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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述评

陈 晓 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 , 上海

内容摘要 从文学的城市地形学描绘 、城市空间及环境研究 、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观念 、性别与

城市再现 、文学中的人群 、大众与阶级形象等方面对于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加以评

述 ,分析了西方城市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问题 。认为结合社会历史批评和传统的城市史

研究方法 ,从个体作家的文学城市地形学的研究 、大都会文学地图的描绘到城市文学史的书写一

直主导着 世纪后期至 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文学的研究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文学中的

城市空间 、风景 、生态环境受到关注 , 同时 , 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主题也成为研究城 、乡二元关

系和相关的文化与伦理观念的重要资源 随着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 , 性别 、人群与大

众作为现代都市的主导意象受到关注 , 从社会学、心理学 、修辞学和美学意义等视角研究文学与

大众政治的关系 。

关 键 词 城市文学 城市地形学 城与乡 性别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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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将文学纳人城市视阑予以研究肇始 城市 之间的分离 、反抗与再造 , 强调 “不

于 世纪后期 , 直至 世纪三四十年代 ,研究的焦 真实的城市 ,' 皿 对于现实城市

点主要集中于城市对于文学的影响 , 如作家的城市 的话语化 、秩序化与观念化的问题 。城市研究与文

经验 , 作家的地方感及其自我意识 , 文学作为城市 学研究的交叉与渗透提出了新的问题 , 革新了文学

历史记忆的独特形式 , 文学中有关城市的社会组织 研究的方法 , 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 而它所处理

结构与日常生活的独特再现 , 文学中的城市地形学 的问题 ,也不仅是文学研究和城市研究作为两个独

价值 , 等等 。 世纪 年代以来 , 随着文化研究的 立学科关注的问题 , 而且是关乎现代社会组织 、价

兴起 , “文学城市 ”丰富的知识价值受到其他学科的 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所有问题 。

普遍关注 。一方面 , 城市文学成为了城市生活史 、城

市文化研究乃至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另一 一 、文学的城市地形学描绘与

方面 ,文学研究领域引人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视 空间及环境研究
角 , 通过文学研究城市文化 , 研究城乡文化和城乡

观念 , 大都会的空间规划 、社会结构 、生活习俗 、经 在西方学术界 , 从个体作家之文学城市地形学

济制度 、金钱观念 、法制秩序 、社会抗议 、暴力 、犯 的研究 , 到城市 主要以大都会如伦敦 、巴黎 、纽

罪 、社会阶层 、阶级观念 、都市底层 、贫困问题 、两 约 、芝加哥 、柏林 、彼得堡等为中心 文学地图的

性关系 、婚姻家庭 、性别气质乃至公共卫生 、建筑文 描绘 , 再到城市文学史的建构 , 反映了 世纪后期

化 、居住理念等问题 。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与新历史 至 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和发

主义思想杂揉 , 社会历史批评与文本分析方法相融 展脉络 , 也一直主导着 世纪城市文学的研究 。结

合 , 一方面强调不同时期的城市文化对于作家生存 合社会历史批评和传统的城市史研究方法 , 采用实

状态 、文学观念 、文学形式 、语言表达 、文学传播等 证考据和都市地形学的描绘方式 , 研究文学史上与

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 , 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及其对 伦敦 、巴黎 、柏林 、彼得堡 、纽约 、芝加哥等大都会

于城市的想象 、再现与型塑 ,文学城 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的城市生活及其城市观念 , 勾

市 或者语词城市 一 与现实 勒其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地形图及城市意象 , 如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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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 、巴尔扎克 、雨果 、波德莱尔 、陀思妥耶夫斯

