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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的研究及趋势

黄　浩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薇拉·凯瑟是美国社会转型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其小说主题思想深刻，题材广泛，在美国文学界有着

重要的地位。国外对凯瑟的研究大致与她的创作同步，几经沉浮。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

理论的兴起，国外学者通过建立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的联系，重新解读凯瑟的作品，产生了多元

化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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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作为“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两

位旗手”［１］之一的薇拉·凯瑟（１８７３—１９４７年），毫

无疑问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作家，其作品体

现了“一种变化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１］。美国

文学界对薇拉·凯瑟的研究几经沉浮，从创作初期

其成为研究热点，到她去世后二十多年被人遗忘，

再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使

人们重新审视其作品，一度无人问津的薇拉·凯瑟

重新回归美国文学批评家的视野。在１９７３年诺顿

公司出版的《十六位美国现代作家》中，薇拉·凯瑟

作为唯一入选的女性作家与海明威、福克纳等大文

豪一起位列其中，被誉为２０世纪美国文学界举足

轻重的作家之一，其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不言而

喻。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随着新历史主义和文

化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

学文本研究，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凯瑟的研

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国外学者开始将凯瑟的作

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结合地域、文化等非文

学因素对其进行解读，分析文本与地域的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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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挖掘文本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对凯瑟的作品及

作家本人的解读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笔者将从

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三个角度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凯瑟研究上取得

的成果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近年来凯瑟研究的变

化探寻国外关于凯瑟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文学与地域的相互影响

１９世纪，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反映美国边

疆生活的小说盛极一时。历史学家弗莱德里克·

特纳在他著名的“边疆假说”中提出，西部边疆塑造

了美国人的性格，平等、民主、进取和创新，是边疆

拓荒者的真实写照［２］。依据荒原意识来勾勒美国

文化发展潮流，将美国人与欧洲移民、国家与地方、

传统与现代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美利坚

民族文化。在美国的这一社会进程中，具有浓郁地

域色彩的文学作品“通过描述某一区域内本地人与

外来人的文化冲突以及冲突的消解，增进了不同地

域间人们的相互理解”［３］。因此，国外学者将地域

概念引入文学批评，突出地域在作品中的重要作

用，探讨了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以及地域在文学研

究中的地位。

薇拉·凯瑟因擅长描写美国西部大草原上的

拓荒者而被文学批评家和学者誉为边疆作家。在

她饱含深情的笔触下，１９世纪末美国中西部拓荒

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顽强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

品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１９３０年，卡

雷·麦克·威廉姆斯在《美国文学中的新地域主

义》中提出“新地域主义”概念，使得美国地域主义

文学再度兴起。薇拉·凯瑟、辛克莱·刘易斯、舍

伍德·安德森等正是这一时期地域文学的代表作

家，而地域主义也成为国外凯瑟研究的一个侧面。

２０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工业社会

的兴起和商业文化的传播使人们认识到拓荒时期

美利坚民族的独特个性、坚定意志和开拓精神的宝

贵，进而意识到美国的独特性正在被逐步侵蚀。在

以凯瑟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中西部拓荒生活的作家

笔下，远离城市的乡镇成为一片蕴含道德理想的净

土，人们急于寻找一个契机怀念这种本土感和独特

感，而地域主义文学恰恰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并使人们从中找到了精神和道德的依托。此后，地

域文学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沉寂了一段时间；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女权主义批评的崛起令女性地域主义

