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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与浪漫主义意象 

——解读《最漫长的旅程》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福斯特早期作品《最漫长的旅程》与浪漫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指出

小说主人公里基·艾略特作为“浪漫主义者原型”的一些思想特征。对真实世界（Reality）的求索是

小说的主题。里基先是把中产阶级世界视为真实世界，投身于其中，在他产生幻灭感后，又转而把同

母异父弟斯蒂浪漫化为真实世界的代表。本文试图论证，里基心目中的“浪漫主义意象”（如斯蒂

芬）事实上只是中产阶级世界经过曲折升华后的一个变体，中产阶级世界和浪漫主义意象之间的诸多

相似性也证明了两者间的这一联系。并且，这一联系可以最终追溯到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情境之中。 

    

  关键词  福斯特  《最漫长的旅程》  中产阶级  浪漫主义意象 

 

    在《英国性格琐谈》一文中，爱·摩·福斯特开宗明义地写道，正如农民和工人代表着俄国、武

士象征着日本一样，中产阶级体现着英国的民族形象，因此，“英国人的性格，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

性格。”在福斯特看来，大英帝国的荣耀和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在中产阶级的优良品质和局限性中

找到根源，因此，在《霍华德别业》和本文所要分析的《最漫长的旅程》这两部讨论英国问题的“英

国小说”中，作家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中产阶级的身上。不过，中产阶级并不是这两部作品中的唯一

主角，《英国性格琐谈》中那隐身于幕后的评论者也被推到了前台，构成了一个与中产阶级对峙的所

谓“文化人”的特殊群体。他们在《霍华德别业》中的代言人是施莱格尔一家，在《最漫长的旅程》

中则是里基、安塞尔和菲林先生等。在这些人的身上，福斯特寄寓了他本人和他引为同道的那些文人

朋友的许多思想特点。其实，文化人和中产阶级的对峙并不是英国社会生活的关键矛盾所在，就地位

而言，文化人和中产阶级甚至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但文化人却意识到自己在精神气质和追求上同中

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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