基 、 · ·艾略特 、乔依斯 、里尔克 、德莱塞等作家

的研究 。

年狄更斯去世后 , 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这

个著名市民的存在对于伦敦这个大都会的意义和价

值。在英国出版了一系列提名为 《狄更斯的伦敦 》

或 《伦敦的狄更斯 》的著作 , 如彭伯顿

的 《狄更斯的伦敦或狄更斯作品中伦

敦 》 乞 、' 么二

衬 、 乞 , , 、理查德 ·阿伯特 形

的 《狄更斯的伦敦词典 》 乞 , ' 乞亡艺。

。印 , 、弗朗西斯 ·霍普金斯 ·史
密斯 而 的 在狄更斯的伦

敦 》 乞 、 ' , 、瓦尔特 ·戴克斯

特 的 狄更斯的伦敦 》 。 。

己 乞 , 年初版 , 年再版 , 等等 ,

这些著作考证狄更斯在伦敦的居所 、他的活动区域 、

散步地点及他的足迹所到之处 , 他作品中所描绘的

区域 、地点 、风景及其人物生活 、工作 , 甚至犯罪

的地方 , 并探究这些地方 、地点的地形学背景 , 表

达了研究者对于狄更斯所记录的那些已经逝去的

城市历史和经验的追寻与怀念 。这种研究一直持续

到 世纪 年代 ,之后的 年间 ,狄更斯与伦敦的

研究处于沉寂阶段 , 直到 年代再度掀起热潮 , 狄

更斯的作品成为研究 世纪有关伦敦问题的重要文

献 。在法国 , 随着 世纪 年代开始的大巴黎改造

计划的实施和巴尔扎克本人的离世 , 巴尔扎克所描

绘的地方在城市大改造进程中逐渐消失 , 巴尔扎克

的作品成为了解巴黎现代化之前的城市地形 、空间

及建筑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 。如乔治 ·伯纳德 ·

莱瑟 的博士论文 《巴尔扎

克作品中的巴黎 》 尸 , 讯 。防 口澎 女

, 对于巴尔扎克的巴黎经验及其作品中

的巴黎再现的系统研究 。从个体作家城市地形学的

研究到城市文学社团和作家群的宏观描绘 ,并在此

基础上 ,描绘城市的文学地图 、建构城市文学史 。这

些研究结合作家传记 、区域文学 、文学地理学 、都

市地形学和文学地形学的研究于一体 , 强调城市作

为一种特定的地方对于作家的影响 , 以及文学 、艺

术及其他精神活动 ,作为地方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

对于地方文化的建设意义 ,并在城市文化史的整体

框架中建构城市文学史 。

随着地方意识 、空间理论和生态批评 、环境批

评的兴起 , 文学中的城市空间和物理环境受到学术

界的关注 , 城市文学的研究重心从城市地形学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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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转向具体的空间 、风景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空间

