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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献给爱米丽的攻瑰》
——答刘新民先生

肖 明 翰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 南 长沙 41008D

[摘 要]《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叙述者是旧传统的代言人,他 为镇上'人 推卸造成爱米

丽的悲剧的责任。爱米丽的爱情悲剧不是新旧的冲突而是以清教思想为核心的旧传统造成

的。福克纳对待传统与变革的态庋复杂而矛盾,他 既批判了南方清教传统,也 对一些传统美

德的沦丧感到遗憾,同 时他对工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也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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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拜读了刘新民先生的《主题、人物、艺术手

法》[叫 。刘先生在文中对拙文《为什么献给爱米丽

一朵玫瑰?》 [2]的 一些看法提出了商榷意见。文学

不是数学,对文学作品有不同的理解是再正常不过

的了。越是杰出的作品,就越会给人更多不同的感

受和启迪。这或许正是伟大作品所特有的那种永恒

的魅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在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相互学习、认真切磋和正常争鸣。

我与钱满素先生商榷,现在刘先生与我探讨,窃 以为

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目前外国文学研究中缺乏探索和争鸣。但要进

行探索和争鸣,首先就必须提倡认真踏实的学风,认

真钻研文本。有些文章充满了观点和结论,却 因为

缺乏足够的论据和认真的论证,而让人感到这些观

点和结论似乎像没有根的东西。换句话说,它们与

其说是来自于对文本的认真研究,不如说在很大程

度上来自作者自己的
“
灵感

”
或别人的评论。其实优

秀的评论传统,不论中外,其基础都是对文本的认真

钻研。不论新批评派受到了什么责难,它关于细读

文本的那份遗产还是被优秀评论家们继承下来。不

论当今形形色色的
“
新新批评派

”
如何新法,它 们的

一个基本路数仍然是对文本的认真研读。

当然这绝不是说刘先生没有研读原件。刘先生

不仅对这篇故事的艺术手法作了简略而恰当的分

析,而且还就故事中关于爱米丽家的房屋的描写、爱

米丽同税收人员的冲突以及她不准埋掉她父亲的尸

体等事件提出了有证有据的看法。尽管我对这些看

法本身有一些不同意见,但这毕竟是刘先生在研读

文本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总的来说言之有据,是应

该肯定的。然而刘文最大的问题恐怕也正是其中有

许多缺乏证据和论证的观点。本文将试举几例与刘

先生商榷。至于对《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这篇故事的

理解与分析,凡是拙文《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

瑰?》 中已有的,这里将尽量避免重复。

这里想先谈一下这个故事的叙述者的可靠性问

题。刘先生说我
“
认定叙述者不可靠

”
[刂 ,不完全正

确。我只是说他
“
不太可靠

”
,“ 不是⋯⋯很可靠

”
[2]

(lOB页 )。 此间区别是明显的。更重要的是,我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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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叙述者两处的说法自相矛盾论证他不太可靠,

其中的重要证据就是那两个
“
hst”。刘先生不同

意,认 为
“
起初 (first)” 一词可以指

“
一段时间

”
,有

“
伸缩性

”
,在那段时间里,“爱米丽与荷默的关系可

能发生某种变化,因 而叙述者(或镇上人)的 看法也

会不同,这应该是很 自然的
”
[11(lOo页 )。 首先,把

英文的
“
first” 完全等同于中文的

“
起初

”
就值得商

榷。其次,刘 先生也应该花点工夫,谈一谈在这个故

事中,那两个
“
hst” ,孰先孰后,如何伸·缩,爱米丽和

荷默的关系如何变化9叙述者和镇上人的看法又怎

样不同,来证明叙述者不是自相矛盾因而是可靠的,

而不能仅仅靠
“
可以

”
、
“
可能

”
、
“
会

”
进行推测,更不

能用
“
应该是很自然的

”
来代替具体的论据和论证。

拙文《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 的一个中

心内容是试图说明杰弗逊镇上的人及其以清教思想

为核心的旧传统,也就是我在其它地方所说的
“
南方

妇道观(№uthern womanh∞ d)” [3],是 造成爱米丽

的悲剧的真正原因。刘先生认为
“
此说不能成立

”

