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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写下的《见闻札记》而闻名于世，《瑞普·凡·温

克尔》则作为其中的一篇小说被广大读者所爱慕。尽管欧文本身属于浪漫主义作家，但他高超的写作手

法，让其突破了浪漫主义本身的局限，含蓄而朴素地传达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部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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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ath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ashington Irving is world-famous for his own personal ex-
perience as the model of his The Sketch Book and Rip Van Winkle, as one of the novels, is loved by 
many readers. Although Irving himself is a romantic writer, his superb writing techniques enable 
him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romanticism itself and convey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rea-
listic literature implicitly and sim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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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的 Roma，意为“罗马城”，起初这个词并

没有与艺术流派联系在一起，直到中世纪时，该词的词源学意义才发生了奇特的转向，变成了“romance”
(罗曼司)，意为传奇，指的是那些关于骑士、魔法、爱情的传说，尤其是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传说。广

义上的浪漫主义是指一种思潮，是对在启蒙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学院主义和哲学唯理智论的论战和

批判的一种思潮，也是“一场欧洲文化运动或是一组相似运动的集合体”[1]。它“在象征性和内在化的

浪漫情境中发现了一种探索自我、自我与他人及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1]。浪漫主义作家打破了

古典主义理性化甚至教条化的叙事方式，认为想象作为一种能力比理性更为高级且更具包容性，而这也

是浪漫主义作家与古典主义作家划清界限的一个重要部分。 
浪漫主义时期是美国文学的繁荣时期，所以也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认为美国的浪漫主义

文学时期介于十九世纪初至 1865 年美国内战结束之间。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

美国革命的胜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18 世纪是革命的时代，彼时美国已经在美洲站稳了脚跟，但文

学上却依旧依附于旧世界，为积威之所劫，因此，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亟需在文学上推陈出新，创造出属

于新世界的文学。在这种“内忧”和“外患”的双重影响下，属于这个年轻国家自己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了。华盛顿·欧文出版的《见闻札记》标志着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惠特曼的《草叶集》是浪漫主

义时期文学的压卷之作。此外，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奠基人艾默生则在他的演讲《美国学者》中，直接发

出了他的呼喊，这些作家一同发出了这一时代美国文学的最强音。 
现实主义文学则不尽相同。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 18 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

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

坛。R·韦勒克的《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一文，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个

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 1826 年。在法国，法国小说家商弗洛利(Champfleury)用现实主义当作表现

艺术新样式的代名词，他于 1850 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初次用这个术语作为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艺术的标志。就如同浪漫主义文学对古典主义文学发起了猛攻一样，现实主义文学一出现，就开始

了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判。R·韦勒克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这层涵义：“它排斥

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

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2]简而言之，现实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摒

弃了浪漫主义文学所讴歌的美好，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发声。显然具

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一般认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起源于美国内战的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且惨烈的内战摧毁了人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幻想，人们开始痛定思痛，开始观察起生活的真正面貌。现实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则是资

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经历了革命的腥风血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所谓“理

想王国”。然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讴歌的社会却并没有出现。尽管在这个物质高度发

达的社会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

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种美好的社会却并不是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人们需要以一种新的冷静的眼光

重新看待现实并思考自己的命运，寻求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方法。于是，追求客观冷静分析解剖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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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和风气随之形成。在这样的世界里，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昔

日“美国梦”所带来的美好被人们抛在了脑后，从无数的对于社会的批判中，读者又一次地被置身于当

时当地，重新领会了彼时的众生相。 

2. 浪漫与现实的碰撞 

2.1. 钟情于美景，着眼于现实 

良辰美景往往都是浪漫主义作家们最善于着手的点。他们妙笔生花，用自己的笔讲述着乡间的奇闻

轶事。现实主义作家们则褪去了那份对于田间地头的憧憬，甚至是不谙世事的天真，对饱受风霜却得不

到温饱的贫民百姓长叹一声世事不公。而《瑞普·凡·温克尔》则从两方面分别给读者们展现了这个世

界的不同画面。 

2.1.1. 新世界的世外桃源 
工业革命的发展是浪漫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在这期间，使得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同时也加