理论和环境研究的引人使城市文学研究从地域概念

过渡到空间概念 , 并将城市的物理空间及其中的社

会生活实践相结合 。作家作品中的城市景观 、场景 、

地点 、风景 、自然环境等所体现的精神意义与叙述

功能受到关注 ,研究小说中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秩序 、

道德行为 、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 , 空间的隐喻与语

言 、行为 、事件的关系 。作为生命之源的河流 如泰

晤士河 、塞纳河 、涅瓦河 ,作为历史 、传统 、怀乡之

象征的古迹 、墓地 ,作为信仰 、精神生活和传统道德

之象征的教堂 , 作为权力和控制之象征的宫殿 、帝

王雕像 、塔楼 , 与公 、私生活相关的公共 、私人空间 ,

如广场 、大街 、花园 、住宅 , 与都市边缘和反抗者相

关的地下世界如贫民窟 、地下室 、作坊等 , 这些被作

家精心构造的物质空间 ,作为人类生存处境和内在

精神的具像化体现 , 在小说的叙述中具有不可忽略

的作用并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 。如伊丽莎白 ·

库格勒 在 《作为一种表演的散

步 世纪巴黎文学与风景研究 》 。尸 。

咖 。 , 乞

二 亡 。艺 艺一 。叨 , 等 ,
分析了作为独特的生活实践的都市漫步的丰富涵

义 , 在大都市的漫步不再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 ,

而变成了目的本身 , 物理空间中移动的身体变成了

一种视觉景观 , 成为物理环境的组成部分 , 影响了
思维方式与自我意识 。文学中最普遍的街道与游逛

者也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 街道作为艺术家

和大学生活动的空间 , 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放逐者和

无家可归者的去处 , 一个人对于街道的熟悉与陌生

体现了他与城市或疏异或认同的情感 。史蒂芬 ·温

斯伯 在其 论街道与叙述逻辑

“ , , 中分析了

街道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功能 , 认为所有都市文学

都不得不利用大街达到其叙述目的 , 大街是人物活

动的主要场所 ,也是人物通向目的地的途径 。

空间研究几乎涵盖了城市空间的所有角落 , 如

象征个人的位移或漂泊不定及社会流动性的旅馆 ,

既是犯罪小说 、城市喜剧和探秘作品的背景或故事

现场 , 也是作家用以表现情欲的匿名场景 , 更是各

种人物聚集 、陌生人相遇 、事件发生的地方 ,也是作

为逃离法律制裁或政治迫害的避难所 。作为学术文

化中心的学院 、大学 、博物馆 、美术馆 作为宗教 、

国家 、权力 、秩序象征的教堂 、塔 、摩天大楼 、银行 、

医院 特别是精神病院 、法庭 、监狱 , 等等 。玛里

琳 ·托马斯 ·弗肯堡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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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勃朗特 、狄更斯 、哈代 、巴特尔小说中的

教堂 、城市与迷宫 》勾勒了小说中的教堂建筑与城

市的关系 , 着重分析了 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教堂 、

圣地与避难所和神性的再现等问题 。认为 , 世纪

以前 , 城市围绕着教堂建造 , 教堂不仅是城市地形

学意义上的中心 , 也是生活 、道德与文化意义上的

中心 ,教会制定法律 、行使法律 , 赋予城市生活以秩

序 。但 世纪的城市扩张对于教会的地位和权威性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教堂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 。 “很

