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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狄更斯学术史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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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指１９８０年至今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狄更斯学术史可以分为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和２１世
纪前１４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是我国狄更斯研究的繁荣时期。第一阶段我国狄更斯研究的范围明显扩大，形成了多元
并存的研究格局，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占了较大比重。第二阶段我国狄更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

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日益多样，新方法的运用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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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狄更斯研究的一个关键时期。１９８０年之后，国内的狄更斯研究经过一段
时间的准备，由文革时期的停滞逐步走向繁荣。１９８０年全国各类报刊共发表狄更斯研究方面的文章１４
篇，比１９７９年的７篇翻了一倍。如果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卷为例，１９８１年收录狄更斯
研究方面的文章和文章目录共１２篇，１９８２年１６篇，１９８３年１７篇，１９８４年１３篇，１９８５年１３篇，考虑到
还有不少没有收入的文章，这一时期国内的狄更斯研究不仅回复而且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并为２１世
纪的更大繁荣做好了准备。

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可从译介、论文和专著三个方面探讨。

１　译介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化进入全面复兴期。百废待举，翻译界与出版界首先的工作是再版以前出版过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１０ＹＪＡ７５２０４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欧美日经典

作家系列”子项目“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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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狄更斯作品，同时出版新的译本。到９０年代，狄更斯的１５部长篇小说和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都有了中
译本。９０年代的狄更斯作品翻译开始向纵深发展：即对已经有了中译本的狄更斯作品进行再翻译。整
个９０年代，狄更斯长篇小说的新译本明显增加，达３３种之多。在众多版本的竞争之中，一些译得较好
的版本逐渐得到公认。上海译文出版社从８０年中期开始，到１９９８年，选择了１９种比较经典的译本，结
为《狄更斯文集》，统一推出，在国内读书界、翻译界和研究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这１９种译本包括狄
更斯的１５部长篇小说以及《博兹特写集》《圣诞故事集》《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和《中短篇小说选》。
众多的版本相互竞争，可以说是整个８０、９０年代狄更斯作品翻译的一个新的特色。

另一个新的特色是狄更斯作品的各种异本如缩写本、节译本、改写本、编译本、英汉对照本、英文注

释本、影印本、注音本和连环画本的大量出现。

缩写本、节译本、改写本、编译本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愿意阅读狄更斯的作品但又因时间不够或

阅读水平不高而不能阅读狄更斯作品全本的那些读者的要求。四者之间有相同点，即都对狄更斯的作

品进行了压缩和改写，都一定程度地降低了阅读的难度。但也有一定的区别：缩写主要是压缩篇幅，选

出精华，但要求完整；节译本主要是选译精华，不一定要求完整；改写本则要求改写者用自己的语言对狄

更斯的作品进行重写，不要求与狄更斯的原文对应；编译本则比改写本更加自由，编译者可以对狄更斯

的作品进行改写，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加入原作中没有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解释。

英汉对照本、英文注释本、影印本主要是为了满足一部分英语水平较高的读者学习英语、阅读原著

的需要而出版的。但严格地说，影印本如果未经原出版社的授权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因此，在中国于

１９９２年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这种影印本基本上就没有了。
注音本和连环画本主要是针对少年儿童的需要而出版的。注音本一般选择简易读物注上汉语拼

音，以供儿童学习汉语拼音之用，当然，也可用于成年人学习普通语。连环画本主要是满足少年儿童阅

读狄更斯作品的需要，由于它字画并茂，受到少年儿童特别是儿童的欢迎。

狄更斯作品的各种异本的大量出现，一方面说明了狄更斯作品翻译出版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中国社会对狄更斯作品需求的旺盛和多样化。

国外狄更斯研究成果的译介方面，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几本狄更斯的传记，如伊瓦肖娃的《狄更斯

评传》（蔡文显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安德烈·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朱延生译，山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林筠因、石幼珊译，天津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Ｔ．Ａ．杰克逊（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Ａ．）的《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范德一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英）Ｍ．斯莱特（Ｓｌａｔｅｒ，Ｍ．）的《狄更斯与女性》（麻益民译，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此外，还出版了一本学术性的译文集，即罗经国编选的《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

