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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生态文学批评研究视角分析了美国文学中有关溪水与河流的

互文主题，分别解读了《瑞普·凡·温克尔》、《睡谷的传说》、《红字》、《在密西

西比河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宠儿》以及《黑人谈河》等美国经典文

学作品中的溪水与河流。对美国文学中原生态的溪水与河流、美国文学中的成

熟态河流以及美国文学中精神态河流进行了分别阐述，体现了美国文学作品中

生态文本的人文自然的精神。揭示出不同时期的作家对溪水与河流的态度，反

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阶段，同时也丰富了不同文学时期文学思潮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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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罗素（ＤａｖｉｄＲｕｓｓｅｌｌ）在散文“论老之将至”（“ＨｏｗｔｏＧｒｏｗＯｌｄ”）
中有一段关于人生的比喻：“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

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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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

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能够这样理解自己的一生的

老人，将不会因害怕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下去。而

且，如果随着精力的衰退，疲倦之感日益增加，长眠并非是不受欢迎的念头”（转

引自朱红 ６４４）。作者将一个人的存在比作一条河流：青年时，无忧无虑地在一
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欢乐、富有激情地生活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见识经历的

愈多，视野也越宽阔。在经历一番风雨之后，失去了青年时的激情，沉淀出一份

稳重与成就。到了老年，修正了原有激情澎湃的个性，淡泊于名利，拥有了海纳

百川的情怀。而彼得 · 斯坦哈特（Ｐｅｔｅｒ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ｔ）在“迷人的小溪”（“ＴｈｅＥｎ
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ｅｅｋｓ”）中，让我们领略到了小溪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在作者眼
里，小溪便是我们美丽的童年，或者是与童年密不可分、让我们缅怀的时光。作

品赞美心灵中的那份纯真、那份勇敢去追逐的梦想，这也正是罗素笔下那小而窄

的却又激情四溢的河流的雏形。河水是流动的，富有生命的。从涓涓细流到惊

涛骇浪，最后注入宽阔的海洋，它与人类的发展、个人成长历程都有着相似之处。

而这种人与自然统一，早在圣经中都有体现：上帝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会像滔天洪

流那样洗涤世间的肮脏与邪恶。回顾美国文学史，水的意象对西方文化影响深

远，强烈地渗透在各领域之中。在不同的时代里，我们发现以水为背景的小说、

诗歌和散文，无形连成了一种河水流域文学。在著作中出现的以水为主体的河

流、小溪都将作者的思想和经历以及对这条河流的理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

过以水为象征载体的角度来剖析美国文学史，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在天地万物、宇

宙自然之间那一种震撼心灵的和谐共鸣，而且使文学作品价值获得了从历史的

有限到自然的无限超越。

一、美国文学中原生态的溪水与河流

美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华盛顿·欧文（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ｒｖｉｎｇ）向他所倾
慕的欧洲借鉴了德国的民间传说，来增添一点古老的神秘感、一点浪漫的气息。

作者将神奇的传说与美国独立前后纽约的社会形势结合起来，创作出一篇既具

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又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情的作品，刻画出具有美国风

尚的人物性格，反映了早年北美大陆人民善良淳朴的精神面貌，生动而形象地描

述出独立战争给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中的河流细诉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

在“瑞普·凡·温克尔”（ＲｉｐＶａｎＷｉｎｋｌｅ）中首先出现的就是那条哈得逊河
（Ｈｕｄｓｏｎ）“在下面静默而又庄严的流着，如镜的水面有时倒映着一片紫色的云
霞和稀朗懒洋洋的孤帆。这条河最后终于消失在苍翠的高山之间”（涂沙丽

２９）。作为这部文学大餐中的佐料———河流见证了一个荷兰人统治末期的纽约
州乡村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欧文流露出一些伤感的情绪，

