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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超验主义思想和清教文化传统为本土化思想特质，着
力描写美国本土人物和人文环境，关注美国现实生活，大胆进行艺术创新，传递年轻美利坚民
族的人文风貌和精神气质，为建构美国民族文学体系和传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今经济和
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分析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
荣带来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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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美国独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文

学一直深受英国乃至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直到
华盛顿·欧文以本土风情为背景、以美国革命为
主题的短篇故事集和费尼莫尔·库柏以美国边疆
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的出现，美国文学本土化
进程才初见端倪。时至美国文艺复兴时期（１９世
纪３０年代至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逐渐形成区别
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独特文化心理和民族思想特
质：脱胎于清教思想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第二次
反英战争的胜利带来的民族主义意识、西进运动
中迸发的开拓进取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背景
下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个性。美国民族文学和民族
文化独立的呼声随之高涨，美国的文学的本土化
历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在美国独立诞生地的新
英格兰地区，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为代表
的一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从美国本土汲取营
养，彰显民族特质和民族精神，并不断创新文学表
现形式和技巧，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文

学名作，其文学本土化经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各
国民族文学发展的可贵精神财富。

本文拟选取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成
就最突出的作家，如爱默生、惠特曼、霍桑、麦尔维
尔和爱伦·坡，从思想特质、作品主题和艺术形式
三个方面，对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
作一分析和阐述，并结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
文学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探讨美国文学本土化路
径和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价值。

二、文学作品思想特质的本土化：浸润
超验主义，反思清教文化

超验主义思想和清教文化传统是美国文艺复
兴时期的两大重要思想源流和思想特质，驱动着
本阶段文学的发展，并决定着本阶段美国文学的
基本走向和基调。

作为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和美国民族文化独
立的倡导者，爱默生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新英格
兰发起了超验主义运动，吹响了美国民族文化和
文学独立的号角。他在被誉为“超验主义宣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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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中，阐述了超验主义思想的基本观念：自
然和上帝是一个统一体，自然是上帝或超灵的象
征，而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则能超越感觉和理
性直接认识真理。这一论断在社会、哲学和美学
层面产生了多维度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为人
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自然的崭新观念。自然被赋予
精神性和象征性。人可以与富有灵性的自然进行
精神交流，并从中获得深刻启示。另一方面，它打
破了加尔文神学传统对人性的禁锢，切实提升了
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重要性，热情鼓励与赞扬了
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改变了之前人类面对自
然考验时消极被动的地位。这有助于人的自我意
识、个体意识、个人价值的形成，为美国个人主义
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爱默生又表露了摆脱英国和欧洲文化传
统束缚的心声，主张一个新国家和新民族必须拥有
自己的新文学和新文化，不能继续步英国作家的后
尘。这激励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完善，对于美
国精神和文化摆脱欧洲大陆的母体，形成崭新而独
特的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１８３７年爱默生发表了
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独立宣言”的著名演讲
辞《美国学者》，宣告美国文学已经脱离英国文学而
独立，告诫美国学者不要盲目追随传统，不要进行
纯粹的模仿。“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
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百
上千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
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１］７３－７４“我们要用自己
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
自己的意见。”［１］９９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在美国文
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开始正视自己，正
视自己的民族，开始把自己的创作转向书写美国的
主题，树立美国的风格，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也开始
走向其鼎盛期。

惠特曼是受超验主义思想影响最为突出的作
家，超验主义思想在他的《草叶集》中得到了最淋
漓尽致的体现。在《自我之歌》中，作者一开始就
抒发了他对于人类个体自我能量的热情肯定和强
大的自信心。他在诗中写道：“我赞美我自己，歌
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
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２］１诗人将人与人、人
与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表明了精神不只属于人
类自己，世间万物皆有灵魂，都可以在超灵的引领
下实现内在的交流。自然与人融为一体，这正是
超验主义的核心所在。

