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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的 30 年代文学批评兴起于欧美。作为一种

文学批评方式，[1] 它是对文学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进

行精细地阅读，在此基础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一定的评

价，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方式是多元的，如作者的写作

手法（讽刺、反讽以及夸张等），同时还包括作者的写

作语调等，都可以作为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对象。

本文主要通过对《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这一小说进

行阐述分析，客观评价其文学价值。

一、评论家眼中的《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
《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具代表

性的一部文学作品，马克·吐温是美国的文学作家，其

在文学写作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手法，他的

文学作品以幽默、反讽居多。[2]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

能够通过其独特的视角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嘴

脸。《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这部经典长篇小说的主

人公为一个白人孩子，名字是哈克。哈克的父亲具有暴

力倾向，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很多痛苦，同时哈克对于道

格拉斯寡妇家的文化也有较强的抵触情绪。终于有一天，

哈克从家里逃了出来，逃到了一个叫杰克逊的荒岛上。

在这个荒岛上，哈克还遇见了一个伙伴叫吉姆。吉姆是

一个黑人孩子，他一直在主人家做奴仆，后来两个人相

遇在荒岛上。他们在一起逃亡的过程中遇见了很多人和

有趣的事情，两个人在荒岛上生存、相依为命。虽然哈

克和吉姆逃离了原来的生活，但是两个人并没有获得想

象中的自由。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哈克和吉姆还遇见了两

个骗子，他们试图伤害吉姆，将他卖掉，最后哈克在朋

友的帮助下解救了吉姆。并且吉姆在被解救之后得知，

她的女主人已经去世，并且在遗嘱当中宣布吉姆可以获

得自由了。

《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其在全世界的文学领域引起了轰动，获得了一致好评。

但是，《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这部长篇小说也曾有

过较多的批评。更多的批评是认为马克·吐温在这篇小

说当中的嘲笑色彩，其中主要表现在对美国宗教和美国

的社会道德两方面。[3] 在美国的文学领域当中比较著名

的小说为《王子与贫儿》和《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4]

众多读者对这两部小说的阅读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有很

多搞研究学术的人阅读《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之后，

都对这部作品感到较大的失望，觉得马克·吐温在文学

作品中嘲讽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有的读者认为《哈

克贝利·弗恩历险记》是对美国民主性的挑战。即使是

目前而言，美国读者对于《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的

批评仍然在持续，认为这部小说更像一本没有文学技术

含量的普通读物，不具有相应的现实意义。但是美国一

些文学作家却对《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予以了高度

评价与认可，评价马克·吐温的这部文学作品是美国最

具特色的小说之一。

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不同阶段的文学
批评

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问世，美国的康科德

图书馆对于此书进行了评价，认为此书语言低俗，并且

嘲讽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在美国众多书店被抵制。[5]

二战结束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逐渐走入

美国批评家的视野，开始重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的作品内容。同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被评为

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文学批评家们对其进行

的解读多为美国自由平等的故事。随着美国经济不断发

展，美国社会不断进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

品中所呈现出的种族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被越来越多

的美国批评家所重视。美国很大一部分批评家认为，《哈

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结尾是黑奴吉姆获得了自由，

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意识欺骗性现象；还有部分批评家

认为即使黑奴吉姆是一个自由身，但是依旧不能摆脱变

为哈克以及汤姆的命运，这种现象是美国社会体制所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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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吐温是《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这篇小说的作者，其擅长于幽默式的写作。马克·吐温

主要运用幽默夸张的写作手法来进行故事情节的描写以及主人公个人性格与心理状态的刻画，让读者透过其幽默

看到现实生活的本质。《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一部经典、著名的小说，但是对于这部小说的

评价却有多种视角。本文主要通过解读《哈克贝利·弗恩历险记》这一小说，以此探讨分析美国文学批评与国家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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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的意图则是想以表面具有种族歧视色彩

的描绘来对美国种族歧视现象实行批判。[6] 虽然每个时

期的文学批评家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都有自己

独特的看法，并且每位文学批评家的看法都存在较大的

差异性。但在众多的看法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为美国

所有的文学批评家在进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

品评价的过程中都将作品的思想与民族因素以及宗教因

素等方面相互融合评价。

三、美国文学批评与国家的关系
美国历史进程较短，并且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遭

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 20 世纪前并未存在一个

具备影响力的美国本土文学理论或者批评。例如布朗、

爱默生，同时还包括豪威尔等著名作家以及美国著名诗

人都同一被称作美国文学评论家。[7] 这些美国文学评论

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仅仅是考虑国家文学的想法，

这在文学创作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美国的实际发展情况

以及基本国情。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对爱默生对诗歌的

见解进行了评论，同时对自己的见解予以维护。对于《创

作原理》，在此基础上还有《诗的原则》中充分表述了

自身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观点，他认为美以及真不应一同

来看待，爱默生认为真和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美国著

名作家当中除了爱默生以外，亨利·詹姆斯同样也对美

国形式主义批评作了一定的贡献。在马克·吐温和威廉·豪

威尔等人观点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其主流观点则说明，

只有对世界进行关注，同时可以进行世态社情和事态矛

盾的作家，才能够被称之为好作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

展机会，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落幕，经济萧条情

况开始出现，美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并且

在这一时期之内，美国的经济批评流派开始出现，并且

在美国文学领域的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于 20

年之后，美国的经济批评流派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较

好的复苏，国家科技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都受到战争较大

的影响，美国人民开始逐渐的重视社会问题以及美国的

经济体制等等。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的十年之后，

美国的新批评流派逐渐从历史舞台退出，开始走下坡路，

不被美国人所认可推崇。在此基础上，美国的神话批评

流派开始成熟起来，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即为美国的存在

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还有比较重要

的结构主义思想等等，这些众多思想在美国文学领域的

发展和批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如

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美国文学批评进行研究分析，可

以发现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同的表现意义，在此基

础上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其可以更加明确美国的各个批

评流派之间的差异性与界限性。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即为形式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在进行文学作品批评的过

程中更加注重的是文学语言以及文学本体等方面，并且

这一学派由不同的分支学派组成，主要有结构主义学派、

芝加哥学派，在此基础上还有新批评以及阐述学批评，

同时还包括比较重要的现象学派批评等等。与形式主义

学派相互对立的即为文化运动，其更加关注的是社会的

动向以及国家政治的动向等等。文化运动也由不同的分

支学派所组成，其中比较重要的即为新马克思主义批评，

黑人美学运动以及读者反应论，在此基础上还有纽约知

识分子学派和女权主义批评等等。美国的形式主义学派

与文化运动两者在文本的理解看法当中的意见是不相同

的，存在较大差异，两者是相互对立存在的，但是两者

都对美国的文学批评起到一定的促进与指导性作用。

四、结语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著名的

文学作品之一，但是对于这部文学作品的评价却褒贬不

一，一部分读者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予以了高

度的评价，然而另一部分读者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却表示极度失望。本文主要对评论家眼里的《哈克贝利·费

恩历险记》进行深入阐述，并且探讨了《哈克贝利·费

恩历险记》不同阶段的文学批评，就此深刻全面的分析

了美国文学批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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