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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批评：非洲文学批评的总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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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非洲批评家往往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非洲文学批评，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学的

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将文学批评看成社会批评的一部分，强调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和

实用性。他们并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是从实用的目的出发采取最合适的方

法。他们对文学形式本身并不十分关注，甚至将文学形式本身也看成是文学的社会因素的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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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文学批评家往往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

非洲文学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关注文学

的“外部”问题，而对文学“内部”的问题，诸如叙事

技巧、结构、美学特色等并不十分关注。这并不是

说，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些方面，而是因为非洲存在

太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这些

都迫切需要非洲批评家做出解答；而且在非洲文

学批评家看来，文学的叙事技巧、结构、美学特色

等本身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 分。因 此 可 以 说，
非洲文学批评家本质上都是社会—文化 批 评 家，
他们对非洲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强烈的问题意

识、批判意识和非洲意识，文学批评只是他们进行

社会—文化批评的一种途径。他们强调文学批评

对社会的作用，他们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很强的“功
利性”、“实用性”。

不过，非洲文学批评家真正有效地对 非 洲 文

学进行研究 是 在１９６０年 代 后 期 和１９７０年 代 前

期，这是因为在这之前非洲文学创作尚不繁荣，文
学作品也不丰富；而且对非洲批评家来说，那时更

迫切的任务是反殖民斗争和独立斗争，他们没有

闲暇时间来讨论纯文学问题。因此那个时候非洲

文学研究主要是由西方文学批评家进行的，其中

包括Ｊ．贾恩、Ｇ．莫尔和Ｂ．林德佛斯等，他们对非

洲文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有其他一些

文学批评家如Ａ．谢尔顿，尽管他们的批评有很多

误导，但他们对当时的文学研究困境依然贡献良

多。

一、非洲文学论争的开端

对早期非洲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方法影响最大

的是尼日利亚学者Ａ．伊雷尔。１９６８年在伊芙大

学举行了一次非洲文学研讨会。当时由于尼日利

亚比亚夫冉内战，大多 数 杰 出 的 批 评 家，如Ｅ．奥

别齐纳、Ｄ．恩沃伽和 Ｍ．欸切若，都没能出席，但

在那次研讨会上探讨的一些议题对现代非洲文学

批评有着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伊雷尔在研讨

会上宣读了论文《现代非洲文学批评》，他认为现

代非洲文 学 研 究 最 合 适 的 方 法 就 是 社 会 学 的 方

法。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将文学作品和整个国

家及其人民的生存现状联系起来，我们的批评家

才能对我们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实际的影响，作

家的创作也才有意义。”［１］

Ｄ．Ｓ．伊泽夫贝伊在他提交的会议论文《批评

和非洲文学》中同意了伊雷尔的观点，他说：“就文

学而言，当代非洲文学批评主要是探讨艺术性和

现实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过，他最后对非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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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评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个展望：“社会因素过去