[叫 (1l,3页 )。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 在作品中找出

了各种证据,并尽我昕能作了仔细论证,前后用了两

三千字。如果我的结论不能成立9那么问题只可能

出在我的论据和论证上。然而刘文对我的论据和论

证未提出任何质疑。当然刘先生也可以从作品中找

出论据来驳斥我的观点。他提出的唯一理由是
“
贵

族出身的爱米丽从未把镇上人放在眼里⋯⋯从未屈

服过,何来镇上人造成爱米丽的悲剧之理?” h](l"
页)姑且不论这样的推理是否充分9首 先,“ 爱米丽从

未把镇上人放在眼里
”
的说法就值得商榷。爱米丽

的确十分高傲倔强,但她是在南方清教妇道传统中

长大的女人,难免受其影响。她生活在那样的环境

中,自 然知道传统势力的力量。如果她真的对流言

蜚语毫不在乎,她 为何有意
“
把头抬得高高

”
,并 E1~

“
仿佛⋯⋯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

森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
”
[4]。 爱米丽从未伤霄过任

何人,福克纳一再强凋说她是
“

-⋯ 个青年姑娘9怀着

一个青年姑娘所怀有的那种得到爱和一个丈夫和一

个家庭的正常愿望
”
,她

“
只是想被爱和爱人并得到

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
”
[5](l“ 页)。 然而她连一个

女人最正常也最正当的愿望也得不到。当她拼命想

抓住生活中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镇上人却一再干

涉。她的高傲其实只是她的心理防御,是她这么一

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保护自已和捍卫自己的正当权

利的唯一手段。关于爱米丽毒死伯隆的原因,=刘 文

断言 :“ 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荷默除喝酒谈笑外

无意与爱米丽成婚,骄矜孤傲的爱米丽不肯善罢干

休,于是买来砒霜毒死了荷默
”
[丬 (l"页 )。 关于这

一看法以及荷默的性格和他同爱米丽之间的关系 ,

我在文中根据故事里的证据作了上千字的讨论,也

是拙文的中心内容之一。刘先生既然与我商榷,直

接驳斥我的观点,却对我的论据和论证不置一词,实

在令人遗憾。如果刘先生的说法是
“
唯一合乎逻辑

的解释
”
,那么爱米丽为什么不早不迟偏偏在她两个

堂姐妹在她家时买砒霜?其实,在谈到爱米丽买砒

霜时,故事专门提到那时她两个堂姐妹正在她家中,

是有深意的。故事为什么要专门提这一点?这两个

堂姐妹连爱米丽父亲的葬礼都不来参加,这时却为

什么打老远从亚拿巴马赶来?她们赶来干什么?又

是谁把她们搞来的?这些关键问题不难在故事中找

到答案,而且拙文也用了大量篇幅讨论。然而令人

奇怪的是,刘文却对两个堂姐妹在爱米丽的悲剧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讳莫如深,闭 口不谈。这很难说是

粗心或不重视,恐怕是有意的沉默,因 为对这两个堂

姐妹所起的作用的认真讨论必然会导致与刘文基本

看法的冲突。然而这种
“
沉默

”
(“knce),借用解构

主义的术语,也 同样在
“
消解

”
着刘先生自已的观点。

刘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 献给爱米丽的玫

魄》的主题是新旧冲突,也就是他说的
“
没落贵族阶

级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问尖锐的矛盾冲突
”
[川 (to1

页)。 他说 :“ 爱米丽与荷默之间的恋情是整个故事

的中心所在,因而构成了新旧对峙在另工个层-面上

的,更为具体、尖锐的矛盾冲突
”
[川 (1Ⅱ 页)。 的确,

他们两人之问的恋情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然 而说它
“
构成了

”
新旧冲突就值得商榷了。令人遗憾的是 ,

刘先生没有举出任何能表明他们之间带有
Ⅱ
新旧对

峙
”
性质的

“
具体、尖锐的矛盾冲突

”
的例证。他所提

出的他们之间冲突的唯一例子是
“
荷默除喝酒谈笑

以外无意与爱米丽成婚
”
,这恐怕实在难以理解为新

旧冲突。不仅如此,刘文甚至说 :“ 这篇小说,乃至整

个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主题,是揭示新旧冲突及没

落旧贵族拘执愚顽的心态
”
[叫 (103页 )。 这里连

“
之

一
”
都不用,就这么简单地把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

系列小说所包含的 14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的主题

归纳为
“
揭示新旧冲突及没落旧贵族拘执愚顽的心

态
`未

免太轻率了吧!就算把
“
新旧冲突

”
作最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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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我们恐怕也不能说《我弥留之际》、《圣殿》、