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资产阶级在战胜了封建主义之后，他们所宣称的美好社会并没有到来。资本的逐

利让人们日渐丧失人性，人们在工厂里，度过无边无际的一天又一天。这一过程引起了人们对于工业化

的厌恶，因此，浪漫主义作家们在同情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时，又寄情于山水，开始尽情的讴歌乡村生活

的美好和乡间的美景，无比热情的谱写着自己对于自然，甚至是超自然力量的热忱，而这也构成了浪漫

主义的其中一个特点。欧文便是其中的代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在一出现时，众多文人墨客就想要创造

出一种有别于旧世界的独特文风。因此，书写新世界的良辰美景便是其中一个突破口。小说的一开始，

就有一幅图画般的美景映入眼帘。哈德逊河缓缓流过，河的另一边则是一望无际的山峦。万里无云，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新世界的众多美景是旧世界难以名状的。“四季的每一转换，气候的每一变化，乃

至一天中每一小时，都能使这些山恋的奇幻的色彩和形态变换。”[3]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将读者置身

于遥远的新英格兰。由于气候不同，他们大洋彼岸的“同胞”在不列颠很难看到一望无际的蓝天。在那

里，取而代之的则是终日阴雨绵绵，在城市里还要呼吸着工业化而带来的废气。与之相对的，尽管新世

界晴空万里的模样令无数旧世界的百姓心驰神往，但读者细细品读之后又会发现，新世界的这些善男信

女们“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又在无形之中拉近了两个世界的距离。 
此外，浪漫主义作家们还擅长用超自然的力量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让整个故事变得更为传奇甚至

魔幻化，从而进一步地勾勒出了自己想象中的生活和世界。在小说里着墨甚少却贯穿剧情的一口仙酒便

是这种观点的体现。有一天，温克尔在山上邂逅了一群玩着九柱戏的人们，这群人与他把酒言欢。酒过

三巡，没过一会儿温克尔便沉沉睡去了。醒来之后，当他再回到镇子上，却发现天下早已换了新面貌，

国王的子民变成了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这一口酒，不仅仅联系了瑞普现在和未来的生活，还

体现出了浪漫主义作家们丰富的想象力。艺术作品“是一面旋转着的镜子”[4]，它“全面体现了艺术家

的心灵”。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百姓们苦不堪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瑞普·凡·温克尔也仅仅是芸芸

众生的一个缩影。因此，欧文给温克尔安排如此情节，给了这个可怜人一个不一样的归宿的同时，也满

足了自己的想象力。 

2.1.2. 更为残酷的生活 
总之，相当一部分的浪漫主义文学家通过对于乡村的讴歌，体现出了对城市生活和工业化的排斥。

然而现实却是，乡村的贫穷和不便以及城市生活的便利全都被他们抛在了脑后。相反，他们认为寄情于

山水就可以让自己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富足，从而割裂自己对物质世界的需求，显然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他们笔下的现实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界，而是“完全经过情感投射的现实”[4]，是“作者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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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总结与抽象”[4]。换言之，他们笔下的世界是不够客观的，不够实际的。平旷的土地，俨然的屋

舍，以及“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确实在他们的笔下生出了不一样的色彩，可是这些男男女女也并没有呈

现一副“怡然自乐”或者是“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样子，可见，现实与想象的距离还是相去甚远。而现

实主义作家们则突破了这一局限性，这些作家们的眼光更加着眼于现实生活，向读者们揭露了社会的不

公。 
新世界的良辰美景之下，也藏着对于生活的无奈。在这广袤无垠的从山脚下，来来往往的人有时会

看见“乡村轻烟袅袅，树丛中隐约地闪露出农家的木屋顶[3]”，那正好是山上的青葱转变为近处一片新

绿的地方，瑞普·凡·温克尔就住在此地。尽管自己的祖先曾经征战四方，但是这份勇敢的贵族精神一

丝也没有传到他的身上。他终日游手好闲，得过且过，自己家的家事不闻不问，“对所有一切有好处的

劳动感到不可克制的厌恶”[3]，今天去钓鱼，明天去参加集会，或者是不知道是哪家哪户的人把他找去

干杂活了。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孩子也跟着一起过苦日子。儿子“衣不蔽体，野得不得了”，也颇似温

