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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域辽阔，位于欧洲以南，亚洲之西，纵跨赤道南北，是世界第二大洲。

非洲是世界古人类和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地处非洲北

部的埃及已经出现了象形文字，即埃及文字。埃及文字的出现为埃及文学的

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公元前 3200 至公元前 2280 年间，古埃及就产生了歌谣、

诗歌、故事和箴言等非洲最早的文学，形成世界文学源头之一。

虽然非洲文学的起源较早 , 但是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阻断

了非洲本土文学的健康发展。同西方文学相比，非洲文学不仅落后，而且在

文学史上存在文学传承的断代现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掀起了独立浪潮，

殖民者撤出，但他们的语言却被留了下来。与非洲本土文学被逐渐边缘化的

景象相反，非洲英语文学逐渐崛起，取代了前者的地位，成为非洲文学的代表，

从而改变了非洲文学的面貌。如何认识非洲文学的这一变化，如何解释和评

价这种变化，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世界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中，

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发展迅猛，是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以上海师范大学文学

院朱振武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群逐渐显露头角，发表一系列专题论文，并出版

学术著作，为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学者奉献的研究成

果中，由朱振武教授主编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可以视为代表性成果之一。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全书近 60 万字，分为总体面貌、主题意蕴、艺术

表征、理论探讨四章。该著作对非洲英语文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讨论，不

仅揭示了非洲英语文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同时总结了非洲英语文学作为一种

区域文学存在的总体特征。该著作在中国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方面具有开拓

领域的性质，为非洲英语文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价值。我国的非洲英语文学研

究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朱振武教授的著作从理论上对之前的成果给予

了归纳和总结。朱振武教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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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

三个主要特征”（III）1。朱振武教授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三个方

面归纳出非洲英语文学具有“本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三个特征，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朱振武编：《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

下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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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界第一次从理论上对非洲英语文学进行高度概括。

非洲英语文学无论其本土表征、流散表征还是混杂性表征，无一不是

在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非洲存在多种民族语言以及用各

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但作为非主流的用“外来语言”英语创作的文学为什

么能够渐近主流？对于这一问题，朱振武教授做出了解答。他列举了大批

非洲优秀作家，如南非作家艾捷凯尔·姆赫雷雷（Ezekiel Mphahlele）、彼

得·亚伯拉罕斯（Peter Abrahams）、辛迪薇·马冈娜（Sindiwe Magona），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布奇·埃默切塔（Bushi 
Emecheta）、本·奥克瑞（Ben Okri），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加纳作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索马

里作家纳努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津巴布韦作家陈杰莱·霍夫（Chenjerai 
Hove）等，并认为这种“逐渐接近主流”与英国的殖民扩张及殖民统治密切

相关。这些用英语写作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洲作家，以英语这种殖民语

言为载体，引领非洲文学融入了世界文学，并为非洲文学赢得不可或缺的地位。

朱振武教授指出，“‘非主流’的非洲英语文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

也受到了世界英语文学批评界的广泛关注”（4）。他从创作的主体即非洲英

语文学的作者角度论证了非洲英语文学的价值。他强调，“早期接受西式教

育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被同化和规训，反而用英语书写出了反抗殖民主义

的战斗檄文。他们从主题上拓展了英语文学的表现范围，为后来的英语文学

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朱振武 薛丹岩 64）。这些非洲作家用新的语言尤其

使用非标准的各式各样的英语变体书写非洲的历史，描述非洲的风土人情，

抒发非洲人民的情感和精神追求，非但没有失去非洲自身的本土性历史特征，

相反，由于英语的世界通用性而摆脱了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文学的历史局限

性，使非洲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得到更好的承袭与传播，使因为语言局限性而

囿于某一区域或某一国家的非洲本土文学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

非洲英语文学尽管同英语文学一样使用英语进行创作，但它不是英语文

学而是非洲文学。朱振武教授考察并对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

英语文学之后，认为非洲英语文学的非洲特性是由其“本土表征、流散表征

和混杂性表征”决定的。朱振武教授分别对非洲英语文学的三个表征进行解释。

其中，本土表征“指的是其文本深处和作者的无意识和潜意识里面，都渗透

着积淀在非洲作家血液深处、沉淀在非洲作家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和本民族

语言的特性”（III-IV）。关于流散表征，朱振武教授从创作的主体非洲作家

这个特殊的群体出发，指出非洲作家“在旅居国的求生经历、求学经历等各

种体验都成为他们创作的素材来源，成为他们审视和反观自己祖国的参照，

但他们主要还是写自己祖国的人和事”（IV）。朱振武教授不仅揭示了旅居

异国的非洲作家的流散特征，而且还强调了非洲原住民也经历过对本土文化

与殖民文化的矛盾认同和心理挣扎，指出他们许多作品都是非洲本土的流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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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与流散文化矛盾中的产物。关于混杂性表征，则是由于旅居其它国家的

非洲作家返回故土后其流散特点与回归本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造成的。朱振

武教授关于非洲英语文学三个表征的概括及其解释形成了研究非洲英语文学

的基本观点，为其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确定了整体思路，这对于整个非洲

英语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

在这部著作中，朱振武教授特别重视非洲英语文学的总体面貌，专门用

第一编讨论非洲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并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其鲜明