文学重回研究者的视线，学者们重新从地域主义批

评视域解读凯瑟的小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崛起，地域主义文学

作品解读摆脱了落后和守旧的标签，凯瑟研究又被

掀开新的篇章。

１９９２年，菲特雷和莱斯在《诺顿美国女性地域

作家选集：１８５０—１９１０》中对凯瑟的《哈里斯老太

太》与伊迪丝·华顿的《伊坦·弗洛美》进行了对比

分析，他们认为，凯瑟作品中的地域是一种集体记

忆，其展现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不同的价值观［４］。

凯瑟与玛丽·亨特·奥斯汀都是以描写西部地域

和人文特质为主的女性作家，菲利普·约瑟夫在

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全球化时代下的美国文学地域主

义》中，对这两位女性地域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讨

论了作家、其地域文学作品和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群

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地理环境和社会环

境对凯瑟笔下人物的影响较为深远，而凯瑟作品中

的人物最终会与周围环境达成妥协并融为一体［５］。

另一位凯瑟研究的主要人物———内布拉斯加大学

林肯分校的盖伊·雷诺兹教授在２００９年发表的

《以薇拉·凯瑟为例：地域与声望》一文中，则将凯

瑟小说中的“地域不同”放在多种族视域来探讨，认

为其小说展现了当地文化与众不同的特点，同时更

突出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运动［６］。让·卡罗尔·

格里菲斯在《女性地域文学的民主色彩》中指出，凯

瑟作为女性地域作家，其对美国民主起源的探索是

其对地域文学最大的贡献，她的作品很容易让读者

联想到１９世纪的美国
［７］。

正如玛丽·亨特·奥斯汀所评价的那样，“有

些美国作家只是描写西部，而有些作家骨子里就是

西部的，他们的任何作品都是关于西部的作品。毫

无疑问，薇拉·凯瑟就属于后一类作家”［８］。凯瑟

对地域的关注不仅让读者了解了美国文学的共性，

而且为读者展现了美国地域文学的个性。由于美

国学术界在不同时期对地域文学的界定和阐释并

不相同，因而学者们对凯瑟小说的地域主义解读也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二、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关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

使学者开始将凯瑟小说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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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读，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研究，而是更多地关

注文学的外缘和边缘，研究其与美国社会历史事件

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作品中体现的移民文

化、多元文化、族裔文化做出阐释。凯瑟以作家的

视角，用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对话，在小说中记录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凯瑟的

小说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复述，而是从自身的角

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记录，引发读者的兴趣，从而使

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和历史。

１８８０—１９２０年是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时期，数

以百万计的美国新移民因生活达不到预期状态，纷

纷离开美国。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有接近一半的美

国新移民返回故乡或另谋出路。因此，如果仅仅简

单地把美国看作是一个移民和定居的地方，那将会

错失了解美国社会的机会。在《薇拉·凯瑟与美国

的移民神话》中，约瑟夫·乌尔格教授以移民这一

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不再关注西进运动中新世界与

旧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差异，而是着眼于移民帝国，

指出迁徙是美国社会的一种生活状态，流动性是美

国社会的特点。定居与移民、无家可归与落地生

根、个人生存与集体奋斗成为凯瑟文学创作的主

题，“凯瑟笔下的两种记忆代表着忘却和修改的愿

望，展示出美国人历史意识中的流动性，而这种流

动性则广泛存在于拓荒者之中”［９］。在乌尔格看

来，移民思潮内植于凯瑟的创作思想，美国民族得

以形成并发展的深层次文化因素在其作品中得以

阐释。凯瑟认为，移民不仅是简单的地理位置的变

化和身体的移动，最重要的还是文化的迁徙和转

移。令人遗憾的是，乌尔格对凯瑟“移民意识”的阐

释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对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其心

