认同机制建构成功的那一

刻,观者所获得的审美体验与现实观感相比显得

更为真实可信。” [15] 这种暴力的视觉呈现恰恰有

效地激发了人类对于自然之伤的共情共鸣。
当以超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人

对自然的征服,这种生态破坏便会带来心灵的创

伤,而自然恰恰又提供了疗愈的机制。 学者在分析

文学文本时发现:“自然生活中的人精神健康,生机

勃发” [16],自然能够治愈人的精神创伤。 《一点就

到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最经典的自然治愈心灵的样

板:男主角之一魏晋北在大城市创业失败,一个巧

合让他来到古寨,在自然宜养的环境里,他慢慢吸

取自然生态的精华,享受质朴古老文化的情感滋

养,最终脱胎换骨,走出积郁,重获新生。
自然不仅能够治愈个体的疾病,它还为文明

社会提供了参照,以一种超越生活的坐标系,映射

人类社会的文明顽疾。 《一出好戏》提供了一个

在自然冷静关照下的文明生长沙盒。 一场意外的

海啸将正在进行公司团建的一群人抛向了一座孤

岛,在这里,拥有荒野求生技能的司机小王建立了

一个微型独裁制度,他通过“武力”让人们臣服,
崇尚暴力、贬抑合作;张总垄断了轮船上的资源

后,通过扑克(货币)和暴力胁迫,建立了属于他

的资本主义威权制度;而马进和小兴通过向人群

许诺美好未来(布道),模拟了宗教系统的运作。
然而这一切在宏伟而不可撼动的大自然面前,都
显得荒诞可笑。 最后,当一队人马终于脱离险境,
回到城市,主角也理解和接纳了平和的人生。

在 16 世纪,“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单词

‘society’的意义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改变” [17]46。
社会的概念从我们社交的圈子逐渐升格到集体、
国家,而在这一创造过程中,被赋予了野蛮意义的

自然的概念也被创造出来[17]46-47。 当自然是野蛮

的,人类就获得了将其征服的合法性,这是启蒙思

想中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 启蒙思想始于对中世

纪宗教思想的反叛,“在打破上帝主宰世界的神

话之后,启蒙思想家将注意力转移到人本身,认为

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18]3。 但生态批评反对这种

立场,“第一波生态批评最反叛的举动之一是它

追求一种‘放弃的美学’,这标志着环境写作自觉

地致力于抵制人类中心主义,有时甚至将人类形

象从其想象的世界中完全消除” [19]100。 上文所述

案例显示,灾难片和动作片所传递的对待自然和

生态的观念依然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人类中心主

义观念,它强调自然服务于人类,人类要征服自

然,因而缺乏有效的生态反思。 与之相比,零星的

喜剧大片以生态环保为主题,展现了工业时代自

然在人类面前的脆弱或灵性。 生态批评的进一步

要求是转换视角和切换镜头,整体上从生态平衡

的角度看待人类和地球,在这里,动画片为国产电

影的生态自觉提供了一种寓教于乐的路径。
(二)动画电影的环保教育

动画电影一直处在生态批评的前线阵地,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动画电影的生态观经

历了三个发展阶段:80 年代及其之前出品的《我
的朋友小海豚》《老婆婆的枣树》等作品展现人与

自然的朴素美好的融洽关系;90 年代出品的《熊
猫京京》《大草原上的小老鼠》等作品开始出现对

人类破坏生态的反思;在新世纪,《环保剑》《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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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灵》等作品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了健康、绿色

的生活方式,同时将环保教育纳入动画电影社会

效益范畴[20]。 此外,《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布谷

鸟叫迟了》 《鹿铃》 《牧笛》 《九色鹿》等具有民族

特色的美术片还承担了提升观众生态审美水平的

功能[21]。 动画片具有教化陶冶作用,在面对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它能够通过寓言、想象

