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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基于大量史料文献、结合学术史辨析和思想史考察，研究乔治·艾略特小说蕴含

的史学意识与民族共同体思想。乔治·艾略特以纵横时空的广阔视野表现具体而微的社会

现实、探讨个人与族群的关系、书写19世纪英格兰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将19世纪历史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小说创作，形成独特的历史现实主义小说写作风格。百年

来，这些文本将古今中西的作者、出版者、传播者和读者汇聚成一个共同体，超越时空和

民族疆界。乔治·艾略特小说借助日常细节的真实力量和文学虚构的审美力量，作用于读

者情感，引导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旨在通过文学话语参与社会实践，形塑社会主

体身份及其信仰、工作和情感等日常生活元素，促进民族共同体建构。



  本书为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乔治·艾略特小说的日常书写与民族认

同研究”（18BWW048）阶段性成果。本书由福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

作出版资助计划项目资助出版，属于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系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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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赵婧是我 2012 年开始指导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毕业生，

她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得以修改出版，我感到由衷高兴。她以前的学历背景

来自外语院系，作为高校英语专业副教授及研究生导师，熟练阅读英语专

业文献肯定没问题。事实上，一个人的学术道路能够走多远，外语是重要

的决定因素之一。但外语院系背景的人来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也要冒

较大风险，承担很大压力。在文学院严谨学术风气的熏陶下，赵婧受益也

多，尤其是学术视野与思维方法的获取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学术的感觉

与信心。

赵婧在学校与家庭的鼎力支持下，来福建师大文学院用四年多时间攻

博，潜心向学。记得当初她来考试时，我就说读博士要有“脱胎换骨”的

思想准备，不经过炼狱般的博士攻读过程，就不会有多大的长进。在职读

博不易，精力牵扯多，工作、家庭、学习均要兼顾。赵婧克服了重重困

难，期间她的孩子参加中考、备战高考，她就与孩子一起读书，科学安排

时间。读博期间虽没办法做到心无旁骛，但她能够集中利用有效时间，刻

苦攻读，接受文学院的学术熏陶，打好学术基础，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铺

路。总之，相比全脱产学习的博士生而言，她要走一条更为艰辛而同样充

满希望的治学之路。

颇感欣慰的是，赵婧在四年多时间里，读书用心用功，全力投入，这

得到了她爱人及孩子的理解与大力支持。她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取得了

不少成绩。读博期间，在《英美文学研究论丛》《安徽大学学报》和《天

津外国语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在学界同道中反

响较好。

赵婧对所研究的问题力求做得深透，有一股治学者所必需的学术钻

劲。在知识积累方面，亦力求补足。除了本专业课程外，她参加文学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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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各种学术讲座，旁听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课程。还有一个学期，

她每周去旁听社会历史学院院长王晓德教授的学术研究方法课，力求在文

学知识、文化语境、文学与历史交叉界面开拓眼界，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

方法和路径。另外，赵婧经常与同门和其他专业博士生沟通交流学术写作

问题，积极提出问题，慎重思考后，集中向我反馈论文写作中的困惑，寻

求解决的方法，及时厘清思路。博士生跟导师及同学的经常性学术沟通交

流有益于论文写作与学术成长。

赵婧选择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乔治·艾

略特。这位作家博学多识，与 19 世纪欧洲哲学、音乐、美术、宗教和文

学界联系密切，定居伦敦 30 多年，多次游历欧洲大陆，涉足哲学翻译、

激进期刊编辑、评论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该小说家虽享誉国际文学界，

但在国内，学界对她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不多。作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生，结合 19 世纪英国工业革

命的文化语境做这样一位精英作家的研究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有一个基本

认识，博士论文选题的涉及面不要太窄，一定要处于学术前沿，并有研究

的后续学术空间。为了达到这种学术预期，我建议她先做两件事情 ：在阅

读英文原典资料基础上编撰乔治·艾略特年谱，以及搜集、整理、编选涉

及艾略特研究的学术史资料，并作书目提要、目录索引等，为将来正式进

入专题研究打好基础。

赵婧细心认真，勤勉于学，最后经过几番修改，多方请益，拿出来的

毕业论文超过了我当初对她的学术预期，她的学术潜能被发掘出来了，这

是最大的收获。

她的博士论文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思路缜密，逻辑层次合理，论证

过程紧扣了论题核心，作为从文学、历史和社会学的交叉界面考察评估英

国著名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研究著述，有较显著的学术价值，同时有助

于国人了解 19 世纪英国文学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探讨我国近年

经济飞速发展所引发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亦有启迪意义。国际学界对乔

治·艾略特的研究成果丰硕，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提出研究新问题，找到

相关研究方法，是个不小的挑战。赵婧努力厘清海量学术资料，并在此基

础上确定从“历史编撰”和“共同体”问题的内部逻辑关联入手研究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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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特小说，利用 19 世纪英国史学编撰与文学创作边界的模糊性，提出乔

治·艾略特通过现实主义小说记录当代普通人生活细节，关注“共同体”

构建的社会学问题，并以虚构小说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基于对学

界艾略特研究状况及存在问题均有清晰的认知，赵婧对艾略特小说作了综

合分析评判，思路及表述均清晰有力。这就跳出了国内学界仅用流行的文

学批评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的套路，给人以宏观而细密的学术面目，是值得

欣赏的实学研究路径。该论文建立在认真细读乔治·艾略特作品的基础

上，并有效地援引丰富的学术资源，视野开阔，充分展示出作者对研究对

象的熟练把握程度，是对艾略特研究的有力推进。

总体说来，赵婧这部 20 余万字的论文是一篇具有独到视角和学术新

意之作。答辩委员会主席、全国著名的英国文学研究专家、杭州师范大学

殷企平教授也赞赏她对艾略特小说研究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的学术立场。

盲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教授都对这篇论文的大量史料运用、独特的研究

思路表示欣赏。说实话，一个初出茅庐的学术新人能得到学术前辈们的热

情鼓励，也是很不容易的。

即将刊行的这部书稿是赵婧博士论文里的一部分内容，并经详尽修

订完善。该书从跨学科的视角研究艾略特的小说，提出史学意识和民族共

同体构想的思想，具有打通文史的文学社会学的意味。通过对其小说的历

史主体意识、历史渐进发展和日常生活书写等方面的讨论，展开了 19 世

纪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宏大视野。研究涉猎广泛，不仅涵盖了艾略特的绝

大多数经典作品，而且广泛采集了书信和杂文等背景文献，归纳艾略特小

说独特的诗学意识和民族共同体建构思想，阐发其内在关联、思想渊源和

现代性意识。围绕艾略特小说所发生的相关史料、学术史和思想史，本书

提供了多维研究空间，对艾略特小说研究进行了有益尝试。本书附录还提

供了乔治·艾略特年谱，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作为一本跨学科

研究国外经典作家作品的著作，运用“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场域，从史

学意识层面加以多维度的分析论述，把历史与文学、现实社会与理性思维

结合在一起，从而丰富了对艾略特小说评论的学理空间。赵婧勾勒出一幅

完整的文学社会学图景，并在原典性文献实证研究基础上，对艾略特以文

学作品参与社会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的成就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历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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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本书的正式刊行，有助于英国文学研究界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与利用乔

治·艾略特的学术地位与思想资源，以期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提供有效

的域外学术资源，并试图为中外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必要的历史

经验。

葛桂录

2020 年 2 月 8 日元宵节于福州，全民防疫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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