是重要的，只是因为文学本身在过去很大程度上

就是社会学的；当文学不再特别关注社会或国家

问题而更多地关心作为个体的人的问题时，批评

将更多地探讨人而不是社会，影响文学批评的将

是人和文学的问题而不再是社会问题。”［２］

从这里可以看出伊雷尔的观点和伊泽夫贝伊

的展望之间的分歧，那就是，非洲文学的内容和形

式或主题和技巧何者更重要？他们关于非洲文学

观念的分歧几乎成为之后几十年非洲文学论争的

开端，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成为此后非洲文学批

评论争的焦点。不过，总的来说，大多数非洲文学

批评家关注的还是文学的社会—文化因 素，采 用

最多的还是“实用批评”方法。非洲文学批评家在

文学批评中更多地采用的是社会学、美学和伦理

学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将与文学有关的社会生

产实践 和 人 的 价 值 结 合 起 来。这 里 需 要 指 出 的

是，非洲文学批评家并没有提出一种名为“实用批

评”的学说，也并没有提出一个共同纲领；实用批

评只是我们根据非洲文学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表

现出来的共同特点而概括出来的。

二、非洲文学批评家的使命

非洲文学批评家承载着巨大的使命，人 们 希

望他们对 文 学 具 有 敏 锐 的 观 察 力 和 深 刻 的 洞 察

力，他们应该对作家的创作、文学作品和社会有着

深刻的理解。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齐努

阿·阿契贝在接受一次采访中曾经高度强调批评

家的作用：在什么东西都印刷在纸上的今天，我认

为批评家的角色变得更复杂也更重要。……我不

可能象过去的说书人那样到处走动，去和读者见

面，回 答 他 们 提 出 的 问 题，了 解 他 们 的 支 持 或 不

满，因此就需要有其他人来做这个工作，为读者解

释那些难以理解的部分，并对文学进行思索。而

且，现在写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并非所有的东西

都有同样的质量，因此就需要有鉴别。所以，我认

为批评家的角色非常重要。［３］

阿契贝的意思是说，作家和读者都期 待 批 评

家能够对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鉴别，
并提出自己的洞见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深层意

义。著名文学批评家Ｅ．奥 别 齐 纳 正 是 阿 契 贝 所

期待的这类批评家，他采用实用批评方法有效地

分析了西非小说本土化进程，并分析了这种本土

化演进的情景。他的《西非小说中的文化、传统和

社会》成了 非 洲 文 学 实 用 批 评 的 经 典 文 献，它 翔

实、敏锐地论述了西非社会的传统、艺术、感受方

式、年复一年的生活节奏、宗教、观察世界和人的

方式，以及西非的时间感、空间感等。他 从 文 化、
传统和社会方面论述了西非小说是如何通过对西

方小说进行改造以实现“西非化”。［４］奥别齐纳还

从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回应了另一

位批评家Ｓ．Ｏ．伊亚瑟尔的忧虑。伊亚瑟尔在其

论文《非洲文学批评家论非洲文学：错位的敌意研

究》表达了他对当前非洲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姿态

的一种隐忧：“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要成为一个

有洞察力的非洲文学批评家，需要的不仅仅是作

品背后的或人物活动环境之类的社会现实知识。
文学和音乐一样，需要深谙某一专门知识、敏锐的

美学感知力以及关于语言技巧的全部知识。”［５］奥

别齐纳指出，他所说的社会—文化关切其 实 包 括

了伊亚瑟尔列举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具备的上述品

质，因为伊亚瑟尔所说的“社会现实知识”并不排

除文学作品的美学和技巧结构等因素。其实，伊

亚瑟尔本人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曾经说过，社会现

实讨论并不排除美学探讨。
社会现实讨论是否排除美学探讨，这正是Ｅ．

欸美尼奥努和Ｂ．林德佛斯激烈争论的焦点，他们

在对欸昆西小说的研究中引发了这一论争。林德

佛斯认为 欸 昆 西 的 小 说 从 美 学 角 度 来 说 并 不 成

功，欸美尼奥努不点名地对林德佛斯提出了批评：
“许多西方批评家发表的关于非洲文学的东西，显
示了他们对非洲文化传统并不了解，也显示了他

们对非洲口头文学传统遗产一无所知。”［６］这场论

争给了非洲文学批评家一个启示，即非洲文学研

究必须关注文学作品根本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应

该关注其美学价值。这一启示使得非洲文学批评

家更倾向于采用实用批评的方法，那就是在评价

文学作品时，非洲文学批评家特别关注其实用的

效果和价值，以及表现内容的美学方法。

三、非洲文学批评的革命性著作

不过，真正系统地提倡实用批评方法 从 而 对

“现代非洲文学”这一概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的主

要批评论著，无 疑 是 钦 伟 祖、Ｏ．杰 米 和Ｉ．玛 杜 布

伊克三人合著的《通向去殖民化的非洲文学》。这

部充满激情、充满硝烟味、具有号召力的论著对非

洲文学和非洲文学批评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非

洲文学批评家的，比较符合非洲文学实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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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正站在非洲文学的角度对非洲文学健康发

