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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及展望

张　 计　 连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回顾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状况,有助于我们立足现实、展望未来。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粗到细、从综合到专研,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图书出版方面,建国初期及改革开放后,国内翻译出

版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数量尤多,质量上乘。 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史》(1997)和王腊宝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2016)两

部论著的出版,标志新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中文学术期刊有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论文数以百计,这
些文章在土著、女性、儿童、华裔、殖民、生态等主题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需在澳大利亚性、世界

性和中澳文学互动等方面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以丰富世界文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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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文学作为英语文学中的重要一员,以
其独特的澳洲特色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国读者和

研究者。 新中国 70 年(1949—2019)有关澳大利亚

文学的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等,都从无

到有,从少到多,从综合到专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就。 迄今为止,有陈宏的《20 世纪我国的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述评》 [1] 和彭青龙的《新世纪中国澳大

利亚文学研究的趋向》 [2]两篇论文涉及了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将充分利

用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

馆管内各数据库资源对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

研究作一番梳理、言明得失,探究未来之中国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新趋向。

一　 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相关出版情况

研究一国文学在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我们首

先关注接受国家中关于此国文学的相关出版物。 有

关澳大利亚文学的国内出版物,包括文学史撰写、文
学概况介绍、文学作品译介、文学研究专著等几个方

面。 澳大利亚文学史的撰写从无到有,从单一走向

多样;文学概况从英国文学中顺带介绍到澳大利亚

文学专门介绍的出现再到各类文体专门介绍;文学

作品的译介从空白到今天的初具规模,再到作家、作
品研究专著的出现,都充分说明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成果丰硕。
(一)澳大利亚文学史及文学批评的出版

系统地了解和学习一国文学,是从该国的文学

史开始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澳大利亚文

学史著作,这不利于澳大利亚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1997 年 3 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东师范

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专家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

史》 [3],此书填补了国内一直以来澳大利亚文学史

研究的空白,它为澳大利亚文学在国内的教学带来

了方便,也为中国学习者呈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整

体风貌。 该书洋洋六十余万言,全面、深入地介绍、
分析和评价了澳大利亚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

和演进,这本著作不乏一个中国学者的创见,以及体

现其个性的思想火花。 在宏观上,此书的关注面很

宽,不但囊括了几乎所有该入史的经典作家,而且还

为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却常被一些澳大利亚学者所

忽视的土著文学和儿童文学辟了两个专章。 对文学

思潮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和走向的评论也颇有见地,
持有准确的大局观。 在微观上,作者对具体作家作

品的分析,细致精到、持论公允。 随后,黄源深在

《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基础上编写了《澳大利亚文学

简史》(2006),该书简要精到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

澳大利亚文学概况。 黄源深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

选读》(1986)、《澳大利亚文学论》(1995)、《澳大利



亚文学选读》 (1997)、《澳大利亚文学名著便览》
(2006),唐正秋的《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 (1993),
钱超英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
(2002),苏勇的《澳大利亚文学主题选读》 (2004),
作为文学史的铺垫和补充拓展,成为国人了解和学

习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参考书。
新中国 70 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首先从小说、

诗歌、散文、戏剧各文体入手,以期刊论文的形式围

绕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发展、土著、女性、儿童、华
文文学等主题进行,而到 21 世纪则出现了相关的研

究专著。 首先,卡特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和理论》
(2010)的译介为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提供了批

评资源。 其次,王超等的《移植与创新:澳大利亚文

学发展述评》(2015)、杨永春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

文学中的身份主题研究》(2012)、向兰的《澳大利亚

生态文学传统与演变》(2016),分别从华人移民、澳
洲土著和生态批评三个方面研究澳大利亚文学。 再

次,我国第一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巨著王腊宝的

《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2016) [4],收入中国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该书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的崛起与民族主义”、“澳大利亚的‘新批评’与普世

