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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话西风》以东方视角研究西方文化，内容涉及文学、翻译和英语教学研究，文笔犀利，鞭辟入里
，长话短论相得益彰。
《对话西风》作者黄源深教授为国内著名学者，从事西方文化研究多年，对此体验深刻，行文往往直
击要害，促人长考。
文学爱好者及文学、翻译、英语教学和研究者当对本书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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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源深，男，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著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文学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等；译有《简·爱》、《
道连·格雷的画像》、《欧·亨利短篇小说选》、《隐身人》、《我的光辉生涯》、《露辛达·布雷
福特》等；编有《英国散文选读》、《澳大利亚文学选读》、《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和《高等
学校英语教材》等。
已出版著译三十余部，论文六十余篇。
著译曾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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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辑 专论　Ⅰ　　澳大利亚现代主义文学为何姗姗来迟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　　澳大利亚短篇
小说的发展走向　　澳洲文学史上的&ldquo;怀特时代&rdquo;　　论劳森及其短篇小说　　评澳大利
亚殖民主义时期文学　　论澳大利亚&ldquo;新浪潮&rdquo;戏剧运动　　一位追求独立人格的女
性&mdash;&mdash;论《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澳大利亚文学简论　　《澳大利亚文学
史》后记　Ⅱ　　译者的风格　　解读《简&middot;爱》　　魅力无限的《简&middot;爱》　　重详
欧&middot;亨利　　特立独行的王尔德　　于准确中见灵活&mdash;&mdash;第三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
一等奖译文点评　　传达原作的风格&mdash;&mdash;第四届戈宝权文学翻译奖一等奖译文点评　　力
戒浮躁狠下苦功&mdash;&mdash;卡西欧翻译大奖赛译文点评　　英国散文纵横谈&mdash;&mdash;《英
国散文选读》前言　Ⅲ　　思辨缺席　　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mdash;&mdash;再谈&ldquo;思辨
缺席&rdquo;　　二十一世纪的外语人才　　好的英语是&ldquo;读&rdquo;出来的&mdash;&mdash;英语
教学谈之一　　好的作文是&ldquo;写&rdquo;出来的&mdash;&mdash;英语教学谈之二　　英语学习的
功夫主要在于课外&mdash;&mdash;英语教学谈之三　　学会通过阅读获取信息&mdash;&mdash;谈《阅
读教程》的编写思路　　中国人究竟应该怎样学外语？
&mdash;&mdash;贺《外国语》创刊三十周年下辑 散论　Ⅰ　　缺乏&ldquo;批评&rdquo;的外国文学批
评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mdash;&mdash;对出版名著&ldquo;简写本&rdquo;和&ldquo;节本&rdquo;的看
法　　&ldquo;跳舞&rdquo;和&ldquo;打蛋&rdquo;&mdash;&mdash;漫谈《格列佛游记》的讽刺艺术　　
鲜活的露辛达　　坚持批评的独立人格&mdash;&mdash;撰写《澳大利亚文学史》的一点感触　　一部
新意迭出的文学史　　近距离接触文学　　文学不应该缺席外语教学&mdash;&mdash;外国文学欣赏与
批评》疑　　怀特的启示　　&ldquo;异类&rdquo;形象&mdash;&mdash;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华人　　知
难而进的梁中贤　　怀特研究的新视角　　多面的凯里　　怀特的怪异性　　民族身份的不倦探求
者&mdash;&mdash;读《从滞定到流动》　　执着于孤独和寂寞的徐晓东　Ⅱ　　翻译观应该是多元
的&mdash;&mdash;兼谈翻译?的&ldquo;点烦&rdquo;　　翻译中的&ldquo;灵气&rdquo;　　翻译断
想&mdash;&mdash;《简&middot;爱》第二版后记　　被抄袭的尴尬　　译坛问题的症结何在？
　　翻译家的摇篮　　是&ldquo;麦琪的礼物&rdquo;吗？
　　百年上海翻译　　求新求变不停步　Ⅲ　　流动的书斋　　书，也可以这样读　　英语阅读也轻
松　　有感于&ldquo;躺着学英语&rdquo;　　目中有&ldquo;人&rdquo;　　应当重视母语学习　　有袋
类动物的王国　　苦心孤诣做学问　　重视阅读　　长者风范&mdash;&mdash;忆王公　　许国璋《英
语》和许国璋教授　　大洋洲之风(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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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创作者的心态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写作的目的无非是把自己的新奇见闻形诸文字
，告诉无缘踏上澳洲大陆的人而已，加之他们又大多不是匠人，所以早期短篇小说艺术上都不免失之
粗糙。
当时在欧洲流行着一种“速写式”短篇小说，即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加以描绘，或是抓住一个人物
，寥寥几笔把他（她）勾勒出来。
早期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家多半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作者所记述的只是生活中的某些场景，没有
把它们编织成充满矛盾冲突的故事。
这种速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实录，缺乏想象和创造。
一部分短篇小说家则效法欧洲的另一些作家，构筑首尾呼应的框架，编造生动有趣的情节。
为了吸引读者，还不免采用夸张手法，使故事耸人听闻。
他们常给小说中的人物设置罗曼蒂克的背景，把早期的艰辛生活浪漫化，从而导致失实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小说基本上反映两大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重表现了流放犯与管辖他们的军官
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非人的遭遇。
其中以普赖斯·沃伦的短篇最为出色，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流放犯的血泪生活；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描绘了早期移民在荒僻的环境中求生存的奇特经历。
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看，早期的短篇小说实际上是在欧洲短篇小说的框架中注入本地内容，而这
种本地内容经过仍然具有欧洲人心态的作者的处理，也带上了欧洲色彩，因而造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史
上的奇特现象：即小说中这些皮肤黝黑、身著澳洲服装的本地人，都有着英国人的气质。
也许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创作者对现实的忠实，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英国移民们都有意保持着他
们英国人的气度。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还有马库斯·克拉克、罗莎·普里特和塔斯玛。
这些欧洲型短篇小说家常被某些文学史家所鄙弃，其实从内容上来看，它毕竟粗略地勾勒出了早期社
会生活的多个侧面；而在形式上，那种速写式的创作特点后来被澳洲短篇模式的奠基人劳森所继承，
并把它发展得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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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话西风》是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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