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文学的源起和发展大致

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从起初的

英国文学的一枝独秀， 到美国文

学崛起后的花开两朵， 再到爱尔

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

坡、新西兰、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

洲的南非、 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着强劲势头的英语文学

的 “众声喧哗”， 再到沃莱·索因

卡、纳丁·戈迪默、德里克·沃尔科

特、维苏·奈保尔以及库切和爱丽

丝·门罗等非主流英语文学作家

先后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等多项重

要奖项，已经出现了“喧宾夺主”

的势头。 但英语文学在相当长一

段时间里被看作是英美文学，而

非洲， 基本被视为文学的不毛之

地，更别提英语文学了。多年前我

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么多

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

年里， 我们都过多地关注英美文

学，过多地关注英美文化，对其他

国家的文学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明

显不够。而吸收外来文化，要做到

均衡， 像我们的人体吸收营养一

样，不能太单调单一。英美之外的

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学文化， 一样

有它的精彩， 非洲英语文学当然

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多层摄取，广

泛吸收，尽量多地了解、学习、吸

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文化精

髓，才有利于我们开拓视野，打开

思路，有利于创新写作。

渐近主流： 英语

文学不再仅是英美文学

非洲英语文学是指非洲作家

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非洲英语

文学的版图覆盖整个非洲大陆。

作为英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起之秀的非洲英语文学已渐成

气候，并在多方面产生了影响。 但

同其他“非主流”英语文学一样，非

洲英语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

重视， 没有得到良好的待见。 其

实， 非洲文学有它独特的文化蕴

含和美学表征， 具有重要的研究

价值和借鉴意义。 而英语文学作

为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毫

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关注和研究

的要点之一。

非洲的库切、 戈迪默、 索因

卡、阿契贝 、恩古吉、奥克瑞等都

是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他

们的作品在世界许多地方不但拥

有广大读者， 也引起了学者的密

切关注。 以尼日利亚著名作家钦

努阿·阿契贝为例，他被称为“非洲

现代文学之父”，是非洲文学史上

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 他的

长篇小说 《瓦解 》 （Things Fall

Apart，1958，又译作《这个世界土

崩瓦解了》）在全球获得了 100 多

万的发行量。 他的代表作《崩溃》

（No Longer at Ease，1960， 又译作

《再也不得安宁》）、《神箭》（Arrow

of God，1964）、《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1966）和《荒原蚁丘》

（Anthills of the Savabbah，1972）在

英语世界也都拥有较多读者。 他

的这五部长篇小说书写了尼日利

亚近 75年的历史。 阿契贝是一个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

直提倡非洲作家应该是非洲文学

和非洲形象的代言人。 特殊的成

长和生活环境使阿契贝成为一个

有距离的观察者， 让他以更加客

观冷静的态度去呈现真实的非洲

原貌，为非洲寻找出路，并且帮助

非洲以外的人揭开非洲的神秘面

纱，让人一睹非洲真容。 作为非洲

英语文学的代言人， 阿契贝极力

将最真实的非洲呈现在作品中，为

非洲英语文学争得发言权。他关于

尼日利亚的一系列小说恰到好处

地体现了不同时期的非洲梦。

三大表征 ：不一

样的英语文学

非洲英语文学作为作者使用

习得语的创作，其总体表征、文化

蕴涵和美学特色是怎样的？ 它到

底和英美等国的主流英语文学有

什么不同之处？ 与加拿大、澳大利

亚、 新西兰等基本也是以英语为

母语的国家的英语文学又有什么

不同？ 这些确实值得我们讨论，也

会给我们不同的启示。 经过考察，

我们发现，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

和地理环境所致， 非洲英语文学

具有本土表征、 流散表征和混杂

性三个主要特征。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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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把哲学变得平易近

人。 作者用轻松欢快的语调，

向读者介绍了 20 种具有代

表性的哲学思维方法。 他模

仿了亚里士多德《论题篇》的

形式，但远比《论题篇》生动

有趣。

书中的每一种思维方

法， 都关联了一位哲学大师

以及他的哲学思想。 从亚里

士多德、苏格拉底，到康德 、

帕斯卡、 尼采， 再到哈贝马

斯、海德格尔，几乎贯穿了整

部哲学历史， 每一位哲学家

的思维方法都能为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所用。 作者举重若

轻，用“闲扯”式写法，让文学

变得诙谐易懂， 并且引用了

新闻事件以及身边的例子来

说明哲学命题， 其中的不少

例子你都能找到它们对应的

“中国版”。

非洲英语文学，养在深闺人未识
■朱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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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古吉·提安哥
荨奇玛曼达·阿迪契

▲沃莱·索因卡▲本·奥克瑞

2018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顺利举

行， 使人们对中非交流的前景充满了期许。

而非洲， 这块拥有 3000 多万平方公里、约

12 亿人口的大陆所发生的文学现象显然也

不容忽视。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

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

讨会”在沪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对非洲英

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非洲英语文学的

文化表征与美学特色、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

的接受与影响、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走向及

意义等话题进行了研讨。本报特约上海师范

大学朱振武教授撰文对非洲英语文学的这

些话题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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