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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莫里森的小说一部部地问世，中国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热也不断升温，且一直热度不减。
评论者用各种批评方法，从各种视角出发，对莫里森作品中所体现的各种主题进行探讨，但真正从莫
里森作品与黑人音乐之间的关系对其所有小说进行综合论述的却寥寥无几。
李美芹撰写的这部《用文字谱写乐章：论黑人音乐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填补
了这方面的空白。
　　李美芹在博士阶段重点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
这部专著是其博士论文的持续研究和深化。
当初她和我讨论本书的选题时，我听后喜忧参半。
高兴的是，经过博士阶段撇家舍子的艰苦锤炼，博士毕业后她仍然对学术有如此大的热忱。
担忧的是，她虽然略通音律，年轻时会弹一点吉他，但毕竟对音乐缺乏系统的了解，更何谈把黑人音
乐和作家作品结合。
果然她写得很辛苦。
她不仅首先要从理论上搞明白灵歌、布鲁斯和爵士乐等黑人音乐之间的渊源和所要传达的主旨，而且
还要通过亲临其境倾听黑人音乐来真正领会音乐所传达的主旨。
好在现代社会媒体发达，各种音乐都可以在网上下载倾听，听音乐也为她艰苦的创作过程增添了些许
情趣。
终于，在优美凄婉的布鲁斯旋律陪伴下，她交出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
相信在她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黑人音乐所传达的精神解放、知难而进和动感开放的精神会始终成为激
励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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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音乐和文学文本相结合的视角评论了莫里森的小说主题和创作技巧，对莫里森作品乃至其他各
种文学文本的解读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有效的范例。
莫里森的作品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渊源而具有丰富的隐喻特征，而其中探讨的文化民主思想理念则与
黑人音乐中隐含的开放、动感、民主等思想息息相通。
本书在分析文本和音乐相通性的同时，考证了美国黑人文学及艺术中所表达和蕴含的文化民主思想理
念，认为莫里森对非文学文本的种种“挪用”和“改造”也会对研究美国所谓“正史”之外的历史提
供有力的佐证材料，并为研究美国文化多样性和黑人民族性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莫里森用写作不仅
重构了美国黑人历史，而且在美国奴隶制历史源头的历史语境下，融会了她对历史、种族、文化、性
别和“爱”的再思考。
作者所探讨和关注的主题如奴役、精神创痛记忆、女性努力摆脱囚禁她们心灵和肉体牢笼的痛苦等都
对研究美国历史、文化以及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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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人文化和白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在黑人社会中造成了创造性的也是毁灭性的紧张情绪。
”（Bell9）在这些矛盾中，为了紧紧抓住想象中的美好未来而抛弃黑人传统，钻进钱眼的梅肯和因过
去心中充满仇恨的吉他都逃脱不了无根感和不安全感。
和他们的初衷相反，他们都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支持和保护，而最终被困于现在的生活。
实际上，对过去的过于追究和忘记过去都会使人失去根性。
因此应该调和这两种行为。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飞翔的秘密。
奶人从南方的旅行中得到的精神财富使他能把过去融合到现在，并且紧紧立足于家族关系。
他因此具备了如派拉特一样的立足于大地就可以飞行的能力。
这些都源于黑人文化和责任感，若非把家族世系铭记于心，奶人和派拉特很难从历史中挣脱，很难对
现实有清晰明确的理解，很难超越种族界限，也不可能在社会中生存或得到精神上的自由。
也就是说，若非把家族历史铭记于心，他们永远也达不到完美的境界：不离开地面的飞行。
　　在《爵士乐》中，莫里森描述了当文化旅居者们放弃他们所熟知的传统和所遭受到的文化冲击，
然而这次莫里森并没有像她构思的其他小说那样以一个搬迁家庭的毁灭、混乱或是绝望结束该故事。
相反，她绕过乔和维奥莉特经历过的后迁移情感危机的低谷期一一如当他们试图谋杀乔的女朋友多卡
丝一一去记载他们最终的治疗过程，即他们适应环境的过程并努力与彼此和新环境和睦共生的过程。
乔和维奥莉特并没有被文化冲击摧残，在多年以来尝试着去满足城市生活的标准时，他们发现抛弃他
们的南方之根和传统而去接受北方的做法并不能解决目前难以适应的困境。
相反，他们发现，为了恢复他们个人内心的平静并与社会保持平衡，他们必须重新阐释并创造可以变
化的本民族文化主义，以融入新环境并满足进化的需要。
这样以来，他们重建了社区和相应的民族认同感。
根据莫里森族人的传统，特雷斯一家回归并找到了根性，用以纪念集体和个人的过去。
那段记忆一一历史上的文化观念和对现实的解释一一帮助他们解构并成功把握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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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美芹的论著分析了黑人圣歌主旨、布鲁斯主旨和爵士乐主旨及其技巧在莫里森小说主题和写作
技巧中的体现，认为莫里森通过借用黑人音乐主旨和技巧，探讨了非裔美国人对古老传统文化与现代
西方文化之间关系、新文化身份与创痛的黑人身份之间关系的处理；认为莫里森将黑人音乐善于适应
和兼收并蓄的特点作为论述的模版，从美国黑人的视角出发成功地改写了文学传统；其作品因丰富的
历史文化渊源而具有丰富的隐喻特征，其中探讨的文化民主理念则与黑人音乐中蕴含的开放、动感、
民主等文化民主精神息息相通。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朝翔　　该专著把黑人圣歌主旨与莫里森作品中黑
人在精神荒原上追寻精神家园的主题、布鲁斯主旨与其作品中黑人所处困境的主题、爵士乐主旨与黑
人重构自我的心路历程对比分析，认为莫里森作品和黑人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共同精髓是文化独立、
文化融合、文化杂交、开放、统一、多元化、稳定、集体主义和团结等理念所支撑的文化民主主义思
想，莫里森通过探讨这些理念，指出了黑人民族于痛苦失落中崛起.于精神流放中重塑自我、创造精神
家园的复兴之路。
莫里森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文化民主主义理念既是非裔美国人解决自己作为非裔人和美国人双重身份困
境的良方，也是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排斥异己行为的批判。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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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
自197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以来，迄今为止发表的每一部小说都会在评论界掀起一阵波澜，其魔幻现实
主义手法、透彻的社会分析、激情洋溢的哲学关照和对黑人美国的诗化描述享誉全球。
 　　《用文字谱写乐章：论黑人音乐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从音乐和文学文本相结合的视角评论了莫
里森的小说主题和创作技巧，对莫里森作品乃至其他各种文学文本的解读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有效
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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