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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的美国犹太文

学研究已近三十年 ,适时地回头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开展美国犹太文学的

研究会起到一定的总结和反省作用。本文梳理并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

界对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现状 、美国犹太文学的特点以及美国犹太文学研究中一些

值得重视的问题 ,认为美国犹太作家无论怎么写或是否愿意接受被冠以美国犹太作

家这样的头衔 ,他们始终都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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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涌现出的

一些著名作家 ,如索尔 ·贝娄 、艾萨克 ·巴舍

维斯·辛格 、菲利普·罗斯 、伯纳德 ·马拉默

德 、阿瑟·米勒 、诺曼 ·梅勒 、约瑟夫 ·海勒 、

E.L.多克托洛 、辛西娅 ·奥兹克 、欧文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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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就可以看出美国犹太作家在美国文坛上

所占有的地位 。因此 ,开展美国犹太文学的

研究对全面把握美国文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

走向是至关重要的。国内的美国犹太文学研

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 ,适时地梳理已有

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开展美国犹太文学研究

会起到一定的总结和反省作用 。

一 、 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对美国犹太文学的全面介绍和

研究起步较晚 ,大致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

的 。确切地说 ,国内学者对美国犹太文学的

介绍和研究是从 1979年梅绍武 、冯亦代二位

先生在 《读书 》杂志上介绍艾萨克 ·巴舍维

斯 ·辛格开始的 。

梅绍武先生所发表的 《1978年诺贝尔奖

金获得者艾萨克 ·辛格 》主要是评介性的。

他认为 , “辛格的作品情节生动 ,富有趣味

性 ,文笔清晰简练 ,大都是描写波兰犹太人往

昔的遭遇和美国犹太人现今的生活 ,其中也

有不少是神秘的灵学和鬼怪故事 ”(114)。

应该说 ,梅先生的这番概述是准确而到位的。

辛格本人也特别强调自己对犹太题材的喜

爱 ,他曾强调说:“我最了解犹太人 ,最熟悉

意第绪语文 ,所以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和人物

总是犹太人 ,讲意第绪语。我跟那些人在一

起感到自在 ”(梅绍武 114)。辛格本人的谈

话 ,印证了梅绍武先生的论断。不过 ,梅绍武

先生也并不是一味赞赏辛格 ,在文章的最后 ,

他尖锐地指出了辛格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他

说:“辛格对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抱有某些

不正确的看法” (117)。

冯亦代先生的 《卡静论辛格》(1979)一

文是冯亦代先生借助卡静对辛格的评论 ,来

阐发自己对辛格创作的真知灼见 ,但给人的

感觉是宏观的东西多 ,微观的东西少 ,抽象议

论的多 ,具体论证的少 。当然 ,这可能也与他

所处的时代以及 《读书 》杂志对文章文体的

要求有关。尽管这样 ,冯亦代先生这篇文章

还是为我国学者进一步开展对辛格的研究甚

或对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起

到了一定指导 、推动的作用 。

1979年《译林 》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伯纳

德 ·马拉默德写给杨仁敬先生的信 。马拉默

德在信中除了对杨仁敬先生翻译他的小说

《店员 》表示致谢外 ,还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

的赞赏(杨仁敬 265— 66)。同年的 8月 22

日至 9月 1日间 ,在烟台召开的 “全国美国文

学研究会 ”上所提交的二十余篇论文中 ,讨

论辛格作品和创作成就的就有四篇(《读书》

1979),
①
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辛格等美国犹

太作家的研究兴趣。随后 ,国内另有一些学

者开始翻译和评介美国犹太文学作家和作

