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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文森特.巴克利在澳大利亚文坛名声显赫'影响极深$他的诗歌与诗歌批评更是

人们关注的中心# 他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中坚持作品本体论$拒绝任何外在于文学的评判标准#

正因如此$对阿诺德的诗歌道德评判标准'艾略特的宗教标准及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们的民族

标准$巴克利均予以否定# 在对三者的批评中$巴克利明确了诗歌与道德'宗教和民族之间的

关系$确立了自己坚持作品本体论的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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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文森特4巴克利,#G!M0#G$$-既是诗人!又

是评论家%学者和编辑!曾先后就读于墨尔本大学

和剑桥大学" 在剑桥留学期间深受 )̂b)利维斯

的影响!是利维斯忠诚的追随者之一" 学成重返

故土后!巴克利将新批评文艺主张带回墨尔本大

学!从此在澳大利亚掀起了新批评的热潮" 在五

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巴克利不仅是澳大利亚一批

大学诗人和知识分子中的核心人物!在政治及宗

教领域他也极其活跃(他热衷政治活动!积极参与

澳大利亚工党和民主党硝烟四起的政治辩论.他

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其渴望自由的天性却使他

在四十年代带头反对鲍伯4圣塔马利亚 ,:+V

?.->.T.,4.- 发起的天主教工人运动 ,1.>2+/47

\+,Z6,P+=6T6->-" 然而在其辉煌的一生中!巴

克利最为人所关注的还是其诗人及评论家的身

份" 在其自传&割干草'一书中!巴克利对自己做

了精确的定位( #我首先!是位诗人$ ,:'7Z/68!

#G$F(#$M-"

在其诗歌创作和批评过程中!巴克利始终坚

持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坚持作品本体论!强调文

学的自给自足地位.以文学固有标准评判诗歌!反

对以文学之外的任何标准来判定诗歌价值" 纵观

其诗歌原则!其实是与他坚信的新批评一脉相承"

新批评是西方文论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批评流

派!对西方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新批评用#文本,>6]>-$

这个术语来替代#作品,W+,Z-$" 因为在英文语

境中!#作品$来源于#工作$%#制作$!本身具有

强烈的工具性%主体性色彩" 而#文本$的本义与

#交织$%#肌理$%#构成$相关!与#作品$相比!其

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和自足论色彩" 因此!以#文

本$为研究对象的批评也叫#本体论$批评,支宇!

GF#

!

)收稿日期*!"## O"M O#K

)作者简介*王静!#G$M+"$ 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二十世纪英语文学研究#

王腊宝!#GHK+"$男(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



!""G( G!-" 正因文学的自足性!评判其价值的标

准只能是文学自身的标准!任何外在的包括道德

的%宗教的%民族的标准统统应该丢弃"

一%对道德评判标准的批评

巴克利在剑桥读书时师从著名学者贝索4威

利,:.;4/\4//68-!在其指导下完成了&诗歌与道

德'一书!并于 #GMG 年发表" 该书名表明了巴克

利对诗歌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探讨!而此书开篇前

两章就是以十九世纪诗人兼批评家马修4阿诺德

为对象进行的批评"

阿诺德为 #G 世纪下半叶维多利亚时期英国

文学主将!他赋予文学及文学批评深刻的社会道

德意义!并鲜明地提出诗歌即#人生批评$的理

论!他的文化批评方法更是启迪了后代的批评家

如 )̂b)利维斯" 巴克利在墨尔本大学读书时便

深受其影响!他曾表示阿诺德#不仅仅是他的研

究对象!更使他明白了自己人生工作的意义$,转

引自P7̀.,6-! !""G( #""-" 在&诗歌与道德'中!

巴克利盛赞阿诺德为 #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

,:'7Z/68! #GMG( !M-" 然而!巴克利对于阿诺德

并非停留在盲目崇拜的阶段!对于阿诺德的诗歌

及批评中对于道德问题的阐述!巴克利有着不同

观点"

阿诺德的诗歌及批评表达出对道德伦理的强

烈关注" 他的名篇#多佛海滩$%#恩培多克里斯

在埃特纳$等从根本上来说无一不是对道德和人

生问题的探讨" 于阿诺德而言!诗歌和道德是紧

密相连的!在这一点上阿诺德和巴克利有着共同

之处" 贝索4威利教授在对巴克利的评价中说!

他#很注重诗歌和道德000他太注意了!以至于

能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那错综复杂地联系"$

,:'7Z/68! !""G( 44-然而阿诺德对于道德问题的

强调源于他对诗歌作用的认识" 他认为文学#包

含了足以使我们了解自己和世界的知识$!因此

#诗歌!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生批评$ ,&,-+/9!

