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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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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开展外国文学介绍、评论和研究，不仅能启迪大众心智，开拓文化视野，提供可资借鉴的

文学创作和研究方法，而且有可能发挥出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和文化品味的作用。英美文学的研究是

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著作翻译、出版工作蓬勃发展，高校研究生教育

高速推进，英美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现状 

    

    在有关英国文学的文章中，经典作家仍是研究的重点，其中吴尔夫得到了较多注意，如李娟的《转

喻与隐喻———吴尔夫的叙述语言和两性共存意识》、朱丹亚的《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弗

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等。后殖民话题也是焦点之一，尹锡南的《奈保尔：后

殖民时代的印度书写》和梅晓云的《奈保尔笔下“哈奴曼大宅”的社会文化分析》都从这个角度切入。

畅销书也得到了注意，李为祎指出，作为20世纪西方最畅销的小说之一的《魔戒》，复活了古代神话精

神和语言文化，并因反现代化而反对工业技术和战争对自然和人性的破坏，表达了“原罪救赎”观念、

禁绝物质欲望、坚持善的追求。 

    

    有关美国文学的文章中，姚乃强的《兼容有序聚焦文化———谈90年代福克纳研究的态势》综述了

近期福克纳研究的发展变化。林斌的《文本“过度阐释”及其历史语境分析———从〈伤心咖啡馆之

歌〉的“反犹倾向”谈起》尝试对文本的“过度阐释”及其特定历史语境作出简要分析，阐述麦卡勒斯

的反主流立场。刘佳林的《纳博克夫研究及翻译述评》和张鹤的《“一条复杂的小蛇”———简析纳博

克夫的小说〈普宁〉》，王秋海的《“矫饰”与前卫———解读苏珊·桑格塔的〈“矫饰”笔记〉》等

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当代作家。关注少数族裔文学的有王晓路，石坚在《文学观念与研究范式———美国

少数族裔批评理论建构的启示》、郭英剑《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

——论哈金的作品》等。后者通过对华人作家哈金的短篇小说《光天化日》和长篇小说《等待》的分

析，指出哈金的写作包含迎合老式东方主义认知框架的自我东方化话语。乔国强在《美国黑人作家与犹

太作家的生死对话———析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房客〉》中指出，黑人和犹太人族群之间的矛盾是

《房客》所要表达的。杜志卿、张燕的《〈秀拉〉：一种深化原型的解读》试图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

度考察该人物的生命历程。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 

    

    “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的研究是以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学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学对社

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力图比较深刻地揭示文学与社会的紧密关系，并借此呼吁

世人关注文学的批判与建设的功能。其中，盛宁的《奥尔特加－加塞特与他的大众社会理论》是讨论现

代主义理论的填补空白之作。奥尔特加－加塞特是20世纪初西班牙最重要的人文学者、哲学家和社会学

家，他在30年代撰写的《大众的反叛》，是对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进程

的反思。文章介绍了加塞特的思想由来，他的大众社会理论对构成“现代性”的“民主”、“自由”等

理念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从而对现代化理论的完善起到了补充和校正的积极作用。 

    

    萧萍的《“文化“及其现代挑战》讨论福斯特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的“文化”观。在两篇研究美

国文化文学的论文中，《富兰克林的启蒙》以对美国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本杰明



·富兰克林为讨论对象。文章援引福柯对西方文化中“治御术”现象及观念的阐发，围绕D.H.劳伦斯和

威廉·卡罗斯·威廉斯等人对富兰克林著述的批评，探讨《自传》等作品从启蒙道德文章到“自我规

训”技术的演变；思考角度独特，分析深入。另一篇《讽刺与浪漫：刘易斯作品中的美国社会》则以目

前在中国被淡忘的写实作家刘易斯为讨论对象。刘易斯在一系列作品中对20世纪前半期美国都市社会生

活的刻画很真实地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商业社会的运行模式，其中所讽刺的不少丑陋现象诸如中产阶层

丧失理想、唯利是图等等，展示了跨越国界的普遍存在，对反思“现代化”历史进程很有参考意义。 

    

    三、外国文学评论 

    

    陆建德的《思想背后的利益：政治文化评论集》涉及中西历史、文学的许多重要话题，思想视野开

阔，文字活泼犀利，不仅富于知识性，而且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独到见解，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盛宁在《“解构”：在不同文类的文本间穿行》中指出，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和解构主义批评自上个

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国内文坛后，一直停留在一般理念的评介和概述水平，基本上未见对其具体的批评

实践进行探讨的实例。作者以德里达本人的《马克思的幽灵》一著为范本，详细分析了德里达如何在不

同文类的文本间穿行、如何将文学文本的涵义挪移到政治话语的层面、借以折射出他对当代政治问题的

个人看法这样一种“既解析、又建构”的特殊言说方式，同时也鞭辟入里地批评了国内某些学人对德里

达的误读和误译。作者认为，以为从道理上了解了某种批评理论，即可获得对作品的某种新知想法，是

一种流行甚广的误解，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无非只是批评家对他自己的识见的一种包装。 

    

    陆建德对一些英美文学作品（或其国内译著）写的序言和评论，如《愤怒的诗人———反战活动家

哈罗德·品特》、《〈灵魂之湾〉序》、《看不见的手》、《美国制造的格格不入》、《国运所系》、

《词语的政治》、《〈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序》等或及时评价国外获奖作家，或从独特角度考察新出

热门作品，深入浅出，发人思考，确实起到了引领读者的作用。在《道德的义务》一文中，陆建德就小

说《帝国瀑布》的情节结构及其所描述的当代美国小镇生活，分析了作品所表达的现代（或所谓“后现

代”）语境中的道德关怀，与当前的我国社会文化处境有直接的呼应。此外，钱满素主持译著的《惯于

赞同》是著名学者伯克维奇（SacvanBercovitch）研究美国思想、文化、文学源流的名作，涉及大量早

期清教社团的活动和用语，翻译难度很大，在当前大量学术译作中该书可算是知识含量很高、翻译质量

上乘的一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06月04日 网站编辑：徐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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