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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文学》

内容概要

《爱尔兰文学》是一部导读式的书。该书以爱尔兰历史发展为线索，分别介绍爱尔兰文学所包含的两
种语言文学——盖尔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盖尔语文学重点介绍中、早期的作家和作品，英爱文学介绍
其殖民地文学，地方文学，独立的民族文学等阶段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尽管一本文集所能触及的仅仅
是多姿多彩的文学天地的冰山一角，但它能让大家更多地认识和了解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和诗人。
本书几乎介绍了爱尔兰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不仅弥补了“丛书”无法收录更多作家和作
品的遗憾，最为核心的是，本书对入选的作家和作品做了重点介绍，“为了让读者对爱尔兰文学从古
至今的经典作品有个全面了解，为读者与不易懂的作品之间搭座桥。”（黄豆米，《贡献文学巨匠的
岛国》，《工人日报》201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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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文学》

作者简介

陈恕 （1937—），男，汉族，浙江新登人，教授。1962年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留校
任教。1984年曾在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英语系进修爱尔兰文学，1985年回校后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
凯尔特文学研究室主任，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性论著有《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爱尔兰
文学作品选读》、《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第四章：爱尔兰文艺复兴》、《尤利西斯导读》、《爱尔兰
文学史》。于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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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文学》

书籍目录

盖尔语文学
一、古老的凯尔特文明
 《夺牛长征记》
二、早期盖尔语文学
三、中期盖尔语文学
 1.欧洲人对爱尔兰的影响
 盎格鲁一诺尔曼的入侵
 诗人和盖尔体制
 诺曼人征服爱尔兰的计划
 英国都铎王朝残酷迫害天主教徒
 古老的盖尔爱尔兰的终结
 盖尔抗英伯爵大逃亡
 2.17世纪至20世纪盖尔语文学的发展
 基廷
 奥苏里范
 梅利曼
 艾芙琳
 英爱文学
一、历史的回顾
二、英爱文学传统的形成（1690-1880）
 托兰
 哈奇森
 斯威夫特
 伯克
三、凯尔特复兴（1780-1880）
 麦克弗森
 通
 邦廷
 奠尔
 弗格森
 四、爱尔兰19世纪小说
 埃奇沃斯
 莫根夫人
 马图林
 勒法纽
 利弗、萨莫维尔和罗斯
 格里芬
 卡尔顿
五、爱尔兰戏剧(1690一1800)
 1．17世纪爱尔兰戏剧
 2．18世纪爱尔兰戏剧
 康格里夫
 法夸尔
六、爱尔兰文艺复兴(1880-)
 1．“大饥荒”对社会政治和语言文学的影响
 2．英爱文学的振兴
 奥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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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芝
 奥格雷迪
 海德
 拉塞尔
 科勒姆
 坎贝尔
 斯蒂芬斯
 3．诗人叶芝
七、爱尔兰戏剧的发展
 1．19世纪爱尔兰戏剧
 王尔德
 萧伯纳
 2．爱尔兰的戏剧运动
 穆尔
 阿贝剧院
 马丁
 叶芝
 格雷戈里夫人
 辛格
 鲁滨逊
 默里
 奥凯西
 3．20世纪30年代的戏剧
 希尔斯
 麦克纳马拉
 卡罗尔
 詹斯顿
八、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
 乔伊斯
 斯蒂芬斯
九、爱尔兰现代主义戏剧
 贝克特
十、当代文学(1930一1990)
 1．狭隘民族主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当代小说
 奥费朗
 拉文
 鲍恩
 奥康纳
 奥布赖恩
 莫尔
 普伦基特
 特雷弗
 麦加恩
 约翰斯顿
 奥费朗
 奥布赖恩
 3．当代诗歌
 麦克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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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文纳
 希尼
 4．当代戏剧
 弗里尔
 墨菲
 基尔罗伊
 比恩
主要参考书目
文学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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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文学》