在这一前提下，诗中的无处不在的“我”似乎化
身为爱默生在《论自然》的那个透明的“眼球”，并游
走于整个美国乃至宇宙，成为一个具有神性、无处
不在、完全脱离了狭隘的个体自我局限的完美的精
神实体。诗人写道：“灵感通过我汹涌澎湃，潮流和
指标也通过我”；［２］５０“我里外都是神圣的，不论接触
到什么或被人接触，我都使它成为圣洁”；［２］５１“不论
我从善从恶，我允许随意发表意见，顺乎自然，保持
原始的活力。”［２］２他内心对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
创造力怀有无限的信心，那种渴求心灵自由，宣扬
个体独立精神的无所畏惧的气质溢于言表。诗中
不可言传的“原始的活力”明显带有超验主义当中
崇尚“超灵”无限能量的神秘色彩。

清教思想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另一重要的文
化传统和文学思想渊源。自１６２０年第一批清教
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抵达北美新大陆并立志建
立“山颠之城”开始，清教主义在北美扎根生长，对
北美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尽
管清教主义的宗教狂热到１８世纪初逐渐冷却下
来，清教传统中的原罪观和宿命论以及愤怒的上
帝的形象也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淡化，但是作为美
国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基因和传统，清教思想被一
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传承下来，最终形成了“鲜明而
独特的美国精神、文化和国民性。”［３］３８强烈的历
史使命感和虔诚的理想主义是清教传统留给文艺
复兴时期美国作家的精神遗产，成为美国民族文
学产生和成长的重要滋养，而清教传统中过滤沉
淀下来的宗教沉思、对人性及灵魂的探索和象征
主义倾向成为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的重要传统
和文学特点，清教思想也成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清
晰的美国本土化特征。正如埃利奥特所说，“清教
徒对新大陆的展望作为遗产被我们的主要作家继
承下来，并以种种方式演变成他们作品中具有象
征意义的背景。”［４］３５朱振武对清教思想给予了高
度评价，“在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中，清教思想
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没有清教思
想的影响，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走的必将是另外一
条道路，而今天引领着世界文学潮流的美国小说
又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３］６

纳撒尼尔·霍桑便是受清教传统影响最大的
代表作家。因受到严格的清教家庭教育，同时深
受祖先贵格会教徒迫害案、萨勒姆驱巫案精神遗
产的影响，霍桑的作品被深深打下了清教思想的
烙印。与超验主义文学作品的乐观、自信、自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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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极大的反差，霍桑受到加尔文教的人性观影响，
大部分小说呈现阴郁的心理叙事风格，从不同维
度探寻了人类的心理阴暗面，揭示了清教思想中
罪恶给人们带来的不同维度的影响。在《带有七
个尖角阁的房子》中，作者描述了祖先的罪恶给后
代带来的诅咒和恶果；《年轻小伙布朗》寓言式地
揭示了人类在高贵的表象下隐藏着的种种罪恶，
并因此受到魔鬼召唤；在《拉帕奇尼的女儿》中，医
生拉帕奇尼不惜以自己女儿做试验品为代价，以
实现疯狂荒谬的罪恶，而《教长的黑面纱》中，作者
又进一步告诫世人，试图将不可告人的罪恶掩藏
起来也无法逃脱惩罚，只能使自己在心灵的炼狱
里煎熬。引用纽约大学教授弗朗西斯·Ｈ·斯托
达德在他的学术论著《英语小说的演变》的话说：
霍桑的小说“倾向展示个体内部的自我斗争与灵
魂的折磨。”［５］

与他的其它小说不同的是，霍桑在在其代表
作《红字》中，对清教文化传统进行了理性审视、反
思和批判。作品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了医
生奇灵渥斯，他们之间却没有爱情。在孤独中海
丝特与牧师亚瑟·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
儿。丁梅斯代尔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与海斯特的爱
情，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挣扎，并默默忍受着奇灵
渥斯的报复。而海丝特被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

Ａ字示众。她不仅独自忍受着通奸罪带来的惩
罚，还把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秘密埋藏心底。同
时又通过勤勉、节制和自我牺牲等精神赢得了人
们的认可甚至尊重，而最终亚瑟也在临终前鼓起
勇气对海斯特道出了心声。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加
尔文教对人们精神、心灵和道德的摧残，揭露了清
教统治者的伪善和残酷。另一方面，清晰地表露
了对清教统治伦理观念的质疑和“温和的讽
刺”［３］６７，使作品在清教传统的阴霾下放射出人性
和道德的光芒，创造了一种弥漫着清教文化色彩
的美国式罗曼司，最典型地展示了美国本土文化
与精神风貌。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它讲述
的故事是绝对美国式的，它属于这片土地，这片天
空，它来自新英格兰的正中心”。［６］它与麦尔维尔
的《白鲸》被称作美国１９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的两
座高峰，是美国散文体叙事文学独立于欧洲走向
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文学作品主题的本土化：扎根美国
本土，彰显民族精神

