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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评结合，切中肯綮 

———评《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王桃花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赵炎秋等所著《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一书，是国内首次对英美、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狄更斯学术史进
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梳理、归纳、分析与评论的著作；其资料收集详实，阐述简明扼要，批评切中肯綮；著作既具有开

阔的国际视野，又立足中国的本土研究，为国内狄更斯研究提供了充实资料，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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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狄更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是１９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其声名
饮誉全球，国外狄更斯研究在其生前就业已形成，

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

栋，国内研究也迎头赶上，浩如烟海的资料容易让

研究者迷失其中，是时候对狄更斯的研究做一个全

面总结了，《狄更斯学术史研究》［１］（以下简称《学

术史》）应运而生，通过史评结合的方式，切中肯綮，

为研究者拨开层层迷雾，直抵狄更斯研究的核心。

赵炎秋教授与他的研究团队成员刘白、蔡熙等

博士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学术史》在诸

多方面起着引领作用。从总体框架来看，除绪言与

附录外，《学术史》主体分为“学术史梳理”和“学术

史反思与研究”两个部分。绪言主要对专著的分工

与主要内容选择做了具体说明，加上“重要文献”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书、报、刊名中外文对

照及索引”等三个附录，共同构成了全面系统的学

术研究体系，遵循了学术史写作的一般规律。重要

文献部分并非不加选择的面面俱到，而是去粗存

精，突显出研究的经典性，也体现出研究者独到的

眼光。“学术史梳理”部分资料详实，做到史评结

合，既把握了各国狄更斯研究的总体脉络，又充分

６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王桃花（１９７５－），女，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王桃花：史评结合，切中肯綮———评《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对比评述了各种批评之优劣。学术史反思部分切

中肯綮，阐述简明扼要，让读者很容易掌握狄更斯

创作之精髓，了解狄更斯批评之精义。

　　一　学术史梳理：史评结合

《学术史》的第一编主要梳理了英美、东方（中

国与日本）以及俄苏的狄更斯学术史。一方面，对

现有的研究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梳理与总结；另一方

面，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了最具代表性的

观点与方法。要从卷帙浩繁的狄更斯研究史料中

选取代表性的批评实非易事，不仅要求研究者对史

料广泛涉猎，更要具有犀利的学术眼光与精准的价

值判断，要有慧眼识金的本领，做到既见树木，又见

森林。

从专著目录就可以看出狄更斯学术史的主体轮

廓，学术史梳理部分对重要的研究资料提纲挈领，切

中肯綮，让读者很容易就能把握住狄更斯学术史的

缘起与发展脉络。著者对“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按照不同的时间段做了详尽的分析，让读者不仅了

解到狄更斯生前的英美评论概况，同时也得知狄更

斯产业的形成过程，以及当前英美狄更斯研究的概

貌，这样一来，读者能够轻松地把握狄更斯在英美国

家的接受与传播的整个历史、现状与发展。

狄更斯生前的英美评论（１８３６－１８７０）条分缕
析，按照小说发表的年份对小说评论逐一进行了梳

理，不仅理清了小说连载发表的具体时间，也对当

时的重要评论进行充分展示，既包括溢美之词，也

包括批评之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狄更斯生前的

英美评论概况中有许多１９世纪的一手评论材料，
这些材料对当今的狄更斯研究者而言无疑弥足珍

贵。“狄更斯产业”的形成（１８７０－１９１４）梳理了从
狄更斯去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传记研究、重

要的研究论文与研究专著三个方面。两战期间

（１９１４－１９３９）的英美狄更斯评论部分从“形式主义
与新批评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

评”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狄更斯研究的第一次

转向”（１９４０－１９５９）分析了“狄更斯声誉的复苏”
“形式主义批评”“传记研究”这三个方面。“狄更

斯产业的健康发展”（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分析了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狄更斯批评方法的多元化，从主题研究、
影响研究、形式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心理批

评和原型批评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批评进行了梳

理，并指出其后批评发生的后现代转向的原因。

“后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融合互渗”（１９８０－
２０１０）分析了这一时期后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并存
的现象，并详尽分析了各种批评的代表作家的

观点。

“中国狄更斯学术史”部分追溯了国内狄更斯

学术研究历史，分为“晚清与民国”“共和国建立到

７０年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三个时期。著者不
仅展示每一时期的史料，而且对其进行恰当的评

价，比如，晚清时期的狄更斯学术史主要体现在林

纾的译本序言当中，在阐述其观点后，进行了如下

评价，“客观地说，狄更斯的小说并不以结构为其第

一强项。林纾囿于自己的阅读面，将狄更斯的小说

作为结构的范例向中国读者推荐，是可以商榷

的。”［１］２０３对民国时期孙毓修的评价也做出点评，

“作者肯定了狄更斯小说描写生动，结构严谨，但将

《圣诞欢歌》看作狄更斯‘第一篇有名之杰作’，似

乎并不妥当。”［１］２０５对“十七年”期间的评价，“杨耀

民的论文全面、扎实、深入，代表了十七年国内狄更

斯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也有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

常见的不足：侧重思想内容，喜用阶级分析，有用观

念剪裁作品实际的现象。”［１］２２１对“共和国建立到

７０年代”的狄更斯研究不仅进行了梳理，还用了近
两页的篇幅从“始创性、介绍性、侧重具体作品的分

析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等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狄

更斯研究做了评价。“新时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
今）”的狄更斯学术史的梳理分为两个时期：“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前十二年”。除了
对重要研究者的文献进行微观的梳理分析以外，还

