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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展望诗”诞生在独立革命时期，它既是美国革命号角中的强音，也
对美利坚民族韵身份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讲，展望诗是美国民族文化独立的起始之作，因为展望诗诗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思
想，致力于创造一个完美独立的“美国”。
文化民族主义是这些诗人的基本创作推动力，而史诗式的抒情状物更为展望诗的艺术魅力奠定了基础
。
    在近几十年的美国文学研究中，独立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因其浓重的“革命”
和“政治”意识而不太受人重视。
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一时期三位主要诗人展望未来美利坚民族的诗歌上，重新细读他们的作品，
并参照其他同时代诗人的有关作品，指出诞生在独立革命时期的“展望诗”对美利坚民族身份建构产
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分析这些“展望诗”中清教思想，从而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实际上
延续并参与了美国“建国神话”的构建，而其中对“哥伦布”形象的文学表述，更可以被认为是这一
构建的典型内容。
    展望诗中的“美国”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文化政治空间，是对美国
未来的美好憧憬。
诗人们相信经过漫长的黑夜就会迎来黎明，所以他们在展望诗中对新共和国的光明未来满怀希望，同
时基于现实又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心与恐惧。
由于当时还没有一个真正成形的“美国”来验证诗人的预见，所以诗人只能将他们的期望和担心同时
投射到一个根植于清教文化土壤上的想象的国度，从而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期盼与
忧虑。
    本书集中分析菲利浦·弗瑞诺、蒂莫西·德怀特和乔尔·巴洛三位诗人的作品，同时兼以讨论他们
同时代诗人约翰·特朗布尔和戴维·亨弗雷的展望诗作为补充。
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各不相同，但他们诗中洋溢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国家的乐观展望都对
当时的读者影响很大。
诗人们在展望诗中聚焦在建构文化美国早期存在的内外矛盾，该矛盾存在于欧洲移民与美洲土著、英
国殖民者与美国人、对未来美国远大前程的期望和当时美国现实之间。
作者并非意在化解这些矛盾，而是将清教传统作为出发点，审视在文化美国形成中存在的各种对立及
对立双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既有冲突又有妥协的复杂关系。
作者选取三个方面来探寻展望诗中清教思想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经历的变化及建构文化美国中所起的
作用。
    第一章以展望诗中哥伦布发现美洲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探讨欧洲移民在征服与开发新大陆过程中
与美洲土著的对立。
通过分析展望诗中哥伦布的美国英雄形象，本书作者指出在这些诗人的文学想象中，他们在构建文化
美国时将自己和哥伦布置于殖民者的优势位置，而将美洲土著视为被殖民对象。
一方面，诗人们的清教背景强化了欧洲移民尤其是白人在面对土著时的自我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
宗教信仰中的道德评价标准又促使他们反思在征服和开发美洲过程中对待土著时所施行的暴行。
    在这些展望诗中欧洲移民将土著居民视为他者。
诗人们将欧洲移民和哥伦布放在优势位置，而将土著居民置于劣势位置。
这种位置优势，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诗人们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起点着力建构一个想象的国度。
这个美国根植于诗人清教徒祖先的建国构想，它通过诗人的文学想象被描绘成强大的帝国，是世界诸
国的榜样。
通过突出这段历史他们塑造了地道的美国英雄哥伦布。
然而，在面对土著居民时，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这段历史至今仍使相当一部分欧洲白人后裔处于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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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
    第二章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展望诗中未来国家的美好前景进行进一步分析。
十八世纪中期美国独立革命揭开序幕，各殖民地移民的国家意识逐渐增强。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爱国主义情绪在美国达到顶点。
这段时期，由于政治独立的要求呼声渐高，诗人们的身份已逐渐从欧洲移民向美国人转化，但美洲本
土居民的地位变化不大。
尽管在对待美洲土著居民时展望诗人中不乏怜悯同情者，但是在他们的展望诗中，美洲土著的劣势位
置依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痕迹清晰可见。
这些诗人的清教背景使得“天定命运”的理念成为展望诗的核心，它深植于欧洲移民的人心，对美国
独立革命及后来的西进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过对未来国家前景的乐观展望，这些诗鼓舞着当时的美国人(主要是欧洲移民)积极争取独立，脱
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
诗中所预示的未来美国深受其清教徒先辈所宣扬的“山巅之城”和“新耶路撒冷”观念影响。
虽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清教思想由于和宗教的紧密关系不断受到挑战，经历了世俗化过
程，然而源于宗教传统的对于北美大陆“新迦南”的观念似乎依然存在并深深扎根于移民的意识中。
这种观念在展望诗中不断被强化进而转化为对未来国度的乐观想象，成为美国“建国神话”的本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展望诗同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其他政论文本一样，参与并推动了新共和国的建立。
     第三章讨论独立革命后期展望诗中美国“哀诉”布道的性质及诗人们在建构文化美国过程中表现出
的各种复杂矛盾的情感。
“哀诉”布道是北美殖民地清教徒的创新，肯定了美国文明的自身起源。
它是“统一社会意识的一种仪式，是美利坚民族的象征，造就了美国文化，为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建构
提供了基本框架”。
这些展望诗呼应美国清教文化中“哀诉”布道的传统，借用该形式来表达诗人对未来国家的种种忧虑
，提醒人们在国家建立及社会变化中不要丧失天真单纯的特质和独立革命时期的种种展望。
     美国独立革命后期对这些诗人来说是个既激动人心又沮丧悲观的困难时期。
一方面，他们为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新共和国而欣喜不已；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社会现状又使他
