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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文学系统研究的拓荒之作

———评王琳《美国城市文学地图

———以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为中心》

刘年喜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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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获赠王琳博士新著《美国
城市文学地图———以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为中

心》（以下简称“王著”）［１］。王琳博士早在数年前

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时，就开始涉猎美国城市文学

的研究，为著作的撰写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毕业后，她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成功申请到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这部新著既是她国

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也是国内迄

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美国城市文学

的专著。著作以美国三个最具代表性大都市纽约、

芝加哥、洛杉矶为中心，通过解读这三座城市的代

表性作家作品，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美国城市小

说发展图景，为国内学界研究美国城市文学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线索和问题路径。纵览全书，笔者认为

其具有如下特点：

　　一　从选题上看，慧眼独具，填补了研究领域
的空白

　　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与现代城市的诞生和
演化密切相关，小说反映城市的精神和风貌，城市

影响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二者互动互进，有着不可

分割的联系。从这一角度看，研究现代城市中的作

家作品，离不开对城市环境和城市文化的探究；同

样，研究城市历史、城市文化也离不开对作家作品

的阐释。缘与此，城市文学这一具有学科意义的特

定概念横空出世，在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欧美学

界开疆辟土，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形成一股不容小
觑的学术潮流。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著作，如雷

蒙·威廉姆斯的《乡村与城市》、波顿·帕克的《现

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威廉·夏普的《不真实的城

市》、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

史》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城市文学研究经典。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受欧美学界的影响，中国学者
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开始引入城市形象这一视角，

出现了如陈晓兰的《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

和《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矛盾为例》

这样的研究专著。但就对美国城市文学的研究而

言，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尽管也零零星星出现了一

些论文，如方成、蒋道超的《德莱塞小说中的城市空

间透视及其意识形态》、乔国强的《美国犹太作家笔

下的现代城市》等，但这些研究都只是个案研究，美

国现代城市小说的全局性、系统性研究阙如。王著

在美国城市文学的研究选题上慧眼独具，以纽约、

芝加哥、洛杉矶为中心，对美国城市小说的发展和

演进作了全景式勾勒，填补了国内学界美国城市文

学系统研究的空白。

　　二　从结构框架上看，以史为经，文史互证，气
势恢宏

　　王著以美国城市小说发展史为纵线，以纽约、
芝加哥和洛杉矶三个大都市为横线，对１９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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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城市小说的发展作了详尽的梳
理，呈现出一幅气势恢宏的美国城市小说发展全景

地图，为国内美国城市文学的系统研究开疆辟土，

其结构的宏阔，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纽约成为北美经济
发展中心，发展成全国首位性城市。但在经济快速

发展的同时，交通拥挤、城市喧嚣、环境污染、住房

条件恶化等现代城市病也在纽约相继出现，相伴而

生的是城市人日益封闭、孤独与扭曲的精神状态。

著作以“老纽约：城市挽歌”“底层纽约：城市悲歌”

“现代纽约：城市大合唱”“多群族纽约：城市变奏

曲”为节点，结合伊迪丝·华顿、亨利·詹姆斯等人

的小说，呈现了纽约立体多维的城市图景。

１９世纪末，芝加哥成为中西部最具有代表性
的城市，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卫星城模式被芝加哥学

派称作“芝加哥模式”，或叫“单核模式”。著作从

历史的角度把芝加哥文学发展分为“正在崛起的城

市”“物质主义的中心”和“城市边缘人的隔都”三

个阶段，以三次书写浪潮为主线，结合亨利·富勒、

西奥多·德莱塞、纳尔森·艾尔格伦、索尔·贝娄

等人的小说，凸显芝加哥这一典型工业城市的社会

变迁和精神风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形成提供
了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洛杉矶模式，即城市

不再支配腹地，城市区域有多个活动集结点，又称

“无中心城市”。许多城市学家认为它代表了未来

城市发展模式。硅谷、好莱坞和迪尼斯乐园共同营

构了这个集创意、消费与娱乐一体的城市，使其成

为“美国梦”的现实依托。然而伴随其发展而来的

失望情绪和暴力冲动，又使这座天使之城成为梦幻

之城和地狱之城的复合体。著作侧重探讨了洛杉

矶文学中好莱坞小说和硬汉侦探小说这两种主要

类型，并以此呈现洛杉矶这座集梦想与邪恶为一身

的美国“梦想之都”的暧昧面相和矛盾精神。

　　三　从研究对象看，数量众多，发掘了不少重
要作家作品

　　王著涉及作家有２０多个，小说有３０多部，这
些作家作品作为这一时期城市文学的标本，体现出

美国城市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精神特质，也是研究美

国城市文学不可绕过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纽

约篇”涉及了伊迪丝·华顿、亨利·詹姆斯、豪威尔

斯等１１位作家的 １０部作品；芝加哥篇分析了亨
利·富勒、罗伯特·赫里克、西奥多·德莱塞等１０
位作家的１５部作品；洛杉矶篇研究了霍勒斯·麦
科伊、雷蒙德·钱德勒等 ５位作家的 １１部作品。
其数量众多，地位显赫。

这其中，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是一

片空白，如“芝加哥篇”中论及的赫里克、富勒和艾

尔格伦等作家，都是第一次呈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

成果中。赫里克和富勒是芝加哥文学的先锋，艾尔

格伦是芝加哥文学衰落时期的代表作家，著作对这

些美国城市文学大家的发掘，对推进国内学界美国

城市文学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拓荒意义。

对于在国内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作家和作品，

著者也能够从全新的角度进行重新阐释，如其对

《了不起的盖茨比》《曼哈顿中转站》和《蝗虫日》等

经典之作的阐释，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此外，王著的研究方法也值得称道，著作除了

运用司空见惯的审美批评、文本细读等研究方法

外，还借鉴现代建筑学、城市地理学、文化地理学、

都市文化理论、空间理论、文学生产与消费理论等

多学科研究成果，透过小说文本兼及城市发展历史

解读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三个城市内在的城市精

神和文化特征，真正实现了多视角融合、跨学科研

究，体现出著者广博的知识视野和的强烈的创新

意识。

概言之，王著是一部国内美国城市文学系统研

究的拓荒之作，其价值和意义显而易见，值得学界

关注和重视。不过，著作在研究美国城市文学时只

选取了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三个代表性的城市，

一些在城市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

如波士顿、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尚未涉及，而要真正

全面系统地绘制“美国城市文学地图”，这些城市的

文学也应该被纳入进来。笔者相信，假以时日，王

琳博士一定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弥补这些缺憾，带给

我们更多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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