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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怀波在《选择·接受·误读：杰克·伦敦在中国的形象研究》这部专著中综合运用了形象学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将杰克·伦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分别论述了杰克·伦敦形象的乌托邦化、意识形态化和多
元多样化，重点探讨了杰克·伦敦在中国的三类不同形象，即社会主义者形象、个人主义者形象和强
者形象，并阐述了这些形象的形成和变化过程。
李怀波立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审视杰克·伦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流通和批评的历史，指
出杰克·伦敦在中国的不同形象是中国接受者在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对杰克·伦敦及其作品进行选择
性接受的结果，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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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导论
第一章  别求新声于异邦：杰克·伦敦形象的乌托邦化
    第一节  “立人”与“立国”：国民性的改造与杰克·伦敦的强者形象
    第二节  借鉴与反省：体现杰克·伦敦人文关怀和同情心的社会主义者形象
    第三节  误读与变形：早期中国接受者对杰克·伦敦社会主义的解读
第二章  主体性建构：杰克·伦敦形象的意识形态化
    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批判现实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形象
    第二节  强者形象的转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逃者和体现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规律的强者形象
    第三节  集体主义“自我”与个人主义“他者”：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批判
第三章  解构与重构：杰克·伦敦形象的多元化
    第一节  质疑与反思：中国接受者对杰克·伦敦乌托邦化形象与意识形态化形象的解构
    第二节  个人主义与个人奋斗：对杰克·伦敦个人主义的重新解读
    第三节  讴歌生活与生命之歌：竞争意识的张扬和生命力的礼赞
    第四节  杰克·伦敦形象的重构：杰克·伦敦在中国的种族主义者形象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杰克·伦敦在中国的批评、译介文章年表(1919—1989)
附录二：杰克·伦敦生平及创作年表
中文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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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文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反思和质疑中国接受者过去“出于政治需要”而建构的杰克·伦敦的无产
阶级性，揭露这种“历史性玩笑的危害性和欺骗性”，对杰克·伦敦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进行
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意识形态展开批判。
正如阿尔杜塞所言：“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人们在意识形态中
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
出来的生存状况的关系。
”③在解构了意识形态化的杰克·伦敦形象中的“想象性”特征后，奚晏平对杰克·伦敦的无产阶级
性进行了重新建构，认为作家“远非一个完美的无产阶级作家，也不是一位执著的社会主义追随者，
而是一位变幻着途径、急切地希望获得自我实现的典型个人主义者。
在他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不同时期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信仰。
”①因此，在该文作者看来，社会主义对于杰克·伦敦来说并不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而是他“个人主
义发展道路上的避难所”。
②奚文虽然强调对意识形态批评的质疑与解构，但是，无论是从论者揭露“历史性玩笑的危害性和欺
骗性”的初衷和目的，还是从其所得出的杰克·伦敦的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避难所”
的结论来看，该文本身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批评色彩。
这种批评接受模式，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受意识形态制约和影响的接受模式。
这一时期，评论者认为杰克·伦敦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影响其生活及创作的是个人主义思想
和尼采超人哲学思想，而不是以前认为的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对以前把杰克·伦敦看做是“美国的马克思”、“美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的质疑与反思。
从第一章中对作家社会主义局限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杰克·伦敦青少年时期转向社会主义
的目的还是从他对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来看，他都不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杰克·伦敦的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
。
把其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简单地强调任一方面，都可能走向片面。
杰克·伦敦远非一个真正的、科学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若就此断定他是一个变换着途径、急切
地希望获得自我实现的典型个人主义者，从而把社会主义仅仅看做是他为实现个人目的、个人愿望而
采取的诸多途径中的一种，也不免流于片面。
正如福柯所言，打破“知识”、“真理”的连续性并不是要摒弃它们，彻底地否定它们，“而是应该
在审定它的游戏中探讨它。
”③王长荣在《现代美国小说史》中将杰克·伦敦称作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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