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 国 主 流文学 的 经典
——

第一版 《诺顿美 国 文学选集 》 研究

事 峥 ６ １０ １ ０ １ＥＳ 川成者ＰＥ３ 川 师 ？ＳＴ大学卟国语宇院

摘 要 ： 本文对 １９７９ 年 出版的 第 一版 《诺顿 美 国 文学选集 》 进行分析和研

究
，
通过对选集的文学 历 史 时段划 分、 收录的作 家 、 作品等基本情

况的分析指 出
， 作为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和文化运动产物的选集

仍然体现 了 英美主流文学传统 ， 并没有真 实地反映 美 国 文 学 的 历 史

和现实 ， 需要得到进
一步修正。

关键词 ： 经典 ； 《诺顿美 国文学选集 》 ；
经典的修正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使学界和社会人士重新审视文学与文学

批评 ， 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于经典的认识 ， 经典话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

人们发现在此之前的经典具有男权霸道 、 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私色彩 ， 并开

始设计和出版新的经典 。 文学选集也因此成为经典被建构或者被解构的一个

重要阵地 。

像所有的文学选集一样 ，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收录的多是公认的经典

作品或者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 作为美国 １６４０ 所高校的通用教材 ， 它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 并经过
一定的时间考验成为经典 。 按照经典的定义 ，

“

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
”［

１
］

，

“

所有重要的专业著作 ， 以及那些被大学纳人课

程的精品教材都被称作经典
”
［

２
］

。 所以
“

经典一般来说也是被用来作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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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的同义词
”
 ［

３
］

。 那么 ， 作为众多美国本土和国外大学美国文学课程教

学采用的课本 （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 ， 可以被称之为经典或经典之中的

“

经典
”

。

那么 ， 究竟什么是经典呢？ 经典
“

ｃａｎｏｎ
”

， 源于希腊词
“

ｋａｎｏｎ
”

， 本

义原是一根笔直的树干或棍子 ， 后来表示衡量事物的
“

量杆或标尺
”

， 然后

又引 申为
“

表格或 目录
”

。 在后来
“

逐渐用来指为教会权威们定为真正的圣

文的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之类的书卷或作品
”

；
再后来 ，

经典
“

被用于文学领

域 ， 意指被专家认定归某个特定作家创作的世俗性作品
”

； 而文学领域里的
“

经典
”

又有两层含义 ：

一指
“

文学经典
”

（
ｃａｎｏｎｏｆｌ 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 即伟大的

作品 、 杰作 ；

一指
“

作家经典
”

（
ｌｉ ｔｅｒａｒ

ｙｃａｎｏ
ｎ

） ， 指
“

那些根据批评家 、 学

者和教师累积的共识而被广泛承认为
‘

主要的
’

和创作了经常被视为经典

作品的作家
”
［

４
］

。

再经后人引 申 ， 经典就变成了
“

带有标准 、 权威意义的书或文本
”［

５
］

。

劳特就把经典定义为
“

在一个社会中 ， 普遍被赋予文化分量的一套文学作

品 ， 重要的哲学 、 政治 、 宗教文本的组合 ， 对历史的特别说法
”

［
６

］

。 此处对

于经典所采取的是广义的定义 ， 包含了文学 、 哲学 、 政治 、 宗教 、 历史等方

面 ， 换言之 ， 即为文化经典 。 在西方 ， 这个意义上最古老 ， 也最为公认的经

典就是 《圣经》 了 。 经典的定义及其演变显示出经典本身具有稳定性和权

威性 ， 但同时也具有开放性 ， 它的含义和指涉的对象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

变 。

“
一部经典像它在每一个文学传统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 作为我们共享文

化中最平凡的一本书为我们提供服务 。

”
［

７
］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 提供了美

国民族文学的一组文本 ， 构成了美国文学学习和研究的学术权威 。 萨义德指

出 ，

“

权威既不神秘也非 自然形成 。 它被认为构成 ， 被辐射 ， 被传播 ； 它有

工具性 ， 有说服力 ； 它有地位 ， 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 ； 它实际上与它奉