主义”、“‘理论’的兴起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转

型”、“‘理论’消退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四个方面

对世界文学视域中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进行了梳

理,为国内从事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指明了

方向。
(二)澳大利亚文学概况及短篇小说集的出版

了解一国的文学,光有文学史还是不够的,文学

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有进一步阅读的需要时往往求助

于国别文学概况介绍类的书籍。 新时期澳洲文学的

介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003 年 9 月澳大利亚学

者韦比编写的《剑桥文学指南:澳大利亚文学》在国

内出版;2004 年 7 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李

常磊主编的《世界文化知识丛书:澳大利亚文化博

览》;2004 年 8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勇的

《澳大利亚文学主题选读———认识澳洲丛书》;2006
年 12 月,安徽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陈正发、张明主编

的《大洋洲文学选读(修订版)》。 这些图书的出版

为国内的读者多角度了解和学习澳大利亚文学提供

了便利。
澳大利亚文学的兴起始于民族主义时期,最先

取得突出成就的是民歌和短篇小说。 新中国 70 年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也是从短篇小说研究开始的。 国

内的澳大利亚小说选集众多,主要有:刘寿康的《澳
大利亚短篇小说选》(1982)、朱炯强的《当代澳大利

亚中短篇小说选》(1992)、胡文仲的《澳大利亚短篇

小说选集》(1993)、柳鸣九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

库———澳大利亚、新西兰卷》 (1996)、张威等的《澳
洲情人: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爱情小说选》(1998)、
王腊宝的《多元时空的回响:20 世纪 80 年代的澳大

利亚短篇小说研究》(2000)、朱炯强的《当代澳大利

亚小说选》(2015)、郭向东的《德国、澳大利亚经典

科幻小说》(2006)、张敏的《英语短篇小说选读———
澳大利亚篇》(2007),这突出了澳洲经典小说、留学

生爱情小说、科幻小说等不同形式小说的研究。
(三)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翻译及出版

澳大利亚文学的概况介绍,作品选集的出现,文
学史、文学批评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建立在新中国 70
年国内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翻译及出版基础之上的。
郭书法等的《20 世纪大洋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出

版历程》 [5]和程珊珊的《1949 年以来澳大利亚重要

作家作品的汉译与出版回顾》 [6] 两篇论文为此部分

的论述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鉴于新中国 70 年历史

的阶段性特征,我们选择呈现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

后这两个阶段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及出版情况,然
后分析澳大利亚重点作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及出版

情况。
1. 建国初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及出版

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启了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和

出版的春天。 这一时期国内主要出版了以下澳大利

亚文学作品:詹姆斯·阿尔德里奇的 《外交家》
(1953)、《海鹰》(1955)、《猎人》(1958)、《光荣的战

斗》(1959)和《荒漠英雄》(1959),佛朗克·哈代的

《幸福的明天》 (1954)、《不光荣的权力》 (1954)、
《我们的道路》(1959)、《赛马彩票》(1962),杰克·
林赛的《被出卖了的春天》(1955),维尔福雷德·贝

却敌的《变动中的潮流》(1956),迪姆芙娜·古沙克

的三幕话剧《太平洋上的乐园》(1957),莫娜·布兰

德的三幕话剧《宁可栓着磨石》(1957)和《大地上的

陌生人》(1957),拉尔夫·德·波西埃的《王冠上的

宝石 》 ( 1958 ), 里 斯 的 《 小 脚 趾 水 中 旅 行 记 》
(1958),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的《沸腾的九十

年代 》 ( 1959 ), 朱 达 · 华 登 的 《 不 屈 的 人 们 》
(1959)。

2. 改革开放后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及出版

1980 至 1989 年之间,国内翻译出版的澳大利

亚长篇小说包括莫里斯·韦斯特的《火蛇》(1981),
凯蒂的《凯蒂》 (1981),考林·麦卡洛的《荆棘鸟》
(1983),伊丽莎白·卡塔《蓝天一方》 (1983),戴
维·马丁的《淘金泪》 (1984),艾伦·马歇尔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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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骑手》 (1985),罗尔夫·博尔德沃德的《空谷蹄