此外，一些杂志也发表了部分国外学者的狄更斯研究成果。如李吟波译，（苏）Д．乌尔诺夫著的《果
戈里与狄更斯》（《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８期）；聂振雄译，（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的《狄更斯诞
辰一百周年》（《外国文学报道》１９８５年第６期）；周殊平译，乔纳森·亚德利著的《狄更斯在美国》（《文
化译丛》１９８７年第４期）；刘琦岩译，（美）罗蒂著的《海德格尔，昆德拉，狄更斯》（《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５
年第１０期）等。

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１９５４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对狄更斯的生平与创作作了详
细的介绍与分析，作者对狄更斯创作总体上是肯定的。伊瓦肖娃运用的是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她喜

欢将狄更斯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形成、发展及其原因。在分析具体的作

品前，作者总要先大段地综述与这一作品有关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方面的情况。对于有助于理解狄更斯

及其创作的材料，伊瓦肖娃的介绍十分详细，而狄更斯具体的生平事迹，如果与其思想、创作没有密切的

关系，则往往会被她忽略。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介绍到国内的时候，正是中国狄更斯研究快速恢

复、对外界的大门打开不久的时候，评传丰富的资料、细致的分析和鲜明的观点对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

国内的狄更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它的过分执着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过分坚守的俄苏式的

社会主义传统、以及过分单一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对国内狄更斯研究者们产生了一定的消极

影响。

如果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坚持的是俄苏文化传统，那么罗经国编选的《狄更斯评论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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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主要欧美学者思想。这部译文集收集了爱伦·坡、理查·豪恩、亨利·詹姆斯、乔治·吉辛、吉·

基·杰斯特顿、肖伯纳、托·斯·艾略特、乔治·奥威尔、爱德蒙·威尔逊、威廉·燕卜生等３０位作家的
有关狄更斯的重要评论，除了卢那察尔斯基是俄苏批评家之外，其他都是欧美批评家。这些作家从思想

内容、艺术技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心理分析等不同角度对狄更斯作品及狄更斯本人进行

分析。论集的内容丰富，观点多样，富于启发性。美国学者韩南认为，“１９世纪外国人著译的汉语作品，
几乎都需与华人助手联袂协作，才得以完成。”中外文化的交流，译介起了重要作用［１］。这些传记与译

著的出版，对开阔国内学者的视野、提供研究方法、增进国内学者对狄更斯及其作品的理解、促进国内狄

更斯研究的发展，都起到了好的作用。

２　论文
这一时期国内报刊发表的有关狄更斯的文章为３５０篇左右，其中，学术性论文约为２００篇，平均每

年１０篇左右①，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主要成果。
思想方面，上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批评仍是重要的批评视角与方法，狄更斯作品中的人

道主义思想仍是研究者们喜爱的话题。这一时期的论文，光是题目上明确标示出“人道主义”这一关键

词的，就达１４篇之多。但这一时期对狄更斯人道主义的探讨仍主要是从狄更斯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下
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其人道主义的两面性３个方面进行，并没有超出６０年代
杨耀民等学者论述的范围［２］。倒是一些比较性的论文，由于视野的扩展及新的研究对象的引入，给人

带来一些新的感觉。如湖晴的《人道主义的三座丰碑———＜双城记＞＜九三年＞＜日瓦戈医生 ＞之比
较》。文章认为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以“温和”为特征。他对法国革命的否定从总体上“有欠准确和公

允”，但其中又有“合理成份、正义因素”［３］。

另一部分学者则突破人道主义的范围，从新的角度切入狄更斯作品思想的研究。１９８７年，赵炎秋
发表文章指出：“狄更斯思想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是他的人道主义更多地侧重于伦理道德的

范畴。”“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他所批判的重大社会罪恶，几乎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如自私、卑劣、残忍、

高傲、欺骗、冷酷无情，等等。他认为只要清除了道德上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起来。”“狄

更斯的道德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４］核心层次是高尚、诚实、仁爱，中间层次是

正直、勇敢、无私、利他、厚道、真诚、通情达理等，表面层次是人们的教养、生活作风、处世态度如文雅、谦

和、稳重、严谨、温柔、有礼貌、自尊、尊重别人、举止得体等。文章突破了４９年以来国内狄更斯研究的传
统的社会—政治视角，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狄更斯研究，扩大了狄更斯的研究领域。１９８９年，朱虹发表文
章，认为“狄更斯是文学史上不多见的把高度的思想性和广泛的娱乐性结合起来的作家。”“除了我们心