品 ,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 《美国

文学丛刊》(后更名为 《美国文学 》)成为翻译

和评介美国犹太文学的一个重要平台 ,先后

刊载了如董乐山翻译的菲利普 ·罗斯的 《鬼

作家》(1982)、董鼎山的论文《杰·台 ·塞林

格和遁世作家 》(1982)、郭继德翻译的阿瑟

·密勒的《回忆两个星期一 》(《美国文学丛

刊 》 1983)和鲁塃 、赵仲沅 、王铮 、李乃坤 、崔

希智与郭文等翻译的马拉默德的系列短篇小

说 。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 ,评论文章也开

始见诸于学术期刊 ,不过对作品进行评介性

或赏析性的文章居多 ,如陆凡的 《菲利普 ·

罗斯新著 <鬼作家 >评介》(1980)、《索尔 ·

贝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1980)、《索尔·贝

娄新著 <失言者 >评介 》(1980);欧阳基的

《伯纳德 ·马拉默德作品中的异化问题 》

(1980)、王长荣的 《伯纳德 ·马拉默德代表

作 <店员 >的文体与语言技巧试析 》

(1983);郁诚炜的 《辛格短篇小说的结尾艺

术 》(1984)、潘维新的《马拉默德短篇小说的

象征手法 》(1986)以及王宁的 《浅谈索尔 ·

贝娄的小说创作 》(1985)、夏政的 《当代犹太

女作家辛西娅 ·奥扎克 》(1988)、乔国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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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 <第 22条军规 >中的 “重复 ”及其意

义 》(1989)等 。只有少数文章 ,如董鼎山的

《犹太小说与犹太作家 》(1984)、黄家修的

《当代美国犹太小说发展述评 》(1983)是从

宏观上来论述美国犹太文学的 。董鼎山在文

章中除了对美国当代犹太文学进行扫描式的

点评外 ,还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 、独到的见

解 ,认为 “几乎所有的犹太知识分子都对他

们的文化与宗教背景特别敏感 。有些人在表

面上似乎是自觉地否定了他们的犹太遗产 ,

可是这又造成了内心的苦闷和复杂的心理状

态……很多作家不愿将自己作品中的犹太特

性被人指为特点 。可是事实上美国文坛上犹

太作家的作品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势力 ”(136-

38)。可以说 ,董鼎山先生的论断对我们开

展美国犹太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黄家修则在梳理了 20世纪 30年代以来的美

国犹太文学后指出:“犹太小说家们把自己

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美国的现实生活巧妙地结

合起来 , 通过犹太文学的传统主题揭示西方

社会的普遍矛盾 , 对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进行

探索 , 加上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上的创

新 , 使战后的犹太小说的影响远远超出其民

族的范围。”(67)应该说 ,这一观点也是颇有

见地的 。

进入到 20世纪 90年代后 ,从已发表的

文章来看 ,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②
,

而且文章论述的广度和深度也有了很大的突

破 。 1991年 7月 24日 ,辛格在纽约溘然长

逝 。同年 ,冯亦代先生在《瞭望》和 《读书》杂

志上 ,分别撰文悼念辛格的去世和介绍辛格

生前最后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 《卑贱的人 》

(Scum, 或译为 《渣滓 》)。 1992年 ,徐崇亮

也撰文论述辛格的创作。他在 《辛格和 〈萧

莎 〉———兼论犹太文学》这篇文章中 ,首先对

犹太文学进行了界定 。他认为 ,

凡是以犹太文化 、历史 、字数 、哲学

为其创作背景 ,直接以犹太人及其生活

为创作原型 ,展现了具有犹太民族特征

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 ,包

括当代那些描写犹太人同化于其他民

族 ,异化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过程的文学

作品 ,都属于犹太文学范畴 ,或者说 ,都

属于我们对犹太文学的研究范畴。

(82)

徐崇亮对犹太文学范畴的这一界定基本

上涵盖了犹太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在国内学

者尚且处于对美国犹太文学的内涵和性质的

认识有所模糊不清的年代
③
,他的界定对我

国学者研究犹太文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不过 ,他如果能够将 “直接以犹太人及其生