难说 , 由于人类建造了城市驱逐了上帝 ,还是由于上

帝消失了 ,人类才建造了城市 ,这两者总是结合在一

起 ,城市中的生活也是一种方式 ,其中许多人直接体

验了生活在没有神的世界上意味着什么 ,, ①。历史

建筑 、名胜古迹乃至废墟 , 体现了城市作为 “历史的

圣地 ”的精神特质 , 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的有限性与时

间的无限性 , 因此与人类的历史记忆 、怀乡情结 、幻

灭感和自我认识密切相关 。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

也往往是政治事件的发生现场 , 文学中的政治现场

与象征着政治权力的纪念碑 、凯旋门 、国王雕像与

陵寝 ,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回忆及其对于权力的态度 。

普瑞斯勒 ·帕库斯特 ·弗格森

的 《作为革命的巴黎 书写 世纪的城

市 》 “ 二 环今乞亡乞。夕亡九 从几亡。。亡

移印 凸勿 , 以巴黎为中心 , 研究了巴黎的

精神生活和知识分子以及 世纪法国文学与政治 、

革命的关系 , 将 世纪法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独特性

定位于城市与革命的交互融汇中 , 认为 世纪巴黎

的革命激情使这座城市成为引人人胜的文化思考

对象 , 发生在巴黎的革命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作家认

识并再现城市的隐喻 。

城市文学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研究 , 也

是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夏伦 ·马库斯

的 公寓故事 世纪巴黎和伦敦的家与

城市 》 八 凸 , 己价 乞。从 。

亡 亡 耐 ”印 。, 在家庭生

活与都市的关系中讨论了英法现实主义小说与都

市化的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关系 。他从英 、法两国的

家庭观念和居住习惯对于 世纪伦敦 、巴黎居民住

房规划和建造的影响为切人点 , 通过巴尔扎克 、左

拉和狄更斯等作家作品的分析 , 比较研究了 世纪

伦敦 、巴黎的扩建对两个城市家庭观念和居住方式

的影响 。具体分析了欧仁 ·苏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

作为公私空间的公寓和狄更斯小说中独立的私人住

宅 , 分析 世纪巴黎和伦敦人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

①本文所涉及到的外文文献均由本文作者翻译。

活 , 通过居住空间分析了人的阶层归属感 。如住在

伏盖公寓的高老头在心理上归属于上流社会 , 实际

上却属于中下层 , 他所居住的公寓既是他身份地位

的象征 , 也是其家庭处境的表现 。在一个建筑中包

容了许多不同单元的公寓 , 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提

供了一种多元性和统一性调和的可能 , 在小说的结

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使都市中的各种事件 、多重

叙述编织成相互关联的情节 。在法国文学中普遍出

现而在英国小说中较少出现的公寓 , 融合了公共与

私人空间的功能 , 使个人的私生活暴露在他人的视

线之下 , 表明了渴望对他人的理解正是大都会聚集

性特征的产物 。同样 , 在英国小说中对于隐秘的私

人生活之神秘性 、奇异性的描绘正是现实主义小说

最基本的主题 ,通过对于隐秘空间的展示 ,揭示了城

市中人的存在的隐秘性和多元性 , 现实主义小说融

合社会类型与地形学的方式和全知全能的叙述 , 叙

述者穿越城市对其各组成部分予以窥视 , 试图使都

市生活的所有方面 包括私人家庭生活 变得透明 。

二 、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观念研究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直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 ,

自古希腊史诗 奥德赛 》、赫西俄德的 《工作与时

日 》、罗马帝国时期的讽刺诗至十八 、十九世纪乡村

急剧变革 、城乡剧烈冲突时期的文学 ,都反映了城市

与乡村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组织 ,

从相互依赖到冲突对立的历史演变以及城乡观念

的历史性延续 。拉尔夫 ·马克 ·罗森

等学者在 《古典时期城市 、乡村与价值的空

间组织 》 梦, 印 记 , 勺

` 坛。“ 葱。 葱 乞。二乞去夕, 中 , 将
考古学 、肖像学 、文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 , 分析了古

