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５

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三十五年 

吴正锋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１９７８年以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创
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

究，不少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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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年之后，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外国文学
研究开始逐步走上正规，一些著名的学者逐步复出

学界，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１９８０年，由湖南师
范学院、湘潭大学等几所院校发起成立了湖南省外

国文学研究会，标志着湖南外国文学的研究活动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１９８９年，比较文学研究会
成立，标志着湖南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基本成熟。

１９９７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湖
南外国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和体制的变化。

３５年来，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俄罗斯苏联文学、欧美文学以及东方文学的作家

作品研究、创作方法研究、思潮流派研究、中外文学

比较及交流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等方面，

成绩卓著，推进了湖南外国文学研究，不少成果在

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

俄罗斯文学研究是湖南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

突出亮点。易漱泉、王远泽、张铁夫等编写的《俄国

文学史》［１］，得到戈宝权的好评，称其“担当了填补

近几十年来我国在研究俄国文学史上的空白的重

任”，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俄国文学史”之一。

易漱泉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家。她的突出贡献

在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同时还对俄国文学及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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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苏联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易漱泉除了合编《俄

国文学史》外，还编著有《普希金创作评论集》（与

王远泽合作）、《外国文学五百题》（与曹让庭、王远

泽、张铁夫等合作，此书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外国文学史》（与曹让庭、王远泽

等合作）、《外国文学简明教程》（与王石波合作）、

《苏联文学史》（与谢南斗等合作）。此外，她还发

表了《聂赫留朵夫的形象不真实和被美化了吗？》

（获１９８１年湖南省文联文学创作奖［论文类］）《论
〈死刑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一代知识分子

的命运———评〈日瓦戈医生〉》等。［２－４］

王远泽也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家。他除了果戈

理、高尔基研究外，重点关注苏俄戏剧研究，著有

《果戈理》《高尔基研究》《戏剧革新家契诃

夫》，［５－７］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试论高尔基戏剧

的艺 术 特 色》《契 诃 夫 戏 剧 创 作 中 的 “停

顿”》［８－９］等。

张铁夫是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其普希金研究

更是享誉国内外，他出版了普希金研究四部曲：《普

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普希金与中国》《普希金新

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普希金学术

史》。［１０－１３］还出版译著《普希金论文学》《普希金情

人的回忆》《普希金文集》第７卷、《俄罗斯的夜莺：
普希金书信选》等。［１４－１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

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普希金综合研究专著，“标志

着我国普希金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于１９９９
年和２００２年先后获湖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和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优

秀成果一等奖。《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

罗斯诗圣》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先后获得湖南省第
二届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第

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普希金与中国》于２００２年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
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他发表的代表性

论文有：《论普希金的世界性》《再论普希金的文学

人民性思想》《论普希金的文化归属》等。［１８－２０］俄

罗斯政府为了表彰他在普希金研究和中俄文化交

流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于１９９９年授予他“普希金
纪念奖章”。

曾思艺是著名的丘特切夫研究专家，出版学术

著作有：《丘特切夫诗歌研究》《文化土壤里的情感

之花———中西诗歌研究》《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

诗歌研究》《探索人性，揭示生存困境———文化视角

中的中外文学研究》《丘特切夫诗歌美学》；［２１－２５］

译著有：《罪与罚》《俄罗斯抒情诗选》《尼基塔的童

年》；［２６－２８］主编著作有：《外国文学争鸣评述》；［２９］

参与撰写著作有：《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中国翻

译文学史》《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等１０余部著
作；［３０－３２］主要论文有：《“形象第一”的现代主义诗

派———试论俄国意象派诗歌》《试论丘特切夫的悲

剧意识》《完整的断片形式———丘特切夫诗歌抒情

艺术的特点》《现代生态文学的先声：丘特切夫自然

诗的生态观念》。［３３－３６］

何云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和苏联文

学研究颇有建树，出版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

罗斯文化精神》（于１９９８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院
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肖洛霍