活为创作原型”这句话 ,改为 “直接或间接地

以犹太人及其生活为创作原型 ”, 则似乎更

能涵盖犹太文学 ,特别是美国犹太文学的内

容和特质。总的看来 ,徐崇亮的文章不仅展

示了他丰厚的学养 ,而且还透露出了他与伟

大作家息息相通的精神特质。

刘洪一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

国犹太文学的文章 。他在 《父与子:文化母

题与文学子题———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一种主

题模式 》(1992)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

点 ,即 “ 父̀与子 '的文化母题在犹太文化历

史上有其恒定的结构品质 ,它贯穿于漫长的

犹太文化史程 ,并以种种特定的方式呈现在

文化的诸形态之中。美国犹太文学不仅在相

当程度上遵循了这一文化母题并形成一种普

遍化的主题模式 ,而且对这一母题进行了独

特的运用和生发” (38)。其后 ,也有论者沿

用他的观点 ,对这一母题在具体作品中的表

现进行了论述 ,如刘兮颖的 《索尔 ·贝娄长

篇小说中隐喻的 “父与子”主题 》(2004)。

1992年 7月由九江师专 “犹太文学研究

中心”主持召开的 “犹太文学庐山研论会 ”为

进一步推动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研究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会议认为 ,美国犹太文学在现当

代美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会的肖安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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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翔实的文学史料 ,较为完整地评述了

美国犹太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 并从理论上概

述了美国犹太文学的主题演奏三阶段 。王忠

祥先生从文化交流 、整体理解和艺术借鉴三

方面阐明了犹太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 并以

三类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为例 , 从理论上深刻

揭示了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批判意识和现代

特征。此外 ,徐崇亮从研究犹太文学代表作

家艾· 巴 · 辛格和他的作品 《萧莎 》入手 ,

明确提出了犹太文学是移民的民族文学的观

点 , 并论证了美国犹太文学的研究范畴。万

志祥就菲力 · 罗思的三阶段创作研究 , 揭

示了罗思从叛逆到回归的犹太创作主题。从

上述报道来看 ,这次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解决

了美国犹太文学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

一些困惑 ,为国内的美国犹太文学研究铺平

了道路 。这一时期 ,乔国强也发表了多篇论

述美国犹太作家和作品的论文 , 如 《试述伯

纳德·马拉默德对生活的求索 》(1990)、《论

伯纳德 ·马拉默德的犹太道德观》(1997)、

《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评欧文 ·肖的 <水

上面包 >》(1998)、《论索尔 ·贝娄小说中的

历史主题》(1998年)以及 《论伯纳德 ·马拉

默德与当代美国犹太文学运动 》(1999)。 20

世纪 90年代末 ,乔国强还出版了 《所要来的

都是虚空》(1999)一书 , 书中辑入多篇有关

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论文 。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时期的国内美国犹

太文学研究虽在研究范围和发表论文数量上

均有所突破 ,但是 ,对美国犹太文学 ,甚至对

某一作家 、作品所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 ,

似乎还没有从宏观上把握美国犹太文学发生

与发展的肌理和特质 。

二 、 21世纪初的研究状况

进入 21世纪后 ,我国的美国犹太文学研

究出现了新的气象:一是出现了较为全面评

价美国犹太文学的多部专著(刘海平 、王守

仁 2002;刘洪一 2002;乔国强 《美国犹太文

学 》2008;乔国强 《辛格研究 》 2008)以及多

篇综述性论文 , 如韩玉群的 《略论美国当代

犹太作家的整合精神 》 (2004)和刘佳媚的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发展轨迹探究 》(2005),

