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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作者通过具体例子证明 ,狄更斯的演讲不仅有助

于我们加深对狄更斯作品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状况、尤其是小说的状况。更为重要的

是 ,这些演讲还为研究狄更斯的文学观提供了有用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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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speeches made by Charles Dickens. A variety of evidences are pro2

vided to show that Dickens’speeches are not only conduciv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Dickens’literary works ,but also conducive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of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at of the novel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The author further argues that an ap2

propriate study of these speeches will shed light on Dickens’literary out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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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作品园林可谓草木扶疏。园中的篇篇演讲犹如朵朵奇葩 ,篇幅虽然不大 ,可是其芬芳却

不亚于《匹克威克外传》和《伟大前程》等更为耀眼的花卉。假如《狄更斯全集》中缺了演讲集 ,那么

它很可能会逊色一半 ,因为作为演说家的狄更斯和作为小说家的狄更斯几乎同样出色。当代英国

学者费尔丁曾经这样评价过狄更斯 :“无论是在他之前 ,还是在他之后 ,都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同时

作为作家和演说家而功名远扬。”[1 ]

然而 ,虽然狄更斯的小说早已通过译介而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 ,但是他的演讲全集却迟迟未

得到我国翻译界和评论界的青睐 ,自然也就无缘与普通读者见面。即使在西方学术界 ,狄更斯演讲

集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它更多地流传于业余爱好者的手中。个中原因 ,大概与评论家们的口

味有关 :他们往往喜欢作一番颇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宏论 ,这时候本身系统性较强的小说就自然

会成为首选的对象。相比之下 ,演讲集似乎更适合业余消遣者的口味 ;这些业余爱好者不稀罕评论

家的风采 ,却喜欢不慌不忙地浏览 ,满足于零星随感 ,陶醉于东采一朵花瓣 ,西撷一片碎叶。事实

上 ,狄更斯正好把自己的演说才能定位在“茶余饭后”的水平上 ———曾经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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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院议员葛兰威尔 (Lord Granville) 问狄更斯 ,在同时代的人当中 ,谁是他心目中最优秀的演说家 ?

狄更斯回答说 :“当今有许多伟大的演说家 ⋯⋯不过 ,如果你们需要有人作一个真正智趣横溢、沁人

心脾的餐后演讲 ,那就把我推荐给威尔伯福斯① 主教。”[2 ]几天之后 ,葛兰威尔向威尔伯福斯提出

了同样的问题。后者随即回答道 :“哦 ,格拉德斯通、亚吉尔公爵、迪斯雷利和约翰·布莱特 ⋯⋯都是

伟大的演说家 ,不过要是作餐后演讲 ,我看要数狄更斯最拿手。”[3 ]

确实 ,狄更斯的演讲更适合在茶余饭后品尝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恰恰相反 ,它们为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公共卫生状况 ,尤其是为研究

狄更斯的文学观提供了有用的窗口。限于篇幅 ,我们以下仅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狄更斯演讲

集的学术价值。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 ,我们可以加深对狄更斯作品的理解。例如 ,对许多研究者来说 ,《老古玩

店》中的耐儿之死一直是个谜。我们知道 ,狄更斯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大团圆的结局 ,至少是

像《伟大的前程》那样的破镜重圆的结局。然而在《老古玩店》中 ,他却一反常态 ,选择了让耐儿花季

早逝的悲剧形式。就像狄更斯在演讲中承认的那样 ,虽然许多读者曾经去信 (当时的小说以分期连

载的形式发表)恳求他不要让耐儿死去 ,可是他最终还是违背了这些读者的意愿。这是为什么呢 ?

不少文学评论家都试图从狄更斯当时的自身经历中寻找原因 ,结果他们发现 :耐儿之死和狄更斯的

妻妹玛丽之死有关。当代美国学者马尔库斯就曾认定 ,玛丽的早年夭折给狄更斯带来了“长期的震

动 ,而《汉弗莱少爷的钟》和《老古玩店》正是在这种震动的压力之下逐步成形的”。[4 ]我国学者赵炎

秋也认为 ,狄更斯在描绘耐儿这一“最感人的女性形象”时是以玛丽为原型的。[5 ]诚然 ,从玛丽之死

的角度来解释耐儿最终的结局 ,这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 ,一个人物形象的产生 ,或是一种题材的

处理 ,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光用狄更斯心中的“玛丽情结”来解释他的情节

安排只能导致简单化的结论。事实上 ,狄更斯在爱丁堡的演讲中已经回答了他为什么坚持让耐儿

死去的问题 :“我们所爱的人撒手人寰 ,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也有过这种经历 ,因此我当

时就想 :在我那以怡情为目的的区区小作中不落俗套地处理死亡题材 ,即不让恐怖玷污我们的墓

地 ,而是用鲜艳的花环去点缀它 ,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儿 ? 但愿我在书中写的一些东西能够使年青人

对死亡抱有较好的态度 ,或者能够缓解老年人因丧失亲人而产生的痛苦 ;即使我只写过一个能给痛

苦中的老年人或年青人带来欢乐或安慰的词语 ,我也会把它看作成功 ⋯⋯”[6 ]狄更斯说得很明白 :

