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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非 洲 英 语 文 学 对 于 非 洲 文 学 ，
乃 至 世 界 文 学 ， 具 有

独 特 作 用 和 价值 。 相 比 其他 语 种 的 非 洲 文 学 ， 非 洲 英语 文 学 在 中 国 的

研 究 较 为 广 泛 。 本 文 主 要 基 于 ＣＳＳＣ Ｉ 刊 物 论 文 的 梳 理 ， 通过 文 献研 究

探 讨 非 洲 英 语 文 学 研 究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轨 迹 ， 从 宏 观 与 微 观 两个 层 面 综

述 和 分 析 非 洲 英 语 文 学 在 中 国 的 研 究 情 况 ， 探 讨 非 洲 英 语 文 学 在 中 国

的 研 究 总 体 上 存 在 的 问 题 ，
展 望 研 究 前 景 ， 并 提 出 相 关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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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文学深深植根于非洲黑土地 ， 蕴藏着厚重 的非洲文化与质朴的非

洲 文 明 ， 寄予着非洲人 民 的情怀与思想价值观念 。 非洲 的英语作家是非洲

文化迈 向未来的 中 坚力 量 ， 将非洲 文化传统 、 精神元素植人英语文学创

作 ， 从非洲 的视角
“

反映非洲社会状况和非洲 的历史经验
”

， 借助诺 贝 尔

文学奖 、 布克奖等 国 际性 文 学奖 项将作 品 推 向 世界 ， 让世界 了 解非 洲 。

“

在非洲漫长的独立解放斗争 中 ， 非 洲 的命运深深影响着非 洲 的文人 ， 其

复杂而奇特的情感汇聚成一股黑色旋风 ， 最壮观 、 绮丽的 当 属非洲 的英语

？ 本文是浙江省 ２０ １ １ 协 同创新 中心非 洲研究 与 中非合作研究 中 心 ２０ １ ６ 年
“

非洲研究专项
”

项

目
“

非洲 文学在 中 国 传播 的历史 与现状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６ ＦＺＺＸ０ ６ Ｙ Ｂ

） 的 阶段性成果 。



２４ ０ 非洲研究

文学 。

”

？“

近现代黑非洲社会 ， 普遍 面临 着非洲 与欧洲 、 传统 与 现代 、 本

土化 与世界化 的 矛 盾
”

， 文化碰撞催生 的 一 系 列 社会本质 问题也一 一体现

于非 洲英语文学作 品 中 。
？ 阿契 贝 认 为非 洲 英语对 于 非 洲 文学 ， 乃 至世 界

文学 ， 具有独特作用 和价值 。 本 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综述 和分析非洲

英语 文学在 中 国 的研究情况 ， 即 从宏观层 面观察非洲 英语文学 的整体研究

态势 ， 从较为 微观 的层面对非洲 多个 国 别 的 知 名 作家及其作 品 的研究进行

评述 ， 探讨 非 洲 英 语 文 学 在 中 国 的 研究 总 体 上 存 在 的 问 题 ， 展 望 研 究

前景 。

一

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整体研究

非 洲 英语 文学成果 丰硕 。
２０ 世纪 晚 期 ， 中 非外 交 的 发 展 与 友 谊 的 深

化为 中 国 非洲 文学研究创造 了 良好态势 ， 涉及非洲英语文学整体研究 的权

威期 刊论文有 《 ２０ 世纪南 非文学简论 》 （ 刘炳 范 ， 载 《 国 外 文 学 》 １ 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 。
２ １ 世纪 以 来 ，

一批研究成果发 表 ： 《 中 国 非 英 美 国 家英语文

学研究 的 垦拓 与勃兴 》 （ 朱振 武 、 刘 略 昌 ， 载 《 中 国 比 较 文学 》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３ 期 ） 、 《 阿契 贝 与 非 洲 文学 中 的语言论争 》 （ 姚 峰 ， 载 《 外 国 文学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期 ） 、 《 论黑非 洲 英 语 文 学 中 的 传统 主义 创作 》 （ 髙 文 惠 ， 载

