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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近年来，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俨然成为外国文学界的一门显学，西方文

学经济学批评历经从传统政治经济批评、新经济批评到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的理论演

变轨迹，其中对文学中的西方经济思想的批评意识不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却能为构

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提供指南。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

由英国文学、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等术语构成，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英国

文学是前提与本体，国家想象暗含意识形态动机，那经济思想便是媒介与中心话语。新

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有助于解读英国文学如何通过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

济焦虑、国家想象与帝国意识。英国文学历经从重商主义、自由市场、动态均衡、功

利主义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等经济思想发展脉络，表达了从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

构建、启蒙主义时期自由贸易帝国想象、浪漫主义时期理想国家建构、维多利亚时期

社会改革理想到现代主义时期金融帝国构想等不同类型的国家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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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English Literature Under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Discours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literature and econom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foreign literary academia. Western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has ex-
perienced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new economic 
criticism, to new historicist economic criticism, among which the critique awareness of West-
ern economic thoughts in literature has not been sufficient, and Marxism of China’s New Era 
provides a guide for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ism discourse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English lit-
erature is composed of terms including English literature, economic thought, and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and these three elemen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forming a dialectical unity. 
If English literature is the premise and essence,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implies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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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es and purposes, then economic thought is the medium and centr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new literary economic critical theory, we can reveal how English literature reproduces 
economic thoughts through economic narratives, expressing economic anxiety,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and imperial consciousness. English literature expresse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mercantilism, free market, dynamic equilibrium, utilitarianism, to 
state intervention and laissez-faire, and illustrates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imagination of free trade em-
pire in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 construction of ideal stat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envision-
ing of social reform in the Victorian era, and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empire in the modernis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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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研究兴起，文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国家“一带

一路”的倡议下，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研究显现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22&ZD289）的立项，实现了“文学

经济学作为批评范式的可能性”（龚举善 20），展现了外国文学界构建中国特色文学

经济学批评话语的尝试与努力。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与

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两个议题，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为研究英国文学的

经济思想史提供理论基础，英国文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为研究英国文学的经

济思想史准备提纲思路。两议题之间呈现一种批评理论方法与批评实践纲要的关系，共

同构成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方略。

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历经了传统政治经济批评、新经济批评到新历史主义

经济批评的发展轨迹，分别依赖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符号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对文学

的经济叙事进行理论思考，使用经济决定论、语言金融符号类比与历史整体观对文学

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理论阐释。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批评意

识，但遗憾的是，它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批评不足（谢伏瞻 16）。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坚

持中国立场，拷问西方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内涵，反思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本身，揭

露其中蕴含的西方话语霸权，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提供了指

南。据此，笔者构建由英国文学、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等构成的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

研究基本范式，三个术语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英国文学是前提基础，国家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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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含意识形态动机，那经济思想便是手段与中心话语。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方法有助

于研究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揭示经济学话语进入文学时，英国文学家如何通过经济

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国家想象与帝国意识。英国文学经历从重商主义、

自由市场、动态均衡、功利主义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等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史，表

达从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构建、启蒙主义时期自由贸易帝国想象、浪漫主义时期理

想国家建构、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改革理想到现代主义时期昔日金融帝国构想等不同类

型的国家想象。

一、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与构建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的尝试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5）中最早讨论了莎士比亚、笛福等作家笔下人物对金钱、

资本与剩余价值的追逐，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经济剥削与阶级压迫，开创了文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批评传统。《1844 年经济哲学手

稿》中，马克思解读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威尼斯商人》等作品，谴责交换价值、

金钱对人性、劳动与自然属性的异化，强调金钱把本质变成表象和把人变成物体之本

性（Marx 167-168）。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反理财学的“道德经济”思想，同时其

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发展了霍布斯、曼德维尔等 17、18 世纪经济

思想家的趋利乃为人性或市场直接表达人性的主张（Hawkes 40-41）。在 20世纪早期，与

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布莱希特赞扬莎士比亚，相信罗密欧、安东尼、哈姆雷特、布

鲁特斯、麦克白等人物代表资本主义新思想，莎士比亚预言了布莱希特提出的作为戏

剧手段的“间离效果”理论的出现。①然而，批评家似乎无意中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