《八月之光》以及其它一些重要著作的主题是新旧冲

突。即使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 沙龙 !》 、《下

去,摩西》等描写大家族没落的作品,它们的主题也

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新旧冲突。至于在那些比较

突出地表现新旧冲突的小说如《村子》、《小镇》、《大

宅》中,与其说福克纳主要是在揭示
“
没落贵族阶级

拘执愚顽的心态
”
,不如说是在谴责和嘲讽工商势力

即刘文所说的
“
新兴资产阶级

”
的冷酷、贪婪与无耻。

另外,许多约克纳帕塔法小说中连没落贵族的影子

都没有,不知揭示他们的心态又从何说起?其实福

克纳的作品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即 使是最突出的

主题都有好几个,比如对清教主义的批判、对奴隶制

和种族主义的谴责、对工商主义的鞭笞,当然还有大

家族的没落、新旧冲突等等。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刘先生还犯了一些背景

知识方面的错误。比如他说 :“ 美国南北战争以后 ,

南方种植园经济、蓄奴制 日趋崩溃,工业文明、城市

化建设勃然兴起
”
[1](1o1页 )。 刘文多次表达了这

种观点。其实蓄奴制作为一种制度在战后即被废

除,而不是
“
日趋崩溃

”
的问题。至于工业文明、城市

化建设在战后就
“
勃然兴起

”
也与史实不符。事实

是,战后南方经济停滞不前,工商业发展极为缓慢 ,

到 zO世纪初南方还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 ,

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十万。直到一战时期这种

情况才有较大改变,而南方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则主

要发生在二三十年代以及随后的时期,这也正是成

就辉煌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

刘文之所以如此误读历史,主要是为了把伯隆

说成是
“
新生资产阶级

”
的代表,否则他的新旧冲突

论就无法成立。刘先生说伯隆
“
代表新生资产阶

级
”

,“ 代表了那个前进的,生 机盎然的新世界
”
[叫

(1∞ 页)。 他甚至发挥想象力把伯隆同斯诺普斯扯

在一起并
“
强调

”
指出 :“ 荷默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

法系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斯诺普斯及其家

族一样,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给南方带来

了工业文明,同时也与南方的奴隶主贵族世家产生

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可见,荷默在约克纳帕塔法世

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
[1](1“ 页)。 简直越说越离

谱。在几千页的约克纳帕塔法作品中,荷默的故事

不过几页,就连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他也不过

是一个次要人物。更重要的是,荷默根本不是什么

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故事明明说他是
“
拿 日

工资的人
”(曲y laborer)。 所谓

“
day hborer” 是指那

种干一天活儿拿一天工资的非熟练工人,特别指体

力劳动者。说白了,就是临时工。他只不过是被雇

来做一队黑人修路工的工头,不知怎么竟成了新兴

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故事里,福 克纳没有把他作为

反面人物来描写,也没有嘲笑和批判他。刘文也同

样没把他当作反面人物看,然而刘先生竟把他同福

克纳笔下的头号反面人物也是作者最蔑视和最严厉

鞭笞的人物斯诺普斯扯在一起,认为是
“
一样

”
的人 !

顺便提一下,所有所谓
“
新生资产阶级

”
的代表人物

从康普生家族的败类杰生到弗莱姆·斯诺普斯,福 克

纳无不憎恨、蔑视和讨厌。

刘先生把一个临时工看成新生资产阶级的代

表,主要是因为他眼中的新旧冲突的另一方、
“
冥顽

不化
”
的爱米丽在他看来

“
代表了衰朽没落的南方贵

族阶级
”
[1](1o1页 ),“ 是旧秩序的卫道士

”
[1](1o3

页)。 因此,“ 新旧
”
双方必须旗鼓相当,壁 垒分明c

这完全是用自己头脑中的模式去套作品。关于爱米

丽,我在文中从未否认过她身上有旧传统的影响,她

毕竟是旧传统中长大的人而且后来又与世隔绝。我

说过,在她的爱情悲剧之后,“ 她因为生活在过去,难

免成为过去时代的人,但她绝不是
‘
传统的化身

9,而

是它的牺牲品
”
[2](111页 )。 我认为,镇 上

“
那些传

统保守的人们
”“

比爱米丽更
‘
传统

`然
而却正是他

们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叙述者,把她看作是
‘
传统的

化身
”