希腊 、罗马文化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以及相关的文化

与伦理观念 。雷蒙德 ·威廉斯 即 ,

的 乡村与城市 》 二。。印 二 认。凸云, , ,

在欧洲的广阔背景中 , 以英国文学为主体 , 描绘了

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演变 , 文学家的城乡观念及其文

学意象 。他指出 “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强有力的词汇 ,

在英语中 , ` ,一词是 民̀族 , ,也是 国̀

土 , 的组成部分 , ` ,则指整个社会

或它的农村地区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在人类漫长的

居落史中 , 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与赖以生息和造就人

类社会的土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而城市就是人

类社会的成就之一 首都 , 大的城镇 ,是一种完全不



同的文明形式 。人类对于城市和乡村这两类聚落形

式的强烈情感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并具有普遍化的

特征 , 乡村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 ,具有和平 、

纯洁和朴实的美德 。而城市 , 则被视为学术 、交流

的中心和光明的所在 。” 同̀时 , 乡村与城市又都被

赋予了负面的意义 , 城市喧嚣 、世故 ,充满了野心 ,

乡村则意味着落后 、愚昧和局限 , 即使 自 世纪以

来 , 英国的乡村和农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 英国人

对于乡村和农业生活的传统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力

量 , 即使在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变成工业化和都市化

社会 , 文学 , 仍然以乡村的立场看待城市 。至 世

纪末 ,英国农村被视为城市的附属 , 但是 , 整个国家

的历史 、文学 ,却与乡村经验密切相关 ,关于美好生

活的理念依然与乡村相关 。威廉斯通过简 ·奥斯丁 、

埃米莉 ·勃朗特 、乔治 ·艾略特 、哈代 、亨利 ·詹姆

斯及梅瑞狄斯的 “乡村宅邸小说 ” , 分析了文学家的

地域观念 , 绿色的语言 、风景描写 、田园情调以及乡

村社群 、人际关系 、爱欲的隐喻等等 。在他看来 , 这

种对于自然的描写和有关乡村生活的回忆 、观察和

再现 ,表明了在乡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 ,作家

们对于已逝的过去的沉酒与怀念 。十八 、十九世纪

英国城市的巨大变革和迅速扩张 ,城市变成了新的

风景 、新的社会 , 但却很难把新的城市与传统相隔

离 。文学家们依然将 “纯洁的乡村和有罪的城市 ”相

对照 , 对于工业和城市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情

感 , 一方面憎恶工业的非人化 , 另一方面又赞美丰

产 , 原先赋予土地的品性现在赋予了工厂 , 对丰饶

多产的工业的赞颂引申到对城市繁荣的赞扬 , 城市

意味着文明 、秩序 、安全 、繁荣 、礼仪 、幸福 , 同时 ,

又用传统的道德话语审判城市 , 批评城市的拥挤 、

紧张 、混乱 、虚伪 、空虚 、浮华和贪婪对于城市秩序

的威胁 。这种矛盾体现在伏尔泰 、亚当 ·斯密 、蒲

伯 、约翰逊 、贺加斯 、盖倚 、笛福 、菲尔丁 、布莱克 、

克莱尔 、华兹华斯 、柯勒律治 、骚塞 、狄更斯 、盖斯

凯尔夫人 、马克思 、恩格斯 、哈代 、威尔斯等作家对

于城市的观察和体验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城市观念

和文学再现中 。此外 , 受威廉斯影响 , 杰拉尔德 ·麦

克林恩 等主编的 《重访乡村与城

市 英国与文化的政治 , 一 》 二 印

凸军 。坛乞 刀几 乞乞

山 艺二二 , 一 , , 回到威廉斯最先探讨的

基点 , 即城市与乡村的问题 , 检验英国现代化时期

的文学 、艺术和社会生活 , 考察这个历史阶段英国

的社会转型 。认为在 一 年的 年间 ,是英

国商业主义的伟大时期 , 英国从乡村为主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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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城市为主体的国家 , 从一个因语言和封建制

度而分散的地方和社群 , 发展为强有力的帝国 , 在

这一过程中 , 大都会伦敦对于英国人的国家想象和

社会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相关 , 与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相对的外省或地方受到学界关注 。随着国

家进人现代时期 , 具有田园牧歌传统的地方文学表

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 , 地方与外省代表着本土与传

统 , 地方文学表达了现代人的怀乡之情 , 与代表着

变革 、现代与国际主义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文学形成

鲜明的对照 。

三 、性别与城市再现

随着 世纪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各研究领

域的渗透 , 性别问题成为有关社会史 、文化史 、医

学史 、法律史和公共卫生改革研究不可忽略的间题 。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 、艺术史家和文化研究者批评

以往城市文化与现代性研究中对于性别与性的盲

视 ,认为性别问题 , 尤其是性的问题 , 是都市社会与

文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问题 , 女性的身体在都市空

间和视觉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 , 具有丰富象征意味

的堕落妇女 妓女 一直是表现社会风气和道德状

况的重要修辞手段 。在男性的想象中 , 城市被视为

女性 , 或者通过女性表现城市 , 通过男人与女人的

关系喻指男人与城市的关系 。因此 , 在城市的艺术

再现中性别具有重要的作用 。

玛莎 ·麦斯基蒙 在对于

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及汉堡的视觉艺术 、女性艺术

家 、都市卖淫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在男性气的

现代性想象中 , 只有妓女的再现而没有女士

的位置 。夏伦 ·马库斯的 《公寓故事 》对英 、法小

说中的公 、私空间研究同样引人了性别的视角 。认

为小说通常都将流动和观察的专利赋予男性 , 而使

女性成为被男性观看的性感对象 , 女性的出现总是

与同男性的性接触有关 , 在一个城市中 , 几乎每一

个地方都变成了公开调情的地方 。女性不仅在大街

上被观看 ,男性冒险者在城市的某个公寓里与一个

女人的约会和接触 , 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标志 , 这

种短暂临时 、朝生暮死 、脆弱易变的关系 ,也是城市

流动性特征的表现 。 “男性占有在大街上或者建筑物

中相遇的妇女 , 就如同他们对城市财产的临时占有

一样 , 是租赁而非长久的拥有 。如同男性有产者出
租 、交换建筑物和土地一样 , 他们也可以占有 、交

换 、出租女性 。公寓房就如同女人的身体 , 二者都是

男性财产的合法标志 , 二者都被置于公共领域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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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领域 。家庭私人空间中的女性是某个男人拥有