《 山 东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 《 非 洲 文学研究在 中 国 》 （ 黄 晖 ， 载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５ 期 ） 等较 具代表性 。 相 关专 著 有 《 南 非 文

学史 》 （ 李永彩 ， 上海外语教 育 出 版社 ２ ００９ 年版 ） 、 《 非 洲英语文学 》 （ 张

毅 ， 外语教学 与研究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 非 洲 文学作 家作 品 散论 》 （ 俞

灏东 、 杨 秀琴 、 俞任远 ， 宁夏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 《 ２０ 世 纪非洲 名 家

名 著导论 》 （ 鲍秀 文 、 汪琳 ， 浙江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等 。

不难看 出 ， 非 洲 英语文学在 国 内 的整体研究论文 中 ， 以对某一 国 别 和

某个创作类别 的 文学 的研究为多数 ， 其 中南非英语文学所 占 比 重较大 。 新

世纪 以 来 ， 相关专 著较 多 ， 内 容 以 介绍 、 综述 为 主 ， 对读者 了 解非洲英语

①张 毅 ： 《 非洲 英 语 文学 》 ， 外语 教学 与研 究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５ 页 。

② 高 文惠 ： 《 论黑非 洲 英语 文学 中 的传统 主 义 创作 》 ， 载 《 山 东社 会科 学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第 ９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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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况大有裨益 。 相关译著仅有早期 一部 。 非 洲 英语文学 的 整体研究 ，

仍可从多角 度 、 多方面进行 ， 如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非洲英语文学 的发

展 、 在 国 内 的研究特点 以及整体发展趋势等 。 此外 ， 研究重点不应过于集

中 ， 非洲英语文学作 品 的翻译可与研究齐头并进 。

二 非洲知名英语文学作家及作品研究概况

伴随着殖 民侵略和 民族反抗运动 的开展 ， 非洲英语文学发展快速 。 西

非 的加纳和尼 日 利亚英语文学成就显著 ； 东非英语文学 出现较晚 ，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 ； 南非 的英语文学界也人才辈 出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

非洲 国家的陆续独 立 ， 文学得 到发展 ， 非 洲 各 国 陆续 涌 现 出 大批才华横

溢 、 各具风格 的 作 家 ， 但 国 内 的 研究 重 点 与 主 要 关 注度 大 多 在 知 名 作

家上 。

（

一

） 加纳作家

在非洲 国 家 中 ， 加 纳 的 书 面文 学历史最 为 悠久 ， 可 追溯 到 １ ８ 世纪 ，

但真正具有影响力 的作 品始于 ２０ 世纪 。

？ 加纳 的英语长篇小说成果诸多 、

主题多样 ， 包括 自 传性描 述 和 对历史 发展 的描写 。 长篇小说家阿伊 ？ 克

韦 ？ 阿尔 马赫的作 品题材丰富 ， 大多充满悲观色彩 ， 反 映加纳独立前后 的

动荡 与 冲突 ， 揭示社会本质及 日 益 凸显的矛盾与 问题 ， 而且饱受争议 ， 国

内仅有相关研究论文 ２ 篇 。 其他加纳作家包括科菲 ？ 阿翁纳 、 约瑟夫 ？ 海

福德 、 阿玛 ？ 阿塔 ？ 艾都 ， 目前在 国 内 尚 未得到应有 的关注 。

（
二

）
尼 日 利亚作家

尼 日 利亚的英语文学兴起较晚 ， 但创作成就较髙 ， 有 口 头创作衍生 出

的讽喻文学 、 以 大众艺术为基础 的通俗文学 、 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 的

诗歌 ， 以及引 人人胜 、 富有生命力 的戏剧 创作 。 相 比其他 国 家 的英语文

学 ， 尼 日 利亚 的英语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在 国 内传播得更广泛 、 更全面 ， 研