以一种缅怀的情感去追忆过去年代的生活。小说中 “神奇的群山”、“奇幻的山

峦”、“谈谈的烟”、“高处的青葱”、“近景的新绿”、“雄伟的哈得逊河”和瑞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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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露出的“淳朴善良”、“和蔼可亲”、“驯顺惧内”、“温和驯良的脾性”一并反

映了那种原始的、质朴的文明精神，这与当时美国社会中惟利是图、互相争夺的

腐败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瑞普睡去的２０年正是独立革命的年代。回村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并不使
他称心如意。独立战争前的生活悠闲，一片和平谐顺。独立后出现了政党之间

争权夺利的情形，昔日悠游自在的谈天说地已被面红耳赤的争辩所替代。生活

的节奏加快了，以往的轻袭缓带与徜徉自在已一去不复返，在当时的政治背景

下，哈得逊河是一条未被发掘变更的原生态河流，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使作者

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欧文将恒稳不变的自然与瞬息多变的人世形成鲜明

对比。在他笔下，自然不仅是主人公远离尘嚣的避难所，还是他遇难获救的向

导，因为最终使他认定没有走错地方的是卡兹基尔群山和奔腾不息的哈得逊河。

“睡谷的传说”和 “瑞普·凡·温克尔”均以介绍哈得逊河开场，这两个富

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是以哈得逊河为背景展开的。而作为哈得逊河本身而言，在

故事里就带着传奇的色彩。其名字的由来给河与周围的一切都增添了几分神

秘，藉此也为在河畔村庄里发生的传奇故事埋下伏笔。哈得逊河多用来反映主

人公不同境遇时显现出来的不同心情，主要表现在：当 Ｉｃｈａｂｏｄ满怀欣喜接受塔
赛尔的邀请去参加舞会时，途中经过一座山坡，那里可以看见哈得逊河最好的风

景。此时在心情愉快的Ｉｃｈａｂｏｄ眼里这条河是如此的壮观，晴空万里，美好的景
色尽收眼底。可当夜晚宴会结束后，在返回的途中，Ｉｃｈａｂｏｄ再次路过这个山坡，
神情沮丧的他看到却是另一番哈得逊河的景象。也就在这个时候，在神秘的哈

得逊河旁，无头骑士与Ｉｃｈａｂｏｄ相遇的神奇故事开始上演了。欧文笔下的河流是
神秘纯美的、保留着纯态的原生态河流，如同一个童心未泯的成年人，他成长了

但仍有几分童趣，岁月在欧文的河流中没有留下任何沧桑与沉重。

再来看看霍桑（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笔下的溪流，在《红字》中第十九章“溪边的孩
子”指的是珠儿，“就在她停下脚步的地方，小溪恰好聚成一个池塘，水面平静而

光滑，把珠儿那小小的身影完满地映现出来：她腰缠嫩枝编的花带，使她美貌绚

丽如画，比本人还要精美，更像仙女”（霍桑１６２）。丁梅斯代尔有一种奇怪的幻
想，认为这条小溪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一边是生活在天真童话中的珠儿，

另一边是挣扎在精神磨难中丁梅斯代尔。在溪边的珠儿对世界充满着疑虑：“他

爱我们吗？”“牧师干嘛坐在哪儿？”（霍桑１６６）小溪是珠儿情绪的一面镜子。在
孩子在溪畔这章里，霍桑描写了海斯特、丁梅斯代尔牧师和珠儿在溪边相会的情

景。作者以小溪为背景，多处运用了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来刻画珠儿、海斯特和

丁梅斯代尔牧师不同的性格特征，从而深化文章的主题：道德和原罪的冲突变得

更加突出，令人深思。当珠儿在小溪的一边与海斯特和牧师相望的时候，他们之

间的情感结构和境遇已被这条溪流无声的隔开了。平静的水面犹如一面镜子，

不仅映现出珠儿精美的模样，更加突出了珠儿内心的纯净和美丽。由于大人们

身上的罪恶使这个小生命从一出身便被视为“婴孩天地的弃儿”，她是一个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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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精灵，是罪孽的标志和产物，无权跻身于首席的婴孩之列。然而就是这样的