!""!( FFG-" 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明确地将文学和

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着重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尤

其是道德内涵" 他的主要批评手段就是通过诗歌

本身探讨作品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分析作品中反

映出的社会道德现象!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 另

外阿诺德强调诗歌的教导功能!赋予诗歌宗教的

性质!并提出(诗歌最终将取代宗教!因为诗歌除

了拥有宗教给人们带来心理的慰藉和引导功能之

外!还具有真和美的属性,:'7Z/68! #GMG( !$-"

这种着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及对作者的研究恰恰是

秉承新批评精神的巴克利所不能赞同的" 他承认

这类能激起人们情感的诗歌确实能够#唤醒我们

内心一种生命感$!但这种诗隐含着一种不恰当

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观!那就是#一种为了使

宗教不那么高高在上而将宗教降低为诗歌的倾

向$,:'7Z/68! #GMG(F#-" 因此!对于阿诺德#人

生批评$的诗歌观!巴克利评价说它#完全建立在

诗歌可能带来的效果000对读者的道德影响之

上$!这是#完全依据外在标准而不是诗歌内在的

价值$来判断诗歌的好坏" 最后!巴克利总结说(

#阿诺德并未能真正意识到诗歌的功能$,转引自

P7̀.,6-! #"F-" 而在这个#人类已生病!饱受折

磨$的时代!诗歌的功能是#如一圈火光照亮这个

世界$!这是诗人#唯一的方法$,转引自P7̀.,6-!

##G-" 因此!在巴克利看来!诗人的职责只在于

#照亮$!而非#引导$" 这种拒绝以诗歌效应为评

判标准的观点与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的#感

受缪见$,&0067>4=6̂ .//.78-理论颇为相似!通过对

外在评判标准的批判成功地将文本从纷繁复杂的

因素中突显出来!达到关注文本的目的"

既然道德并不能作为评判诗歌的外部标准!

那么道德和诗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巴克利认为

现代社会读者想要从诗歌中获得的并不是阿诺德

所提倡的教诲或慰藉!而是一种#力度$ ,4->6-;4L

>8-" 也就是说现代的读者企图从诗歌中看到复

杂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映!而并非道德的说

教" 的确!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国内的社会抗

议%学生骚动以及 H" 年代发生的越南战争是澳大

利亚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这批青年

人对社会普遍感到茫然%失望甚至愤慨" 他们反

对任何形式的说教000无论是道德的%宗教的或

是知识的$,唐正秋! #GGF( MK-" 因此!道德教诲

在现代社会行不通!而#企图教授读者以任何价

值观或教条的诗人无疑会将自己与读者想分离!

从而破坏诗歌的 2力度1和完整性$ ,P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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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要想打动读者%具有价值!必须具有

一定的#力度$!而这是在对现实世界深刻的展现

过程中获得的" 因此!诗人的职责就是用诗歌语

言呈现世界中的善与恶!展示现实中的道德崇高

与败坏" 巴克利的诗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善与恶%神圣与卑贱之间的对立及

争斗自己呈现于读者面前" 在诗歌批评中!巴克

利并未利用批评家的权威将自己对善恶的观点及

态度强加于读者之上!他所做的一切仅是阐释!而

非说教" 在谈及文学批评的目的时!巴克利引用

了5)?)艾略特的观点!#批评的目的就是对艺术

作品的阐释$ ,:'7Z/68! #GMG( !#M-" 因此!诗歌

批评仅是对诗歌做出阐释!分析诗歌世界中所呈

现出来的善与恶.批评者也不能高于诗人!从诗歌

中演绎出诗人未展现的道德取向" 在对文学批评

如此的理解之上!巴克利认为诗歌批评所做的也

就是引导读者明辨诗歌中的善与恶%神圣与卑贱!

而将最终的道德选择留给了读者" 约翰4麦克拉

伦在对巴克利的传记&未抵达的旅程'中总结道(

#他的文学批评!以及他的诗歌都是与世界进行

的对话! 而非一种纠正这个世界的尝试 $

,P7̀.,6-! #"G-" 巴克利的诗歌中所展现的并非

将道德真理应用到这个堕落的世界!从而达到拯

救这一终极目标" 巴克利所追求的仅仅在于通过

#对经验的描写从而寻找真理$这一过程!而这种

让文本意义自成自现的做法就赋予读者#行善或

作恶的自由$,P7/.,6-! #"#-!这也正是巴克利所

理解的诗歌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二%对艾略特宗教评判标准的批评

新批评的始祖之一 5)?)艾略特以其著名的

#非个性化理论$开了新批评的先声!成为新批评

的重要理论依据" 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把文学看

成是作家个性和情感的表现" 他的非个性化理论

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再与是否有效地传达了作

家的感情!相反!作家的任务是为自己的个人感情

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只有这样才能使寻常的

感情得到艺术的表达!这一理论对众多评论家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巴克利也不例外" 在&诗歌与

