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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教材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史》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为了适应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需
要而编写的。
该教材将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融为一体，打破一个概述、一个代表作家、一部代表作品的教材写作模
式，充分吸收国内外外国文学教材的优点和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采用新的观念、方
法和体系，通过对外国文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和介绍阐述文学创作的发展历史，揭示文学思潮的嬗变过
程。
该教材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原则，集文学史、思潮史、文论史于一书，体例新，内
容丰富，既适合用作高等学校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也适合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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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中既有单词拼写的字母省略，又有不合规则的语法现象，读者可以依赖文本自行添加、组合语
言成分，从而获得不同的诠释。
以“ly”为例，它可以是多个以其结尾的副词，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动词。
　　语言诗的重要特点是反叛性，诗人在诗学观、美学观、语言观等方面都对传统提出质疑。
语言诗人强调语言，认为语言不是表达思想和展现经验的工具，而是“思想本身”，因此诗歌应该是
语言自身的文本。
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种体制，在诗人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对诗歌有一定的要求，诗人的作用就是要去
左右这些要求，而不被它们所控制；诗人不再是说话的个体，而是话语的操纵者。
语言诗不仅仅是一个让人们重新对语言感兴趣的运动，而且要读者注意语言的结构和代码，以质疑主
流诗歌的许多为常人接受的假设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
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语言诗人秉承了自格鲁德·斯泰恩（Getotrude Stein）以来的诗歌语言实验传统，
深受威廉斯·卡洛斯·威廉姆斯、客体派诗人路易斯·朱可夫斯基（LouisZukofsky）、黑山派诗人查
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以及罗伯特·克利里（Robert Creeley）的诗歌形式革新的影响，不断地
追求新的表现形式。
时有学者对语言诗的创作手法进行总结性研究，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一旦某种创作手段变成
传统，语言诗人就会想方设法打破它，另辟蹊径进行诗歌语言实验。
这一点颇似法国的乌利波（Oulipo）文学。
此外，语言诗还拓展了诗歌的定义，将诗歌与散文、传记、评论以及日常语言等文体融合，模糊了不
同艺术形式间的界限。
　　马克思以及詹姆逊、阿尔都塞、马歇雷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论述常常被语言诗人引用。
语言诗人热衷于探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语言也是有政治性的。
他们通过讨论创作与政治的关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以破坏传统语言的方式发动他们对英语内
在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反抗性攻击。
借助马克思的商品崇拜理论，语言诗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语言沦为仅起交换信息的工具作用感到痛心
疾首，强调语言的“使用价值”需要重新发现，而这个发现的过程依赖于通过形式创新来表现。
　　语言诗诞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主流诗歌杂志排斥，但是现今的情况有所不同。
作为美国诗坛的重要力量，它已经受到诸多评论家的关注与研究。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前任主席、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的玛乔瑞。
帕洛夫（Marjorie Perioff）教授一直关注着语言诗歌的发展，写过多篇关于语言诗的文章。
语言派诗歌的论著在美国已有多部。
语言诗歌的传播还影响到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诗歌创作，中国当代诗人朱君就
受到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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