踪》 ( 1985 ), 马 克 斯 · 克 拉 克 的 《 无 期 徒 刑 》
(1985),肯尼斯·库克的《惊醒》 (1986),罗素·布

拉顿的《她的代号“白鼠”》 (1986),帕特里克·怀

特的《风暴眼》 (1986),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

光辉生涯》(1986),托马斯·基尼利的《吉米·布莱

克史密斯的歌声》(1988)。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翻

译出版的澳大利亚长篇小说包括:帕特立克·怀特

的《人树》(1990)、《探险家沃斯》(1991)、《树叶裙》
(1993)(也即《艾伦》(1994)、《乘战车的人》(1997)
和《镜中瑕疵》 (1998),伦道夫·斯托的 《归宿》
(1993),托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名单》(1994)和
《内海的女人》(1996),彼得·凯里的《奥斯卡和露

辛达》(1998),克莉斯蒂娜·斯台德的《热爱孩子的

男人》(1999)。
3. 新世纪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及出版

21 世纪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情况如下:
帕特里克·怀特的《探险家沃斯》 (2000)、《暴风

眼》(2009)、《欢乐谷》 (2016)、《镜中瑕疵:我的自

画像》、《人树》 (2018),彼得·凯里的《亡命天涯》
(2006)、《偷窃:一个爱情故事》(2010)、《主仆美国

历险记》(2012)、《赫伯特的奇幻人生》(2016)、《眼
泪的化学》 (2017),吉姆·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

(2003)》,扎维尔·赫伯特的 《卡普里柯尼亚》
(2004),迈尔斯·富兰克林的 《我的光辉生涯》
(2007),凯特·格伦维尔《神秘的河流》 (2008),伊
丽莎白·乔伊的《井》 (2010),亚历克斯·米勒的

《浪子》 (2018),多萝西·沃尔的《眨眼睛的比尔》
(2019),考琳·麦卡洛的《特洛伊之歌》 (2000)、
《摩根 的 旅 程 》 ( 2005 )、 《 凯 撒 大 传: 十 月 马 》
(2006)、《草冠(上下)》 (2017)、《罗马第一人(上
下)》(2017)、《恺撒的女人(上下)》 (2018)、《甜蜜

的苦楚》(2018)、《幸运的宠儿(上下)》(2018)等文

学作品。 21 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及出版

呈现如下特点:经典作家作品的翻译和畅销书的翻

译并行,考琳·麦卡洛作品的翻译最为齐全。
(四)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著的出版情况

衡量一国文学在他国的接受深度,主要看接受

国中该国文学研究的状况。 随着澳洲文学的介绍和

引入,中国新时期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从无到有,
由浅入深,到 21 世纪出现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专

著。 根据国家图书馆数据库资料统计,国内关于澳

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题名专著有 60 多部。 其中,关于

澳大利亚文学整体研究的题名著作有 38 部,澳大利

亚小说研究题名专著 19 部,澳大利亚诗歌研究题名

专著 4 部。 如果以“全部字段”统计,则澳大利亚文

学研究相关著作的数量较多,其中诗歌、散文、戏剧

采用此统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见表 1。

表 1　 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统计

搜索
词语

澳大利亚
文学

澳大利亚
小说

澳大利亚
诗歌

澳大利亚
散文

澳大利亚
戏剧

全部
字段

330 部 510 部 21 部 40 部 6 部

题名 38 部 19 部 4 部 0 0
　 　 数据来源:国家图书馆

从表 1 我们可以看出建国 70 年以来大陆的澳

大利亚小说研究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 其专著主要

有:倪卫红的《澳大利亚儿童小说》 (1995),向晓红

的《澳大利亚妇女小说史》 (2011),叶胜年的《澳大

利亚当代小说研究》 (2013)、《殖民主义批评:澳大

利亚小说的历史文化印记》(2013)、《多元文化和殖

民主义:澳洲移民小说面面观》 (2013),武竞的《她
们自己的声音: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研究》(2014),
应琼的《当代澳大利亚土著题材小说研究》(2014),
向兰的《澳大利亚生态文学传统与流变》(2016),张
加生的《澳大利亚丛林现实主义小说研究》(2017),
杨保林的《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的亚洲想象与民族

神话建构研究》(2018),宫红英的《亨利·劳森短篇

小说研究》(2018),杨保林的《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

的亚洲想象与民族神话建构研究》(2018)。 澳大利

亚的丛林小说、儿童小说、土著小说、女性小说、移民

小说都得到了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殖民和后

殖民是此时期大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值得关注的一

个视角。
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者对获诺贝尔

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两次布克奖的彼得·
凯里和创作极富特色的女作家伊丽莎白·乔利特别