的辩证法思想，部分显露机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倾向。例如，俄罗斯批评家斯

米尔诺夫以《科里奥兰纳斯》为例，强调应该把人物心理之间的对抗理解为不同社会

经济力量之间的对抗（Smirnov 1）；德拉尼把《李尔王》置于“历史形势”中，坚持

老国王里尔一派与里根、高纳里尔、埃德蒙等一派之间的善恶对峙，实际上是两种生

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峙 (Delaney 429)。
20 世纪中期以来，文学批评家日益关注经济学的符号、心理与社会意义。后现

代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注意到，经济因金钱循环、交换而使得贸易与金钱取得自足性

（Lukács 32）。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概念，相信统治阶层通过控制文化、意义符

号与意识形态掌握政权。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的相对自足性”，生产方式“在唯

物主义最后一个例子中”才决定上层建筑（Althusser 111）。此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

的经济被以服务业与交换为基础的依赖金融工具的后现代经济所取代，金融手段的本

体意义无异于语言符号。期货、期权、抵押等远离现实的交易构成后现代经济自足的

符号系统网络。当现代资本主义金钱被符号化时，语言与金融均被视为一种性质相似

的符号，意义生产与金钱交易类似，文学新经济批评理论应运而生。

新经济批评视金钱为符号隐喻，这更像形式主义批评，关注经济语域与语言语域

相似的形式模型（Adorno 57）。1978 年，马克·什尔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金融经济，认

为语言把商品、金钱转变成再现符号，文本与金融通过交换或指称系统生产意义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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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文学文本由“微小的修辞交换或隐喻构成，其中一些可以在所指称的经济内容上

得到分析，所有部分可以从经济形式的角度进行解析”（Shell 8）。1990 年，戈克斯

研究萦绕语言讨论的金钱隐喻，强调“经济交换模式与语言指称系统之间的对应”（Goux, 
Symbolic Economies: After Freud and Marx 96）。1994 年，他提出语言与金钱、文学与

政治经济学平行并置，语言学与金融学是同质而非相似的“同时工作”关系（Goux, 
The Coiners of Language 77）。1980 年，韩泽曼提醒读者注意“经济”一词的多重“化

合价”（比喻意义），指向对政治、家庭、商业、审美结构的管理，是指创造智力结

构的能力及想象性对其规范的能力，其他能指符号包括“劳动”“价格”“利润”“信

用”“成本”等，必然超越商业指向语言、哲学“化合价”，经济金融与文学语言互

为渗透（Heinzelman ix）。1995 年，亨德森指出文学与经济学的相互跨界，“经济学

既关注经济论断，又关注经济论断的文学再现方式”（Henderson 2）。2003 年，在伍

德布里奇编著的《金钱与莎士比亚时代：新经济批评中的论文》中，评论家们实践新

经济批评，分析经济与数量语言对文学、商业与社会的渗透，使用抽象的经济学知识

解读文学及其比喻修辞（Woodbridge 10-11）。

20 世纪后期，随着解构主义兴起，理论家融合新经济批评，提出新历史主义经济

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历史整体性与对立面相互渗透、相

互决定。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克服机械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强调文化、宗教、

文学、艺术、科学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雷蒙·威廉斯、乔纳森·多利莫尔、约翰·德

拉卡基斯到葛兰西、伊格尔顿，这些文化批评家倡导文化物质主义，坚持文化反映政

治经济制度，且独立于和作用于经济政治制度。正如马歇雷所言，文学批评家的任务

是揭示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产生、结构与衰落，探究生产它们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社会历

史矛盾（Macherey 3-4）。不同于“粗俗”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变化的根源，新

历史主义经济批评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一道坚持黑格尔历史整体观。因此，新历史主

义经济批评在对待意识形态问题上显现两种态势：一种强调文学文本对资本主义文化

霸权与经济制度的颠覆，展示主流意识形态的瓦解过程，由多利莫尔、德拉卡基斯所

代表；另一种相信文学文本被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经济制度所收编，展现主流意识形

态如何被巩固强化，代表人为格林布拉特与乔纳森·高柏（Hawkes 65-66）。

运用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理论，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呈现三种趋势。首先，依

赖文化物质主义解析作家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批判。伯纳德在原始积累、南海泡沫、

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语境中研究英国文学，描述作家从 18 世纪的抗议到 20 世纪的

绝望态度（Pollard 1-2）。科普里研究 18 世纪英国文学，认为古典主义文学呈现从公

民人文主义向新市场经济学转变的态势（Copley 13）。其次，依靠修辞学理论讨论文

学范式与经济话语的互动。豪斯顿相信维多利亚时期金融资本形成与银行危机的经济

是一种哥特式经济，经济学话语使用幽灵描写银行惶恐（Houston 1-2）。米克莱特在

金融资本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发展的背景中研究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坚信印象主义创

