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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我国第一套英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丛书，包括《英国文学思想史》、《
英国文学批评史》、《英国女性小说史》、《英国短篇小说史》和《英国传记发展史》五部学术著作
。
本套丛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英国文学五个领域的发展轨迹，将其放在自身的传承关系以及与整个英
国文学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量，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进行深入探讨。
本套丛书体现了我国英国文学史研究学术范式的转型。
作者改变了以往以直观叙事为特征的文学通史编写模式，不仅以更具专业性和学术性的视角，分别阐
述了英国文学史上五个领域的体系与精华，揭示真演变过程和内在逻辑，而且也为英国文学史研究提
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李维屏等编著的《英国文学批评史》旨在全面追溯英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轨迹，深刻揭示其从零敲
碎打到自成体系，从单个文类研究到整体文化研究、从个人心得到学科体系的发展脉络。
本书以历史为经，以文类和流派为纬，系统阐述英国诗歌、戏剧、小说批评的嬗变及文论的发展。
作者不仅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家的观点、理论和评论作了认真梳理，而且对文学批评与多元
文化批评的关系、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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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维屏，男，1953年6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委员会主任，英语
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现任上海外国语
大学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0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1983年获英语语言文学
硕士学位。
1986年由国家教委公派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攻读英美文学课程，次年在悉尼大学再获硕士学位
。
回国后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课程，1991年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1996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学。
2001年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聘为“荣誉研究员”，并赴该校访学。
2004年，因“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受到国务院的表彰，并获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研究生开设了《英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现代
美国小说》和《现代英国小说》等课程。
迄今为止，已发表各类著作、教材和译作15部，论文30余篇。
主要著作有《英美意识流小说》(教育部“八五”社科研究项目)、《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教育部
资助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教育部“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
《英国文学通史》(副主编，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英国小说艺术史》(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项目)、《英国小说史》(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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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英国文学批评的起源
　第二节　锡德尼的诗歌批评
　第三节　本琼生的戏剧批评
　第四节　德莱顿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
第二章　18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
　第一节　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的兴起
　第二节　蒲柏的诗歌批评
　第三节　笛福对小说真实性和虚构性的探索
　第四节　菲尔丁的小说批评
　第五节　理查逊和斯特恩的小说批评
第三章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浪漫主义批评总论
　第二节　华兹华斯对模仿论的反叛
　第三节　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批评
　第四节　莱的文学社会批评
　第五节　济慈的诗歌美学批评
第四章　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现实主义与文学批评
　第二节　卡莱尔的历史批评
　第三节　拉斯金的美学批评
　第四节　阿诺德的文化批评
　第五节　英国唯美主义文学批评
第五章　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批评的理论化与职业化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批评
　第三节　实证主义批评
　第四节　现代主义小说批评
　第五节　现代主义诗歌批评
　第六节　女性主义批评
第六章　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　批评的多元化
　第二节　利维斯和克莫德的文学批评
　第三节　瓦特和伯贡齐的小说批评
　第四节　文化批评
　第五节　学院派小说家的批评理论
　第六节　生态批评
结语
附录一
英国文学批评大事年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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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兹华斯着力提高抒情诗的地位，这是其诗论中有关形式探讨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古典
和新古典主义思想。
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原则为核心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相对而言，重悲剧和史诗，
轻喜剧和酒神颂、日神颂等抒情体诗歌。
在《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的序言中，华兹华斯就诗歌的体裁作出划分，将诗歌分为叙述诗、戏剧诗
、抒情诗、田园诗、说教诗和讽刺诗。
其中，他特别推崇抒情诗。
在华兹华斯看来，抒情诗歌具有两种特质：一方面，它强调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它是反省能力的
体现。
这两点正符合他的诗歌主张。
　　华兹华斯如此关注诗歌的体裁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关乎诗歌的美学意义。
他认为形式和内容应该和谐一致，如果形式与内容并非和谐一体，这样的作品就不应享有很高的艺术
地位。
华兹华斯在1815年版《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明确指出，讽刺诗不足论道，“不应该享有诗的称号”，
因为讽刺诗试图通过表面形式与内在含义之间的矛盾而达到目的的获取，它其实是一种矛盾体，而不
是和谐体。
华兹华斯这种观点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形式是本质的形式，认为讽刺诗是对劣
行的模仿，因此非真正的诗人所为。
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中，被归结为“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
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
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华兹华斯和黑格尔，都视文学作品为形式和内容的产物，都高度强调形式和
内容的同一性，都把同一性作为衡量作品美学价值高下的标准。
在这一点上，华兹华斯和黑格尔的浪漫主义美学观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诗学原则并不矛盾。
其不同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强调情感应节制，所以应配以节制的形式，因此悲剧是最佳的文学形式
。
而华兹华斯代表的浪漫主义者则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地位至上，因此抒情诗是诗歌的最佳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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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维屏等编著的《英国文学批评史》旨在全面、系统地阐述英国各个历史时期代表作家的美学思想、
创作观念和批评理论，揭示其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发展轨迹和诗歌、戏剧、小说批评的演变过程。
本书在详细阐述英国历代作家和批评家的美学、历史、社会、道德和文化等批评视野的同时，深入探
讨了经典作家的批评理念和话语方式，包括他们的创作体会、文本解读、实证研究以及对批评方法的
推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不仅包含了英国几百年文学批评的精华，而且还承载着英国历代作家的人文
精神，对读者提高文学修养，增强批评意识和拓展批评视野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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