和夸张等手法,提供一种转换的视角,将观众带入

全新的共情环境,催生对于生态破坏的反思。
视角转换是新时代国产动画片常用的一种叙

事和教育手段。 《昆塔,反转星球》(2017)从外星

人的视角批判地球人的贪婪以及对于资源的过度

开发。 《熊出没·变形记》 (2018)继续了该系列

保护森林的主题,从主角变形变小后的视角,在荧

幕上展示了各类电子垃圾、生活垃圾的恐怖,带给

观众环境污染的惊悚感。 这部电影还通过生态环

保(打击生态犯罪,帮助鲑鱼洄游)和亲情叙事

(在历险中完成父子和解,重回儿时和睦)的同

构,强化了观众对于环保理念的情感黏连。 《罗
小黑战记》(2019)从精灵的视角展现人类机甲破

坏森林的残忍和生灵逃避的苦痛,并借助精灵之

口,批判人类数千年来开疆拓土对于自然的破坏。
这些动画电影从人类以外的视角展示了人类中心

主义思想的狭隘性和破坏力,给观众尤其是儿童

带来生态环保方面的教育。 然而学者在对《罗小

黑战记》和日本“吉卜力”动画的比较中发现,国
产生态动画电影在反人类中心主义、还原和尊重

“动物本体”形象、确立“动物本位”的叙事视角等

方面,与国外同类作品仍然有一定距离[22]。
在反人类中心主义、创造生态中的人这一方

面,《大鱼海棠》(2016)做了有益的探索。 电影塑

造了以椿为代表的非人、非神的“其他人”形象,
他们拥有魔法,可以掌管风雨雷电,但却又不能完

全掌控和征服自然。 在村落里,他们与自然和谐

交融;在命运里,他们死后又幻化成自然(凤凰、
树木等)的一部分,呈现出一个人与自然的延续、
交融,如学者鲁枢元所言的远古神话中“人与自

然浑蒙的原始状态” [2]293。 这种画卷是中国生态

美学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境界,例如电影中放弃了

因果律,村落在椿养育了鲲之后开始面临“雨水

变咸、海水倒灌”等灾难,但至于为何二者产生联

系,又缘何会有如此诅咒,电影却放弃了解释。 电

影最后,椿与鲲获得命运的救赎,在海洋(象征生

命起源)里幻化为人,赤身裸体,展现了一幅人类

社会诞生之前人与自然交融共生的伊甸园美景。
如果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背离天人合一的正

向时序,那么《大鱼海棠》以时间逆序的方式将观

众带回到人类诞生之初的和谐境界。

　 　 三、女性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的边缘
合围

　 　 相较于动作、灾难、喜剧等主流大片,少数民

族电影和女性电影处于相对边缘位置,这使得它

们天然地对自然和生态具有一种亲近感。 人类中

心主义被视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在生态批评领域的

显性表达。 逻各斯本是话语的意思,后来延展为

知识、本质、实体、上帝、理性等位处中心地带的概

念,在不同批评语境下,逻各斯中心主义以不同面

貌现身,在女性主义面前,它即为男权中心主义,
在后殖民主义面前,它即为西方中心主义[23]。 由

此,少数民族、女性等获得了在生态领域里反对人

类中心主义的统一立场。
(一)女性电影的盖亚隐喻

“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都认为,男性对于女性

的奴役,是从人类对自然的奴役开始的。” [2]91 这使

得从女性视角进行生态批判具有了先天的优势。
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它象征着生命的

孕育,失去盖亚之力便失去了生命延续的动力。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理解女性电影《送我上

青云》(2019),可以将女主角罹患卵巢癌视作自

然繁衍之灾难的隐喻。 女主角开启了她的自然之

旅后,在长江边遇见的表面温文尔雅的男人,内心

却是病态的。 直到在山里与老人相处了一段时

间,她才重新获得了向死而生的勇气。 一方面她

的病情导致无法怀孕,象征着盖亚“地母”在当代

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中失去活力,生命无法繁衍,一
方面主角又在自然中寻找到了生的希望,呼应了

自然的治愈能力。
电影《相爱相亲》 (2017)以女主角岳惠英从

教学岗位退休开篇。 退休象征创造力的终止,岳
惠英对于女儿的不满和对于丈夫的掌控,展现的

是失去创造力的女性的不安情绪。 以事业的终结

对应繁殖力的终结,电影上演了生命枯竭带来的

慌乱:岳惠英为了坚持将父亲的祖坟迁至城市,在
城市和乡村的交互生态中横冲直撞,她与父亲原

配“姥姥”的矛盾爆发造成巨大破坏,最终使她安

静下来倾听“姥姥”的故事,才获得内心平和。 当

岳惠英重新获得生活的感知力,她才终于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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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退休后与爱人相伴旅行的美好。 故事在盖亚之

力的恢复中圆满结束。
《爱情神话》(2021)彻底地完成了女性对男权

社会的消解,以女性的和谐之美颠覆“三个女人一

台戏”的闹剧定式。 电影以三位女性为叙事主轴,
李小姐开始不接受老白提出的对其母女二人的照

顾;格洛瑞亚认为“有钱有闲老公失踪”是人生最

好的阶段;前妻蓓蓓因出轨而与老白离婚,并且觉

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万千男人都会做的事。 虽然

老白的故事串联起三个女人的生活,却并不存在女

性围绕男性而展开的叙事。 她们颠倒了男人压迫

女人的秩序,并未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而是搭

建出和谐的女性三角结构。 故事最后,李小姐和老

白结出了一朵似有似无的爱情之花。
(二)少数民族电影的生态主客转换

对于远古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忆,很容

易由时间的维度投射向地理或者民族的维度,以
似乎触手可及的原生态少数民族生存状态来置换

已经逝去的工业化前的人与自然共生模式。 于是

在女性电影之外,少数民族电影成为引发生态讨

论的另一种类型电影。 “对生态和环境的关注成

为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母题,像《可可西里》
《图雅的婚事》 《季风中的马》 《碧罗雪山》 《蓝色