① ［ 美 ］ 伦纳徳 ’

Ｓ ． 克莱 因 ： （ ２０ 世纪非 洲 文 学 ＞ ， 李 永 彩译 ，
北 京 语 苜 学 院 出 版社 １ ９９ １

年版 ， 第 ８０
—

８ 丨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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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量更多 。

１ ． 钦努阿 ？ 阿契 贝 （
１ ９ ３ ０

—

２０ １ ３
）

被誉 为
“

非洲 现代文 学之父
”

， 小说家 和 诗人 ， 在 中 国 知 名 度 较 髙 。

他思考 西方作 品 中 塑造 的 负 面非洲 土 著形象 ， 并开始 自 己 的 文学创作 ， 为

非 洲 正 名 。 阿契 贝 及其作 品 是近年来 国 内 非洲 文学研究 的热点 。 关 于 阿契

贝 的专著有 《现代非洲 文学之父 》 （ 俞灏东 、 杨 秀 琴 、 刘 清河 ， 宁 夏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

“

阿契 贝 首 次被介绍 到 中 国 ， 是 １ ９ ６ ３ 年第 ２ 期 《 世

界文学 》 中 髙宗 禹 译 《 瓦解 》 片段 ；

丨 ９ ７ ７ 年 第 ５ 期 《外 国 文学 动态 》 中

《 尼 日 利 亚作家阿契 贝 及 其 主要作 品 》
一 文 详细 介绍 了 阿契 贝 的 创 作 。

”

？

近年相关研究成果 有 《 帝 国 反 写 的 典 范——阿 契 贝 笔 下 的 白 人 》 （ 颜 治

强
， 载 《外语研究 》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 、 《 荒诞 与 反抗 ： 阿契 贝 小说 〈 天下

太平 〉 的 另 一种解读 》 （ 杜 志卿 ， 载 《外 国 文 学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 《 阿

契 贝 的后殖 民思想 与 非洲 文学 身 份 的 重构 》 （ 姚峰 ， 载 《 外 国 文学研 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 《 现代非 洲 知 识分子
“

回 心 与 抵抗
”

的 心 灵 史
——对钦

努阿 ？ 阿契 贝 小说 〈 神 箭 〉 的 分析 》 （ 蒋 晖 ， 载 《 清 华 大学学 报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 《 小 民族 文学 的 理论 意 义 ： 作 为 个 案 的 阿 契 贝 的 出 版 活 动 》

（ 姚峰 ， 载 《 文艺理论前沿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 ） 等 。

从 已 有 的研究成果来看 ， 关于 阿契 贝 的研究成果 比较丰硕 ， 研究点较

多 ， 其 中 有从某
一视角 对阿契 贝 个别作 品 的分析 ， 有对阿契 贝 后殖 民思想

的 分析 、 有 对非洲 文学身份 的解读 ， 也有对其作 品 的 系统综述 。 国 内 对阿

契 贝 的研究虽起步较早 ， 但存在 一段空 白 期 ， 于 ２ １ 世纪才 又 兴起 ，
近 年

来 的相关研究逐渐呈现 出 集 中 化 、 具有针对性 的趋势 。

２ ． 沃莱 ． 索 因 卡 （
１ ９ ３４

—

）

被誉为
“

非洲英语现代剧 之父
”

， 也是 著 名 的 诗人 和 小说家 ， 作 品 形

象生动地透露 出 独特 的 非 洲 气 息 。 《雄 狮 与 宝石 》 １ ９ ８ ６ 年 获诺 贝 尔 文学

奖 ， 瑞典科学院称其作 品
“

尽 管纷繁 复 杂 ， 却 条理清楚 、 强 劲 有 力
”