[2](106页 )。 刘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他

从两个方面来证明我的
“
错误

”
。他说 :“

'j、
说伊始 ,

作者便点明主题,将爱米丽化作一座
‘
倒塌的纪念

碑
’”

,而且
“
福克纳在谈到这篇小说时并不否认他运

用荷默及爱米丽两个象征性人物代表南北方。因

此,无论就原文的语言逻辑或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我

们均没有理由不认为爱米丽代表了衰朽没落的南方

贵族阶级,是 旧传统,旧 价值观念的化身
”
[1](101

页)。 这是刘文中几个 比较有论有据的地方之一。

然而这两个论据都有问题。首先,他说是作者将爱

米丽比作
“
倒塌的纪念碑

”
就不能成立。刘先生多半

只读了中文译文。这个故事的译文是这样开头的 :

“
爱米丽·格里尔森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 :

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 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
”

[4](15页 )。 刘先生误以为这是作者的话。其实
“
全

镇的人
”
的英文原文是

“
our whole town” (我们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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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这就清楚表明这是叙述者的话。即使这里

没有
“
我们

”
,随意把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故事

中的话当作是作者的话,也未免太轻率了。

其次,“ 福克纳并不否认他运用荷默及爱米丽两

个象征性人物代表南北方
”
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不

知刘先生是否查阅过福克纳这次谈话的出处。1957

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驻校作家。某次在讨论

会上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他 几次谈到这个故事。其

中有两次涉及刘先生提到的问题。一次是,有学生

问这个故事是否是对北方或南方的批评时,他 回答

说 :“ 我不知道,因 为我仅仅是在尽我所能写人。
”
他

接着说,他 所写的冲突
“
与其说是南北之间的冲突

”
,

不如说是人身上善恶之间的冲突,并指出这个冲突

是在爱米丽身上[5](狁 页)。 另一次他讲得更清楚。

当有学生问,他是否用伯隆和爱米丽代表南北方,他

的回答是 :“ (如 果是那样 )那 仅仅是偶然。
”(That

would be only accidental。 )这 里他不仅用了 only来

强调 mcidental,而 且句子用的也是虚拟语气。这其

实已很客气地否定了这种说法。所以他接着说 :“ 我

认为一个作家太忙于塑造有血有内的人物⋯⋯而没

有时间去意识到他或许会把象征意义带进他写的东

西或者人们会从中渎出什么。
”
[5](47页 )当 然作者

本人不一定是他的作品的最好的评论家。正如劳伦

斯所说,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但作

家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原则总还是清楚的。尽

管福克纳几次谈到这个故事时在具体表述上有差

异,但其基本意思是一致的。所以,说福克纳的创作

意图是把爱米丽看作旧传统的化身并代表南方、而

把荷默叫自隆看作新生资产阶级并代表北方,是站不

住脚的。其实福克纳不是要写象征性人物,而是要
“
写人

”
,要

“
塑造有血有内的人物

”
,也就是前面引用

他的话所说的,要 塑造一个怀着
“
正常愿望

”
,“ 只想

爱和爱人并得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家庭
”
的姑娘的形

象。虽然她没有招惹任何人,然而镇上人却认为她

同伯隆在一起不符合妇道闺范而横加干涉,终于造

成了她的悲剧。所以她是旧传统的受害者、牺牲品。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旧传统并非一无是处,福克纳对

传统也不是只有批判。(他 对传统的态度下面将略

有涉及。)传统是复杂的,这 同镇上老一代人对爱米

丽的矛盾态度中可看出。他们同情她的贫苦与孤

独,想方设法帮助她,甚至为她有昕
“
寄托

”(指 她同

伯隆在一起)而
“
高兴

”
。但他们不能容忍她违反妇

道闺范,成为
“
青年的坏榜样

”
[4](19页 )。 关于这

些,我在《为什么献给爱米丽一朵玫瑰?》 中作了具体

分析,这里就不再重复。

当然,否 定了爱米丽是传统的化身和伯隆是新

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等于否定了故事中的新旧

冲突。《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确表现了新旧价值观

念之间及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冲突,它 可以说是故事

的子主题。不过它并不主要表现在爱米丽和镇上人

之间,更不是表现在刘先生昕说的
“
爱米丽与荷默的

恋情
”
上。还必须指出的是,从刘先生对

“
新旧

”
双方

明显的褒贬态度可知,他认为叙述者乃至福克纳都

是站在
“
刀阝个前进的,生 机盎然的新世界

”
一方而反

对
“
衰朽没落

”
的旧贵族旧传统。然而我们将看到事

实恰好相反。刘先生很细致地分析了新一代镇政府

派人去收税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新旧冲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沙多里斯镇长