夫》《回眸苏联文学》《比较文学：跨文化的文学想

象》《跨界与融通：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跨学科研

究》等１０余部。［３７－４１］在《外国文学评论》《俄罗斯
文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

学》等刊物发表论文９０余篇。
邱运华对托尔斯泰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突出

的学术成果，出版专著《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

学研究》；［４２］代表性论文有：《托尔斯泰留下的诠释

困境》《在批评的背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论托

尔斯泰比较研究》《托尔斯泰的诗性启示与评论界

的接受思考》。［４３－４５］

　　二　欧美文学研究

（一）法国文学研究

法国文学研究是在湖南学界除俄国文学研究

之外较早受到关注的外国文学。１９８１年在长沙召
开“普希金、雨果创作讨论会”以后，除了出版易漱

泉、王远泽主编的《普希金创作评论集》［４６］之外，还

出版了曹让庭主编的《雨果创作评论集》。［４７］

胡正学对巴尔扎克、司汤达、萨特以及法国浪

漫主义有一定的研究。在《法国研究》杂志发表论

文有：《“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范

例———谈〈红与黑〉中铸造于连形象的特定环境》

《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演过及其深远影响》《他

们都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这一个”———为高老头和

他的两个女儿一辩》，［４８－５０］在《外国文学研究》上

发表《浅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西方浪漫主义

文学》。［５１］

廖星桥主要从事法国文学以及外国现代派文

学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国现代派文学导

论》《外国现代派文学艺术辞典》《西方现代派文学

５００题》《法国现当代文学论》《荒诞与神奇———法
国著名作家访谈录》《外国现代派文学论集》《萨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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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５２－５８］其中《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１９８９年
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

奖”，此书并于１９９２年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三等奖；《外国现代派文学艺术辞典》１９９３年
获中南五省优秀图书一等奖。主要论文有《荒诞文

学中的理性》《论〈恶之花〉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再

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起源时间》等。［５９－６１］

江龙对萨特的研究较深入，出版专著《解读存

在：戏剧家萨特与萨特戏剧》，［６２］代表性论文有《从

萨特戏剧看“选择”的丰富内涵》《论〈墙〉的双重主

题》《永远的童年———对萨特“拯救”情结的精神分

析》等。［６３－６５］

罗婷对克里斯多娃和女性主义文学有深入的

研究。著有《克里斯多娃》，［６６］是国内第一部研究

克里斯多娃的著作，这方面代表性论文有：《论克里

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边缘与颠覆：克里斯特瓦的

女性主义诗学》等。［６７－６８］罗婷还著有《女性主义文

学与欧美文学研究》，［６９］此书于２００３年获湖南省
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邓楠的莫泊桑研究也有一定的收获，他发表了

《论莫泊桑长篇小说的表现手法》［７０］等系列论文１０
余篇。

此外，对法国文学研究的尚有汪剑鸣、甘运杰、

杨玉珍、魏善浩、曹晓青等，他们也有一些这方面论

文的发表。

（二）德国及西南欧文学研究

德国文学以及西南欧文学研究成果不是很多。

曹让庭、王林合著《歌德》，［７１］１９８４年此书获辽宁
省优秀书画三等奖，曹让庭编写了《西南欧文学》，

此书获湖南省教委颁发的“六五”期间优秀科研成

果三等奖。曹让庭是我省欧美文学研究成果较为

突出的学者，曾任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比较

文学和世界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顾问。其出版独

著、主持编著和参与编著作品十余部。他参与编写

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史》（获湖南省首届社科成

果优秀奖）、《欧洲近代文学评论》获１９９８年湖南省
社科成果优秀奖等著作。曹让庭还在《外国文学研

究》《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１０余篇学术论文。
（三）英国文学研究

在英国文学研究中，湖南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在全国有影响的当数赵炎秋的狄更斯研

究。赵炎秋出版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７２］

其相关方面研究论文达 ２０余篇，其代表性的有：
《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论狄更斯笔下的双重人