开启了系统研究美国犹太文学的先河;二是

文章发表的数量增多了 ,一些在校的硕士生 、

博士生也开始以此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三是

研究文章的领域也有所拓宽。研究者不仅在

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研究一些

一般性问题 ,此外还另辟蹊径 ,拓宽观察 、研

究的视域 ,如从宗教 、哲学 、性别 、叙事等视角

来分析研究美国犹太文学作品;有的还用比

较的方法 ,讨论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与我国现

当代文学作品之间的异同 ,为我国美国犹太

文学研究领域增添了许多可喜的成果 。不

过 ,综观近年来论文的发表情况 ,多数研究者

的目光主要还是集中在艾萨克 ·巴舍维斯·

辛格 、索尔 ·贝娄 、伯纳德·马拉默德 、菲利

普 ·罗斯等几位重要作家身上 ,对其他重要

的作家如阿瑟·米勒 、诺曼 ·梅勒 、辛西娅·

奥兹克 、E· L·多克托洛 、亨利 ·罗斯等虽

有论述 ,但数量不多。

2002年 ,刘海平 、王守仁主编的 《新编美

国文学史 》开启了国内以编年史的方式 ,纵

论美国犹太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先河 。这套四

卷本的美国文学史在论及美国犹太作家和作

品时的独到之处是史料的详尽 。杨金才主撰

的第三卷以一个整章的篇幅较为详尽评介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犹太重要作家和作

品 ,其中包括纳撒尼尔 ·韦斯特 、克利夫德·

奥德茨 、埃德温 ·罗尔夫 、玛丽 ·安亭 、亨利

·罗思等。杨金才指出 ,从 30年代美国犹太

作家的整个创作实践来看 ,美国犹太作家的

“创作态度并不一致 ,而且有时还会出现完

全对立的倾向 ” (610)。他在介绍和论述

中 ,以韦斯特 、安亭 、罗思等人的创作 ,充分论

证了这一特点。王守仁主撰的第四卷中也以

一节的篇幅专论了美国犹太作家和作品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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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的主要作家有斯坦利·埃尔金 、沃特 ·

阿比希 、菲利普 ·罗斯 、保罗 ·奥斯特 、辛西

娅 ·奥兹克等 ,为读者介绍了一个较为宽广

的美国犹太文学的创作领域 。不过 ,在该节

中 ,一些更为重要的美国犹太作家和作品没

有得到介绍和评价 ,如马拉默德 、索尔 ·贝

娄 、辛格等 ,尤其是这些作家的后期创作。

同年 ,刘洪一也出版了畅论美国犹太小

说的专著———《走向文化的诗学———美国犹

太小说研究 》。这是一部准确把握美国犹太

文学 “质地 ”的十分别致的文学研究专著。

它将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置于犹太宗教与文化

的大语境下进行 ,即在大的犹太宗教文化与

文学背景下讨论美国犹太小说的生成与犹太

文化渊源 、文化品行 、小说主题与文化母题 、

小说意象与传统经验 、小说技巧与文化融合

等 “二元话题 ”。在这种 “亦史亦文 ”的框架

下 ,刘洪一着重讨论的不是具体作家或具体

作品 ,而是以某作家的作品为例讨论具有

“母题”性质的问题 ,如 “父与子”母题 、“流浪

汉模式 ”等。书中还有一些章节藉美国犹太

作品探讨文化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如小说

观念与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 ,以使整部书的

讨论归结到文化诗学这个层面上来 。他在

“用文化美学 、文化诗学的理念……对美国

犹太小说的文化价值及美学 、诗学价值 ”(6)

的综合解读中 ,为国内美国犹太文学研究开

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2008年 ,乔国强的《美国犹太文学 》一书

出版。这是一部以史为线索 ,以史论相结合

的方式纵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专著。作者在书

中从文化的视域分析和探讨了美国犹太文学

的发生和发展。

论文方面 ,新世纪首先发表文章论述美

国犹太作家作品的有乔国强等人。乔国强的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解读 》(2000),从