出于同情而免去爱米丽的税款之前她家和她本人一

直都是纳了税的,所 以纳不纳税严格来说并不一定

代表新或旧。问题是出在爱米丽不知道或不能理解

世道已经变了,有些传统价值观念已经丧失了,也就

是说
“
沙多里斯

”
已经死了。她不能相信,一个绅士 ,

一个堂堂镇长代表政府对一个女士说的话不算数

了。这是她拒绝交税的直接原因。不过税收事件的

主要意义不在这里。叙述者刚讲述了上任不太久的

沙多里斯镇长如何编造了爱米丽的父亲曾借款给镇

上,这样既可免去困境中的爱米丽的税款又不致于

伤害她的自尊心的事情之后,马 上跨越大约 25年

(这时间是这样推算的:免税是在 1894年 ,这是故事

中唯一确定的时间,爱米丽去世的下限时间是 1929

年,即故事的写作时间,收税人员在她死前 10年去

她家,即 大约 1919年 ,所 以这里的时间跨度大约为

25年。另外顺便提一下,这样算来她大约在 1889

年毒死荷默·伯隆,那时正是 80岁 的史帝文斯当镇

长。)的 时间直接讲述新一代人前去收税的事。这其

实就是把两代人进行比较并囚此而反映出老一辈人

富有同情Jb并顾虑周到,而新一代则丧失了老一辈

的优良品质和一些好的传统价值观念,把 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变成了冷酷的金钱关系。刘先生不同意沙

多里斯们富有同情心的说法,原 因是他认为
¨

这一

套话(指爱米丽的父亲借钱给镇上的故事),只 有沙

多里斯一代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

造出来⋯⋯’
分明是在揶揄沙多里斯这一代老贵族



4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18期

的做法
”
[1](ll1。 页)。 这里的确有点揶揄的口气,但

这是那种
“
指桑骂槐

”
的方式。刘先生没有捕捉到叙

述者的言外之意。叙述者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只知

道金钱价值的新一代人根本编造不出甚至连想都想

不到要去编那样的谎话。而那些
“
谎话

”
恰恰反映出

沙多里斯们身上一些可贵的东西。刘文分析了故事

叙述中时序颠倒这一手法。但这一手法不仅
“
使小

说结构奇突,情节跳跃
”
[1](l∞ 页),而 更重要的是

其深化主题思想的艺术功效。作者用这种手法刁破

时空界限,把过去和现在直接放在一起,在它们犭间

造成鲜明的对照,从而使读者深深地感受到时代的

变迁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沦丧。

∷ 这种在新旧之间对比的例子在故事中还有很

多。比如,为了帮助爱米丽,沙多里斯一代人请她教

他亻门的女儿孙女画画,这实际上是找借口以便熊给

她一些钱。但紧接着,叙述者就指出,当下一代长大

后就再也没把孩子送来。另外,当伯隆的尸臭(人们

不知道是尸臭)使周围的人难以忍受时,镇议员们召

开会议,四 人中三个是老人,一个是年轻一代的代

表。老人们很有绅士风度,不愿伤一个淑女 (lady)

的自尊心,而那一个年轻人则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他

说 :“ 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

⋯⋯·”[4](17贡 )。 这也是很鲜明的对照。有意思的

是,这里的
“
不然的话

”
的英文是

“
lf曲e don’ t” 。这

是明显的语法错误,这是叙述者乃至作者对那些既

无同情心又无教养的新一代人的巧妙嘲讽。会议的

结果否定了青年人的意见,而派人(很可能是议员们

自己)在晚上悄悄前去撒石灰。这一事件不仅在两

代人及其价值观上作了鲜明对比,而且还巧妙地暗

示出,到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即爱米丽的爱情悲剧

发生时,虽然形势在开始发生变化,但传统势力还占

着压倒优势。这完全符合南方的历史状况。

其实,正如刘先生所指出,“ 新旧对峙
”
在故事一

开头描写爱米丽家的房子及其周围的环境时就已表

现出来。叙述者将爱米丽家破败的房子同周围的汽

车房、加油站、轧花机厂相比,说它是
“
丑中之丑

”
。

这里的
“
丑中之丑

”
的译文可能误导读者,使读者会

同刘先生一样认为是
“
最丑

”
的意思。其实不然,它

的原文是
“
an eyesore among叩 esores” 9意思是说爱

米丽家的房子同周围的建筑物一样也是丑陋的。然

而她的房子之所以丑陋主要是因为年久失修破败不

堪,而周围那些崭新的建筑物竟然也同样丑陋,那就

只能理解为它们庸俗的风格昕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丑陋,这也清楚表明了叙述者在
“
新旧对

