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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文学简史》

内容概要

傅俊等编著的这本《加拿大文学简史》按时间顺序分为五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时期用一编来论述
，最后另设了一个“第六编”，为的是涵盖并突出加拿大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殊因素。具体时间划分
如下：第一编“殖民地时期的加拿大文学”（15世纪末-1867）；第二编“联邦成立至一战前的加拿大
文学”（1867-1914）；第三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加拿大文学”（1914-1945）；第四编“1945年至
百年国庆前后的加拿大文学”（1945-1967）；第五编“当代加拿大文学”（1967-1990）；第六编“世
纪之交：回顾与展望”（1990-目前）。此外，由于加拿大在语言上的特殊性——“英语和法语同时为
加拿大的官方语言”已立为法律，其文学史也必然由这两种语言所写的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
史”和“加拿大法语文学史”两个部分组成。因此，每一编又都包含了“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
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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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俊，女，祖籍江苏建湖，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师大加拿大研究中心
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文化。

    曾三次获“加拿大研究特别奖”，赴加拿大访学；1999—2000年间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奥本
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

    已发表《英美荒诞派戏剧研究》、《英国戏剧史》、《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
学》、《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等专著、英语专业研究生教材《英国戏剧读本》 (上、下)以及相
关学术论文数十篇。
   

    严志军，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翻译系主任，副教授，2002—2003年度“中加学
者交流项目”奖学金获得者，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员。出版《文明及其不满》等译著五部，在《外国
文学评论》等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严又萍，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南师大加拿大研究中心成员
。已在《世界文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编有教材一部。硕士论文《从后现代角度论<使女的故
事)》在“首届中国加拿大研究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中被评为“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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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善良敦厚的气息，这是他幽默的基调。其次，利科克经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过叙述者
单纯、不谙世故的眼睛，读者得以了解社会真相。如《小镇艳阳录》中的“我”就是一位淳朴老实的
加拿大市民，一本正经地和读者拉家常，却在一派天真中泄露实情。第三，利科克对故事的节奏及气
氛和情绪处理得当。仍以《小镇艳阳录》为例，全书分为12章，第一章开篇，作了平缓而风趣的介绍
；第二章先喜后悲，讲了理发师索普发财又失财的故事；第三章描绘了游湖的闹剧，又恢复了欢乐的
基调；第四、五、六章牧师偿债，气氛先紧后松；七至十一章高潮迭起，闹剧不断；最后一章以平缓
和抒情的语调结束。总之，简朴温文的语言风格、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张弛有度的情绪节奏，是利
科克幽默故事的几个主要特点。利科克被誉为“加拿大的马克·吐温”，因为他的作品一方面继承了
北美幽默的传统，如鄙视浪漫主义和大量运用夸张手法等，一方面又独具加拿大幽默的特色。加拿大
人大多沉稳持重，谦逊友善，助人为乐，爱好和平；他们少有过激的言行，常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来表
达善意和宽容。利科克的作品体现了这种幽默。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向往“崇高的幽默”，笔下各
种荒唐可笑的故事无一不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他强调“仁慈的幽默”，其讽刺具有人道主义的恻隐
之心，往往是善意的暴露而不是恶意的挖苦；他的作品中幽默多于讽刺，缺乏深究人性和社会发展规
律的热情，因此他的作品在批判深度和社会意义上都不如马克·吐温的作品。他笔下有众多的“小人
物”，他们虽然承受着形形色色的社会压力，却仍然勉力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虽然在这咄咄逼人
的世界中连连受挫，却不灰心丧气，他们赖以生存的是自知之明。对利科克笔下的“小人物”，加拿
大人倍感亲切。也许，他们可以从这些“小人物”身上学会如何在英美的阴影下维护尊严，从利科克
的幽默中吸取力量，以应付强手如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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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是为了看阿特伍德, 发现阿特伍德在<道德困境>中写的许多情节, 比如离异再婚, 在农场生活了
许多年, 都是她本人自己的经历. 微微觉得很可爱.
2、⋯⋯本身就没什么可写的，很多判断标准还略微好笑，如果不是因为需要一些文学史的视野补全
我大概不会看这种东西。
3、简单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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