为真理的某些观念 ， 与它所形成 、 传递和再生的传统 、 感知和判断无法区

分 。 最重要的是 ， 权威能够 ， 实际上必须加 以分析
”
［

８
］

。 权威的所有特征既

适用于经典 ，
也适用于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 ，

通过对权威选集的基本情况

分析能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其实质 。

众所周知 ， 正如美国这个国家是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上建立

起来的一样 ， 美国文学也是在脱离了英国文学的影响之后才获得了其独立的

身份和地位 。
２０ 世纪之前 ， 美国文学并无系统而完整的文学史和文学选集 ，

不仅如此 ， 就连最初美国文学的课程也是在 １ ９ 世纪最后的 １０ 年中才走入大

学课堂的 。 美国文学选集的真正开端是在 １９ 世纪的末期 ， 许多大学学者期

？
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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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用正规的学术方法来研究本民族文学艺术家 ， 由此开始了文学选集的编撰

和出版发行。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 美国学界开始酝酿将美国文学研究学术化和

规范化 ， 这些不可避免地开始对美国文学选集的生产产生影响 。 区别分明 的

中学和大学课本仅仅是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才开始出现的 。 在这之前 ， 选集的

编辑们倾向于将课本编撰成对所有不同水平的学习美国文学的学生都使适合

的通用指南 。
１９２５ 年学者开始特意为连续一年的大学课程编辑文集 。 学者

编辑们摒弃了以往强调历史背景和传记的作法 ， 开始扩展课本文学内容的覆

盖率 ， 收录了分散的历史背景以及诗歌和散文 ， 形成了现在人人熟悉的卷册

形式 ， 并在内容和方法上从始至今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相似性。

面向大学课堂而设计的美国文学选集 自 １９２０ 年以来经历了３ 个历史性

的发展阶段 ， 每
一个阶段都和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批评潮流相呼

应 〇 第一阶段的大学水平程度的美国文学选集始于 １ ９ １９ 年 ， 以弗瑞德 ？ 刘

易斯 ？ 佩蒂 （
Ｆｒｅｄ Ｌｅｗｉｓ Ｐａｔ ｔｅｅ

） 的 《美国文学课程的世纪阅读 》 （
Ｃｅｒａｆｔｗｙ

ｉ？ｅｏ＜ｉｉ／ｉｇｓ ＿／
ｂｒａＣｏｕｒｓｅｉｒ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为标志 ， 终于１９４６年左右 。

⑴
在

这个阶段 ， 文学编年史的作法对美国杀术界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 第二阶段 ，

美国文学选集以 １９４７ 年诺曼 ？ 福尔斯特 （
ＮｏｒｍａｎＦｏｅｒｓｔｅｒ

） 的第三版 《美

国诗歌和散文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ｅｔ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ｅ

：ＡＢｏｏｋ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

ｉ ６Ｑ７ 

＿

１ ９ １ ６
） 出版为标志 ，

一直延续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 ， 与学术界的新批评理

论的兴衰相对应 。 第三阶段 ， 开始于 １ ９６７ 年 ，
以至今仍然非常成功的第三

版 《美国文学中的传统》 ｉ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出版为标志 ，

一直延续到今天 。 在这个阶段 ， 我们看到 了对文学批评多元化兴趣和关注 。

美国文学选集在 ２０ 世纪经历的 ３ 个阶段中 的每个阶段都是由 当时的批评界

的领导潮流所决定的 。

［
１ °

］

１ ９７９ 年第一次出版的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 是属于第三阶段的美国文

学选集 。 它是在怀疑一切 、 质疑传统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〇 年代 ， 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潮 的涌现使学界的人们意识到作为学术和教学

领域的
“

美国文学
”

的狭隘 ， 原来广泛使用的经典是等级的 、 家长制的 、

在政治上是令人怀疑的 。 作为一部新文集 ， 编辑们在前言中 ， 力陈选集 的

．

“

创新
”

和
“

革命
”

。 但是通过对选集的历史分段 、 材料的编选 、 入选作家

的性别比例 、 种族等因素进行分析 ， 我们发现其形成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确立

与当时的流行思潮相 比 ， 既有合理的成分 ， 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

首先 ，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将美国文学划分为 ：

“

１ ６２０ 年 －

１ ８２０ 年的

？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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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文学
”

（
Ｅａｒｌ

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６２０

－

１ ８２０
） 、

“

１ ８２０
年

－

１ ８６５的

美国文学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 ８２０

－

１ ８６５
） 、

“

１ ８６５年
－

１ ９ １４
年的美国文

学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 ８６５

－

１ ９ １４
） 、

“

１９ １４年
－

１ ９４５年两次大战之间的

美国文学
”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 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ａｒｓ１ ９ １４