目中的狄更斯———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还有另一个狄更斯———迎合大众趣味的通俗小说作者。若要

全面了解狄更斯，他的这一面不容忽视；从考察某些文艺现象的角度，他的这一面亦有启发性。”“作为

通俗小说作者的狄更斯为追求销售量，尊重中产阶级的社会偏见，表达他们的心理和感情要求，迎合他

们的欣赏标准。总之，狄更斯的作品作为通俗小说来看，处处都打上了中产阶级的理想和趣味的烙

印。”［５］狄更斯作品的“中产阶级的体面”、性道德的纯洁、感伤、恐惧和悬念等侦探小说因素，都可以从

这个角度考察。现在看来，朱虹这篇文章很明显受到了西方一些评论家的影响，对狄更斯小说中通俗、

市场的一面有所夸大。但这篇文章的确开阔了国内狄更斯研究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角度，有利于人

们更全面地了解狄更斯及其创作。１９９２年，《外国文学评论》第３期在研究动态栏发表署名为“宁”的
作者的文章《狄更斯能纳入后现代主义话语吗？》。文章引用美国梵得比尔大学克莱登教授的论文的观

点，指出可以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研究狄更斯。狄更斯对于意识形态影响未及的“素朴的”或不受重视

的叙述程式的运用，他的作品中的那些性情乖张、行为异常的角色，他的创作中的追求狂欢化，崇尚戏谑

模仿，他在晚年创作中致力于将几无联系的小说人物拉扯到一起，等等，都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联系，

或者可以看作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先声。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一篇介绍性文字，但它在国内狄更斯研究中

引入了一个新的话题，有利于狄更斯研究领域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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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数据根据笔者和笔者的研究生在湖南师大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知网、读秀网等网站上的资料整理

而成。后面所有有关国内狄更斯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此，不再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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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仍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重点之一。受８０、９０年代流行的系统、信息、控制等“三论”的影
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倾向于将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赵炎

秋先后发表《外化———狄更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法》（《湖南师大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５期），《论狄
更斯小说人物的基调化倾向》（《湖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狄更斯小说人物的类型与发展》（《湖
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５期），《论狄更斯笔下的双重人格人物》，（《湖南师大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论人物在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位置》（《求索》１９９５年第４期）等５篇文章，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
物进行深入分析。周颐在《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１年１、２、３期上连续发表《兼容了历史与喻指
价值的人物：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一》、《呼唤着人类同情的艺术形象；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二》、

《表演出舞台效果的喜剧性：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三》等三篇系列论文。论文篇数不是很多，但集中

讨论狄更斯作品中的扁平人物，因而比较深入、细致。文章针对部分批评家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扁

平人物”不真实、类型化、怪诞滑稽的批评与责难，指出，狄更斯小说中的“扁平人物”既是“历史的生活

样本”，又具有超越时空的喻指价值，他们身上所隐含抽象喻意，能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中落实到具体的

现实人物或具体对象上。狄更斯笔下人物的性格虽然单一，但作者以善、恶为参照，将其组成彼此对立

与对照的人物系统，在对照中描写维护和弘扬人性的善良品质而在这个系统中，恶的人物几乎都归于

可耻或可怜的下场，而善的人物几乎都有满意的归宿。这样，狄更斯惩恶扬善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由

人物形象本身所体现的人情与人性的要求，就会使读者产生更强的共鸣，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人物塑

造上，狄更斯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戏剧手法来描写人物形象，他让人物不停地行动，以唤起其活力，同时以

精采的人物话语增添人物的艺术情趣，使其喜剧性格表现出一种舞台效果。此外，任明耀对狄更斯笔下

的怪人形象，郭珊宝对狄更斯笔下的儿童形象，余迎胜对《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妇女形象等，也都进行

了一定的探讨［６］。

艺术方面，受益于８０、９０年代对文学作品审美性和艺术性的重视与强调，这一时期狄更斯小说艺术
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研究涉及到狄更斯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朱虹、赵炎秋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对狄更

斯小说的结构、幽默、心理描写、人称和视角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在创作方法方面，占主流地位的

看法仍是认为狄更斯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在此基础上，赵炎秋进一步提出狄更斯的现实主义是

感受型的，它既和福楼拜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也与浪漫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７］。赖干坚则认为：“狄更斯