的财产 , 而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则成为其他男性临

时租用的对象 , 进人公共空间中的女性 , 常常被视

为道德堕落的女性 妓女或邪恶的公寓女老板 , 或

者被追逐 、处在危险边缘 。”' 因此 , 许多文本也把

妇女与城市混为一谈 , 把城市塑造为女性 , 巴黎街

道的性感化和都市观察者强烈的性别意识 , 实际上

强化了而不是忽略了女性在都市观察中的影响力 。

托维 ·芬斯特 在 性别与城市 不同

归属的形成 》 凸 , 淤

爪 落“ 即乞仰 , 中分析了城市空间 、

社会归属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关系 。认为 , 人们所处

的空间与社会归属感和公民身份感之间有着密切的

关系 , 反过来 ,空间归属又深受社群 、文化 、种族与

性别观念的影响 。在城市中 , 男女两性有不同的归

属空间 ,从女性的空间归属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文化

价值对女性的排斥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 ,意

味着女性被允许和被禁止的空间 , 家是私人的 、女

性的空间 , 也是稳固 、可靠的空间 , 与此相对的是旅

馆 、公寓 ,介于家和公共空间之间 , 而与政府服务 、

教育相关的公共空间则是白人中上层阶级 、异性恋

的男性统治的空间 , 在许多社会 , 妇女只出现在私

人空间 , 如果出现在公共空间或在城市闲逛 , 就会

被视做妓女 。

阿兰 ·罗宾逊 的 意象伦敦

一 》 俪叩 。̀夕 , 一 认 是

对 世纪英国商业资本主义与性别气质关系的研

究 , 通过狄更斯 、特罗洛普和亨利 ·詹姆斯等作家

作品及 世纪后期的绘画 , 考察了 世纪末及整

个 世纪英国商业主义和伦敦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于

社会秩序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 消费不再

受法律和宗教限制 , 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由购买力

来决定 , 文化权威受到质疑 , 伦敦父权社会中的性

别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 经济和法律对于妇女的限制

不仅只针对那些被视为传播疾病 、威胁身体健康和

败坏社会道德的 “妓女 ” , 上层社会的妇女同样遭遇

了来自经济和法律的限制 , 而商业和物质也同样改

变了男性气质 , 文学中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对于

中产阶级家庭及新的两性气质的形成 、新英雄形象

的确立和绅士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

艾玛 ·利金斯 在 《乔治 ·吉

辛 职业妇女与都市文化 》 。翻 乞仰 ,

仰 价乙 伪 二二 , 通过维

多利亚晚期最重要的城市小说家乔治 ·吉辛的作

品 , 考察了维多利亚后期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 女

性从婚姻中退出而走向社会进人男性主导的工资

领域 , 并要求在公共领域和大街上行走的自由 ,

是 世纪都市化的新现象 , 不仅颠覆了既定的社会

和道德秩序 , 打破了传统的公 、私领域的性别划分 ,

对于女性而言 ,不仅开创了新的生活 ,也面临着种种

危机 。文学作品借鉴当时有关职业女性的社会调查 ,

为不同的读者展现了这一新现象 。吉辛的小说全面

描绘了妇女的工作 , 从妓女 、酒吧女郎 、演员到工厂

女工 、店员 、办公室职员 、女医生 、女商人 、女记者 ,

等等 。认为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保守倾向 , 表现了传

统女性的死亡 , 具有 自由 、平等意识的女性所付出

的生命代价 。吉辛作为现代城市的杰出小说家 , “秉

承自然主义的传统 , 在新女性文类中做出了重要贡

献 , 特别关注由现代性和商业文化所产生的性别主

体性和阶级问题 。,, 他的小说深受同时期法国小说

的影响 , 关注商业 、广告 、消费对于女性的诱惑 ,集

中反映了性别与资本主义和城市的关系及现代性的

女性化问题 。 。

都市女性的危险处境和文学中的道德隐喻 、女

性都市主义 、女性游逛者 、两性

关系 、婚姻家庭 、性别气质以及性别与阶级分化的

关系等是关心十九 、二十世纪城市中的性别问题的

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点研究的问题 。