宏观上解读了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文化意

蕴 。 2001年 ,程爱民在《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题为《艾 ·辛格小

说创作的源流与特色 》一文 ,概述了辛格的

生平和创作 ,并从辛格与犹太文化传统的渊

源出发 ,对辛格小说的源流与特色 、主题与主

题模式 、叙述手法 、人物塑造等作了较为全面

的考察和论述 ,为新世纪我国学者对美国犹

太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作了示范性尝试。

但是 ,程爱民在文章结尾部分的总结是

值得商榷的 。他写道:“总体上说 ,辛格的小

说描写了一个民族在放弃自己的传统向另一

种文化寻求依附的那种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内心涌动出的激烈冲突与

幻灭之感。犀利地透视了现代犹太人在追逐

物欲享受的同时 ,又眷恋古老传统的矛盾心

态 ”(65)。其实 ,纵观辛格的小说创作 ,他在

小说中描写的不是 “一个民族在放弃自己的

传统向另一种文化寻求依附的那种漫长而复

杂的过程 ”,而是描写了犹太民族在历史上

反犹主义的压迫下 ,以及在现代生活的感召

下所采取的身份转换的生存策略。他们采取

的措施并不是 “同化 ”,而是 “文化移入 ”,即

并不是 “寻求依附 ”,而是设法进入其间 ,在

学习非犹太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 ,坚持自己

的民族文化身份并设法影响非犹太民族文化

的走向 。他们往往以自己 “进入 ”所导致的

悲剧性的失败来 “影响 ”非犹太人 。辛格在

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 ,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

诠释他笔下的犹太人物所具有的这一特点:

犹太人已经流亡了两千年;他们曾

在数百个国家里居住过 ,使用过上百种

语言 ,但是他们还是保留下来自己古老

的语言 ,希伯来语……他们保留了自己

的书;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信仰。两千后 ,

他们回到了以色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

一个极为独特的例子 ,似乎永远不会发

生 ,也不会有人相信有这种可能……这

种作为少数民族的力量 ,一个两千年来

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且受迫害的少数

民族 ,拒绝接受所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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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Burgin38)

在辛格看来 ,犹太人虽然流亡了两千多

年 ,但他们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文化之

根 ,而且还在流亡两千多年后又重新回到了

他们民族的圣地以色列 ,其根本原因就是 ,他

们没有 “依附 ”他种文化 ,而是 “坚守”自己的

文化。辛格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和遭遇也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程爱民的 《艾 ·辛格小说创