道德'中!巴克利对艾略特的介绍充满敬意(#他

,艾略特-既是评论家也是诗人!他的深远影响不

仅体现在当代文学的品位上!也体现在我们对于

诗歌这一人类活动代表的价值观上$ ,:'7Z/68!

#GMG( $K-" 对于这位文学泰斗!巴克利也并未只

是驻足仰视" 在欣赏艾略特早期#文学自足性$%

#文学的价值只能以内在文学价值来判断$等论

断的同时!巴克利也注意到艾略特后期的巨大转

变!而这一转变是巴克利不能接受的,:'7Z/68!

#!G-"

#G!K 年艾略特皈依英国国教圣公会!这对他

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GF" 年出版的

&圣灰星期三'被普遍认为是艾略特宗教色彩最

浓的一首诗.此后完成于 #G%! 年的&四首四重

奏'也同样蕴涵着深刻的基督教思想.艾略特在

宗教成长之路上寻找基督教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

的希望" 因此!浓郁的宗教色彩是艾略特后期创

作的特点" 不仅在诗歌创作上!艾略特的诗歌评

论也受基督信仰的影响" 在 #GFH 年发表的&宗教

与文学'一文中!艾略特肯定地说(#文学批评要

想完整!需站在一个确定的伦理学和神学立场

33现今社会!基督教读者非常有必要带着明显

的伦理学和神学的标准去细读作品!尤其是充满

想象力的作品" 文学的2伟大1不能仅仅取决于

文学的标准33$,@/4+>! #G$G( GF-"

在对西奥多4海克,526+9+,X.67Z6,-的&维

吉尔',A4,(4/-一书进行评论时!艾略特盛赞其为

#文学批评的典范!其神学兴趣赋予该书更伟大

的意义$,:'7Z/68! #GMG( #F"-" 简言之!基督教

已经成为艾略特后期文艺批评的#教条$或#标

准$,:'7Z/68! #F#-" 作品的价值不再是以其内

在的文学价值来评判!更多地依赖外在的神学标

准" 巴克利显然对艾略特后期的这一转向十分失

望!并将艾略特的后期关注点是#牧师的$!或者

换句话说是#消极的说教$"

#他似乎不再有能力驾驭他那分辨是非的智

慧!犹如手术刀一般剖析作为整体的文学作品的

内在纤维和组织.他也过快地考察一些诸如诗人

或小说家的神学趋向这类问题!虽然这类问题也

很重要!但是在他手上却被当成了最核心的考虑!

并且遮蔽了其他同等重要的问题"$ ,:'7Z/68!

#!G0#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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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巴克利在&诗歌与道德'的最后另外撰

文!并取名为&批评与神学标准'" 在文中!巴克

利提出#,基督教-是作为道德正统这一标准而与

文学相关么) 当然不是$ ,:'7Z/68! !#$-" 巴克

利一直坚定地认为文学的意义只能在文学内部去

寻找!那么外在的神学标准当然是不被允许的"

那么!基督教和文学到底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巴克利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其诗学观里有

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道成肉身$ ,_-7.,-.L

>4+--" 在基督教信仰中它指上帝借助凡人的肉

身显现于世人面前!而在巴克利的诗学主张中!它

指上帝的灵性显露在艺术中!也就是#在艺术中

展现上帝$,转引自 P7̀.,6-! #FK-" 而万物有灵

论,W+,/9L;+'/-是巴克利#道成肉身$概念的核心!

因为没有灵魂就不会有#化成肉身$" 在他看来!

客观的外在世界并不是没有生命力%死的物体!任

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灵魂" 人的任务就是要同自然

的灵魂进行沟通!但是普通人容易被尘世间的纷

繁复杂%混乱无章所遮蔽!无法与外在世界的灵魂

交流!这时就需要诗歌的帮助" 巴克利认为诗歌

#将诗人的宗教理念赋予其中!并作为一种神圣

空间而存在$!而这一神圣空间的存在!任务就是

帮助自然的灵魂接近人的灵魂,转引自 Q,+=6!