特点是在现有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挑细选、科学编辑，每一篇

文章都以解决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为目标。其中，既有关于南非、尼日利亚

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英语文学之源流的考察，也有对非洲英语文学代表性

作家的专论，更有对非洲英语文学世界传播的探讨，还有对非洲英语文学在

中国翻译出版状况的分析等。另外，还有文章从理论上对非洲英语文学总体

特征进行总结和归纳。

第二编从殖民历史和非洲文化的视阈讨论非洲英语文学的主题意蕴，重

在对非洲英语文学思想价值的肯定。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编开头第一篇选用

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衡巽先生在 20 世纪 60 代初撰写的论

文，可以看出编者在编目安排上特别关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整体脉络，注重

梳理中国学者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的学术史线索。在这篇论文中，董衡巽先生

对非洲小说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揭示其反殖民主义的主题意蕴。这一编

选取奴隶叙事、非洲宗教、种族主义、后殖民写作等视角，讨论非洲文学的

历史与文化主题，为非洲英语文学史写作积累了经验。

第三编从传统承继与语言创新的视阈讨论非洲英语文学的艺术表征，重

在从艺术特点上肯定非洲英语文学的价值。由于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及殖民教

育，非洲被塑造成缺少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形象，而非洲黑人被塑造成劣等种

族的形象。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非洲与欧洲、传统与现代、本土

与异域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西方英语文学的强大影响力，人们往往忽视了

非洲英语文学的艺术创造性，并导致从艺术上贬低非洲文学。第三编通过对

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非洲人民的觉醒，书写他

们自觉使用英语这种外来语言描写非洲的努力。非洲作家使用英语对非洲人

的生活、风土人情展开描写，复兴非洲人的传统与宗教，对被西方殖民者霸

凌的非洲历史进行平反，尝试构建一套不同于欧洲的本土表征话语，是一种

文化反抗的策略。

第四编采用比较的视角在文艺思潮中对非洲英语文学进行理论探讨。对

非洲文学尤其是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强势话语如后殖民主义、

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式批评理论的语境中进行的，

既缺少用于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非洲本土理论，也缺少可以用于非洲英语文

学研究的异域理论。但是，当非洲英语文学作为非洲本土文学的主体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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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中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渴望，希望有一些理论可以从西方理论与批评的樊篱中摆脱出来，能够有

效解释非洲英语文学，改变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实格局，从理论上奠定非洲

英语文学的世界地位。因此，从理论上探寻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道路，成为《非

洲英语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在非洲英语文学形成过程中，关于非洲英语文学理论的探讨就没有停

止过。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提出的黑人精神（Negritude）概念，在当时

很快风靡世界。然而该概念并非源于非洲本土，而是由法属马提尼克诗人塞

泽尔在留学法国期间提出的。该概念一经提出，不仅成为非洲作家文学创作

的热门术语，而且也成为当时解释非洲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种问题

的理论思路。黑人精神是非洲英语文学最早的和最具代表性理论的探讨。

Christopher Miller 在解释黑人精神时谈到，“黑人精神是一个政治的、马克思

主义的和理性的词，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诗性的词”（743）。尽管

如此，在当时和后来的非洲文学语境中，黑人精神实际上是既作为政治话语

也作为诗性话语传播和发挥作用的。黑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借助黑人精神这

一新术语，表达新的种族精神和伦理价值观念，因此，黑人精神后来发展成

为一场黑人精神运动。无论在诗歌还是在小说创作中，黑人精神强调三方面

内容：一是文学作品的非洲风土人情；二是文学作品的黑人主体性；三是文

学作品表达的非洲情感。1 对非洲作家而言，他们从非洲传统生活源泉中汲取

创作灵感、寻找创作主题，歌颂黑人古老文明的悠久历史，描写他们的生活

风俗和处世哲学，在创作中把黑人精神转化为对非洲特有的自然环境和风俗、

礼节、习惯的叙述与描写。因此，黑人精神既是非洲文学的伦理也是非洲文

学的理论，“在引领非洲黑人从事文学创作、加强非洲黑人民族自信、反对

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聂珍钊 51）。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对非洲文学理论的探讨还通过对非洲中心主义批

评理论的研讨表现出来。在非洲英语文学形成的过程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

理论伴随而生，在 20 世纪后半期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流派。

非洲中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呼吁世界文化的多极化和多元化，强调每一个民

族或种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权利书写和表达自已的文化，反对将黑人以

及黑人文化边缘化，从黑人文学的性质、功能、作用以及黑人文学同现实和

语言的关系等方面强调非洲文化精神审美观，追求建立非洲传统价值观中心

地位的目标。2 非洲中心主义聚焦于黑人文化传统、黑人种族语境以及黑人群

体的文化身份，强调黑人文学具有的黑人民族的审美价值观，对西方主流文

学批评发起了挑战，因此遭到西方理论的排斥。尽管如此，非洲中心主义文

1　参见 聂珍钊：“黑人精神（Negritude)：非洲文学的伦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1（2018）：58。
2　参见 朱振武编：《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 年）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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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评由于拥有深厚的非洲文化土壤而在继续发展，为建构非洲英语文学理

论做出贡献。

《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还通过对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的个案解剖，探讨了后殖民理论、创伤书写等非洲英语文

学的理论问题。在探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multiculturalism）的同时，把理论

与作家和作家创作的作品紧密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创作展开解释和研

究。从《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文学创作出发无疑是研究非洲

英语文学理论的正确方法。不仅如此，强调文学创作对于理论建构与解释的

思想贯穿全书，也是全书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的主导思想。

正如朱振武教授所言，非洲英语文学由于在主题探究、行文品格、叙事

方式和美学观念方面同英美文学相比具有很大异质性和差异性，它才能以自

身的特点呈现出与英美文学交相辉映的景象，才具有世界意义。1《非洲英语

文学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自信，“站在中

国学者的立场，以中国学人的视角探讨非洲英语文学的总体特征与美学内涵，

对于把握 20 世纪非洲英语文学的发展进程，并参与 21 世纪世界文学秩序的

建构具有重要意义”（VIII）。十多年来，朱振武教授持续关注和研究非洲英

语文学，特别是他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相信在这部著作的

基础上，他将为建构非洲英语文学的世界地位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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