他的本意是要用鲜花来点缀坟墓 ,是要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死亡。一旦我们从这一角度

来解读耐儿死亡之谜 ,我们在狄更斯身上发现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狭隘的“玛丽情结”,而是一种深切

关注人间痛苦的宽阔情怀。可见 ,狄更斯的演讲至今仍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小说的解读。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 ,我们还可以加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状况、尤其是小说状况的了解。这

里所说的状况主要指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以及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狄更斯在好几篇演讲中都提

到他和广大读者通信的情况 ———这些通信往往和他的小说有关 ;而且 ,他还常常利用演讲的机会回

答读者们就他的小说提出的一些问题。前文提到的耐儿之死就是一例 :狄更斯在演讲中承认 ,在

《老古玩店》临近结束之前 ,他每天都要收到读者的来信。这种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向联系还不局

限于英国。例如 ,他于 1842 年在波士顿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透露 ,耐儿的故事在美国激起了热

烈的反响 :“这位早年夭折的小女孩儿在大西洋彼岸竟引起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这使我喜不自胜 ,禁

不住要表达这一愉悦之情。在英格兰时 ,我曾经收到许多来自远在地球西边的美国的信件 ;写信者

都居住在沼泽地带和密林深处的那些小木屋里。许多被斧头和铁锹磨炼得非常坚定的手 ,许多被

夏日骄阳晒黑了的手 ,拿起了笔杆子 ,向我叙述一个个有关普通人家悲欢离合的小故事。我不无自

16第 3 期 丁建民等 : 狄更斯园林中的奇葩

① Samuel Wilberforce (1805 - 1873) ,英国牛津教会主教 ,曾经与生物学家赫胥黎辩论 ,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



豪地告诉你们 :这些叙述总是伴随着对我的那个小小故事的兴趣 ,或是流露出从中得到的安慰或欢

乐的情感 ⋯⋯许多母亲 ———我现在已不是成个成双地数她们 ,而是成十成打地数她们 ———也同样

给我写信 ⋯⋯”[7 ]透过这字里行间 ,我们看到的是小说家和读者们之间的一种健康的关系 ,一种真

诚的、双向的心灵交流。只有在这种双向、健康、大范围的互动关系中 ,小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强大的生命力。然而 ,20 世纪的大部分小说家都没有狄更斯当年的福气。自 30 年代以后 ,小说读

者群渐渐呈萎缩的趋势 ,而且“小说死亡”的呼喊声至今仍不绝于耳。抚今追昔 ,能叫当今的小说家

们不羡慕、不感慨吗 ? 诚然 ,如今的一些小说也能造成很大的声势 ,但是其动因往往是商业炒作 ,这

和当初狄更斯跟广大读者互相倾诉衷肠的情形是多么不同 ! 读了狄更斯的演讲 ,我们不禁要问 :在

当今的小说家中 ,究竟还有几位能收到成千上万封出自长满老茧、晒得乌黑的手的信件 ? 究竟还有

几位能有幸倾听成打成打的母亲的心声 ?

透过狄更斯的演讲 ,我们更能增进对他的文学观的了解。在演讲中 ,狄更斯常常对古代以及同

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评论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较起来 ,他的观点有两个方面最值得我们注

意 :一是他的浪漫主义思想 ,二是他对文学功能的见解。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浪漫主义创作思

想。以往对狄更斯的研究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 ,即强调他的现实主义思想的较多 ,而强调他的浪漫

主义的则少得多。事实上 ,他的创作思想中有不少浪漫主义的成分。请看他对威尔逊的评论 :“他

从事写作不是出于一般爱好 ,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同胞的钦佩和折服 ,而是因为他抑制不住写作的冲

动 ,是因为他的心灵里涌动着一泓清澈见底、熠熠生辉的诗泉 ———它非喷射出来不可。这泓诗泉犹

如神话中那光彩照人的喷泉 ,不管你怎样往外抽水 ,它总是水源充足 ,甚至连一滴水珠或一个水泡

都不会少。”[8 ]显然 ,狄更斯在这里流露了浪漫主义的创作动因观 :作家写作不是因为他要写 ,而是

他不得不写。狄更斯所说的“冲动”和“诗泉”跟柏拉图的“迷狂说”、郎吉努斯的“狂喜说”以及雪莱

的“灵感说”是一脉相承的。狄更斯的浪漫主义创作观还体现于他对想象的“魔力”的讴歌。例如 ,

他于 1842 年在纽约演讲时曾经动情地赞扬华盛顿·欧文“把魔杖指向了艾勤汉卜拉宫的墙壁 ⋯⋯

唤醒了每个山洞里回响着的音乐 ,唤醒了无数快速移动的舞步声 ,唤醒了铙钹的击打声 ,唤醒了沙

场武器的铿锵声 ,唤醒了邮递员沉重的脚步声 ⋯⋯唤醒了已经在地下沉睡了千年或一直在那儿守

护掩埋着的宝藏的古罗马军团”[9 ] ;更有甚者 ,狄更斯还认为欧文的笔“能够从大海深处召唤出 ⋯⋯

精灵 ———而且让他们召之即来 ———使他们居住在卡茨基山脉 ,直到他们变成山脉的一部分 ,就像任

何危耸的岩石或任何从山顶飞泻而下的急流一样。”[10 ]毫无疑问 ,狄更斯对想象力如此热情的讴歌

堪与华滋华斯和柯勒律治等人颂扬想象女神的任何笔墨相媲美。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下狄更斯有关文学功能的见解。概括地说 ,狄更斯主张的是寓教于乐

