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文化选本（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英国文化选本（下）>>

13位ISBN编号：9787544617505

10位ISBN编号：7544617505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者：杨自伍 主编

页数：3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文化选本（下）>>

内容概要

本书选收了约翰逊、雷诺兹、吉本、怀特海德、伯林等五十余位名家的文章。
涉及人文学科诸领域，折射出英国文化之精华。
选文皆富于思想与文辞，为历代传诵之精品，大都系国内首次译介。
译文多出自陆谷孙等知名学者、翻译家之手。
堪称名作佳译，相得益彰。
    本书有助于提高英语修养，有助于拓宽视野、陶冶情操、启发思想、增进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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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自伍，著名翻译家。
主要译著有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八卷)、艾·阿·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英国散
文名篇砍赏》、《英国经典散文》、《英国文化选本》(上、下册)、《美国文化选本》(上、下册)、
《英语诵读菁华》(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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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典文学和文学家　　李赋宁译　　前些时候，一位知名的作家在发表他个人关于这次大战后教
育的前景的意见时，曾不嫌费事地宣称在未来的新秩序中仍将有希腊文的地位。
但是他却又限定他的话，补充说明希腊文的研究是一门和埃及学具有同等尊严的学问，他还说了一些
其他的专门化的研究。
他认为在任何开明社会中，应为少数对这些学科特别感兴趣的人们提供这些方面的研究机会。
上面的意见是我在一本期刊里读到的，是我在应用科学专家的接待室里等待接见时随手翻阅到的。
我还没顾得上记下来该文的出处就被某专家召见，因此我不能准确引证该文，也就姑隐该作者的姓名
。
但是这位作者的话，虽然不带反语嘲讽意味，虽然完全出于一片开明的至诚之心，却使我不禁浮想联
翩，因而我愿在此继续谈谈我就这个问题的想法。
我很感谢该文的作者给我以启发，使我能够在今天这个场合以唯一可能扮演的角色出现在观众面前。
在我以往的岁月里，我既凭狡猾，又靠厚颜无耻，还出于幸运，在轻信的人们当中获得了博学和学术
成就的名声（由于我不再需要这种名声了），我一直想摆脱它的干扰。
自己的弱点早晚肯定会被揭发出来，与其由后代暴露这些弱点，还不如自己坦白承认：但是我却发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自己不配享有的博学的名声比取消这个名声容易得多，但是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为古典文学作辩护所提出的理由只能用学者的学问来支持，或我提的理由只能由今
日我们称之为教育家的人们正式提出，那么我就会冒败诉的危险。
这是因为有些比我高明得多的学者并不像我这样看重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研究，还有一些教师能够很好
地证明我想要提倡的这些研究是根本行不通的。
但是如果我仅从文学家的观点提出为古典文学作辩护的理由，那么我将不会冒什么风险，我想你们大
家会同意自认为是一个文学家，根本说来，还算是个比较谦虚的自我估计。
但是我必须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用了这个相当笼统的名词，以及我用的这个名词的含义是什么。
　　如果我更具体，用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或“批评家”这一类的字眼，我就会在
你们头脑中唤起一些特殊的考虑，使你们的注意力离开了“把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观点，而这
个观点正是在现在这个场合我想让我们大家都牢记在心的观点。
比方说，如果我们用“诗人”这个字眼，它就立即唤起一些不同意的看法。
我们通常都愿意设想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仅仅依靠有天才的作家偶尔的、难以预料的出现；
设想天才不能随心所欲地降落人间；设想一旦天才果真出现，很可能会打破一切常规，它不是任何教
育制度所能培养的，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够扼杀的。
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仅仅是一系列先后出现的伟大作家群，而不把一种欧洲语言的文学看作就其本身
来说，既是一个形成了的重要的整体，又是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就很
有可能是我们所采取的观点。
采取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就把每一位伟大作家都孤立起来看；把他孤立起来看，我们就不可能相信如
果他受的是另一种教育，他就会是一位更优秀的或次一等的作家。
一位伟大作家出身当中的缺陷和有利因索都解不开地纠缠在一起；正像他性格中的缺点和他的光辉美
德不能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也如同他的物质上的困境和他的成功也时常联系在一起一样。
例如，难道我们因为法朗索瓦·维永不愿和社会上更体面的人物来往，或因为罗伯特·彭斯没有受过
和约翰逊博士同样的教育而感到遗憾吗？
一位有天才的人的生活如果和他的著作联系起来看，就会带上一种必然的模式，即使是他的一些缺陷
也似乎对他是有用处的。
　　用这种方式来看一位伟大的诗人或小说家、剧作家，只是看到一半的真理：这就像当我们观察一
位作家和又一位作家时，我们没有拿我们这个观点去和另一种观点，即把一国的民族文学看作一个整
体进行对比。
我一开始就想说明我并不主张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天才作家是必不可少的：除非我能使你们明白一个伟
大的文学不仅是一些大作家加起来的总和，使你们明白这个文学有它自己的特性，不然的话我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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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点将会被你们误解。
