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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朱刚教授将中西文化素养、人文素养作为区分外

语与其他专业的一个主要标准。（程爱民等，2002：

13）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不仅能体现出一个国家

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而且还能记载着人类的

喜怒哀乐、生活习性等文学作品，表现出丰富多彩的

人文特征。张冲教授表示：“英语文学系实质上是以

英语为基，以语言文学研究为增强材料的复合专业，

英美文学为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支撑和

帮助。”（张冲，1996：6）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

响他们的人文素质，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外语教学中，教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

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

材的编制与评估系统，对于提高教材的质量与水平，

以及对人才的选拔与选拔，以及人才的培养与社会的

发展，都有着极其重大的实际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庄

智象，2006：50）《英语专业教材依据国家教育部颁

布的教学大纲（2000 年修订）》的实施，明确了 21

世纪英语教育应以“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全面提升

英语综合素质和创造能力为目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

（第二版）的产生，既适应了培养人才的要求，又适

应了教学的要求。

《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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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史选结合，体例完备；第

二，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第三，编版优美，结构严谨，

本文对这本教材的评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史选结合，体例完备

本教材的第一版编著者为吴伟仁教授。吴先生对

我国英语文学教材的贡献有目共睹，在编写体例上，

吴先生力主不再把文学史和选读割裂分开进行学习与

授课，这使得文学史和选读得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同行

和读者的认同，并且多年来不断印刷出版，该教材自

1988 年出版以来已长销 33 年。这些都可以反映吴先

生这种编写方法是可行并受欢迎的。第二版教材则在

继承并发扬第一版优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和升级。无论是体例、排版还是内容方面，都更加完

善和丰富。

第二版编著者是吴伟仁教授的高徒李正栓教授，

署名为李正栓、吴伟仁、吴晓梅。主要修订之处集中

于内容、体例、排版、等方面，在保持原版文、史相

结合的特点的同时，也对其不足进行了修正，对不应

当忽略的作者进行了增补，对部分作者进行了删减，

以使学生和教师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英国文学。

《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保留原有史、

选结合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增补和调整。

首先，该书对于英国文学发展的脉络补充充分，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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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整的文学史框架。与时俱进地引入了近现代作家

的介绍，新增的第十部分介绍了 1945 年之后的现当代

作家和作品，例如莱辛、拉金等。这本书从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的古代诗歌开始，到近现代英美文学的各

流派，符合历史发展的顺序并对其展开了详细的阐述

与说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时期重要事件和代表

人物的介绍和分析，揭示了文学与社会、政治和经济

的相互影响作用的道理。从“全景式”的角度，可以

让学习者对英国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有一

个清晰的了解，从而形成对各时期独特的文化与习俗，

乃至当时价值观的理解和归纳，从而使文学更加具有

历史意义，增强了教材的历史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这样安排也更加能够体现出具有时

代意义的价值观和理念。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

在每一单元中，均有对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家

进行介绍，使读者在阅读有关作品的过程中，进一步

认识到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方式，还有作者的

个人经历，使学习者可以恰当地归纳总结重点作家作

品，更有效地理解所需掌握的其他作家及作品。该教

材还有丰富翔实的阅读材料和思考题，提高了学生的

阅读量和课外学习资料，我们认为课外进行大量的课

外阅读，不仅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还能让他们对英

国文学作品有更全面和系统的认识，全方位地提高学

生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

其次，该书的编写体例完备，与时俱进，有利于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以“时代背景＋作家简介＋作品

节选＋注释”的模式为基础，创新性地加入了简略评

论和思考题，该体例不拘泥于“灌输型知识”进行填

鸭式教育，而注重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行引导，让学

生进行思考和讨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比如在学习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病玫瑰》（The Sick Rose）时，课后题针

对“病玫瑰”这一多重意象的讨论，可以令学生对意

象和诗歌的解读不停留在课本而深入诗人当时所处的

社会和环境进行理解，并且结合诗人的经历进行更多

元化的解读和分析，学习过程中深入了解了中外诗歌

对花草和山石意象的情感注入。还需要注意的是，该

书注重引导学生培养中外文化比较意识，此外为学生

更好地了解译文及对比提供了途径，并且引入了一些

入门必备的文学批评理论，增加了不同体裁如散文、

诗歌、戏剧、小说等的讲解，比如在学习彭斯（Robert 
Burns）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