!""G( #-" 因此在巴克利看来!诗人不像其他理

论家认为的那样在诗歌中揭示宗教真理以达到教

诲以及净化人类心灵%寻求人类救赎的目的.诗人

的职责仅仅在于#揭示$!即向读者展示万物中的

灵性!将其引导与自然灵性的交流" 正因如此!文

学批评在评判一首诗是否有价值时!就不能如艾

略特所言!将基督教的教义当作衡量的权杖" 巴

克利同时指出!不能因为诗歌中包含某些暴力%黑

暗因素或者不洁净%不优雅的用词就否定其成就"

因为即使世界中那些暴力%黑暗的一面也是世间

的存在!是有灵性的!而诗人的责任仅仅在于引导

读者与这个世界接触!所以这种诗歌仍然是#神

圣的存在$" 因此!巴克利与后期艾略特的相似

之处在于他们都笃信基督!坚信基督教与文学有

着密切的联系" 但两者不同的是!艾略特将基督

教义作为文学的外在衡量判断标准.而巴克利则

将基督教义内化!他将万事万物看做有灵体!诗人

#揭示$这一有灵体的举动正是将神#道成肉身$!

将神性体现在诗歌中"

三%对民族主义者民族评判标准的

批评

巴克利曾多次公开表示#澳大利亚有必要意

识到自己文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T4,6;!

#G$F( %!-.#GMK 年发表的&论诗歌(以澳大利亚

诗歌为例'阐释了澳大利亚主要诗人的诗歌价

值.甚至在 M" 年代末期学术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

应不应该在大学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教授的这

场激烈争论中!巴克利也是坚决赞成为本国文学

设立专门学科" 但巴克利却绝对不是一位民族主

义者!他曾明确表明自己#立足本土的文学论调

与民族主义者的偏好和固定模式完全不同$

,:'7Z/68! #GMK( #K-"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家吸取了澳大利亚民

间文艺的特色!努力反映民族感情%时代精神和早

年澳大利亚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热衷于表现丛

林生活的艰辛.反映人们在严酷的境所作出的不

屈不挠的斗争和相互之间的友情.同时!他们在创

作中还大量使用澳洲本地的方言俚语!这些都使

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在

文学评论中!有些民族主义者甚至走向极端!将这

些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当成了判断文学价值的衡

量标准(但凡表现澳洲本土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文

学被赋予极大的价值!如亨利4劳森,X6-,8̀ .WL

;+--%约瑟夫4弗菲,*+;6S2 '̂,S28-等就因其作

品中所展现出的浓郁本土特色被奉为经典" 而三

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金迪沃罗巴克$文学运

动,*4-98W+,+V.Z-更是将民族主义推向极端!声称

#技巧上优秀的非澳大利亚诗歌还不如中不溜儿

的澳大利亚化诗歌$ ,转引自黄源深! #GGK(

!HK-"

巴克利的诗学理论与这些民族主义者的主张

大相径庭" 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者们忽视了作品

本身的文学价值!而去追求作品中一些民族主义

的因素!并以此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这在他看来

是极其狭隘的" 因此他#加入到其他诗人兼批评

家诸如詹姆斯4麦考利,*.T6;P7&'/68-%朱迪

斯4赖特,*'94>2 \,4(2>-以及文学学者如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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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克斯,Q)&)\4/Z6;-的行列!向左派0民族

主义者们对于民族文学上的观点,倡导者为非学

者批评家万斯4帕尔默和&)&)菲利普斯-提出

了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见解$,X.>26,6//! !""G( #-"

巴克利站在了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们相反的道路

上!帕特里克4摩根,R.>,47Z P+,(6--评价说!巴

克利#向文学和文化民族主义这2老派的喧嚣1致

上了决定性地一击$,转引自P7̀.,6-! $%-"

那么!如果在评价作品价值时民族因素被撇

去不予考虑的话!什么才是巴克利所关注的呢)

巴克利曾说过!他在判断一首诗的价值时!评判的

原则之一就是#它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和自然情

境所能想象的精神和道德维度$ ,P7̀.,6-! $%-"

实际上也就是说在考察诗歌价值时!巴克利并非

在意其对现实世界的忠实反映程度!不在乎其中

到底有多少典型的#澳大利亚$特色!而在于其更

宽广的普世意义!在于作品有没有反映全世界%全

人类所共有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其#形而上学$的

意义" 因此!他虽然#惊讶于,澳大利亚-这片土

地!并尝试通过他的诗歌来了解并对它进行再创

造"$然而!他没有沿袭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方法!