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三位批评家清晰地界定

了非洲文学批评的一些范畴，正是通过这些范畴，
非洲文学实用批评方法将对非洲文学发展做出巨

大的贡献。这是一部充满争议、毁誉参半的专著，
但它对非洲文学创作和非洲文学批评确实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正如Ｒ．博格所说的：“非洲文学批评

绝不可能是钦伟祖等人著作出现之前那样。”［７］Ｊ．
恩盖特也指出，钦伟祖等人的批评谁也无法忽视。

钦伟祖、杰米和玛杜布伊克三人的这 部 经 典

论著的核心理念就是他们的非洲身份、非洲意识

和非洲立场，他们都一致采用了实用批评的方法。
他们强调，非洲文学是独立于其他文学的一个自

足体，它有自身的传统、模式和标准，非洲文学产

生的独特环境也完全不同于欧洲文学和其他地区

的文学。他们的意思是，非洲文学及其批评就应

该考虑到非洲的历史和文化关切。因此，他们意

识到的一项迫切的社会—文化要务是，非 洲 批 评

家必须发展一套非洲美学，了解非洲传统，并担当

批判知识 分 子 的 角 色 来 引 导 非 洲 文 化 价 值 的 转

型。他们敦促非洲批评家采用伦理学、美学和社

会学的批评方法：还需要为非洲批评家指出的是，
文学批评归根结底是社会批评的一个分支。文学

的社会批评要求批评家们在评价一部作品时，考

量的不仅仅是其技巧的精湛，而更应该衡量它对

社会思想的贡献，必须了解作品到底说什么以及

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位置。［８］

坚持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的一个分 支，这 清

楚地表明钦伟祖等三位批评家所倡导的实用批评

的基本内涵以及实用批评的要求：实用批评必须

同时考量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技巧，即“写什么”
和“怎么写”两方面的问题。

四、无所不包的实用批评

一位批评家在研究非洲皮钦语文学 时，就 关

注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技巧两个方面，他最后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非洲皮钦语文学批评家的研究

目标之一，就是渴望利用经验以理解皮钦语文学

的哲学、技巧和文化构成。”［９］确实，同时强调文学

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强

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必然影响到文

学作品的成就。实用批评家们对此非常清楚，于

是他们采用一切适合非洲文学分析和批评探讨的

方法，这也正是非洲文学批评家在研究非洲文学

时并没有 形 成 一 种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批 评 方 法 的 原

因。
正是由于没有任何一种批评方法能够主导非

洲文学研究，也由于针对具体问题运用不同的批

评方法显得更为有效，因此才使非洲文学批评家

们运用实用批评的方法。实用批评是社会学、伦

理学和美学批评方法的综合。尽管在非洲文学批

评中也出现了心理学方法，但上面提到的三种方

法仍是占支配地位的方法。当然，在具体操作中，
这三种批 评 方 法 都 被 改 造 过 以 契 合 非 洲 文 学 研

究。社会学方法将文学作品和社会联系起来，社

会学批评有利于读者理解文学创作的社会语境，
也便于作家、艺术家很好地对社会问题做出自己

的回应。Ｍ．Ｈ．阿 布 拉 姆 斯 指 出，社 会 学 批 评 家

认为，文学作品在主题的选择和发展方面不可避

免地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及其时代力量的

制约；在评价生活方式甚至形式诸方面，他们都带

着社会学批评的思维模式。［１０］伦理学批评方法让

批评家注意到文学的意义方面以及文学影响人们

的方式。与此相反，美学批评方法更多地集中于

作品的形式、技巧方面。非洲文学批评家在研究

非洲文学时往往将这三种批评方法综合起来，这

表明他们希望务实地、切题地审视文学作品。
即使对于形式本身的研究，非洲批评 家 也 是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并将之和社会学、伦
理学批评方法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在《新形式主