关注。 研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的专

著有:吴宝康的《论帕特里克·怀特四部小说的悲

剧意义》和徐凯的《孤寂大路上的陌生人》。 研究两

次获布克奖的作家彼得·凯里的专著有:彭青龙的

《“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文本性与历

史性研究(英文版)》 《彼得·凯里小说研究》,龚静

的《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张计连的《镜观物色:彼
得·凯里小说认同问题研究》。 研究女作家伊丽莎

白·乔利的专著有:刘宏伟的《伊丽莎白·乔利小

说三部曲的多维阐释》和梁忠贤的《伊丽莎白·乔

利小说的符号意义解读》。 这些专著的出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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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　 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期刊论文发表

情况

中文学术期刊网是国内学术研究的晴雨表,它
反映着国内学术研究的状态和动态,暗含了学术阶

段研究的成就和局限。 笔者在中文学术期刊网上搜

索“主题”找到“澳大利亚文学” 相关的研究文章

400 多篇。 研究发现,一些专家、学者在新时期开始

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还有很多后起之秀

也开始涉足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特别是各高校澳大

利亚研究中心的在校学生。 这些有关澳大利亚文学

研究的论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主题多样,研究方

法不拘一格,并且富有澳大利亚多民族和多元文化

的独特内涵,见表 2。

表 2　 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论文涉及的部分内容

论文主题
文学
翻译

华人
文学

土著
文学

女性、
儿童文学

文学与
生态

论文篇数 16 20 17 19 5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由表 2 可以看到,新时期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

研究,除了综述性的概括外,比较注重对专门的作

家、作品进行研讨。 妇女、女性主义,殖民、后殖民主

义,土著、本土主义,移民、华裔和中国的研究视角得

到了较为充分的注意。 有关澳大利亚文学土著、本

土主义和殖民、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反映了澳大利亚

的殖民历史和多元文化的现状;移民、华裔和中国的

研究视角则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多民族文化共生状态

和澳中关系之文学见证;妇女、女性主义的关注是澳

大利亚妇女地位提高在文学中的反映。 同时,以上

分析也表明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独特的中国视角,
我们关注的是文学中反映的最普遍的人类情感及和

我们切身相关的文学表现。
占比例很大的作家研究中,考琳·麦卡洛、彼

得·凯里和帕特里克·怀特出现的频率最高,见表

3。 作为通俗作家的考琳·麦卡洛和作为严肃作家

的帕特里克·怀特在新中国大陆得到前所未有的关

注,对他们的研究具有不同特点。

表 3　 部分澳大利亚文学作家研究统计表

作家
亨利·
劳森

彼得·
凯里

帕特里
克·怀特

伊丽莎
白·乔利

考琳·
麦卡洛

篇数 44 87 73 43 77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有关澳大利亚唯一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帕特里克·怀特”的中文论文一共 73 篇,其中博

士论文有:《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性》 《孤寂

大陆上的陌生人:论帕特里克·怀特小说中的怪异

性》《论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3 篇。 据笔者概略统

计,新中国 70 年来研究者关注的帕特里克·怀特作

品及研究论文主要有 6 部,具体见表 4。

表 4　 对帕特里克·怀特作品的研究统计

帕特里克·怀特作品 《风暴眼》 《人树》 《探险家沃斯》 《树叶裙》 《火腿葬礼》 《萨塞帕里拉的季节》

论文篇数 9 11 9 2 1 1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风暴眼》《人树》《探险家沃斯》是帕特里克·
怀特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在新时期中国最受关注

的作品。 新时期对帕特里克·怀特的研究比较全

面,从宏观方面来看,有 3 篇博士论文、7 篇硕士论

文对怀特的创作进行宏大研究;从微观方面来看,帕
特里克·怀特的研究主题多样化,涉及性、怪异、悲
剧性、帝国、奴性、浪漫、反讽、象征、时间、人与自然、
宗教、神秘、人生、本土意识等。

