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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与希望!澳洲的双重情结
!

毕宙嫔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H$

摘D要!澳大利亚著名诗人朱迪思/赖特指出$澳大利亚欧裔白人对待澳大利亚土地有两

种倾向$一种把澳大利亚看作流放之地$另一种将澳大利亚视为希望之地% 第一种心理导致移

民无法欣赏澳洲的自然风物% 赖特发现$澳大利亚诗歌中澳大利亚风物缺场$出场的反而是英

国风光'有些作家将澳大利亚描写成与伊甸园形成鲜明对照的荒漠之城'还有很多作家极力渲

染澳大利亚自然风物的怪异性% 赖特认为$只有将澳洲视为希望之地$对其产生情感认同$并

积极融入新环境$欧裔作家才能大力讴歌澳洲的物候之美%

关键词! 朱迪思/赖特'澳洲'流放'双重情结

中图分类号!YH##)"HD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HK!L"MGN"!"#$$"!L"#!ML"K

DD

一% 引言

澳大利亚著名诗人朱迪思3赖特 &*,:5?2

[(532?# #G#M.!""" ' 的 1澳洲的双重情结 2

& (̀7+88,'.?5+-<5- &,<?(./5.- +̀7?(9# #GHH'是澳大

利亚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学论著" 该著作

分析了殖民时期到 !" 世纪 H" 年代的澳大利亚诗

歌#全面表达了赖特独到的文学主张" 得益于赖

特的文学评价#查尔斯3哈珀&12.(/7<\.(',('!

克里斯托弗3布伦南&12(5<?+'27(;(7--.-'!约翰

3肖3尼尔森&*+2- @2.RE75/<+-'这些原本受到

贬抑或不为人知的诗人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

注#声名鹊起"

赖特在1澳洲的双重情结2的序言中开宗明

义#对于它的新住民来说#澳洲从它尚属短暂的历

史开始直到今天#始终不只是被占领!被耕种和被

征服的土地#它是内在现实的外在对应" 首先#且

一直是#流放现实" 其次#新与自由的现实/#0

"

澳洲是流放犯殖民地的历史对欧裔白人的心理产

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像土

著那样与原始!蛮荒的澳洲大陆和谐共处!息息相

关#他们与脚下的土地也缺乏那种千丝万缕的联

结" 殖民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反

映在诗歌等文化产品中"

二%对立形象的形成

澳洲#或者说曾经所谓的 $新荷兰% &E7R

\+//.-:'!$无人之地% &67((.&,<?(./5<'!$伟大的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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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陆% &T(7.?@+,?2 d.-:'#究竟是片怎样的

大陆5 #H 世纪伊始##KNN 年英国第一舰队登陆澳

洲以前#就有不少欧洲的探险家或科学家以日记!

报告等形式记载了他们对澳洲新大陆的感受和看

法#关于澳洲的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开始形成#即

它要么是象征死亡和流放的不毛之地#要么是神

奇美好的人间天堂"

一开始#澳洲主要以探险家笔下描述的负面

形象出现"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最早来

到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没

有发现黄金和香料等值得贸易的物品" 他们不喜

欢澳洲#也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描述" 如 &)[)

周思&&)[)*+<7'所说#$他们没有被大陆的样子

所吸引#贫瘠是他们的评价#同时#他们用)原始!

黑色!野蛮...残酷!贫穷!残暴*等形容词来描

述原住民%

/!0H

" #H%! 年#荷兰航海家亚伯3扬松

3塔斯曼 & &Z7/*.-<U++- 6.<W.- ' 登陆 B.-

f57W7-*<d.-:&现在的 6.<W.-5.岛屿'时#并不

认为这个地方有贸易利益可图#并且因为受到土

著惊吓而立即撤退" #HNN 年#英国探险家威廉3

丹皮尔&[5//5.Wf.W'57('首次登陆澳大利亚西北

海岸#并作了较为翔实的记录" 但是#他对这个他

称之为E7R\+//.-:的大陆的描述一点不比荷兰

人的更具吸引力+

陆地是干燥的沙质土壤$如果不打

井$就没有水源% 有若干树种$但森林稀

疏$树木不壮% 66树下长着漂亮的长

草$但也很稀疏% 我们没看到结果实

的树%

我们没看到任何动物或野兽的行

迹$但有一次好像看到像大藏獒般的大

野兽踩踏过的痕迹% 这儿有些小鸟$但

都比画眉小% 海鸟极少$海里也没什么

鱼$除非你把水牛或海龟看作鱼类% 水

牛或 海 龟 倒 是 很 多$ 但 它 们 异 常

胆小%

(!)K

丹皮尔感受到的澳洲是干燥!贫瘠与蛮荒之

地" 他还把土著描写成低级的半人半兽的怪物

&1./5Z.-'#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

/!0N

"