＿

１ ９４５
） 、

“

当代美国

散文１９４５年一
”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ｓｅ１ ９４５

－

） 和
“

当代美国诗歌

１９４５
＿

”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ｅｔｒ

ｙ
１ ９４５

＿

） 五大部分 。 选集以１６２０年
“

五月花
”

号 （
Ｍａ

ｙ
ｆｌｏｗｅｒ

） 在普利茅斯 （
Ｐｌ
ｙ
ｍｏｕｔｈ

） 靠港 ， 移民成功地度过

冬天为美国历史和文学史的开端 。 这样的历史编纂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 给人

很大的错觉 ， 似乎在英国移民到来之前 ， 美洲大陆是一块无人居住的蛮荒之

地 ， 是欧洲的移民创造了美国 ， 创造了历史 、 文学…… 以及这个大陆的一

切 。 这一点 ， 毫无疑问地突出 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 。 当然选集第一版存在

的问题在随后的几个版本中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修正 ， 并且 日趋客观、 公正 。

在
“

１ ６２０ 年
－

１ ８２０ 年的早期美国文学
”

部分 ， 日记、 历史记载 、 报纸

杂志 、 书信 、

一般的书籍 、 布道词等 ， 简而言之 ， 各种形式的私人文字 ， 主

要构成了早期美国文学 ， 在形式上 ，
主要是忠实地模仿和移植英国的文学传

统 。 从 １ ９ 世纪以后对文学的概念来看 ， 选集中收录的许多早期的作品不能

被称之为文学 。 它们有的是一些信息的报导 ， 有的是宗教的或政治的宣传 。

如约翰 ？ 温斯诺普 （ ＪｏｈｎＷｉｎｔｈｒｏｐ ） 的布道词 《
一个基督博爱的模范 》 （

４

Ａ／ｏｃＷ ｑ／

＇

ＣＡ／ｉｓｒｉａＴｉＣ／ｉａｒｉｊｙ ） 、 乔纳森 ？ 爱德华兹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ｓ
） 的 《神

圣和超 自然的光》 （
Ａ Ｄｉｖｉｒａｅ ａ／Ｍｉ Ｓｕｐｅｍａｔｏ

＇

ａＺ Ｉｉｇｋ ） 和 《愤怒的上帝手中的

罪人》 （
Ｓｉｍｉｅｒｓ ｉｎ ｔ／ｉｅ ｆｔｗｕｉｓ ｏ／ Ａｎｇｒｙ Ｇｏｄ

） 等布道词都是关于清教主义思想

的宣传 。 这样一些非文学性的东西作为早期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品而持久地进

人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以及其他各种美国文学的选集 ， 除 了作品本身具

有一定的文学性外 ， 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所代表的思想性 。 这些作品所宣扬

的清教思想对美 国 的文学产生过持久 的影响 。 正如有 的学者指 出 的那样 ：

“

殖民地时期许多作品尽管文学性不强 ， 但它们都为 １９ 世纪的美国文学奠

定了基础 。 美国文学的主题 、 美国文学的形式都有从那时起的历史渊源 。 例

如爱默生的 自立 自强哲学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的司 多达牧师的某些著作 。

梭罗的个人主义也不能说与殖民地时代的约翰 ？ 吴勒门没有联系 。 新英格兰

的后代 ，

一条线从爱默生 、 梭罗一直到弗罗斯特 ， 另
一条从霍桑 、 麦尔维尔

到詹姆斯等 ； 所有这两条线上各个时期的人都不同地在个人性格中再现出清

？ ２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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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心理
”

［ １ １
］

。

宗教是塑造品格和文化的主要因素 ， 美国清教主义思想渗透在文化中 ，

在美国建国以及美国 品格和文化塑造方面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 １ ６

世纪 ， 马丁
？ 路德 （

ＭａｒｔｉｎＬｕ ｔｈｅｒ
，１４８３

－

１５４６
） 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

了整个欧洲大陆 ， 并且形成 了 反对罗 马教会并与之相抗衡 的基督新教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 。 法国的让 ？ 加尔文 （ ＪｅａｎＣａｌｖｉｎ
，１ ５０９

－

．

１ ５６４
） 受到路德的影

响 ， 先后在瑞士 、 法国等地创立了加尔文教派 （
Ｃａｌｖｉｎｉｓｍ

） 。 远离大陆的岛

国
——英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 在 １６ 世纪中叶确立了属于新教范畴的英

国国教——安立甘宗 （
Ａｎｇｌｉｃａｎ ｉｓｍ ） ， 而且国教内部的宗教群体也进一步分

化 ， 因为
“

虽然在同一面新教旗帜下 ， 但一些人满足有限的改革 ， 另
一些

人则要求彻底的改革
”