理、意识、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解释。

盖伊·雷诺兹则从当时的美国化、进步运动等

历史语境重新解读凯瑟的小说，其著作《历史语境

中的薇拉·凯瑟：进步、种族和帝国》将对凯瑟的研

究放在美国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进步主

义运动、种族、美国化、意识形态等角度解读凯瑟的

小说。雷诺兹认为，早期的文学评论家指责凯瑟的

作品远离美国现实生活，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从

而认为凯瑟的作品逃避并脱离美国社会现实生活

的论断过于简单和武断［１０］１６，他指出，凯瑟作品中

的回忆、怀旧和反思正体现了其作品中所塑造的新

美国人对历史的传承。凯瑟对文化差异的接纳，对

多元文化的包容，对不同族裔文化诸如印第安文

化、黑人文化的描写，都反映出美国民族生活中与

众不同的一面，凯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参与美国社

会文化话语的建构。

凯瑟的小说与美国社会历史紧密联系，她的作

品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和历史。安妮·古德

温·琼斯在《取代南方：〈我的安东妮亚〉中的南方

副文本》中，寻找凯瑟的诗歌犜犺犲犖犪犿犲狊犪犽犲与艾

伦·泰特的犗犱犲狋狅狋犺犲犆狅狀犳犲犱犲狉犪狋犲犇犲犪犱的关联。

两位作家都与美国南方有着深厚的渊源，凯瑟在

《我的安东妮亚》这部内布拉斯加小说之下隐藏了

一个副文本：凯瑟的南方情结［１１］８５１０９。作者的南

方生活经历、南方种族主义对黑人的迫害、奴隶对

现实的逃避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都在这部小说中一

一体现。２０１７年，达里尔·Ｗ·帕尔莫在《当今西

方薇拉·凯瑟研究》中指出，进入２１世纪后西方学

界在对凯瑟的作品进行解读时越来越注重其历史

背景［８］。

综上所述，凯瑟研究者们不断挖掘文学文本与

历史的关联，在历史语境下解读凯瑟的小说，从而

为人们了解美国转型时期的历史事件并理解凯瑟

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三、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呼应

凯瑟对非主流文化“潜在的聚合力和权威性具

有敏锐的感觉”，她在笔下建构了一种“旨在理解和

解释异种文化或‘他者’的话语”［１０］１６０。在凯瑟的

文学创作生涯中，欧洲传统文化、新教徒文化、印第

安文化以及黑人文化都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

西方文学界的兴起推动了凯瑟研究向新的方向发

展。运用文化批评理论对凯瑟的作品进行分析，追

寻其作品创作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取向，探讨少数族

裔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西方学者向人们展示了解

读凯瑟作品的另一种途径。

凯瑟早在孩提时期就崇尚印第安文化。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拜金主义思潮泛滥，

物质文化大行其道。出于对美国社会的不满和对

美国人堕落生活的失望，１９１２—１９２６年，凯瑟五次

探访美国西南部，她的足迹遍布美国大峡谷，此外

她还寻访了亚利桑那州峡谷峭壁上的原始人遗址，

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美国，一个远比她的认知深刻得

多的美国。在这片新大陆，印第安等土著人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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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灿烂的文化，但尽管如此，凯瑟在她的作品中

却并未给印第安文化留有足够的笔墨。梅利莎·

瑞安研究了凯瑟《啊，拓荒者！》中的印第安民族，她

认为凯瑟为了鼓吹拓荒精神而漠视了美国的原住

民［１２］。卡洛琳·沃达特在对凯瑟作品中的印第安

民族进行研究后认为，凯瑟的作品没能揭露美国压

榨印第安人的暴力历史［１３］。迈克·费舍尔对《我

的安东妮亚》的解读与前两位学者的研究有异曲同

工之妙，他认为凯瑟在极力歌颂欧洲移民和拓荒者

时，忽略了印第安原住民所遭受的迫害，忽视了内

布拉斯加是印第安人领地的事实，罔顾他们远比白

人更早定居于此的历史，因此他认为《我的安东妮

亚》是一部“只为白人而写的小说”［１４］。

黑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也对凯瑟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其作品中对非裔文化的描写也成为众多