作的源流与特色 》一文成功地梳理和解答了

辛格研究中的不少问题 ,是我们研究辛格小

说及其创作思想不可不读的文章。

这一时期对辛格的研究还有多篇论文 ,

如傅晓微的 《辛格 “民族忧煎情结 ”探析 》

(1998)、黄凌的 《多棱镜下的辛格宗教思想》

(2003)、黄吟的 《谈辛格小说鲜明的犹太文

学主题 》(2005)、毕青的 《从 <卢布林的魔术

师 >看辛格创作的男性立场 》(2006)、陆建

德的《为了灵魂的纯洁 ———读辛格短篇小说

有感》(2006)、王明霞的 《“智者 ”还是 “愚

人 ”———简析艾萨克 ·辛格的 <傻瓜吉姆佩

尔 >》(2006)、王革和李佰鸿合写的《由辛格

作品看美国犹太小说的文化内涵 》(2006)、

赵莉 、郑春丹的《试论辛格的存在主义倾向 》

(2008)以及乔国强的 《同化:一种苦涩的流

亡 ———析 “同化”主题在辛格作品中的表现》

(2004)、《辛格笔下的女性 》(2005)、《批评

家笔下的辛格》(2005)、《论斯宾诺莎对辛格

创作的影响 》(2006)、《论辛格对 “契约论 ”的

批判》(2007)等 。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齐宏伟发表在 《社

会科学论坛 》上的《启蒙 · 人道· 信仰———

从鲁迅到余华再到辛格小说中的 “三愚”》一

文 。他在将辛格与鲁迅和余华的作品进行比

较之后说:“鲁迅写出了几乎无药可救的愚

蠢 ,余华写出了自以为文明的残酷 ,辛格写出

了一种神圣的愚拙。 ……鲁迅的启蒙 ,余华

的人道 ,辛格的圣愚 ,从不同层次折射了写作

叩问生存的伟大意义 ,也给我们看到了走出

启蒙之彷徨的某种视角 ”(66)。齐宏伟的分

析判断精辟 、到位 ,富有哲理。他的比较研究

为我国的辛格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应

该说 ,这是近年来用比较的方式评论辛格作

品的一个精品。

进入新世纪后 ,国内对索尔 ·贝娄的研

究也进入丰收期 。祝平的 《国内索尔 ·贝娄

研究综述》一文(2006)较好地概括了国内对

索尔·贝娄研究的情况。国内对贝娄研究的

主要议题为贝娄小说中的存在主义(韩玉群

2004)、父与子主题(刘兮颖 2004)、对犹太知

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杨玉英 、廖进 2005)、流

浪主题(朱路平 2005)、文化身份 (龙纲要

2005)、犹太性(吴晶 2007)、现代人的精神困

惑(张军芳 2008)等。

2006年 ,江宁康发表了 《评 <拉维尔斯

坦 >的文化母题: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 》

(2006)一文。他在文中提出 ,索尔 ·贝娄的

《拉维尔斯坦》是一部 “对犹太民族坚持不懈

地 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 '这个文化母题 ”进

行艺术阐释的小说 ,这部小说 “展现了当代

叙事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艺术创新精神 ”

(81)。应该说 ,江宁康的论文对解释美国犹

太作家缘何趋于写 “寻找自我的民族家园 ”

提供了很好的答案。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江

宁康在文中多次提到的 “犹太人两千多年的

迁徙生活”(81, 82 , 84)这一说法是不够妥当

的 。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不

是民族的 “迁徙” ,而是 “流散”。这可能是在

行文中需要注意的。

傅勇的 《在父辈的世界里———对马拉默

德小说中 “父与子 ”母题的文化解读 》(2008)

是这一时期论述马拉默德的较为重要的一篇

论文。他在文中从希伯来文化角度探讨了马

拉默德小说中 “父与子 ”母题的诸种模式 ,阐

释其历史演化轨迹和文化意蕴 。他认为 ,马

拉默德式的主人公经历了一条 “寻父————

叛父————弑父 ”的精神历程(62)。不过总

的说来 ,国内对马拉默德的研究成果多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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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他的两部小说 《基辅怨》和 《店员》(韩

