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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外国文学的介绍获得迅速扩展，但主要是作品的翻译和评介，对20世纪外
国作家的评析则相对较弱，尤其关于20世纪外国作家的专著更是少见。
目前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主要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发表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专著并非全面
研究某一个作家，往往是研究作家的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创作。
本丛书的出版正是力图弥补这一缺憾。
　　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综观作家的一生，作品浩繁，且不说需要全部阅读，就是要看完大部分
作品也并非易事。
而全面研究一个作家，这一点却是必须做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外国文学专家很少有专著出版，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只以作家的某一时期和某一方
面创作进行研究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避重就轻。
还有一点，眼下评估一个教师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论文的多少来计算的。
据说论文才算质量高，专著是硬凑的。
也许有些专著情况是这样，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将讲稿七拼八凑，自费出版，由此带来了非议。
一些评估机构也以论文的数量多寡来计算科研成果（近来有人将有人弓！
用过的专著也计算在内），须知，理工科的教师一般都是发表论文，发表专著的极少。
这是文理工的特点不同造成的。
再说，一部专著已经包含着若干篇论文了，重论文轻专著岂非咄出咄怪事？
简单统计一下就可以发现，专门写专著的教授非常少，他的专著数量肯定远远比不上他的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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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综观作家的一生，作品浩繁，且不说需要全部阅读，就是要看完大部分
作品也并非易事。
而全面研究一个作家，这一点却是必须做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外国文学专家很少有专著出版，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只以作家的某一时期和某一方
面创作进行研究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避重就轻。
还有一点，眼下评估一个教师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论文的多少来计算的。
据说论文才算质量高，专著是硬凑的。
也许有些专著情况是这样，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将讲稿七拼八凑，自费出版，由此带来了非议。
一些评估机构也以论文的数量多寡来计算科研成果（近来有人将有人引用过的专著也计算在内），须
知，理工科的教师一般都是发表论文，发表专著的极少。
这是文理工的特点不同造成的。
再说，一部专著已经包含着若干篇论文了，重论文轻专著岂非咄咄怪事？
简单统计一下就可以发现，专门写专著的教授非常少，他的专著数量肯定远远比不上他的论文数量。
写出一部专著需要数年、十数年的时间，而写一篇论文，少则一个月就可完工。
走走门路（这已是常事），或者用别的办法，以期在核心刊物或者权威刊物上发表。
对文科而言，写论文难，还是写专著难，这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撰写20世纪外国作家的研究专著不是仅仅看看中文译本就可以交差的，不错，有的人撰写外国
作家的论文的确不看或者很少看外文资料，这就是所谓从中文到中文的研究方法，这显然不可取。
话说回来，如果外语不好，必然舍弃外文。
另一方面，搜集外文资料是艰苦的、长期的工作，需要研究者想方设法，到国内的图书馆和网上去查
找，到国外去购买书籍，起码得弄到几本好书，确知外国学者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哪些真知灼见，而
不是闭门造车。
翻开一本论述外国作家的专著，只要看看作者运用的材料、引用的资料有多少，便可略知他的功夫下
得有多深，他的这《马克·吐温青少年小说主题研究》有多大价值。
说实话，评阅一篇外国文学的论文，一般都要看看撰写者参考了多少外文资料，因为这确是评价一篇
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
专著对外文资料的引用无疑要多于论文，因此，专著作者所下的功夫也要多些，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其三，作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内容研究上，还需要研究他的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不单
是写出一部代表作的艺术特点，而是要分析这位作家的艺术观和总体艺术特色。
过去的研究就缺乏这一部分，应该说，当今的作家研究也有不少缺乏这些分析。
外国作家研究，广而言之，外国文学研究，应该扭转这种只重作品内容，忽略作家思想和艺术分析的
弊端。
一部作品取得成功，是由于这位作家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运用了出色的艺术手法才达到的，因此，
这是研究一位作家必不可少的工作。
认真做出这一分析，对读者、对我国作家都有鉴赏和借镜作用。
其四，一部专著，少则二十万字，多则三四十万字，不然分量不够，而印数一般是两千册至五千册，
出版费用要好几万元，否则出版社不大肯做这种赔本生意，所以需要有外界资助才能出版。
这是造成专著少的一个原因。