， 富

有诗意般的想象 ， 揭露社会 弊病 ， 并给予非洲 人 民 指 引 与鼓舞 。

？ １ ９ ７ ９ 年

①刘 东楠 ： 《 非 洲 英 语 文 学 在 中 国 的 传 播—— 以 跨 文 化 传 播 的 后 殖 民 语境 为 视 角 》 ， 载

《 新 闻爱 好者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８ 期 ， 第 ２ ３ 页 。

② 俞灏东 、 杨 秀琴 、 俞任 远 ： 《 非洲 文 学作 家作 品 散论 》 ， 宁＊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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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出 版 的 《 外 国 名 作家传 》 首 次介绍索 因 卡 。 较重要

的研究成果有 《森林舞蹈 》 （ 钟 国 岭 、 张忠 民 ， 载 《 外 国 文学 》 １ ９ ８７ 年

第 ７ 期 ） 、 《

“

我是非洲文学 的
一部分

”
——记沃莱 ？ 索 因 卡 》 （ 朱世达 ，

载 《读书 》 １ ９ ８ ７ 年第 １ 期 ） 等 ；

２ １ 世纪研究论文逐渐增多 ， 如 《 外 国 文

学研究 》 上 的 《

“

奴隶叙事
”

与黑非洲 的 战神奥 冈——论沃莱 ？ 索 因 卡诗

歌创作 的 后 殖 民性 》 （ 宋志 明 ， 载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 ；

《论索 因卡 〈 死亡与 国王 的 马夫 〉 中 悲剧精神 的 文化意蕴 》 （ 赫荣菊 ， 载

《外语研究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 期 ） 、 《 索 因 卡 的
“

第 四 舞 台
”

和
“

仪 式 悲

剧
”
—— 以 〈 死亡与 国 王的马夫 〉 为例 》 （ 高文惠 ， 载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 《论索 因 卡对欧里庇得斯 〈 酒神 的伴侣 〉 的 人物 改编 》

（ 陈梦 ， 载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４ 期 ） 等 。

国 内对索 因 卡作 品 的研究有一定数量 ， 但大部分聚焦 于其戏剧作 品 ，

且大多从后殖 民或文化视角 解读作 品 ， 研究对象集 中在某几部作 品上 。 此

外 ， 国 内对其研究 时 间 较早 ， 成果虽 有 一定数量 ， 但 尚 未有相关专 著 面

世 ， 近年来也鲜有髙质量 的研究成果 ， 因 此仍需提髙对索 因 卡及其作 品 的

研究力 度 。 未来 的相关研究可从不 同 角 度分析他 的其他优秀作品 ， 或针对

索 因 卡及其作 品做系统研究 。

３ ？ 本 ？ 奥克瑞 （
１ ９５ ９

—

）

著名作家 、 诗人 ， 最年轻 的布克奖得主 ， 诺 贝 尔文学奖热 门人选 ，
以

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反 映社会现实 问题 ， 非洲神话和欧洲 文学是其创作 的重

要灵感来源 ， 主 要作 品 有 短 篇 集 《 圣 地 事 件 》 和 布 克 奖作 品 《 饥 饿 的

路ｈ 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且时 间较晚 。 相 比 阿契 贝 与索 因 卡 ， 奥克瑞 的作

品 目前关注度不高 ， 相关权威研究论文数量很少 。

除上述作家外 ， 国 内对于其他尼 日 利亚作家也有少量研究 ， 如第
一位

获得 国 际声誉 的 英语作家 、 被称为
“

非洲 文学 的怪才
”

的 阿莫斯 ？ 图 图

奥拉 （
１ ９２０

—

１ ９９７
） ， 其作 品植根 于非 洲 民族传统 ，

相关研究始于 ２ １ 世

纪 ； 女作家布其 ？ 埃梅切塔 （
１ ９４４

＿

） ， 其作 品体现文化 冲 突 和新 时期非

洲妇女 的战斗精神 与顽强 意志 ； 女作家福 ？ 恩瓦 帕 （
１ ９３ １

—

） 等 。 尼 曰

利亚文学成果丰富 ， 国 内 的研究 目 光可适 当转移到热 门 非洲英语作家之外

的一些优秀作家及其作 品上 ， 或许能够从 中发现新的研究视角 、 开拓新 的

研究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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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肯尼亚作家