研究考琳·麦卡洛的论文,从数量上来说占新

时期澳洲文学研究比重最大,从质量上来说出现了

较为出色的文本解读,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比较手法

被广泛运用。 据统计,新中国 70 年考琳·麦卡洛研

究论文涉及两性、性别、女性、性、困难、爱、父爱、母
爱、华人、移民、中国、中西文化、创伤、圣经、原型、凝
视、自由、文化身份、死亡哲学等诸多主题研究。 新

中国 70 年对考琳·麦卡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澳

大利亚的《飘》之称的《荆棘鸟》上,中国知网以“荆
棘鸟”为主题搜索得到 326 篇相关研究论文。 这些

论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研究者拿《荆棘鸟》与
古今中外的各色作品比较,此类论文总计达 40 多

篇。 其具体情况见表 5。
这与比较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兴

起有关,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失误之反映。 这

些论文当中不乏 X+Y 的比较,是典型的“拉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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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荆棘鸟》与其它名作品的比较

与《荆棘鸟》
比较的作品

《红字》 《沃斯》 《红楼梦》 《巴黎
圣母院》 《蝴蝶梦》 《牛虻》 《穆斯林

的葬礼》 《圣经》 《心灵史》 《简爱》 《了不起的
盖茨比》

相关论文篇数 14 1 1 4 1 1 4 10 2 1 1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对“可比性”忽视和误解的

结果。 尽管如此,这些有关比较的论文也给我们带

来了理解作品的众多视角。 在考琳·麦卡洛的研究

中,宗教视角、女性视角极为突出,宗教是小说集中

表现而又挥之不去的情愫,而《荆棘鸟》作为女性作

家的创作,因成功地塑造了麦琪这位女主人公而备

受女性主义者的关注,也容易让人从女性的角度、用
女性主义的理论去诠释。 有的论文极为细腻地分析

了神圣之爱与世俗之爱的抗争、爱情人物形象的内

心矛盾和挣扎;也有论文就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
和荣格的“原型”理论对小说的悲剧情愫进行解读。

在中国知网以“主题”精确配置搜索“彼得·凯

里”,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共有文章 108 篇。 这些文

章有的介绍彼得·凯里新出版的小说,有的是小说

文本研究,有的则是凯里的创作状况介绍或创作风

格研究。 从这些译介性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彼
得·凯里每新出版一本小说都会被关注澳大利亚文

学前沿问题的研究者介绍到中国来,使读者能够及

时获知作家的最新创作境况。 有关彼得·凯里介绍

和创作风格的论文为读者和后继研究者指明了解读

的方向。 这些论文中关于《凯利帮真史》的有 19
篇,关于《奥斯卡和露辛达》 的有 23 篇,关于 《杰

克·迈格斯》的有 12 篇,关于《特里斯坦·史密斯

的不寻常生活》的有 2 篇,关于《他的非法自我》的
有 6 篇,关于《偷窃:一个爱情故事》的有 2 篇,关于

《幸福》的有 1 篇。 关于作家的总体创作的只有叶

胜年的《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和张明

的《“新派”先锋彼得·凯里———评澳大利亚作家彼

得·凯里的小说创作》,而且这两篇论文涉及的作

品并不全面。 2010 年第 2 期《外国文学动态》上刊

发了邹海伦对彼得·凯里近作《帕特罗和奥利维尔

在美国》的介绍。 单个的凯里小说文本研究的主要

切入点有权力、话语、叙事、修辞、人物,而其视角主

要是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
整体而言,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论文

发表数量可观,论文质量也成上升趋势。 澳大利亚

文学整体研究与澳大利亚作家、作品研究均向纵深

发展。 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经历了从俗

到雅、从点到面再到体系化的研究路径。 新中国 70

年高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一支

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但老一辈依旧发光发热的研究

队伍,而且由于在校学生尤其是各高校的澳大利亚

研究中心成员的加入使得其队伍逐年壮大。

三　 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片欣

欣向荣的景象。 从澳洲文学的简单介绍到文学史、
文学批评的撰写,从文学作品的翻译到澳洲文学研

究专著的出现,从概述性的澳洲文学论文出现到专

题的论文不断涌现,无不表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

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但是,作为国别文学研究的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相对于其他的国别文学研究