克尔无所事事的生活态度。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是温克尔大梦初醒回到故土，他的儿子也确实继承了

温克尔的“衣钵”——除了自己家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肯干，自己的历史在儿子身上也重现了。可见即

便经历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家的境况也属实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这使人们不得不对浪漫主

义小说家们所描绘的这个世界产生一丝怀疑。简言之，这样一个标榜了勤勉工作而几乎无视血统的社会

里，依旧出现了旧世界的疑难杂症——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为了与温克尔形成鲜明对比，欧文特地设计了温克尔的妻子形象。尽管这个人着墨不多，但却能给

人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自己的老公终日无所事事，温克尔的老婆便不得不扛下了这个家的一切，一个

女人慢慢地担负起了本应该是男人做的工作。生活的重压逐渐地让她失去了耐性，良辰美景她早已无心

去欣赏，纵使变成了一个娴于家事的“悍妇”，家里的窘状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正如杜少陵所写

的那样，“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垄亩无东西”。更有甚者，当瑞普大梦初醒，打听她的去向后，人们

也无奈告诉他，他的老婆因为生活上的琐事跟他人拌嘴，结果血管破裂，被活活气死了。“你耕田来我

织布，夫妻恩爱苦也甜”的理想主义形象在欧文的笔下是不存在的，相反，当温克尔在新生活中安顿下

来后，他对于自己老婆的去世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政治的。共和国和帝国的变化在他心里没有多大的印象，

他“只知道一种专制，他在它的压迫下吃了多年苦头，那就是妇人的专政”[3]。通过这种巧妙的手法也

含蓄地表达出了欧文哀民生之多艰的心境，感叹新世界的百姓也如同旧世界的一般艰难。 
总而言之，彼时人们的生活与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描述相去甚远，而跟在旧世界别无二致。这样的创

作手法一来拉近了新旧两个世界的距离，二来也让小说本身突破了时代的局限，一针见血地剖析出彼时

新世界的众生相。 

2.2. 革命的烈焰与暴乱的火苗 

彼时正是革命与解放的年代，昔日满口仁义道德的皇亲国戚再也无法用虚伪的假面具掩盖自己沽名

钓誉的本质，愤怒的人民揭竿而起，敢叫日月换新天。他们奋起反抗，只为建立起一个属于理性和自由

的王国。 

2.2.1. 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尽管这些文人墨客钟情于想象，却又从来都没有将理性完全抛在脑后。在大胆地借助自己想象力将

现实与理想甚至是超自然力量紧密结合的同时，欧文也将自己的希望寄情于年轻的祖国。 
正如前文提到的，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下，自由与平等的思想也飘到了北美这篇“蛮荒大陆”上，

新世界的人们也不堪忍受其宗主国的压榨揭竿而起。终于，有识之士们一篇洋洋洒洒的《独立宣言》把

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望牢牢地融在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血液与记忆里。这些政治家们群情激愤，慷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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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他们愤怒地驳斥大不列颠的暴行，声称大不列颠国“在位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

取豪夺的历史”，而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小说中也提到了这些对于

瑞普·凡·温克尔感到无比陌生的词——星条旗、华盛顿将军、选举、民主、邦克山……在茫然无措的

凡·温克尔听来，完全莫名其妙。 
小镇上的一个小插曲也从侧面体现出民主与共和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当温克尔对这一点感到诧异

时，他看到了一场演讲，也正是在这里，他听到了那些令她感到错愕不已的东西，随后，那名演讲者就

问他是支持联邦党还是共和党。诚然，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伊始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熏陶，接受

了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的学说，即人民是主权者，政府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除了《独立宣言》，这样

的精神还贯彻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例如，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确是彼时美国的最大的两个党派，百姓

们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间接决定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这一举措不仅为洛克的天赋人权学说和法国启蒙

思想中的主权在民学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后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反抗提供了蓝本。而欧文则巧

