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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世纪中叶以后感伤主义出现于英国文坛，但它只有一个前奏。
接踵而来的浪漫主义才是英国文学中少见的几次大变化之一，而其影响及于全球。
 　　浪漫主义是在法国革命的思想气候里形成和发展的。
 　　法国大革命是文化上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大革命，其动荡的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启蒙运动替它开了路，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的学说先征服了人心。
他们针对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宗教迷信，既提倡理性主义，又崇尚人的个性和真实感情。
其结果是两重的解放:解放了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又解放了思想，引起了从国家制
度到文学艺术的一系列大变化大革新。
 　　而且启蒙思想所引起的动荡－－更不必说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法国的边界。
以文艺而论，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就在酝酿着巨变。
 70年代法国卢梭用明彻而有诗意的风格歌颂了“自然人”，《新爱洛绮斯》（1761）使得无数青年男
女流泪并且使他们更忠于自由恋爱的理想，而他的一句名言－－ “人生来是自由的，可是到处他都给
铁链锁着”（《社会契约论》，1762）－－更是一颗炸弹，成为封建王朝最惧怕的“颠覆”因素。
也是在70年代，而且部分地是由于卢梭的影响，德国出现了狂飙突进运动，同样地崇尚感情，要求自
由和个性解放。
年轻的歌德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使天下善于钟情的年轻人都被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
他身世的悲惨所感染。
 　　以上是文学。
在艺术方面，也同样呈现出一个剧烈变革的局面。
在建筑上，一方面有表现理性主义的希腊风格新古典主义的流行，一方面则又有哥特式浪漫主义风格
的重起；在音乐上，莫扎特的交响曲和歌剧已经表现出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而到了贝多芬
更是进入浪漫主义的万世；在绘画上，法国的达维，西班牙的戈雅，英国本身的透纳和康斯太布尔都
在用新的手法画新的题材。
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激化的18世纪90年代，刻版画为生的布莱克在伦敦一面写诗，一面自绘插图，用
简单的线条和纯朴而又鲜明的颜色画着上帝、天使、野兽等神启式的幻景，在英国绘画史上添加了一
个在当时是最反传统的新形式。
 　　总之，“在18世纪之末，[过去艺术的]共同立足点逐渐消失了，我们进入真正的现代，其开始
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它结束了过去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当然的许多设想。
” 　　这就是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不是几个诗人灵感的产物，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有一个欧洲
的背景和一个历史的上下文。
 　　但是英国也有特殊情况。
简单地说:在经济上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得比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早，工业革命的影响首先
见于英国，其深入程度也超过欧洲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法、德诗人在18世纪
末像布莱克那样沉痛地写像伦敦那样的工业城市的黑暗）。
在政治上，1688年地主和商人的妥协带来了在当时是欧洲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
家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分羡慕英国（这也是为什么华兹华斯能够借弥尔顿的余荫把英国说成自由的化身
）。
 　　但是从头起，这个商人和地主联合专政的制度对贫苦人民就是欺骗与镇压并用的，日子一久，它
的残酷性更是显露出来。
海外贸易的扩张把英国商船和英国武力带到了最远的海岛，一个比罗马帝国疆土更广大的大英帝国正
在形成。
而在英国国内，工业发展正在使“魔鬼的磨坊”布满城乡，新的圈地运动又造成了更多的流离失所的
“流民”和拦路打劫的强人。
 　　在文学上，从18世纪中叶起，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以珀西、麦克菲逊等人为代表的对古代史诗、
民歌的收集与仿作，表达了对远古英雄时代和牧歌情调的神往，也就是用另一方式表达了对丑恶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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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憎恶；在艺术上则造成了一种归真返璞的风气，后来布莱克、柯尔律治等人用的古歌谣体就是从此
而来。
二是以格雷、斯特恩等人为代表的感伤主义的抬头。
这里面不仅有墓园的哀思，还有更真挚更广泛的对人民特别是穷苦农民的同情。
作家逐渐更多地接近和观察田园山水，在写作方式上也重性灵，重幻想，在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
 　　美国革命也给英国的知识界提供了刺激。
 《独立宣言》（1776）把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变成了实际政治的原则。
英国的统治阶段还没有从丢失大片殖民地的工发肤之痛里恢复过来，又发现从大西洋彼岸新国家传来
的杰弗逊、潘恩等人的言论在关心改革的人们之间流传，从而加深了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
 　　因此当法国革命在1789年爆发的时候，英国国内一方面是人心思变，热烈欢迎，另一方面统治阶
级则将它看作最大的威胁，作出了最猛烈的反应。
英国是反对英国法国的联盟的主将，它对法国作战最长也最坚决。
相应地，在思想领域里也有激烈的斗争。
伯克的《论法国革命》（1790）受到了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1792）的直接批判；威廉?戈德温
接着写了《政治正义》（1793），宣传人如按理性生活可以完全废除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主张，他的妻
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在《替妇女权利辩护》（1792）里吹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
戈德温一家同两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有关系；他是雪莱的岳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雪莱，还影响
了早期的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思想气候里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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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19世纪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英国文学史，以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为对象，分
为五卷，每卷独立成书，各有重点，但又互相连贯，合起来组成整个英国文学从古到今的发展全景区
。
　　本套丛书以叙述文学事实为主，包括所有重要流派、作家、作品。
尽量利用国内外新资料，表述注意可读性，结合分析内容，附有大量引文和译文。
各卷的编撰人都是长期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资料掌握详尽，研究透彻、到位，这使本丛书成为
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扩展文学视野、加深文学理解良师益友。
　　《英国19世纪文学史》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1786－－1832时期的烂漫主义文学，例
如一些彭斯、布莱克、拜伦等诗歌，以及其他大师的散文、小说等。
第二部分讲述了1832－－1900维多利亚执政时期的文学。
以其执政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分别介绍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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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青，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系英美文学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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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空隙： 重读重返巴比伦》（英文专著），收集在《弗·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诞生100年纪念
文章》上册 宋达特·曼德尔编。
（英文）伦敦桑安出版社，1998年，71-76页。
《回忆奈德·普拉特》（译文）[加]诺·弗赖著。
 《外国文艺》1992年第6期。
《最大的嗓门》（译文）[美]罗伯特·库弗著。
 《世界文学》，1987；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在《魔杖》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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