#KK" 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3库克 &*.W7<

1++S'为欧洲带去了关于澳洲的正面描述#从而

使澳大利亚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

形象+一片生活着高尚的野人#孕育着自由理想!

科学希望的大陆" #KHN 年#时任英国皇家海军中

尉的库克受命探寻$伟大的南方大陆%" #KK" 年

% 月#他抵达澳洲东南沿海岸#为之吸引#并将此

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E7R@+,?2 [./7<'" 尽管

库克认同丹皮尔提出的澳洲不适合殖民贸易这个

观点#但他相信这个地方适合种植庄稼!蓄养牛

羊" 库克对澳洲的未来和前景充满希望和热情"

他是这样描写新大陆的+$有着令人愉悦的秀美

风光#海拔适中#小山!山谷!山脊和平原错落有

致#一些草坪点缀其间#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山

坡和山脊的起伏缓和#没有高耸的山峰%

/$0G

" 此

类正面描述为后来英国把悉尼的植物湾&;+?.-9

;.9'作为流放犯输入地打下了思想基础" 库克

对澳洲客观具体的描述在英国国内被进一步美化

和夸张#以至于当英帝国决定将澳大利亚定为英

国流放犯殖民地时#还有人强烈抗议#认为这样一

个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的地方不应该被用来安置

犯人/$0#"

"

早期欧洲探险家对澳大利亚的正负双重印象

在英国第一舰队 #KNN 年登陆悉尼植物湾后两百

余年内仍然存在" #KNN 年 ## 月#罗伯特3罗斯

少校&_.J+(]+Z7(?]+<<'

!写信给英国朋友时是

这样描述澳大利亚的+$世界上没有比这儿更糟

糕的地方了#贫瘠荒芜!令人生畏" 或许这里的自

然环境真的已经被颠倒#即使不是#这里也已经是

千疮百孔%

/$0#"

" 还有不少英裔定居者在面对陌

生的环境时 $转向熟悉的英国乡村进行比

较%

/%0!M

#然而在比较时往往呈现出抑澳扬英的模

式" #N%# 年从英国移居到澳洲的路易莎3克利

夫顿&d+,5<.1/50?+-##N#%.#NN"'于 #NM% 年在澳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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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罗斯少校负责 #KNN 年首批登陆澳洲的第一舰队警备人员$随后辅助新南威尔士州第一任州长亚瑟/

菲利普!&(?2,(̀ 25//5'"建立殖民地%



洲&,<?(./5-:登陆西海岸时#承认$我们所有人都

被这个国家漂亮的风貌所吸引%#但她还是有自

己的偏好+$我还没见到让我感觉特别漂亮的花

朵(大自然当然也是可爱的(我也喜爱我去的每个

地方#但是我不认为它比得上英国展现出来的魅

力%

/M0H#

" 不管她的印象是好是坏#她都是以英国

风光作为参照物衡量澳洲景色的"

1)d)因内斯&1)d)Y--7<'认为殖民者不认

同当地环境这种现象很普遍#也很自然" 他认为#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印度群岛等定居国#许

多作家表达了面对不同于祖先国家的地形地貌和

自然风物时的疏离感和矛盾感%

/H0KG

" 对同一地

方的认识和感受中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心理因素"

按照弗里茨3斯蒂尔&c(5?U@?77/7'在1地方感2

&@7-<7+0̀/.87'一书提出的观点#地方感不仅取

决于个人所处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还与个人的心

理因素密切相关" 书中指出#$地方%包含两方面

的内容+地方感&<7-<7+0'/.87'和地之灵&<'5(5?+0

'/.87'" 地方感指的是人处于一个特定背景时的

特定体验/K0##

#如下图所示+

@7-<7+0'/.87.@7??5-3& 2̀9<58./@7??5-3 i

@+85./<7??5-3' ì 7(<+-&'<982+/+358./0.8?+(<'