本丛书由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专项资金资助出版，解
决了出版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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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乐湘，女，1971年生，祖籍湖南武岗，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
学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师从著名外国文学专家郑克鲁教授。
目前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曾发表《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反英雄》、《成长的悲歌》等十多篇学术论文，翻译和编著了《卓越阶
梯》、《安徒生传》等数部作品。
喜好阅读、翻译和散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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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顽童主题研究　　马克·吐温的许多青少年题材作品以调皮的儿童为主角，提倡游戏玩耍
、释放儿童天性，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长篇小说，《坏男孩儿的
故事》、《儿时手稿》等短篇故事。
根据理论家王泉根的划分，这类作品属于儿童文学大类中的少年文学门类。
从儿童文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这类作品反映的主题称之为“顽童主题”。
它的出现，打破了教育主义一统儿童文学创作的格局，为美国儿童文学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基础。
　　马克·吐温顽童主题的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尝试阶段与成熟阶段。
《坏男孩儿的故事》、《儿时手稿》等属于尝试阶段的作品，其特点是在形式和情节模式上与教育主
义作品形成反差，但并没有就顽童的形象和意义作进一步的深入开掘，也未曾深入探讨儿童与成人固
有的差异。
儿童文学经典《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等则属于成熟阶段的作品，吐温塑
造了栩栩如生、令人难以忘怀的顽童形象，并以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对待财富、宗
教等事物态度上的区别。
作者从儿童本位价值观出发，肯定和赞美了顽童的生命活力和天真纯洁的本质。
　　吐温的这些作品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解放乃至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等组
成合力驱使其问世的。
而其创作对社会思潮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顽童主题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品自此大行其道。
　　一、英美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两大倾向　　在英美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上，一直有两股相互对立的创
作倾向。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划分为两大主要的类型：一类以自我完善或增进知识为目的，运用的是比较
接近现实和理性的创作方法；另一类以娱乐和陶冶性情为目的，运用的是充满想象的创作方法。
前者注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后者注重激发和满足儿童想象的天性。
前者可以称之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教育主义的倾向，后者则可称之为儿童本位的创作倾向。
前一种倾向往往使儿童文学作品以教育为终极目的，呈现说教口吻；后一种倾向往往在其创作中以儿
童为中心，重视他们的生命诉求。
在教育主义的作品中，其主人公或正面形象大多是听话、规矩的小大人；而在儿童本位的作品中，主
人公或正面形象大多是顽皮、叛逆的儿童，即讨论的是顽童主题。
这两种倾向有着各自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和文本表现。
在美国儿童文学史上，吐温的顽童主题作品出现之前，美国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受到了欧洲（尤其是英
国）儿童文学教育主义传统的影响。
　　教育主义创作倾向的一度盛行有它的历史根源。
进入资本主义兴盛时期之前，英美青少年文学创作注重的是文学的教育性，宣扬道德，进行训诫，说
教目的明显。
这一观念的理论基础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说。
亚当与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教诲，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后代背负着祖先的罪孽，是在
罪恶中孕育、罪恶中降生、罪恶中成长的，可以说青少年的天性——好奇、爱动、欲望强烈等都是其
原罪的反映。
具有这些天性的青少年很容易成为魔鬼撒旦攻击和引诱的对象。
清教徒克立福和达德在《上帝形式的家庭治理》一书中就指出：“摇篮中的孩童，不止任性好动，而
且充满感情⋯⋯虽然他的身体短小，有一颗犯错的心，心性本恶⋯⋯如果作恶的心增长，足以燎原，
足以毁灭全家。
我们之所以改变，成为好人，并非天生，而是教育使然。
”为了使他们摆脱罪恶，帮助青少年得到进入天国而永生的机会，当时的教育家和文学家认为应该对
青少年灌输教义，使他们敬畏神灵，青少年文学的意义就是教育和培训青少年，让他们一方面可以消