一个精灵，在大自然眼里，则是从未被人类法律管制过、也从未被更高的真理照

射过的森林。在未被人类罪恶所污染的纯净快乐流淌的小溪眼中，这个孩子是

纯净无暇的，她未浸染一点世俗尘埃，她就是一颗珍珠。当经过一番周折，珠儿

终于跳过小溪，来到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牧师身边。此时，牧师为了以示友好，

亲近珠儿，便弯下腰亲吻了珠儿的额头。而珠儿却立即挣脱她母亲的手，跑到小

溪边，猫下身子，洗起她的额头，直到那不受欢迎的亲吻完全洗净，散进潺潺流逝

的溪水中。通过珠儿的行动，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小溪在珠儿心目中的含义：

小溪干净、透明，可以照射出自己美丽，更能洗涤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此时珠儿

的心与小溪的特质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珠儿是喜爱这小溪的，而她对牧师却

感到不满，洗净牧师的亲吻就是一种无声的对抗，因为她不愿接受牧师，更不愿

看见牧师分流海斯特对她的宠爱。与此同时，在牧师的眼中，在看着珠儿与小溪

的联系中，这条小溪在牧师眼里也有了不同的含义。

望着小溪对岸的珠儿，成年人都会敏感地说：“这条小溪是两个世界的分界

线，你永远不会再和珠儿相会了”（霍桑１６３）。显然，在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眼中，
这条小溪已不仅是一条默默流淌的溪流，它更像是一个鸿沟，将两代人相隔于不

同的世界。溪的对岸是珠儿纯净的世界，没有世俗罪恶，没有无尽的欲望，名利

的追逐。看着天真无邪珠儿，丁梅斯代尔牧师心里感受到了自己深重的罪恶感，

追求名誉的他自私地掩盖内心的罪恶，同时还要让海斯特与纯净的珠儿去承受

罪恶的后果。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感到了作为一名牧师，自己的渺小和惭愧。

这条溪水似一面明镜，照清了牧师内心的点滴污浊。对于丁梅斯代尔牧师，他的

外表受人敬仰的身份与他内心的罪恶是形成鲜明反差的。当面对这面如镜的小

溪时，他仿佛看见自己罪行和丑陋无疑暴露出来。

海斯特多次尝试将珠儿从溪的对岸呼唤过来，然而珠儿却始终没有动静，并

开始一个人发起脾气来，海斯特最后才明白为何珠儿不愿跳过小溪，“我明白这

孩子是怎么回事了”海斯特对牧师低声的说：“……珠儿是看不见我不离身佩戴

的东西了！”（霍桑１６４）而那个红字此时正躺在溪边的岸上，金丝刺绣还在溪中
反着光。当海斯特与牧师计划一起逃走的时候，她将这个红字抛到了丛林中，恰

巧落到了小溪不远方，只消再飞过几指宽距离，红字就会落进水里。海斯特多么

愿意将红字扔到水中，让它随水流向远处，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她的眼前，让心中

的哀怨随溪水流淌，以为这样可以减少其内心的罪恶感。对于海斯特来说，这条

小溪仿佛能洗脱罪恶的约束，让自己负罪的心灵得到永久解放。

这条忧郁的小溪怀揣着珠儿、丁梅斯代尔牧师和海斯特三人不同的心情和

故事，继续潺潺向前，悄声低语，它沉重的小小心灵绝不会有半点欢快。霍桑笔

下的小溪保留着本真美与纯净态，让人想到珠儿，想到了童年。

二、美国文学中的成熟态河流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马克 ·吐温的《在密西西比河上》（ＯｌｄＴｉｍ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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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１８７５）和长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ｏｆＨｕｃｋｌｅｂｅｒｒｙ
Ｆｉｎｎ，１８８３）中的大河形象有着丰富的意象意蕴，这种意蕴植根于人类从古至今
对大自然普遍的感知经验，并在现代思想理论的理解下，显示为完整、生动、合乎