章节摘录

　　到了16世纪，由于盖尔人的侵袭和诺曼定居者力量的加强，爱尔兰正不断地盖尔化。英国人普遍
担心，英国有可能丧失对这块殖民地的控制。英国的宗教改革对爱尔兰产生过影响，但在爱尔兰定居
的诺曼人后代，即后来被称为老英国人（Old English）的人，对新教改革总体上持敌对态度。宗教改
革导致了爱尔兰教会的建立。　　爱尔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紧靠英国和欧洲大陆，英国人忧虑它
可能成为外国敌人反英的基地。这一事态终于在爱尔兰发生了。宗教的分歧在爱尔兰引发多起反抗事
件，出现了过去几世纪从未有过的紧急状况。但在英国的政治压力下，加上英国国王的新移民政策，
盖尔人的抵抗受到很大挫折。1601年休·奥尼尔在金塞尔被英军击败，盖尔人最后的堡垒被摧毁，英
王终于控制了厄尔斯特（1603年）。爱尔兰从此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的统一，但是，要实现宗教和文化
的统一看来是不可能的。　　17世纪在爱尔兰出现了多次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但在博因河战役和
奥各利姆战役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信奉天主教的老英国移民和爱尔兰的盖尔人被打败了。
他们的领袖和追随者，即所谓“野天鹅”，离开了爱尔兰，到国外去追求他们的事业，有的从武，有
的从事宗教，有的从商。爱尔兰教会的新教教徒垄断了政权并拥有所有的土地权。　　在18世纪，爱
尔兰经济有了发展。麻布工业非常发达，在厄尔斯特麻布生产尤其兴旺。爱尔兰的羊毛、牛肉、黄油
、猪肉都是重要的出口产品。爱尔兰的议会传统亦有进展，不过它把天主教信徒排除在外，并且还使
它附属于英国议会。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厄尔斯特福音教派的基督徒和少数的天主教徒开始向新大
陆移民。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和她的北美殖民地的矛盾日益突出，激进的爱国主义思想在
爱尔兰开始出现。后来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革命的“联合爱尔兰人协会”成立了。1798年“联合爱
尔兰人”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举行起义，但起义失败了。　　1800年爱尔兰和英国的议会
通过“联合法案”（Act of Union）。这时候，爱尔兰和不列颠之间，特别在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差距愈
来愈大。随着不列颠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爱尔兰，除了厄尔斯特，实际上在向非都市化发展，急剧增
长的人口主体愈来愈依赖土豆为生。　　19世纪40年代，由于马铃薯大面积连年减产，可怕的大饥荒
发生了。100万人死于饥馑和疾病，另100万人离乡背井逃离爱尔兰。10年中，爱尔兰人口减少了四分
之一（从800万到600万），而且还在继续减少，移民问题成了爱尔兰社会的主要焦点。19世纪后半叶
，爱尔兰在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或是争取废除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联合。大饥荒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深
重的：在爱尔兰人民的心目中，英国站在被告度上受审。大部分的爱尔兰的选民都在寻找某种形式的
自治政府。在大饥荒之后的岁月里，爱尔兰地主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到了20世纪初，
由于佃农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争取土地权的斗争，立法机关敦促地主把土地买给佃农，。佃农也得到贷
款购买这些土地。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丹尼尔·奥康奈尔和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虽然为自
治政府或“自治”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进入80年代，查尔斯·帕奈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一致要求把爱尔兰问题作为英国政治的中心议题提出来研究。1886年
格拉德斯通（W.E.Gladstone）领导的民主党支持建立一个有限的爱尔兰自治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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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想要成功就得远走高飞。作家们都没有留在爱尔兰本土，靠回忆和距离去感受。so我们中国没有诺
贝尔（或是能反应实事的作家的原因是大家没有走出去？）有钱的走，没钱的留下才是理由？
2、拉拉扯扯拼拼凑凑一个简单的intro.
3、王佐良的《英国诗史》和陈恕的《爱尔兰文学》是极好的两本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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