仍显得较为薄弱。 综观中国新时期澳大利亚文学研

究,我们不难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
(一)某些译介空白有待填补

虽然新中国 70 年澳大利亚文学译介有了一定

的规模,但是作为国别文学研究就只有几个作家,数
十部翻译作品是不够的。 问及李尧先生有关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在中国存在的问题,他感慨地说:“十年

前,刚涉足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时,那是一块处女地,
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①当然这是前辈学者的谦

逊之言,我们都知道著名的翻译家李尧长期从事澳

大利亚文学翻译,他翻译了《呼唤( <荆棘鸟>姊妹

篇)》《红线》《哈尔滨档案》 《凯利帮真史》 《摩根的

旅程》《心中的明天》 《镜中瑕疵:我的自画像》 《人
树》等澳大利亚文学作品。 翻开澳大利亚文学史,
有些经典作家、作品我们还未曾涉足,这些译介空白

有待填补。
(二)过分关注通俗文学作品

谈到《荆棘鸟》,李尧先生曾说:“托《荆棘鸟》的
福,出版社说我刚译的《呼唤》卖得很不错。”①新中

国 70 年对澳大利亚通俗文学的关注大大胜过其严

肃文学。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考琳·麦卡洛

在中国的知名度首屈一指,甚至盖过了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2017—2018 年两年时间

又有 5 部考琳·麦卡洛的小说翻译成中文。 《荆棘

鸟》作为“澳大利亚的《飘》”自然有其受到关注的原

因和理由,但是这也说明了:新中国大陆澳大利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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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对澳大利亚经典

文学的局部盲视。
(三)研究力量的去中心化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国别文学研究一直在走西方

主流经典路线。 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家的文学

研究在中国一向比较专门和深入。 澳大利亚作为一

个后起的讲英语的国家,受到的关注自然不如英、
美。 很少有专门的专家、学者专攻澳大利亚文学,像
胡仲文、黄源深、胡壮麟、张胜年、朱炯强、王腊宝等

这样涉足澳洲文学的资深前辈学者不多。 年轻一代

的研究者多为高校的在校学生,他们一般为英语系

的学生,这些人离开学校后走向高校、研究所外的其

他企事业单位就业,很少有人能够继续从事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 因此,新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很

“后现代”———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
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需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一

代的学子对澳大利亚文学、文化的关注。 一些前瞻

的学者早已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各高校澳大利亚研

究中心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轰轰烈烈的澳大

利亚文化活动周,丰富多彩的澳大利亚文化盛餐,吸
引了高校众多学子的目光。 从 2019 年发表的澳大

利亚文学研究论文来看:通俗作家考琳·麦卡洛继

续受到关注,而澳大利亚文学经典研究也越来越受

到重视,格伦维尔、伦道夫·斯托文、伊丽莎白·乔

伊等作家开始受到关注或者被继续深入研究。 张加

生、桂晓梦的《澳大利亚民主主义经典作家论析》 [7]

将对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劳森、弗菲、弗兰克林、拉德

等的批评成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澳大利亚学界

相关研究成就和最新动态。 回望过去、立足当下、展

望未来,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方面还存在

以下空间:第一,继续译介澳大利亚作家作品及其相

关批评。 第二,拓展中澳两国文学互动方面的研究。
第三,加强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澳大利亚性和澳大利

亚文学的世界性的研究。 第四,推进澳洲土著文学、
海洋文学[8]、儿童文学研究。

注释:
①2010 年 10 月第十二届中国澳大利亚国际学术研讨

会期间笔者与著名的翻译家李尧先生于会间有谈论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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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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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ewing the study status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and look to the future. In this period, Australian literature research was originated, and it developed from less to more, from coarse to
fine, from comprehensive to specialized, so it showed a thriving scen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after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ny Australian literary works were published in China, and their translation was excellent. Huang Yuanshens History of Austral-
ian Literature (1997) and Wang Labaos Australian Literary Criticism (2016) wer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Hundreds of papers emerged in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y have made outstanding study in topics such as native, female,
children, Chinese, colony, and ecology. The future stud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needs to further deepen and expand in the aspects of
Australian characteristics, cosmopolitan and Sino-Australian literary interaction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worl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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