逻辑的原始文化内涵，这也就成为作家创造出的独特的原始意象。其一，这是一

条人格化的大河。在哈克带有自然神论倾向的感知体验中，她是一个富于神秘

色彩和永恒魅力的母体，哈克和吉姆就是大河的孩子，或者是合为一体的健全的

男性，从而与大河构成相互依存的亲缘或相互包容的和谐整体。我们从作者笔

下看到过大河的宁静、温情和慈爱，那就是大河在夜色中传来的蛙声，大河在黎

明雾散后现出的红色，她那摇篮般的波动，以及她与赤身裸体的漂泊者的水乳交

融。她无尽无休，绵延万里，象孕育原初生命的原始的水流，涌着原始的生命的

律动。时间消失了，浮现的只是原始的生命；尘世远遁了，存在的只是自然和人

的本性。人和自然联结为一个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新天地。其二，这是一条性格

化的大河，她的喜怒哀乐与主人公的际遇休戚相关。哈克和吉姆登上木筏、初享

自由时，大河是温柔宽厚的怀抱；哈克用诈死来戏弄吉姆时，河上水急浪险，满是

迷雾鬼影；哈克从贵族械斗中逃回时，大河又成为充满灵性的朋友、尘世喧嚣之

外的净土；当两个骗子上了木筏，大河则象受了玷污，雷霆爆发，狂啸怒吼。与两

个孩子朝夕相处的大河已既非自然中的无情之物，亦非现实中的实有之物，而是

作家艺术创造的理想长河。其三，这也是一条神话化的大河。大河与主人公历

险生活的神异联系产生出现代神话的意义，与远古创世神话中神的诞生历险故

事相暗合。我们知道，在世界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最初的存在便是“无底的

水的深渊”，而化生万物的开辟神、宇宙胚胎或蛋则处在水中或浮在水上，以后才

有了神的诞生、成长、历险。远古各主要的、傍河而居的民族———埃及、印度、巴

比伦等都相似地留下了这样的神话，这表明水的孕育和神的历险是不可分隔的，

它构成了原始文化的核心表象。并相沿至马克·吐温笔下的核心意象。

我们知道爱默生认为 “河造就了自己的岸，每一种合法的观念都创造了自

己的渠道”（３０７）。而惠特曼笔下的密西西比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河，“好像作
了安排作了规划似的，它由北向南缓缓而流，流经五六种地带，都适于人们安居；

它的出口处终年不冻，河道成了陆上商业的一大动脉，安全而又便宜，也是由北

部的温带到热带的通道”（胡家峦１６３）。最重要的是密西西比河流域或河区迅
速地集中了美国联邦的政治力量。人们不禁感到它就是联邦———或者很快就会

成为联邦。在惠特曼眼中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文学殿堂里，有着 “纯洁的气息，原

始的特色；无限的富庶和充裕；审慎、力量与克制的奇异融合；现实与理想的奇异

融合；独特与优良的奇异融合；这些草原与落基山脉的奇异融合；密西西比河与

密苏里河的奇异融合”（胡家峦１６７－１６９）。还收藏着“更深邃、更广阔、更坚实
的却是一种伟大、跳动、有活力、富于想象的作品或多种作品或文学。要创造这

样一种文学，大平原、大草原、密西西比河及其多样而富饶的流域所遍及的地方，

都应当是具体的背景；美国现在的人性、激情、斗争、希望———在这新大陆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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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的战争、传奇和演化中———现在是将来也是一种说

明———应当闪出轻轻摇曳的火和理想”（胡家峦１６９）。

三、美国文学中的精神态河流

作为一位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Ｔｏｎｉ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的小说创作
始终植根于美国黑人的文化传统，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前途是她的小说创作