作为美国民族文化倡导者，同时作为一名作
家，爱默生在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过程
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他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注重
美国本土文化精神和当代生活的反映和呈现。他
在《美国学者》中指出，“衡量诗人才能的高低不在
于他所读过的书，而在于他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感
受能力，不在于他对司各特或莎士比亚的迷信和
崇拜达到何等程度，而在于他把时代的、民族的事
物转换成他诗中具有普遍意义形象的创造力。”［７］

受到他的鼓舞，一大批诗人为诗歌的本土化做出
了努力。威廉·布莱恩特和菲利普·弗雷诺均以
美国本土风物为对象进行了大量诗歌创作，朗费
罗则以印第安人风土人情和文化风貌为题材，创
作了第一部印第安人史诗《海华沙之歌》，而惠特
曼则是贯彻爱默生文学主张的经典民族诗人。哈
罗德·布鲁姆曾用“美国经典的核心”［８］２１３这一评
语来评价惠特曼，代表了评论界对惠特曼文学地
位的肯定。

惠特曼以关注美国宏大历史主题为中心，揭
示本土人物精神风貌，弘扬美国民族性格，在诗歌
创作中为美国民族文学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
献。在《草叶集》的序言和后续的诗歌中，诗人表
达了他的核心思想：美国诗人应当理直气壮地描
写美国人的生活、性格和理想，宣扬美国人张扬自
我、勇于开拓和追求幸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
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乐观向上、开拓创新和独立
进取的劳动人民———铁匠、木匠、屠夫、伙计、纤
夫、排字工人、筑路工和诗人等包罗众生的美国
“新人”形象。诗人还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盖房、
炼铁、造船、采煤、炼油、制糖、凿石、收棉、酿酒、制
鞋、宰牲、磨粉等各行各业的具体劳动，表现出对
劳动和劳动群众的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感情，对
蒸蒸日上的美国的赞美溢于言表。诗人以第一人
称“我”为缩影，最为集中而个性张扬地抒发了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必须前进，亲爱的哟，我
们必须首先冒险，／我们是年轻的强壮有力的种
族，别的人全靠我们”；［９］３８３“我看见我自己的种
族，这是最新最伟大的种族的力量之强大与友爱
的象征。”［９］３２５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传达了惠特曼
对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利坚民族把握自己
命运和国家前途的豪情和信心，热情讴歌着美利
坚民族张扬自我、勇于开拓和蓬勃向上的民族性
格，凸显了强烈的美国本土特性，描摹了有关整个
民族发展前景的想象。正如布鲁姆所言：“惠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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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典性在于他成功地永久改变了美国的声音形
象。”［８］２１４－２１５“惠特曼奠定了我们想象性文学中为
美国所独有的东西，即使反对阵营也承认他的先
辈地位。”［９］２２４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的小说家们以小说这种
更宏大的文学体裁，从更宽广和深厚的维度展现
着这个时期美国人更加深刻的一面。区别于英国
和欧洲复杂而盘根错节的传统社会，美国文艺复
兴时期的小说家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固定国界、
疆土不断变化的国家。同时，美国又有别于欧洲，
缺少一个稳定的、复杂的、使人们心理安全的社会
结构，这样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清教文化的
人文氛围，逐渐浸润和培养出这一阶段美国知识
阶层特有的精神气质：孤独、焦虑、不安，又充满理
想主义、敢于挑战。霍桑和麦尔维尔便是这些小
说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通常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和
传统之外的孤独的探索者”。［１０］他们笔下的人物
性格各异、异彩纷呈，既有萌芽状态的美国式的英
雄，如麦尔维尔笔下的船长亚哈，敢于迎接挑战，
面对危险和毁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又有孤独、
焦虑、寻求灵魂解脱的黑夜旅者，如霍桑《红字》中
饱受心灵折磨的亚瑟·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白
兰，以及《年轻小伙布朗》中孤独地在森林中遭遇
行走的魔鬼的布朗。这些孤独的主人公在富于象
征意义的情节中，与未知的、黑暗的命运作斗争。
作者试图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心灵探索，以某种神
秘或寓言方式，揭示着隐秘的、极度痛苦的灵魂。