格人物》《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

造中的作用》等。［７３－７５］

此外，一些学者也对英国文学作了一些研究。

邓楠有《论十九世纪英国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

《〈威尼斯商人〉主题的现代阐释学批评》等，［７６］罗

婷有《英国女性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论劳伦

斯笔下的人性异化》等，［７８－７９］肖明翰有《乔叟对英

国文学的贡献》等，［８０］汪剑鸣有《论“拜伦式英

雄”》《谈谈关于华滋华斯的评价问题》等，［８１－８２］曹

晓青《莎士比亚与中国》《论莎士比亚对古希腊戏

剧的传承与超越》等，［８３－８４］魏善浩有《试论福斯塔

夫形象的美学意义》等。［８５］

（四）美国文学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曾艳钰的

美国黑人、犹太文学研究，张跃军的美国诗人威廉

·卡洛斯·威廉斯研究以及宋德发的厄普代克小

说研究。

肖明翰著有《威廉·福克纳研究》，［８６］此书于

２００３年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
等奖，代表性论文有：《英美文学中的哥特传统》

《垮掉的一代的反叛与探索》《福克纳与基督教文

化传统》《福克纳与美国南方》等。［８７－９０］

曾艳钰对美国黑人、犹太文学颇有研究，出版

专著《走向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从里德和罗思

看美国黑人、犹太文学的新趋势》，［９１］其相关代表

性论文有：《论托尼·莫里森对黑人文学传统的继

承与发展》《论美国黑人美学思想的发展》《当代美

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作品的历史再现》

等１０余篇。［９２－９４］

张跃军对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

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出版著作《美国性情：威廉·

卡洛斯·威廉斯的实用主义诗学》，［９５］代表性论文

有：《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意象主义诗歌》《异

国情调与本土意识形态———威廉·卡洛斯·威廉

斯与中国的对话》《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济

慈时代”》《哈特曼解读华兹华斯对于自然的表现》

《艾朱莉·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等。［９７－１００］

宋德发的《厄普代克中产阶级小说的宗教之

维》［１０１］对美国当代作家厄普代克小说的宗教意识

作了有启发意义的研究。

　　三　东方文学研究

湖南东方文学研究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黎跃进、魏善浩、陈蒲清、刘舸等对东方文学颇有

研究。

黎跃进是湖南东方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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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学史论》《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

展论》《世界文苑论坛———以亚洲文学为主体》《多

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湖南２０世纪文学对
外国文学的接受与超越》等。［１０２－１０６］他在《外国文学

评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

文１２０余篇，不仅对东方文学有高水平的综合研
究，同时对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有颇深的专项研

究，代表性论文有：《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演变与实

绩》《近代“新小说”与日本启蒙文学》《日、欧自然

主义文学比较》《民族寓言：安纳德三四十年代小说

创作论》《与神对话：现实与理想———关于〈吉檀迦

利〉的思想倾向》等。［１０７－１１１］

魏善浩对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也颇有研究，代

表性论文有《世纪之交的“东方诺贝尔奖情

结”———大江健三郎获奖的启示》《〈吉檀迦利〉：印

度返朴归真的新神话》《名副其实的“印度莎士比

亚”———迦梨陀娑与莎士比亚的比较》。［１１２－１１４］

陈蒲清是我国极少数从事朝鲜语文学研究的

学者，代表性论文《论古代朝鲜的寓言创作》《古朝

鲜族源神话与古代朝中文化关系》等。［１１５－１１６］陈蒲

清还出版专著《世界寓言通论》，［１１７］该书于１９９９年
获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刘舸从中国文学的视角审视日本文学，著有

《他者之镜·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１１８］从民族

主义视野审视中日文学，著有《民族主义视野中的

中日文学研究》，［１１９］都具有启示意义。刘舸还著有

《新编外国文学史》。［１２０］

应该说，湖南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

成绩，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学者们对外国传

统的批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关注较高，而对现代派

作家作品研究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也有

创新，但是总体还是显得比较单一；特别是进入２１
世纪后，能在全国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很

少，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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