的主题。她的关注点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的命运和她们的精神世界

上。莫里森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黑人女性，是莫里森把黑人女性推上了

美国文学的殿堂，让世人听到了她们的呻吟和呐喊。她用史诗般的语言，为读者

建构了一个个在异质文化侵蚀下怪诞，变形的黑人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组组黑

人女性群像，道出了黑人无法言说的悲愤以及他们为寻找自我，重塑自我所做出

的努力。莫里森的艺术手法的独特源于她对欧美文化传统和黑人文化艺术瑰宝

的兼收并蓄。她不仅熟悉黑人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圣经（Ｂｉｂｌｅ），而且也深受
西方古典文学的浸染和熏陶。她成功地将现实主义与神话结合在一起，给现实

披上一层魔幻的外衣；她善于以口语化的语言和象征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使其笔

下的形象鲜活生动，栩栩如生。在《宠儿》（Ｂｅｌｏｖｅｄ）中，象征和隐喻的成功运用
是其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征。要再现奴隶制下的黑奴屈辱的历史和他们顽强生

存追求自由的艰难历程，完全用写实的手法是很难完成。运用象征和隐喻来完

成这一历史使命是莫里森智慧的选择。小说中的隐喻和象征，俯拾即是。小到

人物的名字和数字，大到书名的涵义。而在文中出现的雨、水以及赛丝（Ｓｅｔｈｅ）
逃亡过程中经过俄亥俄河，莫里森也运用了象征手法，在上大做文章。

在《宠儿》中，莫里森借助“水”这一传统的神话的力量，使整部早期黑人心

灵史在水的冲刷下从主人公赛丝的记忆中逐渐显现。在《宠儿》中，水的意象和

象征贯穿全文。在非洲的文化传统里，水是生命的力量，意味着治疗、清洗、破

坏、与再生。赛丝作为一名种植园时期的女奴，和大多数曾生活在白人庄园里的

奴隶一样，有着屈辱难言的过去。在小说的开端，赛丝生活在忘却的记忆中，她

拼命地工作，尽可能谨慎地不去想任何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原因导致这种矛盾

而压抑的心态呢？莫里森以水的意象暗示了其根源：赛丝站在水泵前，沾满双腿

的春黄菊汁无可避免地勾起她对 “甜蜜之家”的回忆，水冲刷着她的耻辱，她的

罪孽，但是过去的景象在经过记忆的荡涤之后却愈加清晰：（水波中）突然，“甜

蜜之家”在她眼前摇晃，摇晃，摇晃。这一片段实质是女主人公不由自主地回忆

不堪启齿的过去，在不经意之间如潮水般涌动。莫里森以水的意象反映一种心

理的真实。她指出，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虽已土崩瓦解，但黑人心理生活无意识

的底层，仍潜藏着对这段历史的恐惧。对于赛丝来说，奴隶生活的阴暗与罪恶一

直隐隐蛰伏在心底，成为她回顾从前的障碍。

兰斯顿·休斯（ＬａｎｇｓｔｏｎＨｕｇｈｅｓ）与许多后殖民作家一样，休斯非常注重探
索民族文化的历史之源，以此作为黑人民族自我的根基。在诗歌中，他通过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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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努力去重新建构被殖民统治破坏的民族文化属性。他在第一篇诗作《黑人

谈河》中就以他１８岁年轻的视角自豪地回眸黑人文明之源：他将几条具有象征
意义的著名河流（幼发拉底河、刚果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排列出来，展示了

美国黑人民族悠久的文明以及千百年来文化的迁徙所体现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我们了解到，河流是文明的发源地，是生命和精神的起源。黑人与河流的渊源可

以追溯到古老的尼罗河、刚果河和幼发拉底河，在那里，河流孕育生命，创造文

明。对于生活在１９世纪的美国黑人而言，河流代表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在密西
西比（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河畔他们为自由，为平等庄严而战，而多数逃亡的奴隶选择水
路来到北方，害怕陆上会留下追踪的气息。流动的河水给了他们安全感，涉水而