我们可以通过练习题对比海和石头的意象，联想到中

华文化中的海枯石烂，对美好爱情的追求是诗歌常见

的主题，也是人类情感相通之处，比如联想到与乐府

诗《上邪》进行比较和分析，并且通过课后练习的朗

诵体会诗人澎湃的情感与激情，从内心深处深入该诗

的学习和理解。文秋芳教授认为：“外语专业的课程

虽然学习外国文学知识，却更能促使学习中华文化，

更能理解文明互鉴的重要性。”（文秋芳，2021：

48）基于数十年如一年日常授课的经验和基础之上，

李正栓教授还撰写了一本《英美诗歌欣赏课程思政教

学案例》（出版过程中），这本书中对诗歌教学的理

念与文秋芳教授所强调的“文明互鉴”不谋而合。总

的来说，《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在兼顾篇

幅与版面的前提下，力求选文全面和历史完整，避免

了学生在知识学习中出现盲区。

教材是课程与学科建设的必备材料，也是课堂教

学的重要依据，对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决定性意

义。教材是教师讲课的主要工具，是学生学习的重要

媒介，教材编写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直接影响

到价值塑造。《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是一部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潮流的教科书，在教授文学知识和理论的同

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价值观的塑造。与此

同时，在教材的编写上，同时，在编写过程中以学生

为本，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结合学生的认识层次与学

习能力，对教材进行适当的编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二、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通过对比第一版教材，可以发现，从内容上看，

这套教材对第一版教材有了一定的调整和补充，特别

是对初版中缺少的几个重要作家、代表作品以及当代

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增补，比如第四部分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第二版在重要作家莎士比亚和培根的

基础上，增加了七个重要作家。同时，对一些作家和

作品进行了替代或删减，比如第八部分维多利亚时期，

主要为批评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为了更好地体现 19 世

纪下半叶的文学特征，对狄更斯、勃朗特三姐妹、丁

尼生等作家作品进行了删减和调整。选择的文章都是

具有教育意义的经典作品，这与文学教学中的教育功

能是一致的，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文学的审美功

能不能脱离教诲功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同文学的教诲

功能结合在一起。文学的审美只有同文学的教诲功能

结合在一起才有价值。（聂珍钊，2010：17）这本教

材内容翔实可以体现在语言、体裁和课程思政三个方

面：

在语言选择方面，第二版语言难度言简意深，简

明扼要、文从字顺，与英语专业学习者的实际语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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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认识程度相契合，避免了太过深奥的学术用语，

也没有太过通俗粗浅的用语。对文学术语做了进一步

阐释和概括，例如在学习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

时候，对玄学派（The Metaphysical Poetry）这一学派

以及邓恩的个人经历都进行了介绍，这样有助于读者

理解邓恩创作时所运用的奇幻诡谲的意象，使本科生

打好基础，深入了解作家创作背景和表达方式，为研

究生考试的备考提供了事半功倍的帮助，使学习者在

考研备考时可以省时省心省力。此外，这本教材对选

文中难以领会或令人疑惑不解的词语和句子，或某些

词语的背景知识和一些文学典故都进行了注释和分析，

这样不仅能开阔学生的知识面，还有助于进一步提高

读者的理解水平。简而言之，第二版教材力求表达清晰、

准确，同时注重语言的优美和艺术性。让读者在享受

文学魅力的同时，也能够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

在体裁方面，第二版教材在整体上体现内容与

形式的统一。该教材包括散文、诗歌、戏剧、小说

等多种体裁及介绍，比如在学习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时候，介绍了戏剧的同时也引入了

十四行诗（sonnet）和长篇叙事诗（narrative poems）
等相关概念和内容，使学生们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