们失望沮丧。
在这一阶段的展望诗中，诗人们不断警告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对未来美国的梦想，这个梦想直接来自于
美国殖民时期的清教徒先辈。
展望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他们的清教传统贯穿创作过程始终，而后来的美国文艺复兴又将同样地
受益于这种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对独立革命时期文化美国的想象作了纵向梳理后，本书在结论部分指出，这一时期展望诗中的文
化美国概念实质上是从欧洲移民眼中的清教乌托邦到美国独立革命后人们想象中的世俗“新迦南”的
转化。
综观这一时期的展望诗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和当时其他政论文本同样参与建构文化美国，参与书写建国
时期的美国历史。
时至今日，这种文学视域中的想象国度依然存在于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作品中。
正如一股暗流涌动，它蕴含着人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想，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启示着后来的美国作家
和作品，对清教思想传统起到传承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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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Since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critics have been viewing theinfluence of Puritanism on
American thought as a controversial issue. They holdcontradictory opinions on the exact natlare of the influence.
As early as 1891， BarrettWendell， one of the founders of American studies， wrote， To understand the
America oftoday， we must know the New England of the fathers （ qtd. in Reising 49）.KennethMurdock and
Perry Miller have also realized the important and positive role Puritanismplayed in American culture. But it is
fascinating to find that there is an opposite view.As Henry May documented， young radicals such as Emma
Goldman， H.L. Mencken，and others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nounced Puritanism for
everycrime from prostitution to the American Sunday（ qtd. in Reising 49）.　　The two distinctive voices
aroused attention at that time.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heated debate and discussions on Puritanism prove the
importance of Puritanism in the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thought. The search for the Puritan origins of
Americanculture and of the American Self gained momentum during the twenties， receiving a kindof official
recognition in 1928 when Norman Foerster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Literature specified Puritanism，
along with the frontier spirit，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asone of the determining influences on American
writing. The debate over the significance ofPuriism， however， had been raging since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Puritanism became a touchstone for discussions of the merits and defects of Americanculture （
Reising 49）.　　According to American critic Russell Reising， Sacvan Bercovitchs view of Puritanismas
rhetoric is also the most provreative recent effort to interpret the impact of Puritanismfrom the aspect of American
ideologies. In 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1975） and The American Jeremiad （1978），
Bercovitch is aware and critical of theAmerican exceptionality rhetoric. He sharply observes the center of the
problem and tracesto its Puritan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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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近几十年的美国文学研究中，独立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因其浓重的“革命
”和“政治”意识而不太受人重视。
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一时期三位主要诗人展望未来美利坚民族的诗歌上，重新细读他们的作品，
并参照其他同时代诗人的有关作品，指出诞生在独立革命时期的“展望诗”对美利坚民族身份建构产
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分析这些“展望诗”中清教思想，从而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实际上
延续并参与了美国“建国神话”的构建，而其中对“哥伦布”形象的文学表述，更可以被认为是这一
构建的典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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