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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谈及郭沫若，首先都是在说一位诗人。
郭沫若以《女神》中的新诗创作踏进“五四”新文坛，他的作品译介到海外，也首先是《女神》中的
诗篇。
然而，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细节，无论是《女神》的读者，还是研究郭沫若的学者，似乎并不特别在
意，即，《女神》是一个中国青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留学期间创作的。
尽管那时在国内，已经有文人们在“尝试”白话诗的写作，但郭沫若写作《女神》中最初的那些诗篇
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一种新体诗歌。
那时，他脑海里涌动的只有用英语写作的泰戈尔的诗（那正是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日本盛行“泰
戈尔热”的时候）、惠特曼的诗、歌德的诗，还有日本的“口语体”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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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玉英，女，四川井研人，汉族。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8级博
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教学。
科研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专题研究：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英语世界的毛泽东研究、艾米莉?狄金森研究。
发表相关科研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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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1978年以前英语世界的郭沫若传播
一、译介
二、专著
三、博士论文
四、学术论文
第二节 1978年以后英语世界的郭沫若传播
一、译介
二、专著
三、博士论文
四、学术期刊论文
第三节 意识形态影响下英语世界的郭沫若传播
第四节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传播在海外郭沫若传播中的位置
第二章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译介
第一节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自传译介
第二节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戏剧译介
第三节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诗歌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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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小说译介
一、评斯诺《活的中国》中英译的郭沫若小说《十字架》
二、评王际真《中国战时小说》中英译的郭沫若小说《月光下》
三、评贝格利英译的郭沫若小说《齐勇士比武》
第三章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学术研究
第一节 传记与思想
一、戴维·罗伊：《郭沫若的早年岁月》
二、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
三、郭沫若：“中国”与中国
四、朝向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解决之道：郭沫若至1926年的思想发展
五、《从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革命：郭沫若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
六、“五四”运动和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以郭沫若为例
七、郭沫若：一个现代革命的文学人物：1924-1949
八、人类的英雄与被放逐的上帝：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中的中国思想
九、重释日本：中国视角之郭沫若
第二节 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一、《西方文学理论与现代中国导论：1915-1925》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三、“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
⋯⋯
第四章 英语世界郭沫若研究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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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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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它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社会力量又是什么。
”佛克玛指出，尽管普实克认为在旧文学中抒情文学所占据的统治地位现在已被叙事性作品所占据，
而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的转变。
但遗憾的是普实克并没有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态度的转变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某种关
系。
而且由于普实克不能拿出更多的论据来对此加以证实，我们也会因此而质疑其观点的正确性。
佛克玛最后阐明了自己对这本文集价值的看法。
他认为，这本文集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普实克和文集中所涉及的研究者们对解决文学与社会之关系这个
问题的方法所提供的建议，而在于这本文集中有几篇论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还不太引人注意的问
题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这几篇文章根据佛克玛在前面的分析指的应是米列娜的《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玛塞拉的《论冰心
的小说》以及雅米拉研究田汉戏剧的论文。
柳无忌对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评论则发表在1966年第25卷第3期的《亚洲研究期刊》上。
与佛克玛的评论对普实克著作的肯定与褒扬相反，柳无忌则着重分析指出了这本著作中存在的诸多不
足。
柳无忌首先指出这些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章，根据普实克自己在该书序言中的介绍，
大致只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学生的水平，他们的优点只在于这些年轻的汉学研究者在分析和研究中文
作品原作时所体现出的严肃和勤奋，其中米列娜的《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是其中所含信息较丰富，
写得也较好的一篇。
文中呈现了一些关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有用的背景信息，同时还显示出作者对中文资料的扎实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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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语世界的郭沫若研究》：人文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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