作实验反映了通过投机买卖获得无限回报的投资与金融经济的市场幻想（Mickalites 
1-2）。第三，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研究文学如何参与经济思想论争。布莱克把部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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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时期作家看成是当时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支持者，相信狄更斯与其他改革家、

自由贸易者、辉格党人一道，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Blake 6-7）。迪克围

绕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即以黄金为本位币）事件，在1790—1830年经济论争中，研

究浪漫主义诗人如何参与金钱与价值标准对话（Dick 111）。

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表现出人文主义批评意识，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则关注

文学中的经济压迫，拷问西方经济思想及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内涵。从传

统政治经济批评、新经济批评到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对英

国文学中的经济剥削、意识形态、金融资本、文化霸权等展开批评，体现了西方理论

家自柏拉图以来的真理正义观与基督教伦理立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西方

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隐含着以西方哲学、宗教、文明与科学为内核的西方中心主义意

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纲要》198）。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情，继承发展马克思

主义传统政治经济批评路径，不仅对资本主义制度与剥削本质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

揭露了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的阶级属性。

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是在立足西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发展起来的批评理

论。谢伏瞻指出，尽管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相信市场经济才是适合人类社会的经济

形态，但是，“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可兼

容的，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哈耶克等人，直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

种观念的维护者，在他们看来，没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形成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

号和充分的激励机制”（16）。新经济批评重视金钱符号化隐喻，运用符号学理论阐

释货币、金钱、商品的交换与增值，只关注股票、金钱、债券等符号货币的游戏，丝

毫没有触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尽管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

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立场，部分学者甚至会采取一些“行动主义”的激进立场，但

它仍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理论，仅满足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与西

式的自由民主，满足于在既定资本主义社会中为那些在经济政治上处于弱势的阶级、

族裔、性别、残障人群等人群发声。或者说，新历史主义经济批评理论也至多只是通

过文学的经济叙事表达社会改革或“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途径。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揭露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蕴含的西方话语霸权。面对西方

话语霸权，我们“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

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199）。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及文

化形态，“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法、

方案”，要让世界知道“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478—489，479—484）。且不说“拿西方的理论、学术、知识、观点、原理、

概念、范畴、标准、话语来解读中国的实践”会造成“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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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样画葫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内含了西方话语霸权（谢

伏瞻 16）。

我们基于中国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对西方文学经济学批评理论采用批判

性接受之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致力打造一种以民族性、兼容性与发展性为

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龚举善

构建中国文学的经济学批评范式时强调，“经济话语规模化进入当代文学批评场域”

首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20—21）。西方文学经济学批

评理论流露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其中的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西

方普世主义思维显现出来。据此，我们以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为契机，以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实践、中国理论”，“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

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486），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适用于中外文学研究的新型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

二、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建构

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需重视文学中的国家想象，注重基于中国立场辨析英国

文学的经济叙事中隐藏的不列颠帝国意识。20 世纪后期以来，研究文学中的边缘人群、

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经济话语等成为学界的前沿热点与趋势，批评家试图解析作家

如何通过文学文本再现社会现实，以表达政治身份焦虑、民族国家认同或帝国批评意

识。英国文学更能较好揭示这一趋势，因为世界近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史，几乎与

英国国家形成与帝国建构的历史完全同步。理论家们从不同视角阐述了文化与贸易帝

国构建理论。历史学家琳达·柯莉指出，英国早期身份由新教、强大海军捍卫的岛国、

管控海外殖民地的不列颠疆域、以法国为直接敌人等四大特征所建构（Colley 5-6）。安

德森认为，民族身份由从高层政治到流行文化的各层级所形成和重构，途径为印刷、

文学、地图和博物馆等（Anderson 39-40）。克尔施泰因解读 17 世纪重商主义思想与

英国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Finkelstein 4），塞贝克与邓阐明贸易行为与文化生产之间

的相互影响与塑造，发现英国新民族国家在卷入全球贸易中产生，商业贸易随之被认

同为国家利益（Sebek and Deng 5-6）。格林布拉特提出颠覆与收编理论，坚信早期现

代英国的规训策略使海内外颠覆性力量具有巩固王权与殖民帝国之功能（Greenblatt 
2），而萨义德则揭示了帝国主义文化特别是 18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压制性特征（Said 
3-4）。