直到 #GNN 年# 布鲁斯 3 贝内特 & ;(,87

;7--7??'还指出#$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精神上的流放状态比安定状态更为凸显%

/N0#

" 按

照1麦考利澳大利亚字典2所下定义#流放状态指

的是$由于受情形所迫#与母国或家园长期分

离"% 印度著名批评家米娜克西3穆克尔吉

&_77-S<25_,S27(J77'的文章1流放心理2 &$627

AV5/7+0?27_5-:%'对此作了更详尽的阐释" 她

把文学上的流放体验大体归为四类#其中一类就

是身体并未流放#但作家在思考和写作时如同自

己并未身在母国似的" 她称这类流放为精神的流

放#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N0!

" 穆克尔吉举了卡玛

拉3马肯达雅 &b.W./._.(S.-:.9.'!雷杰3劳

&].J.].+'!萨尔曼3拉什迪&@./W.- ],<2:57'!

拉宾德纳特3泰戈尔&].Z5-:(.-.?2 6.3+(7'等人

的例子说明流放意识导致他们的作品过度怀乡!

寻根#并抵制与新环境的融合" 比如雷杰3劳充

其量是个印度的旅行者#但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印

度的风景物候#而他真正生活的法国和美国的物

理环境反而是缺场的" 澳大利亚文学中也存在相

同的现象+

#G 世纪和 !" 世纪初的澳大利亚诗

歌除了合欢花$很少指名提到或具体描

述澳大利亚的花树虫鸟% 与夜莺和玫瑰

相比$澳洲喜鹊和山龙眼这些字眼没有

丝毫感情色彩(G)$

不少欧裔移民作家的怀乡情绪和流放心理导

致他们沉湎于对英国的怀念#不能与周边环境融

为一体" 他们表征澳洲大陆时流露出明显的反家

园意识#对澳洲风景不是丑化就是绝口不提"

三%文学作品中的双重情结

赖特审视澳大利亚诗歌时发现存在澳大利亚

风物缺场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英国风光" 赖特

在1浪漫主义和最后的处女地2 &$]+W.-?585<W

.-: ?27d.<?c(+-?57(%'

/#"0中提到#第一部在本土

出版的澳大利亚诗集1狂调2&[5/: E+?7<##N!H'

!

中呈现的景色与英国的乡村风光大同小异!几无

差别" 除了有几处用桉树代替榆树和橡树的地方

外#汤普森笔下的温莎 &[5-:<+('!卡斯尔雷

&1.<?/7(7.32'宛若英国 #N 世纪的乡村"

"

在赖特看来#被追随者奉为澳大利亚第一位

诗人的亨利3肯德尔 &\7-(9b7-:.//# #N$G.

#NN!'的诗歌存在与1狂调2同样的问题" 赖特认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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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调,是澳洲本土出生的诗人查尔斯/汤普森!12.(/7<6+W'<+-"的作品% 而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

![5//5.W12.(/7<[7-?R+(?2"的+澳大利西亚,!&,<?(./5.<5.$ #N!$"是本土出生诗人出版的第一卷诗歌$但出版地点在伦

敦%

温莎和卡斯尔雷是距离悉尼市中心以西 H"&K" 公里的小镇$也是-麦考利五小镇.!05>7_.84,.(57?+R-<"中的两

个% #N#" 年$新南威尔士州第二任总督拉克兰/麦考利!d.82/.- _.84,.(57"巡视霍克斯布里流域!\.RS7<Z,(9]5>7("时

命名了五个镇*里奇满!]582W+-:"&皮特镇! 5̀??6+R-"&威尔伯福斯![5/Z7(0+(87"&温莎和卡斯尔雷%



为肯德尔描绘的澳大利亚景色不像澳大利亚#却

更像欧洲+

尽管肯德尔应该很熟悉他家乡霍克

斯布里鲜花盛开时的色彩斑斓和品种丰

富$他的诗歌中除了丛林歌谣中已经开

始吟颂的合欢花$没有出现本地的鲜花%

除了哈珀的橡树$其他提到的树木都有

欧洲名字$比如雪松$西卡莫' 但是肯德

尔曾经在木材厂工作过$应该清楚许多

其他的当地树种及其习性% 诗中提及的

鸟儿也仅有琴鸟和铃鸟% 动物没有

出现%

(#)$!