［
１ ２

］

。 后者认为 国教保留 了太多天主教的痕迹 。 他们

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加尔文有关神学和教会制度的理论 ，

“

要求
‘

清洗
’

一切

不符合 《新约圣经》 的旧教礼仪 ， 宣扬加尔文宗
‘

绝对预定论
’

， 自称是上

帝预定的选民 ， 反对骄奢淫逸 ， 提倡勤俭清洁 ，

一切行为都必须合乎宗教伦

理 。 这些人被称为
‘

清教徒 （
Ｐｕｒｉｔａｎｓ

）

’ ”
［

１ ３
］

。 于是 １６ 世纪末和 １ ７ 世纪初 ，

就产生了英国清教主义运动 。 在清教徒运动的冲击下 ， 为了维护国教会的权

威 ， 伊丽莎 白女王遂对清教徒采取迫害政策 。
１６２０ 年第一批逃往荷兰的英

国分离派清教徒乘坐
“

五月 花
”

号轮船到达北美新大陆 ， 早期的英国移民

将这片土地视为
“

希望之地
”“

允诺之地
”“

牛奶之地
”

， 是上帝提供给他

们实现理想和抱负的舞台 。 他们在与 自然斗争的生存过程中 ， 发现了 日夜劳

作的辛苦意义 ， 悟出 了特殊选民和上帝选民的含义 。 他们立志建立
“
一座

建立在山巅之上的城市
”

， 从那时候开始 ， 清教主义就
“

在北美扎根生长 ，

对北美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
［

１ ４
］

， 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

具有美国特色的清教主义神学思想和清教伦理观 。

马克斯 ？ 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 中指出 ：

“

艰苦劳动精

神 、 积极进取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 。

”
 ［

１ ５
］

新教伦理产生的勤

奋、 忠诚 、 敬业、 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新教伦理精神不仅促进了美国经

济 ， 而且经过数百年时间的酝酿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活秩序 ， 成为制度背后

的巨大精神力量 。

［
１６

］
—些社会学者在韦伯和 Ｒ？Ｈ？ 托尼 （ Ｒ．Ｒ Ｔａｗｎｅｙ ）

的训练下 ，
已经注意到这个有魄力 的精神与资本主义品格和文化之间的联

系 。

“

清教徒模式的最后要素存续于后来的美国文化和品格中 ， 但其踪迹和

影响并非无时无刻 、 无所不在 ， 而是在那些精心挑选的和战略性的时刻 出

？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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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公众学校也会被用于推广清教的主流价值观 。

”［
１７

］

本杰明 ？ 富兰克

林和乔纳森 ？ 爱德华兹 ， 清教主义代表人物 ， 其著作在殖民地时期的文学中

占据主要地位 。

第二时段
“

１ ８２０ 年
－

１ ８６５ 年的美国文学
”

， 又被称为浪漫主义时期的

美国文学 ， 为整个美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 爱默生和梭罗为民族美国文

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 欧文首创了近代的短篇小说文体 ， 埃德加 ？ 爱

伦 ？ 坡丰富了它的理论和技巧 ， 霍桑则寓教诲于故事之中 。 短篇小说乃是美

国民族文化发展中产生的特定形式。 麦尔维尔从当初的默默无闻到当今其

《大白鲸》 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作品 。 艾米莉 ？ 狄金森和惠特曼的诗作被称

为 １９ 世纪最好的诗歌 ， 惠特曼也被定位为
“

美国经典的核心
”
［

１８
］

， 他与狄

金森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没有一个西方诗人能够超越 。

１ ８６５
－

１９ １４ 年的
“

美国文学
”

这个时段主要记录和反映了美国 内 战以

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这段时期的文学情况 。 这是美国经济由农业经济

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时期 ， 高速的横跨大陆的移民运动和新型城市工业化的环

境促进了民族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 新的主题 、 新的形式 、 新的题

目 、 新的地区 、 新的作家和新的读者都在这半个世纪的文学中涌现。 到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 美国文学的精神和物质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马克 ？