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便在于他把现实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方法紧密结合。”［８］创作艺术上，潘耀蠳认为，

狄更斯的小说“题材丰富，形象鲜明，浮雕式地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采的生活画面。狄更斯善于以个别

人或一家人的生活为中心组织情节，透过情节提出当时公众所关心的社会基本问题，使作品主题突出，

线索分明，形成了他的创作的显著艺术特色。”［９］李肇星认为，狄更斯的景物描写情景交融，喜用漫画、

幽默与讽刺，他不仅善于在运动中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而且善于以拟人化的手法把静物写得栩栩如

生［１０］。蔡明水认为，“狄更斯把象征手法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运用，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深

度，给小说增添了诗的意境。”狄更斯的象征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大部分象征产生的意境是明朗清晰

的，如大雾并不象征天地间的‘神秘力量’而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暗示的抽象概念可以从它固有

的属性引伸而得，不是作者随心所欲外加的。”另一方面，狄更斯小说中的象征不影响主题的表达。如

《荒凉山庄》的主题是明显的，“对一个认为雾就是雾的读者来说仍然是显而易见。然而我们一旦领悟

了象征的内容，便可以进入一个更幽深的意境，超越作品的时空限制，看到更远更本质的意义。”［１１］郭珊

宝肯定狄更斯的夸张，认为他的夸张是一种童心式的夸张，作者具有一双“孩子第一次看世界的慧眼，

所以‘能够找到’那些‘值得夸张’的事物。”［１２］赖干坚认为：“狄更斯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便在于他把现实

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方法紧密结合。”［８］罗经国接过林纾的评论，仔细分析了《荒凉山庄》的锁骨观音结

构，认为小说庞大复杂，但狄更斯“别具匠心地使小说的情节、主题、象征和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扑

朔迷离的故事跌宕起伏，浑然成为一体。”［１３］伍厚恺认为，一般说来，狄更斯的小说并不以构思完善、布

局精巧见长。但《双城记》不同，它“紧紧围绕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成功地安排了多层次、

多角度的平行对照和对比关系。”这是其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１４］。研究者们抓住狄更斯小说艺术的

某一方面，各抒己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比较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中出现可喜的增长势头。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既可更好

地理解狄更斯的作品，也可进一步了解狄更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同时，比较研究也是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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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视野扩展的表现。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论文共２４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与国外作家比
较，用来比较的作家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雨果、萨克雷、劳伦斯、哈代等。其二是国内作家与

狄更斯的比较，主要集中在老舍与狄更斯的关系上。９篇文章有８篇分析狄更斯对老舍的影响和两人
的幽默与讽刺，一篇文章分析两人笔下的小人物。彭禄茂对两人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早期的

老舍不象狄更斯那样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他受狄更斯的影响主要在于社会思想、伦理道德和艺术情

趣上，尤其是后者。老舍多次谈到他那时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不必过问政治，并以此自命清高。”但他

并不像狄更斯那样对资本主义社会持肯定态度，“他与狄更斯的不同在于：他没有狄更斯那样对资本主

义怀有深厚的感情。老舍观察社会更冷静和客观，没有狄更斯那样对乌托邦理想的盲目乐观。并且，他

总的政治观点也不象狄更斯铁板一块。抗战爆发后，老舍的政治热情大大增强，政治倾向也逐渐明朗，

由于经常接触进步人士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建国之后，有时甚至因为要突

出政治而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１５］。袁荻涌认为，老舍是通过阅读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作品，才产生了

创作的欲望，进而成为著名作家的。老舍的幽默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但“老舍对狄更斯等人的幽默风格

的借鉴，并非一味照搬，而是有着很强的主体意识，是有取有舍的。……狄更斯的幽默很少和深刻揭

露社会黑暗本质结合起来，缺乏强烈的批判意识。……在老舍幽默诙谐色彩的后面，我们感觉到的是

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在含泪的笑中，处处显示出作家对中国社会无与伦比的洞悉，对

民族文化心态的深沉思考和尖锐抨击。”老舍的现实主义、他以底层社会为自己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等