赖特指出#肯德尔的景物诗不是源于对周边

环境的细致观察和喜爱#他称不上是澳大利亚的

真正诠释者" 这一观点针对的是 #NHG 年乔治3

奥克利&T7+(37F.S/79'对肯德尔的评价" 奥克利

提出#肯德尔是第一位表征澳大利亚的诗人/H0N%

"

赖特则认为肯德尔笔下的地形地貌笼统模糊!没

有差异!无法辨别" 他以同样的措辞描写奥拉拉

&F(.(.'!暮尼河&?27_++-5'!纳拉拉溪流&E.(.(.

1(77S'#不借助地名的话#读者根本辨认不出哪是

哪" 赖特比较肯德尔的1九月2 &$ @7'?7WZ7(%'!

1暮尼河2&$ _++-5%'!1奥拉拉2&$ F(.(.%'!1铃

鸟2&$627;7//Z5(:<%'和英国诗人约翰3克莱尔

&*+2- 1/.(7# #KG$.#NH% ' 的 1夏日意象 2 &$

@,WW7(YW.37<%'!1致沙锥鸟2&$ 6+?27@-5'7%'

时注意到#克莱尔细致入微地观察了英国的乡村

风光#而肯德尔描写的澳洲景色却是主观想象而

不是客观描述的"

至于为什么身处澳洲的肯德尔对澳大利亚的

景物视而不见#看到的反而是欧洲的自然物候#赖

特用一句话来解释+$我们/白人0所看到的风景

是局部的!不充分的!暂时的幻象#反映了我们自

身的利益%

/##0$!

" 对于各个阶层的英国定居者来

说#这里气候和景物都陌生!险恶#唯有离开的母

国才是他们的天堂/#!0#G$

" 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

极端#但至少证明将前往新世界视为被逐出伊甸

园!遭到流放这种思想司空见惯"

将澳大利亚描写成与伊甸园形成鲜明对照的

荒漠之城是赖特的第二大发现" 赖特认为#肯德

尔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一次反映了整个澳大利

亚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即 $沙漠死亡主

题%

/#0%"

" 他认为自己受到该隐的惩罚#才被放逐

到澳大利亚这块大陆上#并渴望重回伊甸园" 赖

特发现肯德尔的1暮尼河2!1奥拉拉2!1纳拉拉溪

流2等诗中反复出现代表伊甸园富饶的水的意

象#而与此相对的是澳大利亚内陆的干旱炎热意

象" 伴随着他想象的干渴!炎热!流放#$该隐的

惩罚%渲染了他所有描写内陆的诗歌/#0$N

#如他的

1野橡树的声音2 &$627B+5875- ?27[5/: F.S%'

就流露出悲凉!忧伤的语调+

;,?27R2+27.(<?25<.,?,W- :.9

然而$能聆听到秋日

627W+(7?2.- :77' .,?,W-./(29W7

聆听到那比秋韵更深沉的

Y<+-7R2+<72.5(R.<<2+?R5?2 3(79

是那被哀伤而不是时间

;9T(5705-<?7.: +065W7)

夺去黑发的人%

\72.<-+-77:$ /5S7W.-9.Z.(:$

他已经没有必要$像许多诗人那样$

6+<5-35W.35-.(9'.5-$

去吟诵那想象的痛苦$

;78.,<727Z7.(<$ .-: 05-:<5?2.(:$

因为他承担着$艰难地承担着$

627',-5<2W7-?+01.5-)

该隐的惩罚% !吴起译"

!'18$""(S20*$./$N"

肯德尔的1牛道上2 &$F- .1.??/76(.8S%'!