四 、文学中的人群 、大众与阶级形象

在十九 、二十世纪 ,人群 及大众

不仅是一种都市景观 , 而且成为了一种被强烈意识

到的社会现象 。在文学 、艺术中 , 人群也是思考

现代性问题的重要维度和表现都市生活的主导意

象 。在文学与文化批评中 , 考察十九 、二十世纪作

家对于现代都市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群的体验 , 研

究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与大众政治

的关系 , 对于文学 、艺术中的人群意象进行社会

学 、心理学 、修辞学和美学意义上的研究 。如玛

丽 ·伊斯蒂夫 美国文学中大众的

政治学与美学 》 乞 “葱 人

凸℃ 乞 而 乞二 。二, , 安德鲁 ·弗

兰特 的 《浪漫主义与大众社会的兴

起 。 。亡云钻二肌 亡 丑乞 亡人 二 乞,

以及约翰 ·普洛茨 的 《人群 英

国文学与公共政治 。凸℃叨 而 众 二如二

而 瓦乞 , 等 。这些著作的论题涉
及十九 、二十世纪英美作家对于公共政治和个人判

断的观念 、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态度和大众的文学



再现等问题 。阿兰 ·斯威伍德

的 《大众文化的神话 》 。峋 山 如吧

将 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小说纳人大众文化

的研究视野 , 认为 “英国小说的主要传统 资产阶

级的写实主义 要么就是略过工业界的无产阶级不

谈 , 要不就嘲弄一番 ……就整个英国小说的大传统

而言 , 当时新近崛起的工人阶级如果不是缺了席 ,就

是以 暴̀民 ' 而非 阶̀级 ' 。 的面貌出现 我

们在盖斯凯尔夫人的 《北与南 》和 《玛丽 ·巴顿 》 、狄

更斯的 《双城记 》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描写 。 世纪对

于乌合之众所具有的观感 ,正是没有教养 、处于原始

状态的借懂 , 行为不理性而不知节制 , 在这些 世

纪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 世纪的主流小

说 ,否定了工人阶级 ,认定他们不可能自谋像样的政

治或文化的独立组织 工人阶级若不是被说成暴民 ,

就是被描写成大体是消极被动 , 单重实用而不知计

划 ,根本无力创造民主与政治上的反对运动 ,只能受

制于统治阶级 。” 约翰 ·凯里 在 《知

识分子与大众 》 ` 。二 硫 ,

中着重分析了 一 年间英语知识界对

于大众文化兴起的反应 , 批判 世纪至二战爆发时

期英语知识界的反大众倾向 。认为尼采 、福楼拜 、易

卜生 、哈代 、劳伦斯 、托马斯 ·曼 、黑塞 、纪德等作

家都表现出鲜明 、激烈的反大众的观点 。在乔治 ·

吉辛的作品中 ,粗鄙 、放纵的大众难以教化 ,艾略特

在 《荒原 》中 “暗示伦敦群众并非真的活着 ” “̀。凯

里认为 “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原

则形成的 , 即排斥大众 、击败大众的力量 、排除大众

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 。” “约翰 ·普洛茨

的 《人群 英国文学与公共政治 》涉及公众政治理论

和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种族 、阶级 、性别 、空间和社

会秩序等问题 。认为 , 在 一 年间 ,人群 ,作

为喧嚣的大街生活和政治表现 , 不仅催生了以伦敦

大街上的人群为表现对象的小说 , 而且改变了英国

对于公共和私人空间的观念 , “ 一 年代的英

国文学对于公众中的人群的再现反映了有关人群的

语言和观念问题及相关的论争 。纪录了历史记载没

有提供的这个时代人群的特征 ,, 。伦敦的人群为

华兹华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诗歌创作灵感 ,他的 《序

曲 》表现了文学抵制城市人群非人性化的力量 , 再

次确定了诗歌控制混乱的能力 。艾德伍斯的 《哈林

顿 》汇集了各种人群 , 而中心则是威胁着伦敦的最

大的暴力群体 年反天主教的戈登叛乱 , 集中

表现了作者对于大众政治的态度 。勃朗特的 《谢莉 》

在 世纪 年代宪章运动的背景下 , 表达了建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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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空间和秩序的新方式 。