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天才的人身上我才使用了“文学家”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包括第二流或第三流，或更低阶层的人，同时也包括最伟大的人，这些次要的作家们作为集
体或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为伟大的作家提供他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他提供最早的
读者群，为他提供最早的欣赏者、最早的批评纠正者，或许还有最早的贬低者。
一国文学的延续性对它的伟大是必需的；次要作家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维持这种延续性，并
且提供一套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一定被后世的读者阅读，但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为那些继续被后代
阅读的大作家起了一个纽带作用，把他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不过这个延续性主要是在不自觉地进行着，只有在历史的回顾中才能显示出来：我只需要介绍你们阅
读雷·威·钱伯斯教授写的虽短、却极为重要的《英国散文的延续性》一文，作为我的论点的证明。
为了达到说明我的论点的这个当前的目的，单个的作家必须放在这种延续性中、放在这个总的环境中
来加以考虑和研究。
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观察他们，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大作家当中，即便是那些最正规最谨严的作家
队伍中也有一些人是革新者，甚至于是叛逆者，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最革命的作家队伍中，也
会出现一些人继续进行着他们力避受之影响的作家的工作。
　　要集合一群大人物，他们具有极少的教育优势，但却成为大作家，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成为一个
名人队伍的确并不是一件难事。
班扬和亚伯拉罕·林肯仅仅是较为经常被引用的两个名字。
这些人，还有其他人，主要从英文《圣经》里学会如何运用英语：这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就是有
了《圣经》、莎士比亚和班扬的知识（我还可以加上《公用祈祷书》），就能教会一个有天才的人，
或一个有第一流才能但还够不上天才的人，他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以使把英文写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首先这一点也不是毫无关系的事，即那本英文《圣经》的翻译者们都是当时的大学
者，也是当时的大文豪；我们不仅要问一问，莎士比亚和班扬所读过的都是哪些书，而且还要问一问
那些用他们的作品熏陶了莎士比亚和班扬的英国作家们都曾经读过哪些书。
其次，我想说，那种传授给莎士比亚，或传授给班扬，或传授给林肯的教育，对今天来说，恐怕是最
难获得的一种教育。
人们更有理由期望那种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诗人会具有像本·琼森或像密尔顿那样多的学问，而不是具
有像莎士比亚或班扬那样少的教育优势的诗人或散文家。
今天任何一位中学校长都不会愿意担当起造就出来的学生像莎士比亚和班扬那样知识装备不足的恶名
。
今天世界上要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可能期望任何人只熟读并且只相信少数几个作家；更别提，在
学校外面，四面八方都向学生施加压力，促使学生写作拙劣，语无伦次，思想混乱。
　　此刻大家应该明白，在考虑文学家所受的教育时，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在于确定一个人所获得的知
识的数量，确定他接受教育过程的年限，或他所达到的学习优秀的程度：首要的考虑是他在校学习期
间所接受的训练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教育。
最富于启发性的例子就是我国文学中两位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和密尔顿所提供的同一教育类型中教
育程度的巨大悬殊。
关于莎士比亚，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将这么少的知识派上这么大的用场；我们必须
把密尔顿和但丁并提，说从来没有任何像他们那样有学问的诗人像他们那样充分地证明了他们获得这
么多的学问完全是合理的、应该的。
莎士比亚的教育，他所受的那一点点教育，属于密尔顿所受教育的同一个传统：它基本上是古典文学
教育。
衡量一种类型的教育的重要性几乎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要看它所删去的东西和它所包括的内容。
莎士比亚关于古代文化的知识似乎主要是从各种翻译作品里吸取的。
但是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古人的智慧仍受人尊敬、古人的诗歌仍受人景仰和欣赏的世界中；莎士比亚
没有他的同事当中许多人的教育程度那么高，但他受的却是同一种的教育——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
这几乎是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即他所来往的人应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这甚至比他自己要受到良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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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为重要。
标准和价值就在他身边；莎士比亚自己具有从翻译作品中提取尽可能大的好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并
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有的。
在这两个有利的方面，莎士比亚都得天独厚。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知识是片断的和第二手的，那么密尔顿的知识却是全面的和第一手的。
一个次一等的诗人，如果有了密尔顿的学问和多方面的爱好，就会陷入变成仅仅是一名用诗体卖弄学
问的学究的危险。
理解密尔顿的诗歌需要熟悉好几门学科，其中没有一门是今日读者所十分喜爱的：圣经的知识，不一