1探险家的命运2&$627c.?7+0?27AV'/+(7(<%'等

诗歌中呈现的景象都是无遮蔽!无水源的沙漠#就

如该隐被驱逐到人烟罕至的地方(探险者在荒漠

中唯一的希望是找到水#但很少成功"

赖特不仅探讨了诗歌中展示的流放之地#还

评价了一些小说中描写的可怕景象" 她选取了克

里斯蒂娜3斯台德&12(5<?5-.@?7.:' 1悉尼七穷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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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中的一段话+

布洛特动起身子$自问道*2我们为

什么在这儿1 除了气流&暴风雨和气候$

没有任何其他事物会漂流到这片远方的

南方大陆% 66太阳炎热无比$为什么

我们不能赤裸着奔跑在自己的国家&自

己的土地1 为什么不能看透我们自己的

命运1 这片大陆最终被发现了% 为什

么1 这个神出鬼没的地方$这片神秘的

大陆'它的磁场扰乱了磁针$使得船只失

去方向$冰雪&雾霭&暴风雨控制了海域$

都保护了这片邪恶可怕的荒原% 它的心

脏由盐类组成$从它灼伤的伤口溢出东

西$是可以毁灭贪婪之人的黄金$而不是

解人饥渴的水%

(#)V5>LV>

赖特认为#这段话是被流放的欧洲人在与新

国度发生冲突时发出的呼声#充满了殖民者面对

神秘!狂野的澳洲大陆时感到的那种巨大的无助

感!失落感和孤寂感" 赖特没有继续评论下去#但

是斯台德笔下的新大陆也是缺少伊甸园水源的荒

漠之城#邪恶!可怕!神秘" 可以说#这也延续了肯

德尔的沙漠死亡主题"

赖特还发现#澳大利亚自然风物的怪异性是

很多作家极力渲染的方面" 她以生于伦敦!移居

到澳大利亚的马库斯3克拉克&_.(8,<1/.(S7#

#N%H.#NN#'为亚当3林赛3戈登&&:.Wd5-:<.9

T+(:+-##N$$.#NK"'诗歌集所作的序为例+

澳大利亚景色的主旋律是什么1 如

同爱伦坡诗歌的主基调$是怪异&忧郁

!R75(: W7/.-82+/9"% 66澳大利亚的森

林有着葬礼般的阴郁气氛$隐秘&严酷%

66在其他大陆$人们在哀悼逝去的一

年$落叶轻轻地掉在棺材上% 在澳洲森

林$没有树叶凋落66这些山里的动物

要么奇异$要么可怕% 灰色的大袋鼠悄

然无声地跳跃在粗野的草地上% 一群飞

过的白鹦鹉像恶魔一样尖叫着% 太阳西

下$枭突然发出半人类的恐怖笑声% 土

著坚称$夜幕降临时$从小水塘的深渊中

升起恶魔!;,-95'"$像妖怪一样的斑海

豹% 从沉寂的深林远处$传来忧郁的吟

诵% 土著围着火堆跳舞$身上画得像骷

髅一般% 所有的一切都那么阴郁$都能

激起恐惧% 66

(#)V555

赖特认为#这段文字中#克拉克的语气好似一

个澳洲异乡人的口吻#对他来说#澳洲是流放恐怖

之地+平原毫无遮蔽!岑寂无声#花草树木奇形

怪状"

本土作家尚且如此#旅居作家对澳洲丛林的

感受或许更深" 在这一点上#赖特考察的对象是

f)\)劳伦斯 &f)\)d.R(7-87##NNM.#G$" '"

1袋鼠2&V2.421$$'是劳伦斯一战后离开英国!自

我流放到澳洲&#G!! 年 M 月到 N 月'写成的充满

自传成分的小说" 主人公索默斯虽然向往原始神

秘的自然风光#但是

这片广袤无垠&荒芜人烟的大地令

他生畏% 这片国土看似那么迷茫广漠$

不可亲近% 天空纯净无瑕$水晶般湛蓝$

那是一种悦目的淡淡的蓝色% 空气太清

新了$还没有被人呼吸过% (66)可是

那儿的灌木丛$烧焦的灌木丛令他胆战

心惊% (66)那片幽灵鬼影憧憧的地

方$树干苍白如幻影$不少是死树$如同

死尸横陈$多半死于林火$树叶子黑乎乎

的像青灰铁皮一般% 那儿万籁俱寂$死

一般沉静无息$仅有的几只鸟儿似乎也

被那死寂窒息了%

(#$)G

像劳伦斯这样短期旅居澳洲的作家虽然对这

片大陆望而生畏#但他毕竟领略到了澳洲的旷野

之风" 同样的#赖特也注意到#克拉克看到了澳洲

大陆的另一面#只有爱着澳洲!反抗旧文明的那些

人才能看到的一面" 克拉克继续写道+

从没有树荫的树木&没有芬芳的鲜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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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不会飞的鸟类和没有学会四足行走