除原罪，一方面在心理上为即将到来的成人期做好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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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英美文学早期为青少年提供的读物往往说教气息浓厚，充满了地狱、死
亡等可怕的意象。
　　另外，教育主义倾向也与印刷术和17世纪清教徒的影响分不开。
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出现之前（由格腾堡及他人在中国技术的基础上逐
步摸索而成），为生产一本书而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是惊人的。
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生存的迫切性使成人们不可能单纯为了孩子的娱乐而生产书籍．而更多是为了达
到实际的目的——教育儿童，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成年期、为进入社会承担责任做好准备。
文艺复兴时期活字印刷术让更多的人学会了读写，使文化信息的传播大为方便快捷，但在当时的英国
，强调个人救赎的清教徒把持着一定的话语权，他们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得到愉快、发挥天性，而是为
了克制对肉体快乐的追求，在坚持信仰中得到拯救。
他们的影响力使17世纪的英语儿童文学局限于圣经故事和教训人的角书（这种书由一块木板组成，连
着一个把手，上面贴着纸，写一些简单的训诫。
木板上覆盖由羊角等制成的透明物质，起保护作用）。
　　创作上儿童本位倾向的出现主要与社会上儿童观的改变有关。
促使人们在看待儿童的观念、对待儿童的态度方面发生转变的，是哲学家洛克、文学家卢梭和教育学
家蒙台梭利。
洛克曾经给一批孩子教过书，与孩子们的相处与互动不仅改变了孩子们，也改变了洛克。
通过日常的生活与交流，他了解到儿童与成人的差异。
儿童不是成人的雏形，童年也不是真正人生开始前的准备期，它与人一生中的其他阶段同样重要。
在对儿童观察与谈话的基础上，他写成了《教育片论》一书，阐述了对儿童思维与行为方式的观点。
《教育片论》一书的推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第一次，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开口为儿童讲话，告诉他
们的父母怎样对待儿童，而不是教育儿童怎样履行对父母的责任”。
　　《教育片论》一书的一个基本主题是：童年是对人进行培养的基础，在童年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至
关重要的——“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和牵挂，而且国家的福祉和繁荣也端赖
于此。
”围绕着这一主题，洛克就对儿童的看法、如何在道德方面训练儿童、如何纠正其生活和学习中的错
误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洛克认为要尊重儿童，重视内心的塑造而不是外在知识的灌输，教育方式要和风细雨、循循善诱。
可以说，无论是从对儿童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是从教育儿童的重心，乃至教育儿童的方法这几个方面
来看，洛克都可谓是开先河者。
虽然他谦虚地将这部教育学著作称为《教育片论》（注：这部书是洛克应好友爱德华·克拉克及其夫
人的要求而写的，他本人认为该书内容较为粗浅），事实上他书中的每一小节论述都很严谨，分类详
细，涉及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绝不只是片言只语。
另外，他的文风朴实而平易，颇具可读性。
这些都是《教育片论》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洛克是首次意识到儿童的独特性，他的有些说法还趋于保守的话（如他主张必要的时候也
可用棍棒教育儿童），对儿童持浪漫主义观点的卢梭之作《爱弥儿》则是明确指出了儿童与成人的差
别，明确提出要解放儿童的天性，其“性善论”的说法更是与“原罪说”形成鲜明对比。
《爱弥儿》告诉我们：儿童并非邪恶无知，而是代表着人的潜力的最完美形式。
应该让儿童喻快地生活，自发地去探索自己的天性，从而能在和谐中获得发展。
正是在卢梭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者。
他们认为儿童的生命状态中蕴含着成人生命所不能替代的价值。
与成人社会的生存状态相比，儿童时代的生存状态更契合艺术的本质，所以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应
该是给儿童带来自由和解放的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不管创造出的是写实作品，还是超越现实生活的
幻想作品，都能够促进儿童心灵的自由成长，巩固并扩展儿童心灵中的生命诉求，帮助儿童自尊自强
，为儿童心灵的丰富提供了最大可能性。
可以说卢梭的理论为顽童主题作品的最终出现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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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台梭利是17世纪的教育家，她总结了卢梭、福鲁贝尔等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结合自己对儿
童的亲身观察与研究，并参考了当时先进的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理论，发掘出了“童年的秘密”，
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方法。
她认为儿童极具可塑性，儿童早期教育极为重要——“那些看似无价值的岁月对人的一生发展来说恰
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缔造出人的心灵和发展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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