了解这位文学巨匠。通过对莎士比亚不同文体的学习，

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也提升了对不同文学

形式的鉴赏能力和理解能力。丰富了学生对作家的知

识了解；在介绍笛福（Daniel Defoe），在解析小说的

情节、人物和主题的同时，教材还对小说的发展与起

源进行了补充介绍，帮助学生们理解小说的历史演变

和文学价值。这样的综合性介绍的设计使得学生在学

习小说的同时，也能对文学的发展脉络有更清晰的认

识。总之，第二版在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做得相当出色，

通过对不同文体的深入剖析和补充介绍，不仅丰富了

学生的学习内容，也提高了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

力，这样的教材无疑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该教材在课程思政的体现，

正如教育部副部长吴岩（2021：7）强调：“价值引领

的重要性，这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

培养人。”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必要工具，也是塑造学

生人格与价值观的直接途径。教材不仅要把知识、技能、

价值观等传授给学生，还要承担起引领价值观的职责，

使学生能够培养出新时代合格接班人。作为输入外国

文化的主要途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

在吸收文学理论和思想的同时，注意将中华文化有机

融入其中，充分展现了教材立德树人的核心理念。它

不仅教会我们如何理解英国文学的深厚底蕴，更引导

我们用全球化的视野去思考文化的交融与创新。这样

的做法不仅提升了我们对于外国文化的认知，也加强

了我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潜移默化中引导

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学时联想中华文化，例如，在莎士

比亚十四行诗的习题中，编者让读者去思考十四行诗

和中国诗歌体裁的差异并进行对比；在学习邓恩的时

候，让读者思考邓恩的告别诗《别离辞：莫悲伤》（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和李商隐《无题》的

异同，这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迪，也

是一种开阔眼界的方法。我们相信，重视多元的、发

散的思维方法，也是英美文学教科书的编写中不可忽

略的一个方面。本书的思政特色非常明显，可以使学

生在学习外国文学的同时，把自己对于中国文学的理

解，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

三、编版优美，结构严谨

在排版上，《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除

了增加了插图元素，让学生们可以参照，而且还能通

过调节字体的尺寸和行距，增加留白，缓解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的疲劳，为学生和教师创造一个整洁、鲜明

的读书条件。这样的设计不仅使得原本就内容丰富的

英国文学史及选读课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还能够帮

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

在结构编排上，《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

分为两册，共十个部分（Part），每个部分下再按照作

家划分若干章节（Chapter），这样划分使历史线索更

加清晰明了，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入，每一章节都包含

了“作者生平”“简要评述”“作品赏析”“注释”和“反

思”五个部分，使得读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作家作

品的各个方面。

在“作者生平”部分，除了介绍作者的生平和作

品之外，还增加了对一些未被收录的其他经典作品的

介绍，增加学生的课外阅读和学习兴趣，引导读者在

课外进行独立的阅读，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这些作

品虽然未被收录，但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

激发读者对文学的热爱；“简要评述”部分对作者的

写作风格和文学地位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论，这些评

论来自批评界和同行之间的权威观点，可以帮助读者

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通过这些评论，读者可以了

解到作品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和影响；“作品赏析”部分对选录的作品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和解读，主要通过对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

形象等方面的解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

内涵和意义。同时，这部分还对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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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义进行了评价，让读者不仅仅是停留在文本上而

更全面地认识到作品的社会价值；此外，“注释”部

分对选录作品中的一些难懂的词语和句子进行了解释

和说明，这些注释涉及词语的背景知识、文学典故等

方面，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语境和意义。

通过这些注释，读者的阅读难度得到了降低，提高了

读者阅读理解能力；“反思”部分则是设计了一些开

放式的思考题，让读者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和交流，这

些题目主要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方

面的思考题，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诗歌格律和中外文

学比较的一些讨论，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可以

帮助读者深入思考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结语

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历史文化和政治

思想思想的载体，是人文风貌的呈现。英美文学课程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不仅要展现英美文学的独特魅力，

更要注重与中华优秀传统的结合。这不仅是为了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综合能力，更是为了让他们在比

较中看到两种文化的异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

更加深刻地学习、理解、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

《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全书结构严谨，

章节间衔接顺畅。在讲述过程中，笔者不仅保留了严谨

的学术风格，同时也兼顾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它以生动

明了的语言，大量的事例和优美的配图排版，为英语专

业的教师和学生以及英美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阅读素材和学习资料，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英国文学，对英美文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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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book History and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Xu Tongxin　Yan Haif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xtbook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Most of the textbooks combine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the selections of literary works”, allowing 
teachers to teach literary works alo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resent diverse humanistic styles through literary works. 
History and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2ND EDITION) co authored by Li Zhengshuan and others,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in 2021, is based on the model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author 
introduction+work excerpt+annotation”, combined with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mages, what’s more, updating 
outdated selections, keeping up with the new era, incorporating work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adding 
some commentary and questions. All in all, This textbook keeps pace with the new era, presenting a relatively complete 
picture of British literature. It also contain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which can reflec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tale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 in the new era,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textbooks, and meet teaching needs. This article will evaluate and analyze this textbook through its structure, 
content, and written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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