玉群 、杨志芳 2004;赵海燕 2006;张现红

2006),只有少数学者论及马拉默德的其他

作品 ,如《美国黑人作家与犹太作家的生死

对话 》(乔国强 2004)。韩玉群和杨志芳在

讨论马拉默德的 《店员 》时指出:“《店员 》不

仅描写了 为̀人类赎罪而受苦 '的犹太人 ,而

且还描写了 皈̀依犹太教 '的非犹太人 ,体现

了作者本人所说的 `人人都是犹太人 '这一

思想。精神和道德因素成为作家关注的焦

点 ,他把做真正的犹太人看成了实现人性道

德的象征。马拉默德笔下总是为一定的目的

而受苦 ,即为赎罪而受苦的主人公 ,经过作者

的点染 ,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 ”(43)。韩玉

群和杨志芳对马拉默德作品的解读是准确

的 ,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另外 , 薛丽

(2008)对马拉默德 《魔桶》中成长主题的分

析 ,也颇有见地。

对菲利普·罗斯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国内

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发表的相关

文章虽不多 ,但有新意和深度的文章却不少。

朴玉 、张而立在 《当代外国文学 》发表 《倾其

一生 ,难寻理想自我 ——— —解读菲利普 ·罗

斯的 <普通人 >》(2008)一文 ,从社会学和

心理学的角度 , 纵论了罗斯的新作 《普通

人 》。他们认为 ,罗斯的这部新作与此前的

创作不同 ,不是关注重大的历史事件 ,而是着

力捕捉一位七旬老者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人生

的反思 。林莉也在同期 《当代外国文学 》上

撰文(《论 <美国牧歌 >的多重主题》),论述

罗斯后期作品 。她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 ,分

析解读了罗斯的《美国牧歌 》。她认为 ,罗斯

的这部小说以犹太家庭内部文化冲突为线

索 ,结合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表现了来

自不同民族的美国人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境

遇 ,他们的困惑与挣扎 、追梦与幻灭 、爱与恨

的交织 、希望与绝望(72)。刘文松的 《 <鬼

作家 >对 <安妮日记 >的后现代改写与困

惑 》(2005)一文揭示了后现代改写在美国犹

太文学中的表现。他认为 , 《鬼作家 》对 《安

妮日记 》这个现代犹太文本的改写很具有代

表性。他把世人同情的犹太受难者的正面形

象改写成了一个反面角色 ,把一个圣徒变成

了一个不顾亲情 、惟利是图的凡夫俗子。这

种后现代戏拟 , 目的在于把 “庄重的变成滑

稽的” ,把正面的历史人物形象反面化 ,也显

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跨越体裁的特征(刘文

松 56)。张生庭 、张真二人合写的《 <朱克曼

三部曲 >的叙述学阐释 》(2005)一文从分析

三部曲中的叙述时间 、叙述视角和叙述对象

入手 ,分析了 《朱克曼三部曲 》的叙述结构。

他们认为 ,罗斯的这个三部曲的叙述结构存

在着一个独特的循环式 ,在叙述的内部机制

上 , 该三部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国内

运用叙述学基本理论来分析罗斯作品的一种

新尝试 。韩嫣薇的《从 <鬼作家 >看菲力浦

·罗斯反叛姿态背后的民族关怀 》(2004)从

社会历史的维度 ,探求了主人公朱克曼抉择

背后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另外 ,还有黄铁

池的《追寻 “希望之乡”———菲利普 ·罗斯后

现代实验小说 <反生活 >解读 》(2007)、乔

国强的 《后异化:菲利普 ·罗斯创作的新视

域 》(2003)等文。总的说来 ,这一时期国内

对罗斯研究的起点较高 ,论及的作品也较多 ,

而且很多是从文化维度切入的 ,较好地揭示

了罗斯作品中的文化意蕴 、价值取向以及审

美旨趣 。

这一时期 ,还有一些论文论及了辛西娅

·奥兹克(王祖友 2004)、多克托洛 (陈静 、

殷明明 2005), 阿瑟 ·米勒 (姜杨 、万连增

2006),亨利·罗思(乔国强 2004),迈克尔·

戈尔德(乔国强 2005),以及其它一些带有概

论性的文章 , 如虞建华的 “RoughandReal,

JewishImmigrantWritingasCaseStudy”

(2007)、乔国强的 《试谈美国犹太文学研究

中的几个问题》(2004)和 “TwoBasicTypesof

CharactersinAmericanJewishNovels”(2007)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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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犹太文学的特点与

研究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美国犹太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因而它既有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文学