不同阶段的经济思想推动着英国从民族国家走向大不列颠帝国，从不列颠联合王

国到大不列颠世界帝国的转型。阿米蒂奇把英国史分为不列颠联合王国史、大不列颠

帝国史两个发展阶段：前者意指由 16、17 世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等联合王国构

成的宗主国不列颠“国内”史；后者意味着 18—20 世纪由北美、加勒比及南亚等“疆

域外”地区与本土共同构成的各地相对自足的大不列颠帝国史。阿米蒂奇继续把大不

列颠帝国分为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前者很大程度上是一个 18 世纪大西洋帝国，一个

由船只而非军队捍卫的帝国，由宗主国移民所带来的不列颠王国价值标准所生产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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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9、20 世纪的第二帝国可谓是一个军事帝国，建立在军事征服、种族压迫、阶级

剥削与疆域扩张的基础上（Armitage 3）。如果第一帝国是以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结

构为模型的综合帝国，那第二帝国便是以多权力中心的古罗马帝国结构为模型的合成

帝国（22-23）。诞生于不列颠联合王国与大不列颠帝国的更迭中，英国文学必然借助

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与帝国意识。

由此，英国文学、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等术语构成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

范式。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如果英国文学是本体，国家想象暗含意识形态动机，那

经济思想便是中心话语。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旨在研究英国文学中的经济现象，探

讨文学家如何以审美方式从经济角度审视英国社会发展史；揭示经济学话语进入文学

时，文学家如何借助文学的经济叙事再现经济思想，表达经济焦虑、国家想象与帝国

意识；解析不同时期英国文学主流经济思想发展史，英国文学经历的从重商主义、自

由市场、动态均衡、功利主义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等经济思想的萌芽、生长、拓展、

成熟与裂变过程。英国文学成长于英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不同时期英国文学再现

了不同经济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一幅经济思想发展图谱。批评家在历史语境中运用文

学经济学批评理论揭开了英国文学主流经济思想发展轨迹，但却未系统研究英国文学

经济思想发展逻辑，也没充分讨论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经济思想和民族意识、贸易帝国、

国家想象及认同焦虑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再现了重商主义经济思想。新航路开辟时期英国资本主义

兴起，在英国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语境下，英国面临来自西班牙、法国、

意大利、荷兰等天主教势力或新教国家的经济竞争压力，英国社会信仰重金主义，君王、

议员、商人、宗教人士等提出政府直接垄断或管制对外贸易、限制金银出口以实现贸

易顺差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早期现代作家通过书写重商主义构想贸易帝国。如哈里

斯后，使用托马斯·斯塔基、托马斯·斯密、托马斯·孟等早期经济思想家的贸易顺差、

重金主义及反消费主义的国家干预海外贸易的重商主义理论，解读莎士比亚、托马斯·米

德尔顿等人的戏剧，强调政治身体正如自然身体，贸易平衡带来国家健康，但过量的

外来商品正如外来病原体，可引发王国身体疾病（Harris 26-27）。哈里斯探讨早期现

代文学中的货币、商品、汇率与国际贸易对国家的多重影响，却未讨论该时期重商主

义理论与英国国家形成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没有充分讨论作品中的贸易书写和英伦诸岛

向大不列颠帝国转型时期作家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启蒙主义时期文学展现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

君主立宪政体，英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18 世纪六十年代的产业革命让英国完成了从

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工商阶层与知识分子掀起一场打破封建桎梏与建立

理性社会的启蒙运动。制度与科技上的绝对优势使英格兰在全球贸易中率先实行自由

市场经济体制，英国启蒙文学家回应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话语，构建市场经济国家与

全球商业帝国。科普利借助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启蒙主义时期作家从为公民人文

主义辩护向逐渐接受新经济话语的过程，揭示作家对自由经济讽刺或赞成，或既支持

又攻击的矛盾立场。他使用亚当·斯密、曼德维尔等经济学家的自由竞争、利己即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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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消费刺激劳动、国家利用人性中的“自爱”发展经济等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理斯蒂尔、艾迪森等作家的散文与小说，探析部分作家如何为公民人文主义的道德经

济话语正身，以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Copley 5-6），阐释另一部分作家如何呼应

古典经济学把人性“邪恶”作为市场机制，赞成市场有助于刺激勤奋劳动与增加国家

财富的自由经济思想（7-8）。科普利探讨启蒙主义时期文学家对利己、自爱、奢侈消费、

劳动分工等自由市场机制要素的不同态度，却未论证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话语与市场