肯尼 亚虽然 已 经产生 了 英语 、 斯瓦西里语 、 康 巴语 、 吉库尤语和罗语

五个语种 的 书 面文学 ， 但大 多数作家用 英语或斯 瓦西里语创作 。

？ 作 家恩

古吉 ？ 瓦 ？ 提 昂 戈用 英语 和 吉库尤语写作 ，
被誉 为

“

东 非 现代 文 学奠基

人
”

。 相关研究于近年来逐渐兴起 ， 但仍需更多关注 。 相关成果有 《 用小

说写 民族史 ： 恩古吉——影 响 最 大 的 非 洲 黑 人作 家 之 一 》 （ 颜 治 强 ， 载

《 文艺报 》 ２００６ 年 ） 、 《恩古吉 ： 屡 败屡 战西西弗斯 》 （ 代学 田
， 载 《 文艺

报 》 ２０ １ １ 年 ６ 月 １ ０ 日 ） 等 。 国 内 对其作 品 的 研 究 比 较 集 中 ， 大 多 围 绕

《
一粒麦种 》 。 研究起始时 间 相对较晚 ， 但呈现 出 良好 的研究趋势 。

（四 ） 南非作家

南非 文学形式丰 富 ， 语种众多 ，
以英语 文学成果最 多 ， 目 前 国 内 关注

较多 的英语作 家有库切 、 戈迪默等 。

１ ？ 约翰 ？ 马克斯 韦 尔 ？ 库切 （
１ ９４０

—

）

南非第二位诺 贝 尔文学奖得主 ， 首位 两度荣获布克奖 的作家 ，

一直 以

来都是 国 内研究 的热 门 ， 因 其文学作 品 数量多 ， 且文笔精辟 ， 作 品 中体现

出 自 由 主义思想 以及对个人斗争 的 坚定支持 。 相 关成果 代 表作有 ： 《越界

的代价——解读库切 的布 克奖小说 〈 耻 〉 》 （ 张 冲 、 郭整 风 ， 载 《 外 国 文

学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５ 期 ） ； 《 写 实 主 义 文学对文 明 冲 突理论 的 呼应——细读库

切 的 小说 〈 耻 〉 》 （ 蔡圣勤 ， 载 《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 、 《 两种

帝 国 理念 的对照 ： 论库切 寓 言体小说 〈 等待野蛮 人 〉 》 （
王 敬慧 ， 载 《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 、 《 〈 福 〉 ： 重构帝 国 文学经典 》 （ 黄 晖 ， 载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３ 期 ） 、 《 神话 的 解构 与 自 我 解 剖——再论库

切对后殖 民理论 的 贡献 》 （ 蔡圣勤 ， 载 《 外 国 文学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５ 期 ）

等 。 相关专著有 《后殖 民 文化语境 中 的库切 》 （ 髙 文 惠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 《 永 远 的 流散 者 》 （ 王敬 慧 ，
北 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

版 ） 、 《 他者 的思 考——库切研究 》 （ 吴 治平 ， 黑龙 江教育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

版 ） 、 《历史话语的挑战者
——

库切 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 的小说研究 》 （ 段

① ［ 美 ］ 伦纳德 ？

Ｓ
？ 克莱 因 ： 《 ２０ 世 纪非 洲 文学 》 ， 李永彩 译 ， 北京语 言学 院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１

年版 ， 第 １ ０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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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 复旦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 库切研究 与后殖 民 文学 》 （ 蔡圣 勤 、

谢艳 明 ， 武汉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 库切小说
“

他者
”