峙
”
中的立场和价值取向。顺便提一下,这里福克纳

是在描写 zO世纪 zO年代末,即 伯隆被毒死约四十

年后(刘文说伯隆的尸体在爱米丽家中
“
达二十年之

久
”
,是不对的,应该是四十年),强大的工商文明正

在无情地侵蚀和摧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时的状况。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福克纳同故事叙述者

的关系,二是福克纳对新旧冲突、对过去和现在、对

传统与变革的态度。这二点是密切相联的。前面说

过,我认为叙述者不太可靠,而非完全不可靠。也就

是说他在有的方面不是可靠的。他的不可靠性主要

表现在他对爱米丽的看法以及对她的爱情悲剧的根

源和责任的说法上。他对爱米丽的爱情悲剧的解释

既同他自己所提供的事实相矛盾(这 一点我在前 l盯

一篇文章中已讨论过),也同作品的隐含作者批判南

方清教主义妇道闺范对妇女人性的压抑的主旨或意

图有很大距离。然而在对待新旧冲突上,叙述者同

隐含作者在许多方面则是一致的。特别是对待新生

工商阶级的态度上,作 品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

之间有距离。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叙述者能代表

隐含作者,是可靠的。另外,对福克纳思想的研究也

可证明《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叙述者在这方面的

可靠性。

福克纳对过去与现实、对传统与变革的态度是

非常复杂的。同乔伊斯、艾略特、庞德等现代主义文

学家以及大多数美国南方现代作家一样,福克纳也

是保守主义者,其思想核心是向后看的历史意识。

他反对资产阶级工商文明,为传统美德的沦丧、传统

生活方式的解体感到痛心疾首。然而这绝不是说他

对传统盲目赞美。虽然他情系旧传统,热爱故土,对

旧南方充满怀恋并热情歌颂体现在前辈南方人身上

的勇敢、同情心、荣誉感等优秀品质,即 他在诺贝尔

奖演说辞中称之为
“
人类昔 日的荣耀

”
那样的荚德 ,

但他清醒地看到南方传统中的罪恶,比 如种族主义

和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迫和摧残,并 在创作中对此

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艺术的表现。他之所以一生都在

尖锐地批评南方,正是因为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故

乡那片
“
邮票般大小的土地

”
。他曾说过,他是在履

行一个作家神圣的职责,他
“
羞辱它

”
是为了使它变

得好一点。他比 19世纪南方应园文学家们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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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世纪的传人如《飘》的作者远为伟大之处就在于,  主义、清教主义和工商主义,所作的不断深人的探索

他没有因为自己对故土的热爱和对传统价值观念总  和揭露。严格地说,这也正是《献给爱米丽的玫瑰》

体上的认同而掩盖南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作为  的主题。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虽然福克纳怀恋

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无法容忍对人性的任何形式的  旧南方,鄙视现代工商主义的唯利是图,但他仍然揭

压迫和摧残。如果真要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  露和谴责了旧传统中的清教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和对

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作者对他所钟  妇女的摧残。

爱的南方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罪恶,特别是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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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ose for EmⅡ y” Once More

XIAO Ming-han
(Hunan N。 rΠIal Universi1y Foreign Languagcs Insutute, Hunan C11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The narrator in“ A Rose for Elnily” is a spokesrncan of the。 utclated tradition.He

helps the t0、、Γns-folk shirk the responsibⅡ ity of causing EΠ lily the tragedy。  E∏ 1ily’ s love tragedy

is not caused bv the confh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 v, but by the tradition with the Puri-

tanisn1as its c° re. Faulkner’ s attitude toⅥ 'ards traditi°n and change is comphcated and contra-

dictorv, I△e criticizes the Puritan tradition of the south of the U。 s。 , 哂'h⒒e feehng regret over

the los卜 Of×)rne traditional virtues, and at the same tirne criticizes and satirizes industrial and

CoΠlFnerCial concepts of the capita⒈ st values。

Key words: narrator; theme; Faulkner; Puritan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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