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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入里 气势恢宏 

———评《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丛书

陈　靓

（复旦大学 外文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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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狄更斯学术史研究方面的
专著，赵炎秋、刘白、蔡熙等合著的《英美中狄更斯

学术史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首先，该书以详

实的史料和清晰的脉络梳理了英美及东方学界对

狄更斯的研究历史，在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能做

如此详尽的整理实属不易。不仅如此，该套丛书更

进一步，针对不同时期的狄更斯的接受情况进行了

解读，既有当时的宏观文化概览，又不乏对批评文

本的深入分析和评价，展示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

度。其次，该书没有止步于学术资料整理，而是对

狄更斯的学术史进行了反思，从学术学理的视角对

狄更斯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针对国内关于

狄更斯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作了犀利的点评。

狄更斯虽然在文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英美

学界对狄更斯学术史的研究重视不够，无论是研究

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时间跨度都相对有限，且研

究仅限于史料整理方面，缺乏批评深度。在国内，

也缺乏有关狄更斯学术史的系统梳理。从这个意

义上说，《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不管在内容上

还是方法上，都堪称学术史研究领域的楷模。

该系列丛书分为三部，第一部主要探讨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英美文学批评视野中的狄更斯研究，揭

示各种批评流派对他及其作品的不同解读。在介

绍中，该部重点介绍了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同时

在做整体评述之后，通过对某些重要批评家的批评

观点和研究方法做出评价，探讨他们批判立场形成

的原因以及存在的缺点，并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

在针对这一时期的狄更斯作品进行反思的时候，著

作者选取了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８篇论文，以批评

话语对其进行了整理分析，不仅有不同文化时期的

史料代表性，而且还集中了相关视角进行深入分

析。在大量运用比较视角的同时，展示了一个多元

开放的批评视域。其中很多视角很有启发性，比如

狄更斯作品中的历史意识问题，作者写道：“历史意

识不只是对叙述对象和表现内容的历史形式和意

义的自觉，更体现为作家艺术思维和审美判断的历

史感”。［１］其不仅关注狄更斯作品中历史的主体意

识，同时也以历史的文本性审视狄更斯反观现实的

态度。另在对狄更斯作品伦理思想的探讨中，作者

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宗教伦理和生态伦理等角

度综合分析了其长篇小说的主题，并指出了作品与

维多利亚时代人文关怀思潮的关联，从篇章架构和

论证逻辑上展现了宽宏的学术视野。

第二部介绍了１９４０—２０１５年英美学界在狄更
斯研究领域内的成就，尤其是到了２１世纪以后，批
评理论渐趋多元，该部在评介方面面临的挑战更

大，但作者能紧跟形势，在脉络的梳理上清晰流畅，

有着良好的宏观驾驭能力，并详细地从主题研究、

形式主义批评、影响研究、心理批评、原型批评等角

度展开阐述，逐渐将视野从传统批评引向更宏大的

后现代批评视域内，以评论方法为基准进行脉络梳

理。在英美学界，后现代批评视角对狄更斯的文本

有了更多新颖的阐释，这对于国内长期以来被早期

“批判现实主义”标签所局限的狄更斯批评传统而

言，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该著重点评介了后现代

思潮下对狄更斯长篇小说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

义批评、心理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多

元视角，点评精简得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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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学术史的反思中，指出了当前国内狄更斯研

究成果中常识性错误、重复研究、缺乏文本细读、原

创性匮乏、炒剩饭等不良学术表现，令人不禁赞叹

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出国内学界对国外经典作品的研究误区。此

外，著作者重点提出了一些值得挖掘的学术史的研

究前沿课题，如狄更斯作品中的经验、记忆、闲逛主

题，意识批评、经济视角、城市主题、异托邦空间、道

德批评等，这些问题都有着宽阔的学术研究空间，

这也是今后在多元化语境下对狄更斯作品研究的

发展方向。

第三部介绍了国内自晚清以来的狄更斯学术

史，并专门介绍了林纾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特点。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也属于国内狄更斯研究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本书对林纾翻译的强调也反映

出作者严谨细致的学术作风。在对新中国的狄更

斯学术史介绍中，本书结合历史背景对不同时期的

狄更斯研究做了详尽的梳理。不仅有客观的社会

意识形态分析，也有对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的点

评，并具体从综合研究、思想研究、艺术研究、人物

研究、比较研究、翻译传播和学术史研究等方面进

行评介。在对国内狄更斯学术史的反思中，作者提

出了“感受型现实主义”理念［２］。从狄更斯创作的

特点来看，他的现实主义中有着丰富的心理空间，

感受型现实主义这个新的批评视角不仅可以揭示

狄更斯作品中丰富的文本肌理，更能有效扩展对狄

更斯作品研究的批评范畴。从对狄更斯作品的阅

读中，可以看到狄更斯笔下的现实不全是传统的现

实主义图景，还有很多夸张和戏剧性成分。在著作

者看来，这是感受型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即奇

异性和真实性的有机统一；第二个特征则是狄更斯

将主观的生活进程与客观的生活逻辑有机结合，以

自己的主观意愿对生活进程进行人为的安排，但小

说整体保持客观的风格；第三个特征是重视细节的

真实和强调主观介入的有机结合，即在细节的真实

性中渗入作者的感受。“感受型现实主义”特征较

全面地涵盖了狄更斯小说中的文本特质，在肯定狄

更斯作品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强调了文本中丰富

的心理空间，贴近狄更斯作品的文本特质。此外，

著作者从监狱意象、人性、跨时代因素和道德内涵

等角度深入分析狄更斯作品的主题特征和文本策

略，不仅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而且有细致详尽

的意象分析，展示了著作者在狄更斯作品研究领域

深厚的学术功底。

早期国内研究的“批判现实主义”模式把狄更

斯的文本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来对待，造成了很多

视角单一、结论重复的研究。在多元化的后现代批

评视角中，也要注意到狄更斯创作的多元性和文本

的多元性。狄更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除了 １５
部长篇小说外，还有２０余部中篇小说和数百篇短
篇小说以及大量散文、杂诗和演说词。虽然国内对

狄更斯的研究起步早，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视角多

元，但多集中于长篇小说上，对其短篇小说以及其

它文体的作品关注不够。狄更斯的作品有着丰富

的文本性，如在短篇小说中，狄更斯喜欢以鬼魂的

形象来展示人物的心理空间。在《谋杀的审判》

《信号员》等短篇中，狄更斯以鬼魂来揭示人物的性

格分裂，这种基于现实情景下的虚幻空间可有效展

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研究狄更斯小说对心

理空间的表现，可以从叙述层面更深地挖掘其创作

技巧，并进一步通过它来研究狄更斯作品中的现实

与虚拟、时间与空间等的文本和主题关联，因此从

鬼魂主题的角度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他

的中短篇作品中的文本特征。

从整体上来说，在对狄更斯作品的评析上，《英

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丛书以翔实的史料和清晰

的脉络对狄更斯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精辟的梳理和

评价，展示了多元的批评视角。丛书在做学术梳理

的同时对国内的狄更斯研究现状做了鞭辟入里的

点评，指出了目前研究的空白，对抄袭等不正学风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不仅点出了当前国内狄更

斯研究中的个别问题，而且从批评视角和内容选材

等角度为今后的狄更斯研究做了宏观的学术布局。

本套丛书兼具史料性和学术性，对国内外的狄更斯

研究有着开创性的学术意义。无论从丛书的篇章

布局还是内容深度上说，对其他专题学术史都有很

高的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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