吐温、 威廉 ？ 迪安 ？ 豪威尔斯和亨利 ？ 詹姆斯是这个时期散文小说的主宰性

人物 ， 他们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 自然风光和社会层面时恢复了本土化倾

向 ， 使本土风格更加完美 ， 并探索和开发用文学来表现人们内在生活的可能

性 。 他们记录了东部大陆三分之一人们的基本生活 ， 以及 １ ９ 世纪后半叶生

活在不断消失的边疆 、 村庄 、 小城镇 ， 或吵闹的都市 ， 以及欧洲的农村和首

都的人们的生活 ， 并使之成为永恒 。 他们确立了与众不同的美国文学主人公

的文学身份 ， 尤其是本国的英雄和
“

美国女孩
”

， 困惑而造作的中产阶级家

庭 、 商人和在一种新的国际文化中心理复杂的市民们 。 简而言之 ， 他们为被

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主体 、 主题 、 技巧和风格树立了榜样 ， 制定了未来方

向 。 由于他们为美国文学形成和发展作出 的巨大贡献 ， 他们当之无愧占据了

选集内此阶段的大幅版面 。

自 ２０ 世纪开始 ， 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首先诗歌领域进

行了现代主义文学试验 ， 出现了桑德堡、 庞德 、 弗罗斯特 、 肯明斯 、 威廉斯

等诗人代表 。 小说创作流派纷呈 ， 出现了安德森 、 海明威 、 菲茨杰拉德等 。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出现了
“

哈莱姆文艺复兴
”

美国黑人文学运动 。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２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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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种族危机和 ３０ 年代的经济萧条 ， 使得美国作家重新检査和重新定义

自 己特别的美国传统 ， 在小说和诗歌以及文学报章杂志中更明确地对待社会

问题 。 他们同时转向欧洲 ， 寻求能够指导他们完成任务的思想 、 理论和形

式 。 南方文学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占据了地方力量的统治地位 ， 并涌现了大量

的优秀妇女作家 。

１ ９４５ 年以后的美国文学经过 ５５ 年的发展变化 ， 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

的 、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学 。 战后美国作家创作了大量思想内容深刻 、

艺术手法新颖的优秀作品 ， 斯坦贝克 、 贝娄 、 辛格 、 海明威 、 福克纳 、 莫里

森等作家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 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美国文学成就的承认 ，

也反映了美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力 。 战后美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

展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文学内部遵循 自身规律 ， 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现实

的 、 历史的 、 政治的 、 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发生着影响 ，
历经 ５０ 年代的新旧

交替 、 ６０ 年代的试验主义精神浸润 、 ７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末的多元化发展等阶

段 ， 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和特征。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前期是美国文学作为独立民族文学形成和发展的阶

段 。 选集录入了约 １ １０ 位作家近 ４５００ 页的选文 。 章节的安排既符合美国文

学发展实况 ， 又符合西方文化一般的发展规律 ： 从天真纯朴的浪漫主义到富

有喜剧精神的现实主义和悲剧精神的 自然主义 ， 然后到成熟老练的讽刺 、 幽

默精神 。 美国文学 ， 当前又趋向于返回更高阶段超验主义思想 ， 出现了超验

主义文学 。

在作家 、 作品的收录方面 ， 第一版诺顿选集共收录了１ ３０ 位作家及其作

品 ， 近 ５ ０００ 页的选文 。 典籍主要精选了富兰克林、 爱默生 、 梭罗 、 霍桑 、

坡 、 梅尔维尔 、 海明威、 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等体现欧美主流传统的男性作

家及其作品 。 这些作家更多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文学传统 ， 尤其是一些

沿袭英国文学传统的作家往往能在英 、 美两地都获得较好的评论 ， 并成为经

典定格下来 。 如果没有这些作家的美国的民族文化和美国文学的教学都是不

可想象的 。 从性别比例来看 ， 其中男性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数量和版面 ， 女性

只有 ２９ 位 ，
７００ 多页选文 。 从种族角度来看 ， 收录了１４ 位黑人作家和主要

用英语创作的犹太作家 ， 如斯坦因 、 纳撒尼尔 ？ 韦斯特 （
ＮａｔｈａｎａｅｌＷｅｓｔ

） ，

索尔 ？

贝 委 （
ＳａｕｌＢｅｌｌｏｗ

） ， 诺曼 ？ 梅勒 （
ＮｏｒｍａｎＭａｉｌｅｒ

） ， 菲利普 ？ 罗思

（
Ｐｈｉｌｉ

ｐＲｏｔｈ
） ， 艾伦 ＊ 金斯伯格 （

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 等几位作家 ， 其他种族的

作家没有 。 就犹太作家而言 ， 选集并没有突 出他们的族裔特征 。 究其原因 ，

？ ２６５＊



外国语文论丛 第 ２ 辑

可能是因为犹太美国人的美国属性经过足够的发展和巩固 ， 不再被视为是弱

势族裔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 以前的许多美国文学课程以及教材仅限于几个
“

主

要
”