以麦尔维尔的《白鲸》为例，整部作品就是一
部刻画美国人形象，书写美国民族身份、民族性格
和民族精神的作品，是一部美国史诗和民族神话，
正如美国学者哈利·斯洛乔厄在《莫比·狄克：民
主期待的神话》一文中说：“麦尔维尔的《白鲸》是
第一部主要的美国文学神话作品。”［１１］麦尔维尔
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
会变迁，赋予作品强烈的美国民族特性。小说透
过捕鲸业折射了全面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
化的欣欣向荣的美国社会，而小说中的“裴廓德
号”捕鲸船被视作美国的凝缩和象征，森严的船员
管理结构、精细的船员职责分工、捕鲸过程和航海
技术的专业化和精密化，无不折射着美国工业文
明的强大，也流露出作家对美国蒸蒸日上的国家
自豪感。以船长亚哈为代表的船员和水手在神
秘、未知的大海上的冒险之旅，充分反映了美国人
重建自己伊甸园的美国梦。船长亚哈的航海生涯

和他与白鲸三天三夜的搏斗，在一定意义上代表
了当时的美国人一心征服自然，挑战自然，敢于冲
破围困自己的桎梏，成为命运主人的决心和勇气。

同时，麦尔维尔也以极高的政治和社会敏感
性，关注着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并表达了自己的
关切和隐忧。他在作品中赋予了船长亚哈和捕鲸
之旅多重深厚的象征寓意。捕鲸之旅暗指美国西
部大开发时期白人开拓者对野牛的大屠杀，借以
揭示美国政府的扩张行径给土著居民和大自然带
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以及对狂傲的美国式资本
主义工业文明的担忧。而作品最后偏执疯狂的亚
哈和他的船员及裴阔德号与白鲸同归于尽，清晰
表明了作者对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可能带来的灾难
感到忧心忡忡，这些足见作者的思想前瞻性，也给
作品打上了强烈的美国时代烙印。

四、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本土化：锐意
艺术创新，凸现民族气质

惟有不断地艺术创新和突破，才能使民族文
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美国文学本土化过程
的重要特征和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通过个人奋
斗而获得拯救的新教价值观，以及求新逐变、不断
进取的民族心理特性，促使着美国作家们不断寻
求艺术创新和突破。正如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
所说：“无论一个人的天赋有多高，只要他不创造，
他就不会拥有上帝智慧的清纯泉涌———或许已经
有了煤块与烟雾，但却点不着火焰。”［１］９８

在小说的创作领域，如果说美国浪漫主义早
期的作家还更多地受到英国乃至欧洲文学传统的
羁绊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则对文学作品的
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大胆突破和创新，创
作出一系列艺术特色各异、具有强烈思想启迪性、
且具有独特文学审美的文学作品，逐渐形成了有
别于欧洲的带有美国身份标签和民族气质的文
学，霍桑和爱伦·坡则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霍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开创了“心理罗曼司”
的写作方法。他将罗曼司定义为想象与现实、梦
幻与清醒之间的“中间地带”，［１２］而他的罗曼司关
注的正是这个“中间地带”，即现实与想象的交接
处，以发现人的心理世界的真相。在作品中，霍桑
探索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梦幻般的浪漫气氛、中
世纪的神秘主义色彩和瑰丽的象征手法，来发现
人的心理世界的真相，探索美国清教徒的心理意
识。霍桑的罗曼司开创了美国小说的新文体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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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他关于罗曼司的阐述“几乎成为所有后来对
美国罗曼司结构和功能描述或定义的基准”。［１３］

当代美国作家盖伊·塔利斯和保罗·奥斯特分别
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撰文，均将《红字》列为他
们认为最重要的五本著作之首，甚而认为“它是美
国文学的开端”，［１４］英国的评论家亨利·Ｆ·乔利
在伦敦《雅典娜神殿》杂志上把霍桑列入 “最具有
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美国小说作家”。［１５］