的兽类中$有些人是根本感受不到美的%

但是荒野中的居住者$变得熟悉起这孤

独的美丽66学会了粗犷的语言$能够

读懂憔悴的桉树的象形文字% 桉树被猛

烈的热风吹得奇形怪状$或者在寒冷的

夜晚开始痉挛$那时南十字星下万里无

云的蓝天结冰66孤寂大陆上的诗人开

始理解为什么比起埃及的富饶$自由的

以扫!A<.,"会更喜欢沙漠的遗产%

(#)V555

尽管赖特承认欧洲意识和新国度之间有着剧

烈的冲突#但她也看到了两者实现和解的可能"

她认为亨利3汉德尔3理查森 &\7-(9\.-:7/

]582.(:<+-' 的 1理 查 德 3 麦 昂 尼 的 命 运 2

&c+(?,-7<+0]582.(: _.2+-9##G$"'和帕特里克3

怀特& .̀?(58S [25?7'的1沃斯2 &B+<<##GMK'向世

人说明死亡是实现欧洲意识与原始广袤的澳洲环

境和解的一条途径#这种死亡是欧洲意识的死亡!

流放心理的消解" 通过不断地挣扎!受苦#新大陆

将变得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友好"

在赖特看来#抵制英国法律和等级制度的查

尔斯3哈珀&12.(/7<\.(',(##N#$.#NHN'是将澳

大利亚视作象征自由与平等的乌托邦的典型

一例+

;7?27- ?27Z.(: +0?298+,-?(95 F(.?27(

那么$成为你国家的诗人吧5

@2+,/: <,82 Z7?2982+587?2.- .W+-.(829

R5:75

噢$你的选择比君主更为广泛5

d+5 o?5<?27/.-: +0?273(.>7+0?290.?27('

看5 这是埋葬你父亲的土地'

o65<?278(.:/7+0/5Z7(?95 Y?25-S$ .-: :785:7)o

这是自由的摇篮5 我认为$而且坚信5

!-627f(7.WZ9?27c+,-?.5-."

流放犯后裔出身的哈珀#虽出身微贱#在政治

上却是位激进民主主义者" 他虽然知道澳大利亚

是 $埋葬你父亲的土地 % &$ ?273(.>7+0?29

0.?27(%'#但他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

自由的摇篮8%&$65<?278(.:/7+0/5Z7(?98%'

赖特认为哈珀是第一个接受澳大利亚独特的

环境并从中获得快乐的诗人/#0#G

" 然而#赖特凭

着独有的敏感和尖锐的洞察力#发现哈珀的景物

诗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倾向#从早期的全景式!模糊

性描写#逐渐发展到具体入微的描写" 笼统的描

写可以模糊澳洲景物与欧洲景物的差异性#也更

易于被英国背景的读者接受#而具体的描写则更

能凸显澳洲景物的特色" 赖特将这种变化归之于

哈珀所受的华兹华斯的影响以及他对澳大利亚的

情感认同"

!

四%结语

欧裔白人对待澳洲大陆一直存在两种倾向#

一方面#他们把澳洲看作流放之地#另一方面#他

们又将澳大利亚视为希望之地" 归属感的缺乏令

他们往往将自己视为新大陆的客居者#对澳洲心

存恐惧和疑虑#在文学作品中也往往不能客观真

实地表现澳洲风景" 如赖特所指出的#只有当他

们对澳洲产生情感认同时#才能改变与环境的对

峙关系(而只有对澳洲建立起亲切挚爱的感情#人

们才能看到这片大陆的美丽#为它撰写绚丽的

诗篇8

&参考文献'

(# ) [(532?$ *,:5?2) (̀7+88,'.?5+-<5- &,<?(./5.- +̀7?(9

(_))_7/Z+,(-7* F=̀ $ #GHH)

(! ) A//5+??$ ;(5.-)627d.-:<8.'7+0&,<?(./5.- +̀7?(9

(_))_7/Z+,(-7* 127<25(7$ #GHK)

( $ ) c./S5-7($ @,U.--7) 627 [(5?7(<0 d.-:<8.'7*

[5/:7(-7<<(_))@9:-79* @5W+- g@82,<?7($ #GG!)

