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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
的会合。
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
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
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
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
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
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
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
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
；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
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
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
制不断斗争的文学。
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
面的问题。
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
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
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
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
—“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
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
说和事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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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本人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
剧性的会合。
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
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
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
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
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
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
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
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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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的女性诗歌与社会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的程度十分惊人。
回顾19世纪的女性诗歌，我们得到的结论不仅对当时女性被封闭在自己个人世界的程度提出了质疑，
同时也对当时整体的公众和个人世界的形势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并不支持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分裂这一理论，尽管这个理论不仅主宰
着对当时女性文学的研究，同时也主宰着19世纪女性历史与政治方面的理论化研究。
这一观点并没有质疑19世纪女性的文化和政治活动被禁止在个人世界这一历史事实。
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情况便是如此。
公众世界与个人世界的分裂与差异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政治与社会历史。
而且，19世纪的女性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种分裂与差异，并在这种约束下思考与描述自己的状况
。
但当时的诗歌表现出了公共／个人分裂状况的不稳定性，这种状况亟待修改与重组。
分裂世界的边界在这些诗中十分不确定。
诗歌对与公共世界对立的个人世界的范围提出了质疑。
同时这些诗也提议重新分配男性与女性角色，公共世界与个人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权益以及公民
权。
事实上，上述的每一种思想所影响到的活动区域都是在两个世界的交叉处，同时未必表现男性和女性
之间的对立关系。
女性诗歌并不是一篇实现公众／个人分裂与差异的纲领性文件，而是对两性之问的差异提出质疑。
最近的讨论重新回顾并审视了感伤小说的问题——事实上，感伤小说大部分是女性作品——对这类小
说是否是单纯从个人世界的角度对家庭生活和感情世界进行描写提出了质疑。
得出的结论是这类小说已被女性作家作为批评美国社会并试图改变它的一种意识上的积极的表现模式
。
这些对于小说的争论与19世纪女性诗歌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诗歌中表现出的伤感并不是简单的从公众世界退回个人情感的领域。
相反地，感伤主义试图涉及公众问题，这一主题一直是她们关注的焦点。
也就是说，尽管女性诗歌被限制在家庭背景与个人情感体验之中，但仍然会经常涉及一些具有公众性
的话题：呼吁改革，提倡教育，为盲人、聋哑人、孤儿、穷人和奴隶争取权益等。
这些诗的写作目的是公众性的，但诗歌是通过打动每位读者、激起他们个人内心的同情与怜悯的方法
实现其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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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名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和英美文学的爱好者，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够
翻译一部英美文学方面的学术专著。
当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把《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的翻译任务交给我时，我感到荣幸万分，因为
这正是我职业生涯中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
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其光荣在于这部学术鸿篇巨制中的一卷在我和我的同事努力下得
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艰巨在于该书内容的庞杂和语言的艰深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时三年多的翻译过程中，我充分体验到了翻译的艰辛与乐趣，愿望实现之后的心
理慰籍。
本卷为《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四卷，副标题为“19世纪诗歌1800-1910”，出版于2004.年。
该卷主要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美国诗歌传统（1800-1855）；诗歌与公共话语（1820-1910）。
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这段历史时期美国诗歌如何从模仿和继承英国诗歌走向独立和创新的过程，撰文
者芭芭拉·派克探讨了早期联邦主义诗人采用的新古典主义和讽刺诗歌的形式，以及像朗费罗、惠蒂
尔这样过去名噪一时但现在依然有着影响的诗人的创作历程，尤其是他们的创新之处，同时重点关注
了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所建立的具有鲜明风格的抒情诗形式。
第二部分叙述了这段时期美国诗人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女性诗人、非裔美国诗人、坡、梅尔维尔、惠
特曼和狄金森的成就。
对非裔美国诗歌（圣歌）的探讨和对上述著名诗人（如梅尔维尔）原不太为人所知的诗歌创作的挖掘
成为这部分叙述的突出特点之一。
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此部分的撰写者希拉·沃罗斯基将诗人及其创作置放到当时广阔的社会、思想
和文化背景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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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4卷)19世纪诗歌1800年-1910年》：这是第一部关于19世纪美国诗歌的完整叙述史
，始于独立革命，历经内战、汹涌澎湃的多元文化阶段以及世纪之交所出现的大众社会时期。
芭芭拉·派克深入挖掘了早期联邦诗人所擅长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与讽喻体之丰富内涵，一度辉煌、至
令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诗人如菲利普·弗瑞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所带来的纵深影响，以及由拉尔
夫`沃尔多·爱默生与其他超验主义者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抒情诗体。
希拉·沃罗斯基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女性诗人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对非裔美国诗
人的高度赞赏，包括书写圣歌的集体民歌作家。
她揭示了从奥立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到乔治·桑塔亚纳所代表的“上流社会诗人”的艺术鉴别力与情
感深度，并且对这个时期内所创作的主要作品作出了全新的、发人深省的分析，涉及的作家从坡到梅
尔维尔与克莱恩、再到该世纪的两位诗歌泰斗沃尔特·惠特曼与艾米莉.狄金森。
本卷书的各位作者在谈论这些令人惊叹的文学成就时，既采用了规范的学术专业视角，也注重这些成
就与不断变迁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之问的关系。
正是因为运用了这样的方法，他们得以对19世纪美国诗歌进行了再审视与阐释，为我们在21世纪的研
究带来了愉悦、益处，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与方向。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涵盖美国文学所有分支、涉及新兴的和业已确立的种种趋势的广阔范围进行了
探讨，其中包括一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论述，正是在这些学者以及批评家的努力下，这一领域已经成
为并将继续成为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作者的作品集近30年来美国文学批评之大成，因此既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存在的分歧讲话，也
代表两代学术成就之间保持的连续性发言。
叙述部分在书中占了很大比例，使本书和以前的版本所能做到的相比，对于美国文学史的探讨既有了
更加广阔的视野，又有了磅礴的气势。
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构成了这些叙述部分的背景，但是这个声音也与形成当代文学研
究特色的多样化兴趣共同发挥着作用。
《剑桥美国文学史》对美国多种文学流派以及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的论述。
美国文学材料的扩大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作品以前曾被忽视，最近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引起了人们
的重视；而在美国文学材料扩大的同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多样性而言
，都在急剧增长。
《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的这个涉及许多方面的学术和批评事业探讨了包括社会、文化、理智以
及审美在内的多样性；同时，和以往的论述相比，也显示了一种在文学研究方面更加丰富的权威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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