学者研究的对象。伊丽莎白·阿莫斯在《〈我的安

东妮亚〉和非裔美国艺术》中对凯瑟的最后一部小

说《莎菲拉与女奴》进行分析时就指出，凯瑟对黑人

外貌的描写“充斥着种族主义者的成见”［１１］５８。有

学者认为，凯瑟笔下的黑人是愚昧无知的。托妮·

莫里森指出，《莎菲拉与女奴》这部小说的问题在于

作者试图在艺术上迎合一个观念，即一个白人奴隶

主有权利和资格凌驾于她的女性奴隶之上［１１］８１，因

而部分西方批评家认为凯瑟的作品中透露并传达

了种族主义思想。而另一些西方学者并不赞同这

一说法，认为应该把凯瑟及其作品放在多元文化背

景下进行研究，因此得出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凯

瑟对非裔美国人的关注不仅仅出现在其后期的小

说中，在其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过，如其代表作《我

的安东妮亚》。安·莫斯里主张“从多元文化的角

度看待凯瑟对待非裔美国人的态度”［１５］。《我的安

东妮亚》中，小镇的冬天“使人感到陈旧、肮脏、衰

老、阴沉”，只有一件事打破了这种沉闷、单调的生

活，“那就是黑人钢琴家———盲人达诺尔德到镇上

来了”［１６］１８０。达诺尔德的声音唤起了吉姆美好的

回忆：“那是一种温柔、亲切的黑人嗓音，就像我在

很小的时候听到过的那种嗓音。［１６］１８１”在分析黑人

音乐家参孙·达诺尔德时，阿莫斯批评这段描写

“种族主义十分明显———副词‘粗野’……以及对

‘节奏’和‘昏天黑地’的强调都是如此”［１１］５８，但他

也同时指出，达诺尔德是《我的安东妮亚》中非裔美

国文化潜文本解读的一个重要符号，隐藏在小说中

的黑人文化内涵通过达诺尔德来体现，可见非裔美

国音乐对凯瑟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凯瑟所生活的内布拉斯加大平原是欧洲各国

移民居住的地方，丹麦人、德国人、挪威人、波希米

亚人等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对凯瑟的文学创

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瑟以其敏锐的眼光发

现了它们的文化意义并在作品中探讨其意义所在。

四、研究趋势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凯瑟书信被解禁，越来越多

的文献资料被发掘出来。ＷｉｌｌａＣａｔｈｅｒＡｒｃｈｉｖｅ为

凯瑟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多详实可信的资料，如创作

背景、文中典故出处、作品取材等，而以前未受重视

的凯瑟的诗歌、杂志评论、短篇小说及后期作品则

逐渐成为凯瑟研究的新宠儿。除了凯瑟的草原三

部曲《我的安东妮亚》《哦，拓荒者！》《云雀之歌》持

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外，《教授之屋》《莎菲拉与女

奴》《我们中间的一个》和其短篇小说以及传记也纷

纷成为国外凯瑟研究的热点。

凯瑟研究学者大卫·波特和莎拉·奥布赖恩

多次提及出版凯瑟书信对凯瑟研究的重要性。

２０１３年，安德鲁·朱厄尔教授和珍妮斯·Ｐ·斯托

特教授合作编辑了《薇拉·凯瑟书信选集》，这是凯

瑟书信首次面世。在引言中两位学者写道：“在凯

瑟去世之前，她立下遗嘱禁止出版她的任何书

信……现在我们违背她的遗愿将它们公开是因为

我们相信这些书信有价值，它们将对全世界读者产

生巨大的影响。［１７］”朱厄尔教授、斯托特教授和梅

莉莎·Ｊ·霍姆斯特德教授将于２０１８年编辑出版

凯瑟完整书信的数字版学术著作。凯瑟书信的全

面出版将为凯瑟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可以预见凯瑟

研究将分为两个研究阶段———书信出版前和书信

出版后，前者是凯瑟作品文本研究，后者是文本与

凯瑟生活经历、思想情感相结合的研究。

国外的凯瑟研究除了研究对象更加丰富以外，

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近

几年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文学与

性别、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音乐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频繁出现。学者们对凯瑟作品中的族裔文化研究

也不再局限于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对其作品中

犹太文化的研究也见诸报端，而音乐在凯瑟作品中

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因此，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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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角度或用单一理论分析凯瑟作品的研究范式

已经被西方学者所摒弃。国外最新出版和即将出

版的有关凯瑟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逐渐呈现出多元

化研究趋势，如盖伊·雷诺兹教授的新作《感受薇

拉·凯瑟：作家及其身体》将于２０１９年由爱丁堡大

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凯瑟本人、身体、艺术以及它

们与从维多利亚晚期到现代主义的文学文化运动

的关系等多方面全面分析凯瑟其人及其作品。

综上所述，近年来西方学界将凯瑟的小说与美

国社会历史文化联系起来，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

整体联系并从文化研究的视阈对文学文本进行研

究，建构起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历史以及文本与其

他学科的文化空间，对凯瑟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阐

释和解读，而凯瑟书信的出版则为凯瑟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国外凯瑟研究也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

点，这正是２１世纪国际化背景下凯瑟研究的新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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