(% ) ;5(:$ f7/9<) T7-:7(.-: d.-:<8.'7* &,<?(./5.-

1+/+-5./[+W7- [(5?7(<(*))E7Rd5?7(.?,(7<]7>57R$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DDDDDDDDDDDDDD第 $" 卷

!

哈珀之后$亨利/劳森!\7-(9d.R<+-$#NHK##G!!" 的+瓦纳塔与金合欢,!-[.(.?.2 .-: [.??/7.$ #G"H"&多萝西

/麦凯勒!f+(+?27._.8S7//.($#NNM##GHN" 的+我的国家,!-_91+,-?(9.$ #G"N"等诗作也都大力讴歌了澳大利亚的物

候之美%



#GNG$ #N* !"L$H)

(M) c(+<?$ d,89)E+ /̀.870+(.E7(>+,<d.:9(_))

]5-3R++:* 7̀-3,5- ;++S<&,<?(./5.$ #GN%)

(H) Y--7<$ 1)d)6271.WZ(5:37Y-?(+:,8?5+- ?+̀ +<?8+/+-5./

d5?7(.?,(75- A-3/5<2 ( _))E7R a+(S* 1.WZ(5:37

=̀ $ !""K)

(K) @?77/7$ c(5?U)627@7-<7+0̀ /.87(_));+<?+-* 1;Y

,̀Z/5<25-31+W'.-9Y-8$ #GN#)

(N) ;7--7??$ ;(,87$ 7:)&@7-<7+0AV5/7* A<<.9<5- ?27

d5?7(.?,(7+0?27&<5.L̀.85058

]735+-(_))̀ 7(?2* 627=+0[7<?7(- &,<?(./5.$ #GNN)

(G) 1+(-R7//$ 6+-9)&,<?(./5.- +̀7?*,:5?2 [(532?!#G#ML

!""""* .- &''(785.?5+-(A;IFd))!$# &,3)!"""" (

#N *,/9!""K))2??'*IIRRR)R<R<)+(3I.(?58/7<I!"""I

.,3!"""IR(53L.$#)<2?W/)

(#") [(532?$ *,:5?2)]+W.-?585<W .-: ?27d.<?c(+-?57(

(_)II*,:5?2 [(532?) ;78.,<7 YR.<Y->5?7:)

_7/Z+,(-7* F=̀ $ #GKM)MGLN")

(##) [(532?$ *,:5?2)d.-:<8.'7.-: f(7.W5-3(_)IIA:)

@?7'27- ]) T(.,Z.(:) &,<?(./5.* 627 f.7:./,<

@9WZ+/5<W)E+(?2 ]9:7* &-3,<g]+Z7(?<+-$ #GNM)

!GLMH)

(#!) *+-7<$ f+(+?29)[+W7-$ /̀.87$ .-: _9?2L_.S5-3* &

+̀<?L1+/+-5./ 7̀(<'78?5>7(_)IIA:)\7-._.7<L

*7/5-7S$ T+(:+- 1+//57(.-: T7+00(79B)f.>5<)&

6./7-?!7:" f5337(* 1(7.?5+-<$ 1.W7+<$ .-: A<<.9<

5- \+-+,(+0&--.],?27(0+(:)&W<?7(:.W* ]+:+'5$

#GGH)#G#L!"!)

(#$ ) d.R(7-87$ f)\))b.-3.(++(_))#G!$)@9:-79*

&-3,<.-: ]+Z7(?<+- ,̀Z/5<27(<$ #GN!)

"责任编校!朱德东$

?I'*1%9!")$/'*1M%#/+ D%H;$/?8#/,(8%9:**/&?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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