在这些著作中 , 大众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抽象概

念 ,非知识分子阶层和非贵族的中 、下层阶级都被归

人大众的行列 。与大众相关的研究不仅包括都市底

层 、工人阶级 、乞丐 、妓女等社会边缘阶层 ,也涵盖

资产阶级 ,如资本家 、金融家和中等阶级中的各种职

业类型 ,如律师 、办公室职员 ,等等 。与此相关 ,文学

中的贫困也成为文学批评的焦点之一 。工业化使贫

困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贫困不再是一种美德 ,

而是一种社会罪恶和非人处境的象征 , 因此 , 贫困

不仅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 , 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和伦理问题 。社会贫困是 世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

题 ,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通过再现社会边缘和

底层的贫困 , 批判失败的政治统治和不正义的社会 ,

将贫困隐喻化 、象征化 ,底层社会的贫困 、阴暗与资

产阶级的奢华辉煌相对照 。文学家对于贫困的体验 、

想象 、再现与小说的美学原则以及作家的政治观念 、

社会想象受到评论界关注 。对于中产阶级的文学想

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产阶级作家的阶级

身份认同感 ,研究作家如何在小说中表现中产阶级

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 都市穷人 、工人阶级 、乡下

人 的差别感 , 考察中产阶级作家对于社会阶层 、身

份地位以及社会等级体制的态度和阶级身份认同 ,

论题涉及商业和资本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

中对于经济 、商业 、财富 、资本家与金融家 、社会阶

级结构的再现 。斯蒂芬 ·汉考克

《维多利亚小说中浪漫的崇高与中产阶级的主体性 》

。 乞 。乙乞。 械 一 。勿 乞

`夕乞 云九 叭 , 分析了中产阶级

的兴起带来的传统的崇高观念的转型 , 涉及道德权

威与崇高的关系 , 大众的崛起与 自我的消失 , 小的

意义与小的崇高 , 中产阶级的性别观念 、家庭观念 、

道德权威对于崇高感的影响 , 等等 。雷蒙德 ·吉拉

德 盯 的 司汤达 、巴尔扎克和福楼

拜小说中非英雄的英雄 》 。流 乞。 。 讯

, 此 , 分析

了 世纪法国作家对于资产阶级的憎恶 ,认为 “自

拿破仑时代以来 , 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对于当代法

国社会的不满 , 这反映了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憎恶 ,

在古代 , 法国的资产阶级一直被看不起 、受嘲笑 ,但

却从未像 世纪中期那样受到如此的鄙视和公开 、

猛烈的攻击 。这种新的反资产阶级的感情并不是早

期情感的回声 , 而是政治 、社会 、经济变迁和社会转

型的产物 。随着这种变迁 , 作家 艺术家和知识分

子 的地位 ,也发生了变化 , 对过去的怀恋和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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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憎恨在浪漫主义作家中间产生了孤独感和自 社会的道德问题 , 反映了反资产阶级的作家们的矛

以为高人一等的感觉 , 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憎恶与 盾 , 在他们看来 , 孤独和感伤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 ,

对资产阶级的痛恨一直延伸到今天 。川叩司汤达 、巴 而实用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成为英雄 。,,

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小说塑造了不同的英雄人物 , 表 以文学为对象探讨以往属于历史 、社会学和文

现了不同的英雄主义的观念 , “古老的贵族英雄主 化研究领域的课题 , 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 , 模糊

义理想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显得滑稽可 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 , 但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

笑 ,现实主义与英雄理想在 世纪的浪漫小说中激 本身的独特性和主体性 , 在城市文学的研究中 , 既

烈冲突 ,而正是从这种冲突中产生了新的英雄类型 , 重视都市文化对于文学观念 、作家经验 、文学类型 、

他们来自于中产阶级 , 但这些英雄充满了矛盾 , 是 主题及表达方式 、语言风格等的影响 , 又强调文学

现代社会中悲剧性的不合时宜的人 , 充满活力但缺 想象 、再现 、话语对现实城市的塑形和反作用 , “文

乏力量 , 感伤而孤独 ,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抗议和妥 学城市 ” 、 “语词城市”被普遍运用 , 强调文学中 “非

协 , 他们不是浪漫的恶棍和反英雄 , 而是粗俗社会 现实 ” 的 、虚构的城市和城市被 “观念

中复杂的 、感伤的个体 , 通过这些英雄人物 ,表现了 化 ”、文本化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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