的特征 ,又有其独特之处。具体地说 ,美国犹

太文学无论是在创作题材 、主题思想上 ,还是

在人物塑造 、场景描写 、叙事策略上 ,都具有

明显的民族文化特性 。

就创作题材而言 ,早期的美国犹太作家 ,

多喜欢写犹太家庭里的感情纠葛 、时代和社

会变迁引起的犹太人社区的变化和犹太人移

民文化情感的归宿 、犹太文化传统与非犹太

文化传统之间的碰撞 、犹太文化身份或同化

问题 、犹太文化自身发展等问题。二战以后

的美国犹太作家则着重描写现代犹太人的困

惑 、二战的幸存者 、反省犹太文化传统等。美

国犹太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 ,多以通过描

写忍受苦难 、救赎自我与他人 、寻找新生活 、

表现家庭伦理关系 ,如父与子等方面的主题

来折射犹太文化宗教传统的一些特质 。

就人物塑造而言 ,美国犹太作家笔下的

犹太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傻瓜

型 ,如辛格笔下的傻瓜吉姆佩尔(《傻瓜吉姆

佩尔》);另一类是受迫害型 ,如马拉默德笔

下的雅科夫(《基辅怨》)。不过 ,这两大人物

类型还可以再做细分 ,如傻瓜类有聪明的傻

瓜 、睿智的傻瓜 ,也有至死也不醒悟的真正的

傻瓜。同样 ,受迫害者也可以再细分为多种 ,

如有受反犹主义者迫害的 ,也有受自己的传

统宗教文化迫害的 ,更有因不适应新的环境

而感到自己受迫害的 ,如是等等。美国犹太

作家笔下还会有一种傻瓜和受害者相结合类

型的人物。这类人物像辛格所说的那样 ,是

一些 “不得安宁 、焦虑烦躁的家伙 ,他们必须

总是做点什么 ,计划点什么 ……是那种不管

经历多少次失望 ,会立即制造出另外一些幻

想来的人”(Burgin32)。他们常常会因此而

遭人忌恨 ,也因此而招致挫伤或失败 。

美国犹太作家在场景描写方面也有明显

的特点 。比如说 ,在传统的犹太人家里 ,书房

常常是父亲或家庭里其他男人所呆的地方 ,

而厨房则是母亲和孩童所呆的地方 。显然 ,

作家如何描写家庭成员在家中所处的位置 ,

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个家庭与犹太传统

之间的亲疏关系 。

当然 ,有些现代或后现代美国犹太作家 ,

如诺曼 ·梅勒 、欧文·肖 、约瑟夫·海勒 、J·

D·塞林格 ,已经很少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

写作了 。在他们的作品中 ,大部分场景已经

是很 “现代 ”、很中性的了 。尽管如此 ,我们

还是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鼓荡在其间的

犹太文化底蕴。如诺曼 ·梅勒在长篇小说

《裸者与死者》中写了两个美国犹太士兵 ,他

们的举止言谈 、思维方式以及命运结局中包

含了许多犹太元素 ,甚或都无不暗扣着犹太

民族的精神气韵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 ,美国

犹太作家不论怎么写或不论他们是否愿意接

受被冠以美国犹太作家这样的头衔 ,他们的

作品都程度不同地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本

民族的文化底蕴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霍勒斯

· M·卡伦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更换衣

服 ,政治观点 ,妻子 ,宗教或哲学观点 ,但在很

大程度上 , 人们无法更换他们的祖先 ”

(Kallen145)。同样 , 美国犹太作家可以变

换写作方法 ,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文化

立场和秉性 。这是我们研究美国犹太文学所

需要注意的问题 。

还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犹太作家的写作

手法尽管与同代作家一样 ,花样百出 、变化多

端 ,注意使用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 、现代

主义 、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些表现技巧 ,但其叙

事的要义却始终不离犹太传统的或非传统的

伦理道德观这个轴线。也就是说 ,无论他们

写什么或怎么写 ,作品的落脚点始终是在张

扬一种犹太的伦理道德关系。对这种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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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可能有多种 ———正面的或反面的 ,但不

管是哪一种 ,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犹太文

化元素 。理解这一点对深入研究美国犹太文

学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注解【Notes】
①　此处所引为一篇简短的会议通讯稿 , 文中没有

详细报道所提交论文的作者 、题目 、内容摘要

等。向会议提交讨论海明威的论文有三篇。

②　据不完全统计 , 20世纪 90年代发表的有关美

国犹太文学的文章有近百篇。 本文作者的 《所

要来的都是虚空 》(北京:北京出版社 , 1999年

版)一书中也收录了多篇本文作者论述美国犹

太文学的论文。

③　如 198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

大百科全书 · 外国文学卷 II》中对 “犹太人文

学”词条的解释是 “犹太人文学”(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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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当代外国文学专题学术研讨会征文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 从更深层次了解和把握当代外国文学经典作家的思想

内涵 、价值取向 、人文精神 、审美情趣和话语方式 , 本刊拟于 2009年 8月举办专题研讨会 ,专门讨论 20世纪以

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主要议题包括:

1、20世纪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研究 ,探讨其特有的文学观念 、艺术品格与创作规律等。

2、国外有关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最新研究成果的分析 、梳理与论述。

3、20世纪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 , 在中国的研究与接受现状 , 包括与中国作家的相互影响和交

流等。

届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踊跃参加 ,对会议优秀论文 , 本刊将辟专栏刊发。敬请有意赴会的各位专家学者

就以上命题撰写论文 ,并于 2009年 5月 20日前将论文题目和摘要用电子邮件发给编辑部并注明会议征文字

样。论文全文打印稿也请于 2009年 7月 20日前寄至编辑部。联系电话:025— 83593381:电子信箱:cflnju@

nju.edu.cn.

《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

2009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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