特点，也与狄更斯有关。“狄更斯以城市贫民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以小人物的不

幸命运为主线的现实主义精髓，启发了老舍，使他发现自己也拥有同样丰富的艺术宝藏，也有可任意

驰骋的艺术天地。……从狄更斯小说中，老舍领悟到自己应该追求的艺术目标，明确了自己可以为之

奋斗的方向。……老舍作品的这种庶民性，固然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得益于他丰厚的生活积累，可

是我们也不能排除狄更斯对他的启迪和影响。从描写对象和抨击方向的一致性上，我们不难看出这种

影响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老舍也很喜欢康拉德、威尔斯、赫骨黎等英国作家，但这些作家却没

有象狄更斯那样对老舍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描写的生活与老舍自己的生活经历

相距较远。”［１６］这些分析与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着狄更斯在国内读者中的影响的加大，和相关译本的增多，这一时期开始有学者对狄更斯作品的

翻译以及国内研究情况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成果。学术史研究论文有两篇，分别是赵炎秋的《建国后

狄更斯研究述评》（《柳州师专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葛桂录的《“善状社会情态的迭更司”———民国时
期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后者论述民国时期国内狄更斯研究，
前者论述建国后至１９９６年国内狄更斯研究，两篇合章合起来，正好对１９０７年以来９０年的中国狄更斯
学术史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

三　专著
论文的篇幅毕竟有限，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感到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将自己的研究成

果更大规模地展示出来；另一方面，随着狄更斯影响的增加，也迫切需要全面系统地向读者介绍狄更斯

及其创作。这导致了研究专著和知识性著作的出现，这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明显进展。

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著作共有１１种①，其中学术性较强的是朱虹的《狄更斯小说欣赏》、赵炎秋
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和薛鸿时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

《狄更斯小说欣赏》是朱虹在自己写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全书收集了１６篇文章和一
篇《代序》，分别评论除《德鲁德疑案》之外的狄更斯的１４部长篇小说，和他的《博兹特写集》与《圣诞故
事集》，《代序》为朱虹写的另一篇文章《评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这本小

１４１

① 分别是：１、陈挺：《狄更斯》，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２、张玲：《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３、朱虹：《狄更斯小说欣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４、傅先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狄更斯》，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９年。５、王治国：《狄更斯传略》，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谢天振：《深插底层的笔触：狄更斯传》，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分公司１９９４年。７、赵炎秋：《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薛鸿时：《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
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徐澜：《狄更斯：我撞上了你的眼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０、童伟钢：《狄更
斯》，深圳：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１、车雷：《雾都明灯：狄更斯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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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录了、汇集了笔者在重读狄更斯时的一些零碎的感受，难免带着个人感情的色彩，无意追求什么体

系。当然，任何评论，都包含着某种方法论的前提。我想，在评论中，实事求是从形象出发，从广义的文

艺反映现实的基本规律出发，总能捕捉到原作精华的点滴。”［１７］１９１本着这种目的，专著的每篇文章集中

谈狄更斯小说的一个方面，力图写出作者个人的见解。如，《博兹札记》这一章侧重分析狄更斯对伦敦

特别是伦敦底层社会的描写，狄更斯敏锐的观察力、惊人表现力。作者特别指出：“狄更斯作品中的许

多思想、艺术特点都在《札记》里初见端倪。若是先读完狄更斯的１６部小说杰作，回过头再读他出版的
第一部书《博兹札记》，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的，如果说狄更斯的全部作

品可以比作一部宏伟的戏剧，那么《札记》可以说是一次‘彩排’。”［１７］７《匹克威克外传》侧重分析匹克威

克先生的主观想法与客观现实的脱节，指出作者通过“既逼真又逗乐”人物、场景与事件来揭露社会的

阴暗面，通过“匹克威克这些滑稽化的形象”来“歌颂真善美”。《大卫·科波菲尔》侧重分析小说的重

叠镜头。作者认为，《大卫·科波菲尔》属于欧洲文学传统中“少年成长”的题材的作品。小说的主题便

是“人生”。“作者通过大卫的形象和他的一生命运表现他所理解的人生，探索人应该怎样了解客观世

界、怎样与他人相处、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大卫善于童年时代的回忆都在远方中包含成人的智慧和

过来人的心情，但同时又不失真，仍然符合儿童的心情和语气，象一种重叠镜头似的，使读者既看到孩子

的形象又感到他长大成人以后的心灵。”［１７］１２７这正是小说写作的一个特点，也是表达作者构思意图的一

个重要方法。《双城记》讨论小说所提出的双重的警告。作者认为小说的故事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