对该时期的总体研究趋势与特征进行简明扼要的

评述，做到史评结合，让读者很容易把握每一个时

期狄更斯研究的总体脉络与基本状况。

《学术史》梳理部分既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又

立足中国的本土研究，为国内狄更斯研究提供了充

实资料。正如陈众议先生在总序中所言的那样，

“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

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是不能想象

的。”［１］总序２《学术史》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

理，将最有代表性的狄更斯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二　批评之批评：切中肯綮

《学术史》并不满足于对史料进行一般的梳理

与述评，而是洞察狄更斯研究的关键问题，并对这

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第二部分的批评之

研批评———“狄更斯学术史反思与研究”，并非只是

对学术史本身进行反思，而是围绕狄更斯学术史的

一些核心问题，联系狄更斯的创作进行了全新的探

讨，提出了著者的真知灼见。

本部分探讨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狄更斯的创

作方法。他到底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还是一位浪

漫主义作家？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的话题。赵

炎秋教授提出了自己对创作方法的独到看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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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不过是作家创作的一些共同特点的归纳，无

法包括每一个鲜活的创作主体。对狄更斯这样具

有高度独创性的作家，我们应该从其创作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创作特点，多侧面地剖析其

创作时遵循的基本规则，这样，我们才能对狄更斯

的创作方法有一个比较客观科学的理解与把

握。”［１］２９２通过分析狄更斯的具体作品如《荒凉山

庄》中的“大法官庭”“克鲁克的自燃”等生活中的

“奇异”之事，赵教授认为：“狄更斯的创作侧重表

现生活中奇异的一面。”［１］２９５进而得出结论：“狄更

斯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感受型的现实

主义。”［１］２９２

本部分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狄更斯作品

中的“监狱”意象。“监狱”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到底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赵教授深入分析了狄更斯笔

下监狱的两面性：“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监狱既是揭

露社会黑暗的地方，又是惩罚的场所，既是普通民

众谋生的地方，又是不良分子聚集的场所，呈现出

正反两面性。”［１］３１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狄更斯的“人性”问题。狄

更斯创作对“人性”有没有深刻的表现？大家观点

并不一致。亨利·詹姆斯等批判狄更斯缺乏对“人

性”的深刻思考，认为其作品“只创造了人物肖像而

没有别的”，赵教授通过对《大卫·科波菲尔》中马

车夫巴奇斯的迷财、《小杜丽》中克林南姆夫人的仇

恨、《荒凉山庄》中巴杰尔医生的虚荣与世俗、《双

城记》中人性的复杂与深度等进行分析，充分论证

狄更斯对“人性”问题的关注，认为“狄更斯善于在

平常的生活事件中发现丰富的人性内容。”［１］３２１

第四个问题是狄更斯小说中的跨时代因素，包

括结构、道德、城市文学与先锋人物四个方面。在

结构上，赵教授分析了狄更斯的早期小说《匹克威

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

贝》《老古玩店》等承继了斯摩莱特的《蓝登传》、斯

特恩的《感伤的旅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以

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流浪汉小说的结构传

统。并认为，狄更斯的“中后期小说一定程度上摆

脱了这种结构模式，但不少小说仍然保留了流浪汉

小说的许多因素。”［１］３２８并因此总结，“狄更斯的小

说结构总是，比如，没有托尔斯泰的小说结构那样

紧凑。”［１］３２８著者又详尽分析了狄更斯与传统流浪

汉小说的不同之处，并用“多元整一”［１］３２９来概括狄

更斯的小说结构。在道德上，赵教授将狄更斯与哈

代的道德观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哈代那里，社会

道德以恶的面貌出现，它给主人公带来的只是灾难

与毁灭。而在狄更斯的小说中，道德则以天使的面

貌出现，是主人公安身立命的依据。”［１］３３３在城市文

学方面，赵教授认为，“狄更斯可以说是英语城市文

学的开创者。”［１］３３５同时，赵教授认为狄更斯笔下的

人物带有“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因

素。”［１］３４０并从“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自由意志的

丧失”“人的渺小感和无能为力感”三个方面来进

行充分阐述。［１］３４０－３４２

最后一个问题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道德内涵。

关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中西作家颇有争议，

为了解决这种争议，赵教授引入“道德”，认为“道

德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主要内涵，而人道主义则是

狄更斯道德体系的基础与核心。”［１］３４５

赵炎秋教授高屋建瓴，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俯

瞰狄更斯研究之全貌，既不盲从西方学者的研究话

语，也不重复国内研究的观点，在批评之批评部分

切中肯綮，突显研究的问题意识。正如曾思艺在评

论赵教授的另一部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时

所评价的那样，赵教授“不迷信权威，大胆提出自己

独到的见解。”［２］

《学术史》的主要作者赵炎秋教授自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狄更斯研究，并于１９９６年出
版了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在《外国文学评

论》《中国文学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

自己独特见解的高水平文章，２０１４年９月由译林出
版社推出了由他编选、他与他的团队成员翻译的

《狄更斯研究文集》。经过长期积累，他不仅对狄更

斯作品烂熟于心，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也了如指掌，

在学术史梳理与其后的批评之批评中对狄更斯小

说中的细节与批评家们的观点都能随手拈来。《学

术史》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方面

的专著，有助于读者全方位掌握狄更斯研究辉煌的

历史与现状，有效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本专著

的高超之处在于其不是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却胜似

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在狄更斯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

式的地位与意义，它的出版影响了国内狄更斯研究

的进程，也是将来的狄更斯研究者绕不过去的必读

参考书，必将大大推动国内狄更斯研究走向新的视

野与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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