———“乐”是前提 ,“教”是目的。在 1841 年爱丁堡的欢迎宴会上 ,狄更斯谈到他写作的宗旨是为人

类增添有益无害的欢乐 :“我一直怀着 ———到死都会怀着 ———一种真诚而谦卑的愿望 ,即为人类增

添欢乐。这种欢乐是有益无害的。”[11 ]没过多久 ,他在 1842 年波士顿的欢迎宴会上又提到了相同

的观点 :“我写作的宗旨和目标非常普通和简单 ,因此很容易告诉你们。我一直并永远抱着一个真

诚的愿望 ,即尽可能为普通大众增添健康的娱乐。”[12 ]这些短短的表述不仅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

能 ,而且还流露了狄更斯的民主倾向 :他主要是为普通大众而从事创作。

当然 ,仅仅实现文学的愉悦功能是远远不够的。狄更斯的最终意图是要通过文学作品来教育

民众。更具体地说 ,狄更斯认为文学作品具有孕育德行、培养情操、丰富想象力、增长知识和增强辨

别是非能力的功能。例如 ,在爱丁堡市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他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旨在“向世

人显示 :德行往往可以在遭世人冷落的地方找到 ;它与清贫的生活并行不悖 ,甚至常常与衣衫褴褛

的人为伍”。[13 ]类似的观点在另一篇演讲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 :“我相信 ,衣衫褴褛的穷人身上显示

出来的德行并不亚于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显宦。我相信 ,德行以及客观外界的每一件美好物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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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穷极潦倒者的心中也能唤起共鸣 ,尽管他每天连很小的面包也要平分成两半儿省着吃。我相

信德行不仅与乘坐马车的人为伍 ,而且还和赤着脚步行的人同行。我相信 ,德行与其说居住在宫廷

大厦 ,不如说居住在穷街陋巷。寻觅德行的踪迹 ,对她紧追不舍 ,这不仅美妙怡人 ,而且不无裨益。

⋯⋯在表达这一思想的时候 ,我们只不过是步了已往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后尘 ———我们知道 ,我们的

表述总是离不开援引我国文学中自莎士比亚以降的所有光辉的例子。”[14 ]狄更斯的这一席话包含

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 ,文学作品应该揭示贫民百姓身上的良好品德 ;第二 ,要卓有成效地进行道

德教诲 ,就离不开莎士比亚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这其实是从伦理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肯定了文学

的价值和地位。同样的思想还可以在狄更斯于 1857 年在王家普通戏剧基金会周年纪念会上的讲

话中找到 :

我尤其赞同 ⋯⋯应把戏台看作教育民众的一种有力而有效的手段 ⋯⋯想象力以及与

之相关的各种德行和善举应该得到精心的培育 ,因为这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是根本

之根本 ;而在培养想象力的各种方式中 ⋯⋯戏台应该永远有其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为在戏

台上 ,我们见到的是奇特热烈的画面、丰富美好的幻想和辉煌壮丽的文学。[15 ]

狄更斯不但主张用小说的创作或戏剧的演出等形式来实现文学的教育功能 ,而且还热衷于通

过参与文学协会的活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的多篇演讲都是为支持类似组织而发表的。例如 ,

他于 1847 年在格拉斯哥文学协会首届年度晚会上的演讲把教育和技能训练作了区别 :“把教育最

初阶段的技能训练称作‘教育’,并把这种训练的失败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教育 ,这就如同 ⋯⋯把

儿童拼写课本称作莎士比亚、弥尔顿或培根等人的作品。在我看来 ,把初级技能训练当作教育的人

之所以失败 ,正是因为这些训练不是教育。就一般人而言 ,‘教育’一词已经被误解成初级技能的训

练 ,而且这种误解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为生活从事的教育 ,为培育家庭美德而从事的教育 ,

不仅对儿童很重要 ,而且对成年人至少同样重要 ⋯⋯所以我把技工讲习所和文学协会看作改善社

会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这些机构里 ,教育基础阶段的技能训练能被很好地用来掌握健全的原则 ,

并能被用来促进信仰、希望和博爱等伟大原则的实现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实现这些原

则。”[16 ]不难看出 ,狄更斯这里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文学教育。他不仅把文学协会这样的机构看作

改善社会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而且还指明了文学教育的具体目标 ,即实现信仰、希望和博爱的原则。

还须指出的是 ,即便在当今的人类社会 ,狄更斯的上述见解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当然 ,正如前文所说 ,狄更斯演讲集的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任何倘徉于狄更斯园

林的人都会发现 ,其中的演讲其实展现了一个大千世界 :它几乎涉及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所有领域。

不过 ,即使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狄更斯演讲集也应受到更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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