多维度研究 》

（ 石云龙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 《关爱生命 悲 天怜人 ： 从后殖 民

生态批评视 阈 解读库切 的 生 态观 》 （ 钟再强 ， 苏 州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

版 ） 等 。

目 前 国 内对库切 的研究 已较具系统性 。 其研究多 以某部作 品 的分析为

主 。 以后 的研究可 以从库切 的写作风格 ， 与特定社会背景结合等视角 进行

研究 ， 将宏观层面的 因 素 与特定时期 的作品结合起来进行 系统的 、 整体的

整理与分析 。

２ ？ 纳丁
？ 戈迪默 （

１ ９２３
—

２０ １ ４
）

南非首位诺 贝 尔文学奖得主 （
１ ９９ １ 年 ） ， 被誉为

“

南非 的 良 心
”

，
以

种族政治与人类 解放 为创 作基础 。 《 南 非 女作 家
一－

纳 丁 ？ 戈迪 麦 尔 》

（ 晓颂 ， 载 《世界 图 书 》 １ ９ ８３ 年 第 ３ 期 ） 首 次将她 带 人 中 国 读者 视 野 。

早期研究 有 《 正 义 的 南非 女 作 家 》 （ 董 鼎 山
， 载 《 读 书 》 １ ９ ８ ７ 年第 ８

期 ）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研究成果较多 ， 较具代表性 的 是 《访纳 丁

？ 戈

迪默 》 （ 萨拉赫 ？ 哈 希姆 、 李 文 彦 ， 载 《 外 国 文学 》 １ 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 、

《 纳 丁
？ 戈迪默 的文学轨迹 》 （ 李永彩 ， 载 《 外 国 文学评论 》 １ ９９ ２ 年第 １

期 ） 、 《 纳 丁
？ 戈迪 默 与 〈 自 然 变异 〉

——虚 构 与 非 虚 构 ， 界 限 何在 ？ 》

（ 张 中载 ， 载 《外 国 文学 》
１ ９９３ 年第 １ 期 ） 等 。

２ １ 世纪 以来有 《 民 族化

的性别和性别化 的 民族——论戈迪默 的 长篇小说 〈 我儿子的故事 〉 》 （ 周

乐诗 ， 载 《外 国文学 》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 、 《 论戈迪默后 期作 品 的 异 化 主

题 》 （ 胡忠青 、 蔡圣勤 ， 载 《湖北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等 。

关于戈迪默的相关研究起始时间较早 ， 研究成果虽然丰富 ， 但大多是

对作者及其作 品 的总体介绍 ， 有些甚至是 国外评论翻译而来 。 她 的大部分

作 品 尚 未被研究 ， 今后可 以更 多地涉及作 品分析或多部作 品 的 比较研究 。

关于戈迪 默 的研究 ， 存在
“

断层
”

现象 ，

１ ９９ １ 年获得诺 贝 尔 文学 奖 后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早期有一些研究论文 ， 之后 的一段时间 内未能得到持续

的关注和研究 ， 直至近年才有新 的研究成果 。

３ ＿ 安德烈 ？ 布林克 （
１ ９ ３ ５

—

）

曾 三度获得 南 非 最 重 要 的
“

ＣＮＡ 文 学 奖
”

， 两 度 人 围 英 国
“

布 克

奖
”

。 其作 品 文字细腻 ， 情节错综 复 杂 。 英 国 《卫报 》 盛誉其 与 马 奎斯 、

索忍尼辛和彼得 ？ 凯利 等大师 同样伟大 。 其后现代作 品真实披露非洲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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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 中 日 益显露 的现实 问题 。 近几年相关研究增 多 ，
主要揭示布林克 的

创作 中体现西方马 克思 主义思潮 的 影 响 。

除上述几位外 ， 南非 主要 的英语文学作 家还有被誉为 当今英语世界最

优 秀剧作 家 的 阿索 尔 ？ 富加德 ， 已 有 多部戏剧作 品 登上 中 国 舞 台 ， 国 内 对

其戏剧作 品 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 ，
目 前虽然 只 有相关研究论 文 ４ 篇 ， 但