局限于这片土地及这里的风土人情!而是将澳大

利亚置于全世界这一大的背景中" 在&论诗歌(

大多为澳大利亚诗歌'这本评论集中!他对澳大

利亚诗人的关注也并未狭隘地停留在他们所具有

的#澳大利亚性$上!而是通过文本分析论证这批

澳大利亚诗人将特定的民族%宗教和个人关注转

化为向世人提供普世的%人类意义的诗歌" 在这

本论文集的第一篇论文&澳大利亚诗歌中的人类

形象'中!他说(#诗歌关注的是人物形象33然

而是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关注人物000关注

的是从他真实的生活处境%生活环境以及他对世

界的感觉及精神反应所折射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状

态$,转引自P7̀.,6-! $M-"

巴克利曾经的学生布莱恩4基尔南,:,4.-

c46,-.--指出巴克利的文章中#显示出一种焦虑

33想要抛却作品一切的社会考虑因素!讨论作

品时也仿佛作品本质上就是2形而上学1的000

因此!作品在他看来都是2普世的1!而仅仅是偶

然地成为了2澳大利亚1的$,P7̀.,6-! #!H-" 基

于这样一种对普世意义的追寻!巴克利欣赏的那

些诗人艺术家们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

品中都含有普世价值" 在讨论澳大利亚第一代诗

人,巴克利称其为#民主者们$-时!他将本土出生

的亨利4劳森,X6-,8 .̀W;+--%伯纳德4奥多德

,:6,-.,9 E1N+W9-以及爱尔兰裔诗人维克多4

达利,A47>+,N./68-包括在内" 虽然否定达利#浸

浴在凯尔特暮光错误的迷雾中$!但巴克利欣赏

他们诗歌中所体现出来#所共有的人文精神$"

对于克里斯托弗4布伦南,12,4;>+S26,:,6--.--!

巴克利盛赞其#漂流者$,526\.-96,6,;-为#既为

个人的!也反映了人类的共同处境$" 巴克利还

认为诸如肯尼斯4斯莱塞,c6--6>2 ?/6;;+,-! 罗

伯特4菲茨杰拉德,b+V6,>̂4>U(6,./9-!赖特他们

这些诗人 #避免了民族主义的狭隘影响!将我们

历史上的真实斗争转化为神话$!他们的作品#超

越了2澳大利亚性1!使澳大利亚人能够更加深入

并且热情地思考生存的实质$,P7̀.,6-! $HL$K-"

四%结语

巴克利重视作品本体论的新批评理念将传统

诗歌批评的作家生平%社会环境%时代精神%历史

背景等等的研究彻底剥除!他认为这些外部的批

评研究都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这些文学的#外

部研究$并非文学批评的目的!也不是评价作品

优劣的尺度!更不是分析解释作品的依据" 因此(

#)在对阿诺德诗歌评判的道德标准的批评

中!巴克利坚信道德说教不是诗歌的目的!诗歌中

的道德必须自呈自现!开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

者拥有最终的选择权"

!)在对艾略特诗歌评判的宗教标准的批评

中!巴克利所信仰的上帝#道成肉身$的观念使基

督教内化在诗歌之中!诗歌的神圣性体现在对世

界有灵万物的揭示中"

F)在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们民族评判标准

的批评中!巴克利阐明诗歌价值不在其民族性!而

在其#普世性$!民族特色不能作为衡量诗歌价值

的标准"

巴克利对诗歌中道德%宗教与民族的关注展

示了其诗歌观的广博与宏大(他所关注的并非具

体%真实%形而下的生活!而是在由琐碎生活所体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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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形而上的意义" 这与

他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巴克利的祖上世代有爱

尔兰血统!这种#祖先情结$使他在澳大利亚一直

摆脱不了身为#异乡人$的孤独感.他在澳大利亚

环境中长大!却又深受英国文化熏陶!并经历了残

酷的世界大战" 这些丰富的阅历!使他的艺术家

的视野极其开阔" 因而他在创作中!既把澳大利

亚和具体的生活作为他诗歌的创作背景!却又不

像别的澳大利亚诗人一样囿于乡土风情和方言土

语!即所谓的#澳大利亚化$而造成作品思想内容

的狭窄"

!" 世纪 G" 年代开始!曾经繁荣一时的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等理

论受到批评家的质疑.理论#结束$%#死亡$的声

音就不断出现" 在这种#理论热$逐渐消退的#后

理论时期$!巴克利对文学作品外在衡量标准的

批评以及对其内在固有价值的强调无疑会使批评

家们从新的视角将目光重新投向经典" 而同时如

何回归经典!巴克利对诗歌中道德%宗教与民族的

关注照亮了这条回归经典之路!对批评家们有着

启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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