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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顿·休斯（Ｌａｎｇｓｔｏｎ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在长达４０余年的文学生涯中
创作了１４部诗集、１１部戏剧、１０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２部自传和一些散
文和翻译作品，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美国黑人文学崛起的丰碑，被

誉为“哈莱姆桂冠诗人”。他是一个美国黑人作家，但是他的黑人身份不仅没有

阻碍他融入美国文学，相反他却成了美国文学的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他创作

的文学作品具有浓郁的美国民族特色，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美国黑人民族的代言人，他“像德莱塞将美国文学从清教文学中解放出来一样

将黑人文学从胆怯中拯救出来”，为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学中赢得地位奠定了坚实

基础。在休斯的创作中，黑人文学的印迹是十分鲜明的，正是这种民族的印迹，

体现了美国文学在思想、主题和艺术形式上的多元化。休斯的创作以诗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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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因此批评界认为他是“自惠特曼以来美国最伟大的民主诗人”，在美国黑

人文学和美国文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休斯不仅是伟大的美国黑人民族诗人，而且也是有着国际声誉的世界诗人。

他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国的文字以及非洲的文字，已

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并且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对休斯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同欧美学者的研究相比，中国对休斯的研究仍然显

得薄弱。对中国读者而言，休斯并不是一个完全让人感到陌生的美国黑人作家。

早在１９３３年，随着休斯访问上海，我国就开始介绍休斯和翻译休斯的作品。鲁
迅还在《准风月谈》中发表论文，称休斯是一个“走出了黑人圈子”的进步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休斯的诗歌被不断翻译介绍进来，引起

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一批学者展开了对休斯的研究。在我国研究兰斯顿·

休斯的学者中间，尤以华中师范大学的罗良功教授用功最多，成就突出，可以视

为我国研究兰斯顿·休斯的代表。

良功长期从事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基础十分厚实，诗歌方面尤其如此。

早在１９９９年，良功就开始研究兰斯顿·休斯。此后，他在《外国文学研究》、《当
代外国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休斯的专题论文。他于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英诗概论》一书，是我国高校广泛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奠定了他在英语诗歌研

究方面的坚实基础。２００３年，良功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美国非裔文学教
授赫尔曼·比弗斯博士和语言派诗人和理论家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研究诗

歌，特别是美国非裔诗歌。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美国

诗歌创作界和学术界都有很高地位。良功跟随他学习，不仅近距离接触到美国

一流的创作家的理论家，而且还通过他接触到美国诗歌界的许多重要诗人和学

者，并同他们建立起广泛的联系。通过在美国一年的学习与研究，良功学业上突

飞猛进，查尔斯·伯恩斯坦和斯坦福大学的玛乔瑞·帕洛夫教授都向我表示了

对良功的赞赏。良功回国后，产生了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把休斯研究推向深入的

愿望，并于２００５年以优异成就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良功用功勤奋，学养深厚，视野开阔，为人谦虚，学风纯正。正是这些特点，形成

了他自己的学术个性。

良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继续从事休斯诗歌研究，立志做一个有成就的兰

斯顿·休斯研究专家。经过三年的努力，他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通过了自

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做一个休斯专家的学

术目标。陈众议、黄铁池等同行专家对他的博士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２００９
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优秀博士文库遴选中，良功的博士论文《艺术与政治

的互动：兰斯顿·休斯的诗歌研究》在专家评审中脱颖而出，被收入这一在全国

很有影响的文库中。这再次表明，良功研究兰斯顿·休斯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

的认可。良功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在他的论文出版之际，我觉得

有必要作一简单评价，作为读者阅读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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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功的博士论文《艺术与政治的互动：兰斯顿·休斯的诗歌研究》有其明显

的特色，这首先在于其研究的学术焦点自始至终都聚焦于兰斯顿·休斯诗歌的

“艺术与政治互动”这个根本问题之上，并把“艺术与政治互动”作为论文的主

线，将休斯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个重要学术问题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论文作者认为，休斯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观表现在两个层次，即种族自由平等的

民主理想和人类友善和谐的道德理想。休斯从种族伦理关系出发，根据不同的

社会政治形势不断调整、扩展自己的政治视角，从阶级关系、文化、性属、种族、伦

理等多重角度探寻通向理想的道路。作者从休斯关注社会的视角变化中揭示出

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休斯的政治思想塑造了诗歌艺术，诗歌艺术又传达了他

的政治思想；在休斯的不同创作时期美国政治环境宽严不同，其政治意识的表现

呈现出从外向而内敛的变化，而诗歌艺术形式却由平实到激进，两条相反的轨迹

反映了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对话，两者形成互为呼应、互渗互补的关系。正是基于

这一思辩独特的认识，论文作者采用对照的方法，集中讨论休斯的诗歌在不同时

期表现出来的政治与艺术互动的基本特点。

在诗歌创作中，休斯的政治就是对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文学的教诲功能的强

调。关于这一点，良功在他的论文中作了很好的阐释。他在论文中指出：“休斯

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始终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像马克思所赞

扬的欧洲１９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休斯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诗人。
休斯在“黑人艺术家与种族山”一文中强调黑人作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黑人