已 呈现 出 良好的研究态势与前景 。

此外 ， 非 洲仍有 很 多 具 有潜 力 的 优 秀 英 语 文 学作 家及 其作 品 值得研

究 ， 如 南非作 家席 莱纳 、 维拉卡 泽 、 彼得 ？ 阿伯 拉罕姆斯 、 丹尼斯 ？ 布鲁

斯特 、 诗人 贝
？ 乌 ？ 维拉 卡泽 、 梅丽 ？ 基卡等 ；

一些取得骄人成绩 的新兴

非洲 英语作 家也 可适 当 关注 ， 如 ２０ １ ３ 年凯恩 奖 的 尼 日 利 亚作 家托普 ？

弗

拉瑞 ， 以 及 ２００ ８ 年 获凯 恩 奖 的 南 非 女 作 家 亨 利 埃塔 ？ 罗 斯 ？ 因 尼 斯 等 ，

从他们 的作 品 中 我们 可 以 更 多地认识非洲 社会现状 、 非洲 人 民 的情感态度

和 非 洲 的未来 发展趋 向 。

三 国 内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局限性和对策

近年来 ， 中 国 对非 洲 文学 的研究虽然增 多 ， 但远不及对西方文学 的关

注 度 。

“

总体来说 ， 我 国 非洲 文学研究极 为 薄弱 。 国 内 多 从非 洲 文 化 的 角

度 去接触非洲 文学 ， 关于非 洲 文学的专 门研究仍处 于翻译 和介绍 的初级 阶

段 。

”

① ２０ １ ７ 年年初 ， 中 国推 出 首 套 《 当 代外 国 文学纪事 （
１ ９ ８ ０

—

２０００
） 》

（
１ ０ 卷本 ） ， 为 中 国 的 广 大外 国 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 了２０ 世纪最后 二

十余年 间 外 国 文学创作 和研究 的基本信息 ， 推动 了 中 国 在外 国 文学领域 的

基础性研究 ； 遗憾 的 是 ， 其 中 没有 《 非洲 卷 》 。

总体上看 ， 就 已 有 的 非 洲 英语文 学研究成果 而 言 ， 存在 以 下 局 限性 ：

第
一

， 集 中 于非洲 部分 国 家 的 英语文学 的研究 ， 如 尼 日 利亚 、 南非 ； 其他

国 家 的作家作 品 相对
“

冷 门
”

或
“

无人 问 津
”

，
如加 纳 、 肯尼 亚 、 津 巴 布

韦 和坦桑尼亚 的英语文学 ； 第 二 ， 集 中 于知 名 作家及其作 品 的研究 ， 重要

文学奖项 （ 如诺 贝 尔 文学奖 、 布 克奖 ） 对 国 内 的研究有 过 多 的 导 向 作 用 ，

① 夏艳 ： 《 非洲 文 学 研 究 与 中 非 交 流 与 合 作 》 ， 载 《 云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２ 期 ， 第 １ ５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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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 内 关于某个作家或作 品 的研究太过集 中 ， 导致一些 同样优秀 的作

家及作 品被忽视 ， 因此对非洲英语文学 的研究整体上呈现 出 不平衡性 ， 从

本文第二部分存在篇幅差异 的结构 中可见一斑 ； 第三 ， 研究缺乏系统性和

专业性 ， 深度和广度不够 ， 大多髙质量 的研究成果都是对作家作 品 的个案

研究 ， 而且集 中 于某作家 的某一个或少数几个作 品 ， 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专