作家 ， 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 对于美国文化遗产的更加连贯和准确

的描述所包含的绝不仅仅限于这么几个作家 。
７〇 年代涌现出大批对于性別 、

种族、 阶级的文化含义的学术研究 ， 但是美国文学课程以及教授和学习这些

课程所依赖的课本的出版 ， 却显然滞后于学术成果的出现 。 文学选集对于学

界的新动向反应就更慢 ， 它们仍然仅仅汇集少数经典书 目 ， 与半个世纪前没

有太大的区别 。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第一版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 就是这样一本

教材。 选集从其历史时段的划分 、 录选的作家 、 作品等方面看都反映了英美

主流文学 的 特征 ， 即 过世 的 、 白 人 的 、 欧 洲 的 、 男 性 的 （
ＤｅａｄＷｈ ｉ 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ａｎ
， 常常缩写为ＤＷＥＭ ） 。

当然经典不是凭空形成的 ，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 它有一定的历史传

承 。 作家在创作前面总有前辈作家的文学文本存在 ，
总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

面同他们发生联系 。 在旧的选集的影响下 ， 产生互文性、 影响的焦虑 。 《诺

顿美国文学选集 》 作为一个经典的文本 ，
也像作家创作的文学经典作品一

样 ， 对以前的文学选集有着一定的继承 ， 吸收前辈积累下来的一切有价值的

精华 ； 其次 ，
经典一旦形成之后 ，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 它很难被敌对的批评

理论和变化的文学偏爱所撼动 。 劳特也指出 ：

“

朝 向某些
‘

杰作
’

的潮流一

旦成立 ， 就很难逆转 ， 除非借着文学行业以外的力量介入。

”

所以 １ ９７９ 年

的第一版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 整体框架仍然受传统欧美文学思想和意识

的较强控制和影响 ， 人选的作家 、 作品都具有 ＤＷＥＭ 特征 。

美国文学的欧洲特色也与它的源泉之一关系密切 。 美国的形成与诞生 ，

以及美国文学特性的最终形成与文学地位在世界上的确立都与英国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和极深的渊源 。 美国文学在其 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和接

受欧洲各种文学潮流的影响 ， 而且在面对国 内各种危机的时候 ， 自觉地转向

欧洲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一达尔文的进化论 、 马克思主义 、 弗洛伊德

的心理学理论等都为美国作家所吸纳 ， 并运用于写作实践 ，
Ｘｆ美国文学的发

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 以豪威尔斯、 吐温、 詹姆斯为主要代表的具有美国特色

的现实主义和以德莱塞 、 诺里斯 、 克莱恩为代表的具有美国特色的 自然主义

毫无疑问都受到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 。 美国现代主义的文学也是在引进和吸

收欧洲现代派艺术和继承与发扬美国本土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是

？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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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 、 新潮派与传统派交互作用 、 碰撞而形成的 。 美国文学

的欧洲特征是明显的不可避免的 ，
２０ 世纪以前被列为经典的作家作品多体

现和迎合英 国 的文学传统 。 例 如在 １ ９００ 年 ， 詹姆斯 ？ 拉塞尔 ？ 洛厄尔

（ Ｊａｍｅｓ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ｗｅｌｌ
，１ ８ １ ９

－

１ ８９ １
） 、 奥利弗 ？ 温德尔 ？ 霍姆斯 （

Ｏｌ ｉｖｅｒ

ＷｅｎｄｅｌｌＨｏｌｍｅｓ
，１ ８０９

－１ ８９４
） 和 亨 利 ． 沃 兹 沃 思 ． 朗 费 罗 （

Ｈｅｎｒ
ｙ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Ｌｏｎｇｆｅｌｌｏｗ
，１ ８０７

－

１ ８８２
） 被评论家和教师视为伟大的作家 ， 而在

现代只会被当作逝去时光中的一段略显怪异品位的历史而被提及 。

经典形成牵涉的范围很广 ， 劳特在 《经典和背景 》 中从体制 、 理论 、

历史观 ３ 方面来讨论 ＤＷＥＭ 经典形成的原因 。 就体制而言 ，

“

文学教学的职

业化
”