骑士》等成为‘生态影片’的代表,生态批评也成

为审视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新视角。” [24] 以少数

民族导演为创作主体生产的展现民族生存样貌的

作品,将其他电影中少数民族形象仅仅是“被描

写”“被观看”的被动状态,转化为少数民族同胞

作为主体主动表达,展现了一种有别于以往、“文
明之外”的生活图景,与生态批评所针对的启蒙

带来的理性、科学之迷失形成鲜明的对照。
《米花之味》 (2017)设计了一个乡民请求山

神来为孩子治病的情节,孩子最终因贻误治疗而

去世,而乡民们跳起哀悼之舞。 从文明的视角看

来这是一出悲剧,但是传统的生态观念却昭示超

越生死的信仰。 《第一次的离别》 (2018)讲述了

凯丽为了学好汉语要离别父母和玩伴的伤感故

事,如果将学习普通话视作走进文明的象征,那么

导演则清晰地展现出踏入文明之前一家四口在棉

花地里劳作时相爱相亲的自然之美。 《阿拉姜

色》(2018)将藏民的朝圣之旅以一种异常惨烈却

又极其浪漫的笔触予以再现。 《旺扎的雨靴》
(2018)展示了藏民社会祈雨仪式对于收获的重

要,描写了自然中的人们的传统生存之道。 《气

球》(2019)通过为羊配种和避孕套的需求暗示了

强大的生育力和生命力,再通过对生命轮回观的

展示,表现了一种有别于现代意识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 这些作品都远远地摆脱了人们惯常看待世

界的现代文明视角,以陌生化的效果描绘出一幅

人与自然交往交融的生活图景。
但是在对少数民族电影的文本细读中又可以

发现,关于原始生态的乡愁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

现代文明的冲撞。 《第一次的离别》中维吾尔族

少女最终要告别和谐的生态环境,到城市学习汉

语(现代文明的象征);《气球》中的主人公在面临

儿子学费问题时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卖掉羊,原本

可以用来繁殖和产毛的、拥有可持续生命力象征

的羊,在出售后成为了城市人的盘中餐。 瓦尔登

湖式的生态怀想可以给人一种面对生态灾难时的

避世慰藉,却无法真正成为解决问题重回平衡的

济世良方,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和谐稳定共生

的生存之道,而不是一味追求文明的回滚①,应该

是生态批评需要另外解决的课题。

生态批评坚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它从

整体生态的角度出发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的工具理

性。 工业化彻底改造了地球的生态结构,在为自然

生态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为人类未来发展埋下了巨

大隐患。 在此方面,生态批评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

纠错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批评的理念需要触及更

广泛群体才能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生态文学和生

态电影扮演了理论和大众之间的桥梁角色。
在对新时代生态电影的类型梳理过程中可以

发现,这一时期的生态电影构建了一个从生态漠

视到生态环保的版图。 具有绝对主导市场的大片

中,灾难电影仍然是一片生态荒漠,作品英雄主义

光芒万丈,生态批评和反思被湮没其中;相较于灾

难片对于生态的漠视,喜剧大片反而呈现了明确

的环保意识,处在市场边缘的动画片、少数民族题

材和女性电影同样显露生态踪迹。 在这些拥有生

态意识的喜剧片、动画片中,占据核心位置的往往

是简单的环保理念,对于深层次的人类中心主义

批判依然欠缺。 女性电影中对于自然生命动力的

隐喻和少数民族电影对边疆生活的真实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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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回滚(Rollback),原指在程序或数据处理中遇到错误时,将
程序或数据恢复到上一次正确状态的行为,这里指一种为应对生
态危机而将文明恢复到未产生生态危机前的早期状态的想象。



现了国产类型电影中的生态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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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omestic Genre Film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Dimension of Eco-criticism

SUN Zuxin

(Art Department, Jiangsu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Nanjing 210019, China)

Abstract: Eco-criticism has opposed the anthropocentric position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and has expec-
ted to view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in a broader vision and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genre films in the new era, disaster films remain an ecological desert
because the successful shaping of heroism overshadows the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that should have
emerged. In contrast, comedy blockbusters and animations deliver bas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deas and
bring about some educational effects. The female and minorities’ films take the similar position to eco-
criticism’s, and realize the ecological salvation in the domestic genre film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film; genr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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