分是马奈特（一译梅尼特）医生一家的故事，一个部分是以德法治夫妇为中心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与

暴力场面。前者是充满爱的世界，后者是充满恨的世界，小说最后的结局是爱战胜了恨。作者认为，小

说是向“剥削、统治阶级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它通过法国大革命的的暴力场面，具体而形象地预示

了英国社会的前景，向剥削、统治阶级指出，象小说中的圣爱弗雷蒙（一译厄弗里蒙地）侯爵一样，他们

播下的种子也只能结成同样的苦果。”“但这警告也是双重的，既是对剥削、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对革命

人民的一个警告……似乎革命一旦得逞，就会失去控制，使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双城记》也是对革命人民的警告，提醒他们暴力本身的逻辑会把他们与压迫者一起推向毁灭、同归于

尽。”［１８］专著形式活泼，论述灵活，见解虽不系统，但常见精彩之处。

赵炎秋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也是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作者具有较强的整体与

系统意识，把狄更斯的１５部长篇小说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３个角度进行系统的分
析，其研究深入到狄更斯小说的各个方面，而在具体的论证中，又未停留在一般的泛泛而论上，把研究变

成纯理论的阐释，而是深入到狄更斯小说世界中，对小说进行具体入微的分析，于具体分析中形成观点，

反过来，观点又指导了对作品的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比较紧密。全书有较强的对话意识，作者的视

野比较广阔，掌握的材料比较丰富，在研究的过程中，常有意识地针对国内外狄更斯研究中一些值得商

榷的观点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作者对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英国作家兼批评家福斯特认为

狄更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扁平人物，而扁平人物的价值没有圆形人物高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狄更斯小

说中的人物既有扁平的也有圆形的，并从理论与文学史事两个方面论正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各有价值，

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并进而从人物性格内涵的多少和人物性格的内涵有无变化两个方面，把狄更

斯小说中的人物分成静止中的简单人物、发展中的简单人物、静止中的复杂人物、发展中的复杂人物四

种类型，这就比福斯特的看法更为深入，同时也更符合狄更斯小说的实际。

思想方面，专著认为，狄更斯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而最重要的３个侧面则是对１９世纪英
国（包括美国）社会的批判，对伦理道德的宏扬和对人性的关注与探索。狄更斯小说的主导思想是人道

主义，而这人道主义侧重的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其基础是人性。因此，狄更斯的道德观与人性本质上是

同一的。它们构成了狄更斯小说人道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这又是狄更斯小说对社会的批判的基础

与出发点，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作品、情节与细节中，三种思想的体现又不

是同等的，而是各有侧重，主次有别的。这样，三个侧面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配合，形成一部复杂而

又和谐的三重奏，构成狄更斯小说思想内容的主体。

人物方面，专著从人物在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位置，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系列，人物的特点，人

物的类型与发展，以及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变态人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该书认为，人物在狄更斯

长篇小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整个小说的中心，小说的整个系统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构建的。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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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众多，其性格行为各不相同，千姿百态，但是也有着这样与那样的联系。作者长期注

意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人物，把他们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人物的系列。专著认为，狄更斯

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该书从人物性格的单层次、人物本质的确定化、人物形象的基

调化、人物的明晰性、深厚的人性内涵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专著从简单与复杂、静止与发展两个方

面讨论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并据此把狄更斯笔下人物分为四个大的类型：静止中的简单人物，发展中

的简单人物，静止中的复杂人物，发展中的复杂人物。书中还讨论了狄更斯小说中的变态人物，认为变

态人物是狄更斯小说人物的一个重要的类别，并进而从怪人与双重人格人物两个方面，讨论了变态人物

的具体表现与特点。

艺术方面，专著认为，狄更斯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是描写自己的感受世界，这种感受世界既保持了

现实生活原貌，又渗进了作者浓厚的主观因素，狄更斯小说结构的典型模式是多元整一。所谓多元，是

指狄更斯小说是由多个叙事单元组合而成的；所谓整一，是指这些单元虽然各自独立，但又通过人物、情

节、线索等互相联系、渗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多元整一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散而严谨、网状

结构、人物中心。狄更斯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他不像意识流派作家那样，运用内心独白、时空错