定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但必须读英文译文；古典文学、神话和历史的知识，拉丁文句法和诗歌
韵律的知识，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知识。
具备一些拉丁文的知识是必要的，不仅为了理解他谈论的内容，而更是为了欣赏他的风格和他的音韵
美。
并不是说密尔顿的词汇由于用了拉丁词而变得过分沉重：这种情况更多出现于前一个世纪。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并且接受他的错综复杂的句子结构，如果我们企图听出来他的诗行的全部音乐效果
，那么我们必须熟悉拉丁文。
当前这一代的读者在他的诗篇里可能找不到El语体的风格，听不到日常谈话的声音，也感受不到需要
用更朴素的语言来表达的心绪和感情，而这些东西是我们不应该期望从密尔顿那里得到的。
读者有时还会发现他的句法过于曲折、别扭。
密尔顿曾受人指责（在这指责后面还是有一些真理），说他写英文就好像在写一种古文字：这话似乎
是兰德说的，而兰德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批评家。
密尔顿的风格对模仿者来说的确是一种灾难性的风格：这句话也适用于詹姆斯·乔伊斯的风格。
因此一位大作家对其他作家的影响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损他自己所应受到的荣誉。
我的论点是密尔顿的拉丁文风格对他的伟大是必不可少的，我选择他仅仅作为整个英国诗歌的一个极
端的例子。
你可以不懂任何拉丁文而用英文写诗；我却不敢说，没有拉丁文的知识你能不能完全理解英诗。
我相信，而且我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这个事实，即英诗蕴藏丰富的巨大潜力——这些潜力尚未用尽～
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不同的种族血缘给英诗带来了多样化的口语节奏和诗行节奏，英诗还应大大
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希腊文在三百年问，拉丁文在更长的时间内，帮助了英诗的形成。
我所说的关于诗歌的情。
况也适用于散文，但或许少一点必然性：除非我们至少对塔西陀有一知半解，否则我们很难体会克莱
仑登的风格；除非我们能够稍微意识到吉本身上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否则我们很难体会吉本的风格。
吉本受到的影响来自那些古典和后古典编年史编者，来自早期教会领袖写作时期和这个时期以后的神
学家们，这些人为吉本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材料。
　　如果古典文学教育是过去英国文学的背景，我们有理由强调说，不仅讲授英国文学的人应至少具
有较好的拉丁文的知识（如果希腊文暂不要求的话），而且研究英国文学的人也应具备一些拉丁文的
知识。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是我想讨论的方向。
我在这里谈的不是文学教学的问题，我只谈有关那些打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如何学习文学的问题。
许多代以来，我国大多数文学家都来自那些曾受过以古典文学为基础的教育的人当中：这句话绝不是
说，我国大多数文学家都是来自少数有限的社会阶层。
我认为这个共同的教育基础曾起过一个很大的作用，使过去的英国文学具有一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
使我们有权说我们不仅产生了一系列的大作家，而且还有了一个文学，这个文学是一个杰出的、被称
为欧洲文学的统一体中一个杰出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有理由要问～下，一旦古典文学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当古典文学学者变得像埃
及学家那样完全专门化了，当过去一位诗人或批评家的智力和审美力通过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受到了
锻炼，而这种锻炼将变得非常特殊，甚至手比一个剧作家通过细心研究光学、电学和声学物理来为完
成他的剧场任务而训练他自己的做法还要特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那么这将对我们的语言和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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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可能发生什么影响呢？
你可以选择两种态度的任何一种，要么欢迎这种变革，把它看作是解放的曙光，要么哀叹它，把它视
为文学的没落时代；但至少你会同意我们期望这种变革将标志着过去的文学和未来的文学之间将出现
某种巨大的区别——区别或许会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标志着从一个旧语言变成一个新语言的过渡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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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个选本熔文、史、哲于一炉，也就是说打通了所谓“词章”、“考据”和“义理”三种学问，
把英国从文艺复兴到现今历代人文科学思想家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散文作品收集在一起，因此
称得上是一部“比较全面的英国文化选本”。
　　——李赋宁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文化选本（下）>>

编辑推荐

　　《英国文化选本（下）（第2版）（附MP3下载）》为目前国内唯一英汉对照的英国文化选本。
 　　《英国文化选本（下）（第2版）（附MP3下载）》旨在为文科学生和社会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
面的英国文化选本，具体说来就是以文为主，兼顾史哲。
把英国从文艺复兴到现今历代人文科学思想家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散文作品收集在一起。
全书共收五十余位历代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文章五十余篇，包括少数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
大阵营内均卓有建树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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