使得少数人士——尤其在大学任教的 白人男性教授或批评家——掌

握了大多数资源 ， 甚至造成垄断的现象 。 这些人士就阶级 、 教育 、 族裔、 肤

色 、 性别而言 ， 主要是中产阶级、

“

受过大学教育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或北欧

后裔的 白种男人
” ［
Ｍ

］

。 他们有意无意间 ， 将 自 己 的价值观透过各种方式加

诸
“

异质化的 、 都市化的工人阶级人 口
”
［

２ １
］

。 就理论而言 ，
１９ 世纪二、 三

十年代 的两大美学主张 中 ， 重视 国 家文学传统者强调本土及 阳 刚之气

（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 ｔｙ ） ， 新批评则重视形式 。 两者强调的重点虽有不同 ， 但共同 的结

果则是造成不同或不合于此两种强势文学理念的作品被排除在外 。 就历史观

而言 ， 非但不同 的分期与断代方式提供 了不 同 的框架来诠释历史 ， 而且
“

女人和男人 ， 白人和有色人种 ［ 也各 自 ］ 以不 同 的方式来体验历史时

代
”

。

［
２２

］

更进一步说 ， 以往美国文学的分期与断代 ， 大都根据历史或政治事

件 ，
而这些事件一般来说与 白人男性关系密切。 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几乎在

每个领域都反映出男性特有的否定性 。 男性主义的思想偏见在语言 、 艺术 、

文学 、 运动 、 教育 、 政府机构以及宗教中都留下了较深的痕迹 。 这种情形一

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 ， 由于社会 、 政治力量等大量介入文学行业 ， 才得

到转变 。

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在经典这块阵地展开角逐 ，
通过分析第一版的选

集 ， 我们发现文学经典的保守派学者和温和派学者的观点在论战 中 占 了上

风 ， 并通过选集将 自 己的意志体现出来 。 保守派的学者认为过去的经典选取

基本上是公正的 ， 没有受到什么政治因素的影响 ， 而 目前那些冲击经典的潮

流反而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 目 的来支配的 。 许多温和的经典支持者认为 ， 无

论现有的经典在形成过程中曾如何受到种族、 阶级和性别因素的影响 ， 经典

毕竟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 ， 它的确代表了西方髙度的文化、 艺术和智慧成

． ２６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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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如果我们废除过去的一切文本 ， 那么我们可能误

解 ，
不认可现在的价值和偏见 ， 没有什么作品能幸存下来 。 温和派同意拓宽

现有的经典 ， 在学校里试用一些各种有代表性的作品 ， 但是这种尝试的动作

不能太大 。 他们强调现有的经典对西方文明的形成功不可没 ， 它一直体现了

鼓励开放 、 提倡思想 自 由和置疑现存状态的思维方式及精神 ， 就连 目前挑战

它的这些学者和理论家都应该感谢这个经典 ， 他们都是在传统经典影响下成

长的 ， 因此决不可对它大砍大杀 。 所以第一版 《诺顿美 国文学选集》 主要

按照欧美文学的传统划分时段 ， 将美国文学划分为
“

早期 １ ６２０ 年
－

１ ８２０ 年

的美国文学
”“

１ ８２０ 年 －

１ ８６５ 年的美国文学
”“

１ ８６５ 年
－

１ ９ １４ 年的美国文

学
”“

１ ９ １４ 年
－

１ ９４５ 年两次大战之间 的美国文学
” “

当代美国散文 １ ９４５

年
“

当代美国诗歌 １ ９４５ 年 五大部分 ； 在作家 、 作品甄选方面 ， 典

籍主要精选了富兰克林、 爱默生 、 梭罗 、 霍桑 、 坡、 梅尔维尔 、 海明威、 菲

茨杰拉德和福克纳等体现欧美主流传统的男性作家及其作品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出版的第一版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顺应时代的需求

而诞生 ， 在某种程度和方面体现了女性和少数族裔争取性别 、 种族和阶级平

等的诉求 ， 但就实质而言 ， 仍然是一部体现英美主流文学传统的作品 ， 并没

有真实地反映美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 ， 没有体现美国文学多元化特色 ， 经典

本身需要进一步地修正。 而对这些不足之处修正 ， 在随后出版的几版选集中

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和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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