行，躲避奴隶主的捕猎，成为生存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河流意味着救赎，而俄亥

俄河则是救赎的象征。而在《宠儿》中，莫里森也在俄亥俄河上大做文章，它作

为赛丝逃亡过程中生育Ｄｅｎｖｅｒ的巨幅背景，成功地将生命的诞生和历史结合在
一起。同许多逃亡奴隶一样，赛丝在这里获得了精神的再生。赤脚在荒野里蹒

跚了２８天以后，怀着身孕的赛丝在埃米的帮助下终于来到了俄亥俄河边。听着
汩汩的河水，看着“绵延一英里的混暗水流通向百里之外的密西西比”，她找到

了家一般的感觉，因为河的对岸就是“北方”，预示着安静，平和，普通的家庭生

活。临近河的一刻，“她的羊水破了，流进了河里”。她肚子里的胎儿（Ｄｅｎｖｅｒ）
此刻也要同她一起在这条河流上降生。她们的生命如此紧密地与俄亥俄河联系

在一起。河流成为生与死的界限：浮舟承载着两名死亡之神不小心遗忘的女子

（一黑一白）和一名新生的婴儿飘到了死亡的对岸。赛丝在破陋的船舱里昏死

过去，当她醒来的时候，她以为“她从死一般的梦里逃了出来”。她的疲惫，虚

弱，和肿胀，被俄亥俄河冰凉的河水冲洗殆尽，过去的一切苦难都被逝去的河水

带走。她由一名低贱、下流的女奴变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人。一睁眼，

她看到的是女儿，是河边丛生的蓝色羊齿厥种子。“它们睡在那里，一大片种子，

一点都不担心将来”（莫里森 １０８）。深深地打动了赛丝。那就是她的将来，是
Ｄｅｎｖｅｒ，是千千万万逃亡到北方的黑奴的命运，等待它们的，是即将开花的希望。
俄亥俄河是一条积淀着黑人历史的河流，一条象征着自由的河流。赛丝的故事

流淌在其中，和她的人民的历史交汇在一起。在这条河上诞生的Ｄｅｎｖｅｒ成为未
来美好新生活的的象征。她在俄亥俄河的北面长大，脱离了奴隶制，却仍生活在

奴隶制的阴影下。她不得不帮助母亲在过去的重压之下保持生的希望，正常面

对现实和未来。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ＯｃｔａｖｉｏＰａｚ）在作品《没有出路》中写到“河
流唱着歌流进沉睡的平原／湿润自由这个词的词根”（转引自王军 ６７）。这里河
流指自然界存在的流动，直到对立事物的和解。对于诗人来说，河流的首要价值

主要取决于所有流动的事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为流动是生命的最高符号之

一，同时也是永恒的一种形式。这样，河流就主要指所有流动中的、有活力的可

贵本质。具体的说河流可以指代意识的流动和精神的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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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溪水就让人想起了人的童年时代，充满梦想、希望与不确定性，沉淀出

许多纯态的美丽故事；而河流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象一个如日中天的中年人，

蕴藏着欲望、惆怅、矛盾与危机；但海洋则象一个伟人，象征着人类永远的家园，

就象一个长者，人生一切都对他来讲赋予了确定性，海洋让人想到了成就的辉

煌、尊敬与敬佩。美国河流文学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格局。马克 ·吐温在《密西

西比河上》中对这一雄浑的“民族之躯”流露出了神秘的感情“伟大的密西西比

河，雄浑庄严、秀丽无匹的密西西比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碧波，涌着一英里宽的

大潮奔腾向前……极目望去，使人如临旷古如斯的大海，充满宁静、庄美”（３２）。
河流将小溪的无序变为有序与规则，河流增强了溪水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河流

化作了所有热爱自由、追求真善美的人们心中不朽的神，从大自然化成了意象，

一个凝聚着无限丰富的民族生活内涵的意象，美国河流文学体现了河流审美与

文化价值的可持续性，在美国文学中的许多作家的河流作品中受到的礼赞不是

偶然的。这标志着美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美国民族文学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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