业 的髙素质研究 队伍进行 系统研究或专项研究 ， 这大概就是
“

原本在计

划 中 的 《非 洲卷 》 未能如期 问 世
” ？ 的主要原 因 ； 第 四 ， 国 内 关于非洲英

语作家及 其作 品 的 论 文数量 不 多 ， 研究论 文 质量 参 差 不 齐 ， 数 量 不够

稳定 。

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中 ， 目 前 尚 有大量研究点 与视角有待挖掘 ： （
１

）

对某一特定群体的非洲英语作家及其作 品 的整理 、 评述与分析 ， 如非洲女

性作家 、 非洲儿童文学作家 、 新兴作 家等 ； （
２

） 非洲英语文学相关学术

研究 的 系统评述 ； （
３

） 非 洲 英语文学整体发展脉络 、 态 势 的 相关研究 ；

（
４

） 某一时期非洲英语文学与西方英语文学 的特点分析与对 比研究
； （

５
）

同一时期不 同作 家 、 作 品 的对 比分析 ； （
６

） 结合作家 自 身 写作特点 与 不

同类型作 品 的相关研究等 。

迄今为止 ， 几代人透过虚构 观念之 网来观察非 洲 ， 唯有 清 除这张 网 ，

非洲 的真实面貌方能显现 。

＠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里 ， 我们 （ 包括非 洲人 自 己 ）

以 一种西方建构 的认识视角 和理解标 准去认知 与评价 非洲 文 明 和 艺术 。
？

中 国学者只有直接研读非洲文学 ， 才能对于非洲 文学 的发展及走 向 有独立

的认识与见解 ，
而不再人 云亦云 。 因 此 ， 中 国非 洲 文学研究应拓宽视野 ，

丰富理念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跨学科的多层次多领域研究 ， 尽量避

免过于集 中 的研究 ； 组建专业研究 队伍 ， 对拥有优秀英语文学作家及作 品

的非洲 国 家进行分 国 别 的专 门研究 。 此外 ， 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应

该带着对 自 身文化身份的认 同感进行非洲英语文学 的研究 ，
也应该对其他

国 家 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情况有所 了解 ，
也就是说 ， 中 国对非洲英语文学

①《 中 国 推 出 首 套 外 国 文 学 纪 亊 丛 书 》 ， 载 新 华 社 ２０ １ ７ 年 １ 月 ６ 日
，

ｈ ｌ ｔ

ｐ ：／／

ｎ ｅｗ ｓ ， ｘ ｉ ｎ ｈ ｕ ａ ｎ ｅ ｔ ． ｃ ｏｍ／ ｌｏｃ ａ ｌ／ ２０ １ ７
￣

０ １ ／０ ８ ／ ｃ
＿ １ ２９４ ３６４ ５ ７ ． ｈ ｔｍ访问 时 间

２０ １ ７
－

０ １
－

０９ 。

② ［ 美 ］ 埃里克 ？ 吉尔 伯特 、 乔 纳 森 ？

Ｔ
？ 笛诺 兹 ： 《 非 洲 史 黄磷译 ， 海南 出 版社 、 三

环 出 版社 ２００ ７ 年版 ， 序 言页 。

③ 刘 鸿武 ： 《初 论 建构 有特 色之
“

中 国 非 洲 学 载 《 西 亚 非 洲 》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１ 期 ， 第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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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既不能脱离 国 际学术研究环境 ， 也要具有
“

中 国特色
”

， 用 中 国 视

角 认知 非洲 ， 进行 中 非 思 想 与 心 灵 上 的 真 正 沟 通 ， 深 人感受 非 洲 话语 特

点 ， 观察非洲 社会 发 展 的 脉搏 与 趋 向 。 学术研究 是 文 学传播 和 接 受 的 前

提 ， 非 洲 英语 文学研究者们正通过交 流相互借鉴 、 去伪存真 ， 从而超越个

人 的偏 见 ， 达 到共识 ， 真 正认识那 个
“

熟悉而 非 陌 生 的 、 有 尊严 而 非 野

蛮 的 、 现实 的而非超现实 的 非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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