诗人回避种族身份写作的倾进行批评，表达了“借助文学翻越种族大山获取自

由”的政治理想。正是出于一种带有政治倾向的社会责任感，休斯为美国黑人民

族提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范例，加速了美国黑人文学融入美国文学的进程。

对于休斯文学创作的上述基本特性的研究，正是良功在休斯研究中的新的发现，

是休斯研究学术史上的一次飞跃，无论对于他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研究，都是十分

重要的。

良功的博士论文还有另一个重要特色，这就是与“政治与艺术互动”主题相

呼应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论文结构。论文按照休斯创作发展的历史线索，把休斯

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然后找出各个阶段的一个个结点，把休斯的诗歌

文本、休斯的创作道路同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与批评环境结合起来，探讨休斯

诗歌创作的具体特征。作者精心安排的这种论文结构科学合理，有利于展开对

休斯诗歌的深入讨论和问题归纳。例如在第一章讨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休斯

的“波希米亚式的种族意识及其书写”时，作者就有意识地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

历时性框架结构中，将休斯的种族身份的自我认同、美国民族身份的诉求、自由

的信念、唯美主义的种族艺术观、种族发现与诗歌艺术视角的变换、波希米亚式

的种族书写、黑人文化元素与民族意识表达等重要问题集合在一起，从共时性的

视角揭示出休斯在整个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即休斯诗歌“强

烈的种族责任感，即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诉求、对民族自身的发现与检审、对种



１６２　　 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Ｗｏｒｌ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族意识的艺术表达”。正是在这一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休斯这一时期的

诗歌“回应了时代对于美国黑人民族意识的呼唤，表现了诗人自己对于民族、国

家的强烈的认同和独立的理解”，并认为休斯强烈的民族意识及其波希米亚式的

诗歌艺术相得益彰，推动休斯的诗歌创作走向成熟。作者在论文中指出：“休斯

的诗歌在政治与艺术上的互动不仅仅是政治表达的调整和实验，而且是美学意

义上的不断实验。”这一结论不仅是对休斯诗歌创作的正确总结，而且也为休斯

诗歌研究的深入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作者对“政治与艺术互动”的研究贯穿论文的始终。例如第二章，作者用

“红色年代”建构论文的历时性结构，向前承接哈莱姆文艺复兴，向后连接４０年
代诗歌直至麦卡锡时期之后。这种历时性结构不仅有利于从整体上对休斯诗歌

创作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以及对其创作特点进行科学总结，而且有利于发现休

斯各个不同创作时期的重要问题并从共时性角度对它们进行分析与总结。在第

二章里，作者在历时性框架中发掘出休斯的“左倾政治观”、“激进的社会理想”、

“左翼诗歌与红色主题”等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从共时性的角度论述了休斯诗

歌创作“走向人民阵线美学”历时性特征。作者对休斯的诗歌在人民阵线美学

影响下走向成熟的过程进行细致描述，尤其是对休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非间离

美学”进行深入分析，指出“非间离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美学，表现了

休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诗学观”。作者的这一观点能够准确说明休斯３０年代中
后期诗歌创作总体倾向，论辩有力，让人信服，应该看成是作者对前人研究的重

要发展。

第三章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作者从历时性角度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４０
年代的诗歌，深刻分析和讨论了休斯诗歌创作含蓄的政治观、艺术立场的现实主

义回归及诗歌艺术的政治表达等共时性问题，有力地论证了休斯的诗歌创作从

革命到抗议的历时性总体特征，认为休斯“通过强调政治表达中的艺术性形成了

一种新的政治美学观，深刻地影响了他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并奠定了其５０
－６０年代文学艺术观的基础”。论文作者最后以麦卡锡时代作为休斯创作的一
个重要的历时性结点，将直至休斯逝世的最后一段创作历史连接起来，构成休斯

创作的完整的历时性艺术与思想结构。休斯创作的最后这一段历史十分重要。

在这个时期，休斯的诗歌在艺术题材的选择上体现了他的艺术原则和政治意识，

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责任感进一步加强，自觉地通过含蓄的艺术形式和手法表现

政治，政治和艺术上更为成熟。作者在细腻地分析休斯诗歌的基础上指出休斯

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点，即政治作为休斯诗歌创作的艺术题材主要表现在两

个相互包容和印证的层面：一是种族，一是种族的精神状态。作者还认为，休斯

的平实而又激进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压抑的政治意识的一种补偿，明显

具有种族文化特质、民主政治理想和先锋主义技巧的特征。作者对休斯复杂的

创作历史过程的描述深刻细腻，总结准确精当，观点明晰科学，历时性归纳概括

与共时性分析总结相互交织，出色地给我们描述了休斯诗歌创作的发展演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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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总体特征。

良功在整篇幅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有一个特色应该提到，这就是他在整个

论文写作中自始至终都能够坚持理论同实际相联系，坚持以休斯的诗歌文本分

析为前提，无论是问题的发现还是观点的归纳，都来自诗歌的文本。他只要提出

了新的看法和观点，都要搜寻大量的其它文本材料进行考证阐述，用事实对自己

的观点加以确认，做到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对于休斯诗歌的研究，良功的眼光

独特，见解深邃，因而能够在新的发现基础上对休斯的诗歌进行科学归纳与总

结，把以前的休斯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做学问需要潜心专研，专心致志，

切忌浅薄浮躁和急功近利。可以说，良功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刻苦

认真地读文本，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治学严谨，学风淳正，问题意识突出。尽

管他已经在休斯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是一位在学界有了一定影响的休

斯研究专家，但他为人低调谦逊，从不骄傲自大和自以为是。从他的研究中可以

看出，他保持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优良学风。

总之，良功的博士论文观点突出，分析细腻，材料丰富，评述充分，特色鲜明，

的确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当然，论文也并非十全十美，有些问题还需要

继续深入探讨，有些措词还需要推敲。但是瑕不掩瑜，相信良功会在博士论文出

版后继续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把对休斯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