义：非洲小说批评最近趋势》中，作者将形式主义

总体特征置于主题考察之下，从社会角度和伦理

视角来分析这种“新形式主义”。［１１］这也显示了实

用批评的特点，它成了非洲文学批评的一个万能

的“筐”，似乎关于文学探讨、解读的各个方面都可

以往“实用批评”这个筐里装。有意思的是，实用

批评似乎表现了它对许多新课题的涵盖能力，比

如非洲女性主义批评就吸收了实用批评的特点，
从而更方便对非洲文学中的女性主义现象进行分

析。
非洲文学实用批评更便于读者和作家对其生

存现实处境 做 出 自 己 的 解 答。Ｄ．Ｓ．伊 泽 夫 贝 伊

在论文《转 变 基 础：目 前 非 洲 批 评 实 践》中 断 言：
“非洲批评一个趋势就是，从以文本为中心向从社

会角度来检视文学转变。……这意味着，人 们 认

为文学活动本身并不如社会、政治、经济转型那么

重要。不过，奇怪的是，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问

题的关注反而使非洲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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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１２］

由于非洲文学实用批评并不排除文 学 性，从

这个意义上说，实用批评的发展是积极的。艺术

价值和政治认知二者之间的平衡有利于提高非洲

文学的生命力。
而且，非洲实用批评还和接受美学结合起来，

因为接受美学对读者即文学接受者给予了特别的

关注。文学文本的意义最终需落实到读者那里，
因为文学作品只有经由读者的接受才能对社会产

生正面的影响。非洲文学批评家一个很重要的任

务就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深层意义的发掘来影响

读者并进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甚至连文学语

言分析都纳入到实用批评之中，因为在非洲实用

批评家看来，对作家语言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

作家表达文学意图的方式以及此文学语言在文学

中的总体效果。

五、结语

非洲产生了一大批经典文学作品，其 中 包 括

阿切比的“尼日利亚四部曲”、恩古吉·瓦·雄沃

的《一粒小麦》、Ｏ．Ｐ’比特克的《拉 维 诺 之 歌 和 奥

克尔之歌》、Ｎ．戈 迪 默 的 短 篇 小 说、Ｎ．马 福 兹 的

《杰贝拉维儿童》、１９８６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

尔·索因卡的大量文学作品、桑戈尔的“黑人性”
诗歌、Ｃ．奥吉格博的《迷宫》、Ｎ．法 哈 的 小 说 以 及

近年来一大批获奖作品。非洲也出现了一大批有

着世界性影响的杰出作家，如塞内加尔的桑戈尔、

乌斯曼·桑贝内，被称为尼日利亚“双雄”的沃尔

·索因卡和齐努阿·阿契贝，等等等等。
通过对这 些 杰 出 作 家 的 经 典 作 品 的 广 泛 涉

猎，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所有这些

作家都采用“宏大叙事”的方法，他们几乎很少个

人化的情感宣泄，也几乎没有唯美主义倾向，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在非洲几乎没有土壤。他们都是

站在非洲的立场来考察非洲传统文化的命运，来

探讨黑人的文化身份，关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

义给非洲带来的社会—文化灾难，也严厉 地 审 视

着后殖民时代非洲的种种困境。当全球化浪潮和

文化霸权主义侵袭着全世界（非洲当然也不能幸

免）时，非洲作家、文学家以及学者、文化人都对此

保持着严密的关注和深深的忧虑，他们无时无刻

不在为非洲的世界位置和发展前途而苦苦地思索

着。他们都清醒地坚守着自己的非洲立场，维护

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也都一直保持着清醒的

批判意识。非洲文学批评家们也是同样如此。非

洲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高度的一致

性，或许是非洲文学创作实践更适于实用批评方

法，也或许是实用批评方法的倡导有力地影响着

非洲的文学创作实践。不过，根本的原因还在于

非洲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相同的生存境遇，这才

是非洲文学实用批评盛行的根本原因。而且可以

肯定，只要非洲的社会问题没得到解决，实用批评

还将继续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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