妙的抓住了这一点，用质朴而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彼时政治生活已经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它早已

成为了美国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2.2.2. 小惠未遍，民弗从也 
内战结束后，现实主义者们痛定思痛，终于发现仅仅通过描绘理想中的世界已经难以说服甚至“哄

骗”到读者们，昔日《独立宣言》里的乌托邦社会也变成了政客们的一纸空文和空头支票，这场战争终

究演变成了帝王的游戏。与浪漫主义作家们尽情讴歌革命中的英雄截然不同，现实主义作家们在进行对

于战争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描写里则显得小心翼翼，倾向于描写“战争与生活中的人”，即小人物在大环

境中的遭遇，甚至不公。尽管欧文并非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行文中也含蓄地表达出了他对于这种社会

的写实乃至隐隐的忧虑与不安。 
首先便是瑞普·凡·温克尔的生活状况。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他的家境本身就相当贫寒，而这个新

生的共和国也并没有将他的儿女带入衣食富足的境遇，儿子倒也是跟他一样游手好闲，与“美国梦”所

倡导的勤勉格格不入。至于老瑞普·凡·温克尔本人，则成为了镇上独立之前的一本“活历史书”，而

小说的最后，欧文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尽管很多人并不相信这是他的亲身经历，觉得瑞

普·凡·温克尔是一个神经病，但是老一辈荷兰殖民者却都相信他的传奇故事，甚至有的怕老婆的男人

也希望能从温克尔那里喝到这么一口安神的酒。可见，瑞普·凡·温克尔的生活只是起到了以小见大的

作用，一众乡里百姓都希望能够跟他一样摆脱现实的生活，这便说明，这些人的生活也跟瑞普一样并不

称心如意，因此，他们便寄希望于瑞普·凡·温克尔的故事甚至是幻想，以此在并不宽裕的生活里聊表

安慰。尽管欧文的文风与后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有所差距，但他对于细节的描写与刻画无不

体现出他创作上的前瞻性。 
虽然欧文并没有像后世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一样指出彼时美国政治的局限性，但是他还是通过自己的

方式对这种制度表示出了一丝担忧和怀疑。当瑞普回到了以前常去的一家酒吧时，他看到了那面熟悉的

乔治三世的画像，然而“国王陛下”却带上了三角帽，穿上了蓝军装，而且画作的下方赫然写着“华盛

顿将军”。显然，在这些人的心中，革命与他们无缘，他们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国家国父的

英姿，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华盛顿将军”可能就只是某位大人物把以前的国王推翻之后，自己在这片

乐土上称孤道寡而已。当一无所知的他声称他忠于国王陛下，也就是彼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当即就

被群情激愤的民众们说成是“保皇党”，甚至对他起了杀心。原文中“保皇党”使用的是“Tory”一词，

这个词指的是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托利党，由于独立战争期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便是托利党人，这一

称呼在新世界便成为了对北美大陆保皇党的蔑称。实际上，独立战争期间，十三州殖民地“仅有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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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右的人支持独立，三分之一的人选择恪守中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继续成为英国的子民”。显

然，无数的作家为祖国的民族英雄们歌功颂德，但彼时却没有出版社愿意为保皇党人著书立说。在革命

前为了独立也好，忠于国王也罢，人们此时都带上了相同的面具，为的不再是立场，而是铲除异己。人

人都变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精明如狐狸，凶猛如狮子，多数人众口一词，少数人就会随大流。这

个看似不寻常的插曲也让读者回忆起了彼时美国的政治和人心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这个所谓“自由，民

主的灯塔”也并没有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亮丽。 

3. 结论 

尽管华盛顿·欧文本身属于浪漫主义作家，但欧文以拔群的写作手法，一方面，通过环境描写和对

人物的刻画，以及彼时政治生活的叙述，让《瑞普·凡·温克尔》这部作品打破了浪漫主义本身的局限，

且含蓄而朴素地传达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部分特征，另一方面，也让其创作出了区别于旧世界的“新世界

文化”，华盛顿·欧文因此名垂青史，无愧于“美国文学之父”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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