这一时期另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学开拓者是爱
伦·坡。他一生饱受挫折和争议，生前一度被排
斥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但是在生活窘迫、疾病
缠身的境况下，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执著，不断探索
创新、独辟蹊径，在小说和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
文学体裁和文学创作理论等众多领域有开拓之举，
为小说和诗歌在新大陆实现本土化做出了突出贡
献。罗伯特·斯皮勒对坡的评价是“艺术天才为自
觉艺术在美国本土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１６］

在小说创作方面，坡在继承和发扬恐怖、怪诞
与晦暗等元素的欧洲哥特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探
索书写了属于美国的经典哥特小说，并将哥特小
说元素应用到了他所开创的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
中。首先，他立足于美国本土的特异性，将作品背
景由阴森的欧洲古堡和教堂移植到了广阔的美国
疆土，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思想与保守的
宗教理念相左时造成的早期居民的精神异化，表
达了作者对旧世界的迷茫和对新世界的困惑，对
物欲驱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非理性情感予
以关怀。其次，坡创新了哥特小说的表现形式。
他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成功地进行了心理恐
惧的描写以及潜意识思绪的探索，使哥特小说在
美国呈现内在化和心理化，并前瞻性地赋予了作
品现代性内涵，从而开拓了哥特小说创作空间和
表现形式，表达了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

坡在文学创作上展现的非凡的创新力和想象
力，凸现了美国人求新图变、追求卓越的精神气
质。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对坡
“创造了完全不同于欧洲传统的美国风格”［１７］的
评价，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坡对美国文学本土化的
重要贡献。

总之，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美国文学本土化
进程的重要成长期，文学家们高扬民族文化和民
族文学的大旗，摒弃欧洲文化传统的桎梏，以具有
美国本土思想特质的超验主义和清教思想为引
领，深入美国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多维度地关注

美国社会和民众，并锐意进行艺术创新，彰显了独
特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特质，为之后美国文学真正
独立并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文学本土化道路。

五、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

进入２１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
的背景下，中国文学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
受西方文化大潮裹挟，文学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
日益淡化和疏离，脱离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忽视
对社会重大主题、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关注。
文学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学思想空
洞和贫乏。文学创作呈现出泛化、娱乐化和庸俗
化的倾向。在此语境下，我们回顾和反思美国文
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进程的经验，对于新世纪
中国文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一，以爱默生和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作家，
为摆脱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和确立独立的民族文
化而大声疾呼，满怀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和民
族自豪感，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这种对于本民族
和国家朴素而热忱的情感，具有跨越时空的普世
价值，在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心理共鸣，更成为当
下中国作家值得汲取的精神财富。为此，广大作
家应增强危机意识和使命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
文化自信力。文学作品的创作，应善于从中华优
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反映中华民族独特的思
想特质、精神和价值，形成中国本土的审视和叙述
世界的视角及方式，以消弭西方性的过度泛滥，提
高中国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国际话语权。第二，以
惠特曼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美
国的劳动人民，并以细腻的笔触描写美国现实生
活，这都来源于作家本人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对劳
动人民的深刻认识，反映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
理。这一点值得当下广大作家反思。我们更应超
越惠特曼，真正确立为民族大众创作的原则。文
学创作不仅要深入现实生活，立足于深邃而广袤
的本土生活，还要真心关注普通民众的希冀、痛
苦、关切和诉求。惟于此，文学作品才能获得持久
的生命力。正如学者贺仲明指出“能否深入到生
活之中，表达出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
处境，是对文学本土化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１８］

第三，以麦尔维尔、霍桑、爱伦·坡等为代表的作
家，以求新图变的创新精神、高度的政治和社会敏

９４　第４期　　　　　　　张在钊等：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分析及启示



感性，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表达着对美国社会各种
问题和矛盾的关切及隐忧。同时，他们深入人性
内部，探索人类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危机，体现出作
家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关注和审美观照。这也给
中国文学创作以极大启示。在当下中国，文学创
作必须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把握时代主旋律，关注

和反映新时期的重大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展现
改革开放下的当代中国精神风貌，强化文学作品
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揭示和厚重感，增强文学作品
对个体命运的人文关怀。同时，作家要不断艺术
创新，力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以削弱文学创
作的低俗化和浅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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