乱、自由联想等手段，尽力揭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也不像托尔斯泰等作家那样，通过作者的笔触，对人

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刻画，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描述给读者，而是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把人物的内心世

界转化为可感知的外部形象，通过人物的内心间接地显示出来。该书把这种描写方法称为内心世界的

外化。此外，该书还讨论了狄更斯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二元对立原则，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称与视角，以及

狄更斯小说中的幽默，等等。

薛鸿时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评传》，全书共分２４章，以狄更斯的生平为线索，侧重对狄更斯
作品的分析。薛鸿时不同意将狄更斯看作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认为，“狄更斯天生具有浪漫

主义气质，他瑰丽的想象时时形成强大的张力，总想突破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临摹。”［１８］２８５因此，对狄更斯

的研究决不能满足于指出狄更斯小说对英国社会的批判，更应深入认识狄更斯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

特色。狄更斯的创作充满诗的激情，笔下人物往往超越现实生活的范围。狄更斯的小说一方面忠实于

现实，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运用现实的材料来表达他的道德理想。薛鸿时将狄更斯小说的这种特色称

为“浪漫的现实主义”，并将这一观点贯穿到对狄更斯小说的分析之中。

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不倾向做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结合故事内容，在对情节、人物的介绍与分析

中蕴含自己的观点，得出相关的结论。由于与作品结合紧密，评传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第１５
章对《大卫·科波菲尔》的分析。作者先介绍小说的蕴酿与准备，然后介绍小说的主要情节，然后分析

小说的风格，认为在小说中，狄更斯“将自传与虚构、细节真实和丰富想象揉合起来，使之浑然一体，成

为具有最高品位的艺术精品”。最后得出结论：“狄更斯的艺术决不能简单地归入现实主义（或自然主

义）范畴，无论早期、中期或后期，他始终和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称他是一位将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家也许更准确些。”［１８］１６０这种分析方式比较符合评传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可

读性。

四　结语
对于中国的狄更斯研究来说，８０、９０年代是一个重要时期，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正轨，政治上的

拨乱反正，经济的逐步繁荣，文化上的面向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开放，中国的狄更斯研究也走向繁荣。８０
年代早期的研究还有着传统观念的束缚，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深入，这种束缚也逐步消失，新的

思想与新的观念不断涌现，形式方面的创新也常有出现。

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首先，研究范围明显扩大。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几部传统的重要作品，而是扩展列狄更

斯的整个创作。狄更斯所有长篇小说和部分其他作品如游记、中短篇小说、演讲集等，都进入了研究者

的视野，成为研究的对象。自然，在研究范围扩大的同时，重心仍然存在，几部重要作品如《双城记》《艰

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等，仍是研究者们注意的中心，有关的研究文章也最多。

其次，突破了过去那种一元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这一时期，改变了十七年时

期向苏联一边倒的现象，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研究上，不再局限于思想内容的范围，艺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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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成就与特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论文试

图淡化内容与形式的界限，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狄更斯的作品。另一方面，在分析思想内容的时侯，研

究者们也不再局限于社会一政治层面，而开始在其他层面进行探索，并且取得了较大进展。特别是人文

层面，这一层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中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和社会一政治层面并峙的另一

高峰。

第三，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占了较大比重。随着狄更斯研究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单篇作品的分析越

来越显得不够。对狄更斯的整个创作进行总体把握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而单篇作品分析的积累和

狄更斯大多数重要作品和有关资料的翻译出版又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

者们纷纷跳出单篇分析的老路，以狄更斯的几部作品乃至整个创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更好地把握

狄更斯的创作，找出某些更本质更有普遍性的东西。由此促进了狄更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第四，系列论文的大量出现。与共和国前３０年的狄更斯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出现了大量
的系列论文。部分研究者不满足于单篇论文的零敲碎打，而是有计划地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研

究，以便不断地深入，这导致了系列论文的出现。首先采用这种形式的是朱虹。接着，赵炎秋从１９８７年
开始，至１９９６年，连续发表了《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等１４篇文章。此
外，郭珊宝、周颐、任明耀、赖干坚、王力、金嗣峰、臧传真等也都发表了两篇或两篇以上的系列研究文章。

系列论文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磅炸弹。它能够广泛深入地进入研究对象，促进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在这

一时期的大量出现，说明了狄更斯研究的深入和学者专业化程度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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