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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輯主題為墾殖世 (the Plantationocene)，我們將重點鎖定於 16 世紀地理大發現

以後，東西文化殖民相遇，西方帝國先後在加勒比海、美洲、亞洲、大洋洲各地進行植

物探險、採集、收藏、栽墾、交易等，進而建立大規模墾殖園農業經濟，我們企圖反思

這樣大規模的植物栽種生產模式對殖民社會、生態環境和文學創作所帶來的影響。 

當前人類世論述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引起許多爭議，如人類學家

安娜清(Anna L. Tsing)與生物學家哈若薇(Donna Haraway)指出這個概念至少有三個地方

需要再思：其一人類世扁平化「人類」做為單一普世化的概念，忽視其中的種族、性別、

階級、性取向與體能 (ableism)上的諸多差異。其二人類世強調深度時間，卻忽視了空間

維度上的差異，因為東方與西方，北半球與南半球的「人類」並不相同。其三人類世工

作小組科學家依賴地球系統科學(Earth Science System)大數據，這套新興的科學分析方

法雖然讓我們從量化上更能精準掌握星球危機(the planetary crisis)，卻也因此趨向科學數

據的扁平化，忽略了農耕時序中人類社會的複雜面向。 

此外後殖民生態文學學者伊莉莎白．狄勞葛瑞(Elizabeth DeLoughrey)在其 2019 年專

書《人類世的寓言》(Allegories of the Anthropocene)也提出對人類世的批評，她認為人類

世論述的參照對象大多以北半球為主，缺少對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的關注，尤其

缺乏從後殖民角度來反思原住民的情境與島嶼生態(1-10)。如同安娜清一樣，狄勞葛瑞

也指出人類世論述的大一統普世化傾向，在地球系統科學的星球化論述之下 (the 

Planetary)，卻沒有看到「地方」(the Place)，因此她和印度裔後殖民歷史學家查克拉巴

提(Dipesh Charkrabarty)一樣，強調一定要「局部地方化」(“provincialize”)人類世論述(7)，

使西方帝國殖民所帶來的斷裂與破壞得到應有的批判(8)。 

此外狄勞葛瑞從後殖民角度對「局部地方化」的重視和法國哲學家拉圖 (Bruno 

Latour)的看法不謀而合。拉圖在其專書《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

治該何去何從？》(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e Regime) 指出在當前生態危

機中，人類並沒有居住在同一個星球上，現代化的不平等發展，使得氣候倫理變成一個

政治議題。拉圖認為我們要重新回歸星球的「所在地」(40)，他和狄勞葛瑞異曲同工，

都強調不可因為人類世的星球尺度(the Planetary)，而忽視具體的「在地」(the Place)。  

英美文學與英語語系文學中有許多著名的墾殖園敘事(plantation narratives)—史書

美在〈比較關係學〉(“Relational Comparison,” 2014)一文中用「墾殖園弧線」(the plantation 

arc)連結三個不同時空的作品—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押

沙龍! 押沙龍！》(Absalom! Absalom!, 1936)、加勒比海亞買家女作家包薇爾 (Patricia 

Powell)的《寶塔》(The Pagoda, 1998)以及馬來西亞華語語系作家張貴興的《猴杯》(Monkey 

Cup, 2000)—藉此說明這三個不同時空背景中的「南方」殖民暴力。此外英國小說《簡

愛》(Jean Eyre, 1848)羅徹斯特先生在加勒比海安提瓜(Antigua)的甘蔗田；加勒比海後殖

民小說《馬尾藻海》(Wild Sargasso Sea, 1966)中亞買加的奴隸農莊，美國小說《黑寶貝》

(Tar Baby, 1981)中新英格蘭緬因州富豪在加勒比海所栽種的溫帶花園等—這些作品可

以視為「墾殖世的寓言」，引領我們探索墾殖園經濟與星球危機之間的關係。 

本專輯歡迎從墾殖世的角度尋思英美文學與英語語系文學如何探討五百年來西方



帝國大規模植物栽種對種族論述、資本主義、階級權力、生物多樣性、多物種倫理、氣

候變遷等諸多面向的影響，可能主題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子題： 

—墾殖園的種族再現 

—墾殖園的勞動階級 

—墾殖園的性別裝扮 

—墾殖園的跨物種想像 

—墾殖園的生命政治 

—墾殖園的植物敘事 

—墾殖園的土地政策與植物經濟等 

—墾殖園的人類與非人類共構關係 

—墾殖園的全球擴散(東亞、東南亞、澳洲、大洋洲等) 

—墾殖園的植物瘋(plant mania)、植物誌異、植物探險、植物醫學、植物感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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