经济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也未论述文学如何利用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构建自

由商业帝国。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表达了动态均衡经济思想。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美洲 13
个殖民地独立，工业革命使英国社会矛盾尖锐，佩恩的《人权》鼓励产业工人、底层

人民起来斗争，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运动倡导回归自然或通过革命建立没有剥削与压迫

的社会。英国政府制造 1819 年“彼得卢屠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边际主义主观价

值论强调经济平等或动态均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微观经济学互动，构想自由和谐

的社会与主权平等的国家关系。迪克在 1790—1830 年英国经济辩论语境中，分析浪漫

主义时期文学如何回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的经济思想，表达对政府货币（纸

币）政策的不同立场。柯勒律治赞成纸币金钱与金本位制，相信自由经济因使商品交换、

信息交换更快而更有益于国家，但认为自由经济也是标准经济。诗人柯勒律治坚信，金

本位制是一种理想的、内在的、先知的标准，他强调供与求、信用与债务、自由与责

任之间的媒介作用（Dick 75）。查尔斯·兰姆、威廉·哈兹里特不赞同金本位制与纸

币政策，相信捍卫纸币就是反对民主政治，反对柯勒律治为托利党政府的货币政策辩

护（84）。德·昆西则否认金本位制与劳动标准，信任政府的纸币政策，不相信纸币

过多导致价格下跌与黄金价格上涨，稳定的纸币与国债循环可维护银行正常运转，呼

应李嘉图捍卫自由贸易与证券批发的思想（102-103）。雪莱承认，尽管国债的金融体

系可能会崩塌，但政府仍然是最可靠的公共债权人，金钱具有诗学与激发真理的力量

（124）。遗憾的是，迪克尽管讨论了文学家如何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思考信用经济，却

未探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如何使用微观经济学的边际主义均衡论构想一种公正和谐的

理想国度。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呈现了功利主义经济思想。英国资产阶级已巩固统治，产

业工人数量剧增，1836 年出现规模巨大的工人“宪章运动”，19 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

以电发明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结合形成金融

资本，金融资本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强化海外殖民扩张，国会、经济学家、宗教团体

说服英国政府推出济贫法、移民海外法等功利主义措施。布莱克在劳资矛盾激化与金

融资本绝对统治的语境中，考察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功利主义经济思想。她辨析边沁、

马尔萨斯等的功利主义理论，坚持狄更斯、特罗洛普等小说家既是功利主义思想的批

评者，又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他们与当时激进人士、改革家、自由辉

格党人、自由贸易者一道，倡导“以最少的时间、经济成本让边沁监狱中的长官、守卫、

犯人等均获得最大自由”的基于功利主义原则的政治经济改革思想（Blake 14）。布莱



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下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陶久胜 67

克特别关注边沁理论的矛盾性，功利主义使英国对印度的纺织业贸易繁荣自由，却驱

使该贸易打上了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烙印（7）。她研究了英国批判现实文学中的功利

主义经济思想，但忽视了文学中的济贫法、人口论、移民海外法等其他功利主义思想

与经济政策，更未深入思考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如何借助激进经济学理论书写社会改革

与构建金融帝国。

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展示了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论争。20 世纪上半期

西方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与三次经济危机，英国工业生产与贸易额不及战前水平，主张

国家调节的凯恩斯主义兴起，工党政府实行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稳定就业却长期亏

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开始推行私有化运动，国家从直接干预转向

间接干预，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借助宏观经济学利率、投资刺激经济的理论想象昔

日商业帝国，但也使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逻辑表达对国家经济前途的焦虑。施莱弗尔

考察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研究资本主义公司结构与低中产阶级的

商品消费体验。他论述道，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了资本主义公司、高等

教育、法律医学行会的职业化与机构化的理论，反对穆勒、李嘉图等的新古典经济学

把抽象人性作为投资经济学的基础（Schleifer 3-4），索尔斯坦·凡勃仑也拒绝古典与

新古典经济学，提倡以并置并列而非因果逻辑或等级从属、“解释”而非“零和记载”

为新的理解与体验事件方法的机构经济学（55-56）。运用本雅明、德里达等的“星群”

隐喻，施莱弗尔聚焦乔伊斯、斯蒂文斯等作家，认为这些作家表达了一种后古典主义

经济学思想，让美学体验非数学化，作品有着音乐般的同质结构，文本引用犹如星群，创

建一种排列、布置，表达一种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性，显现出 20 世纪资本主义商品文

化特征，真理由公司机构与低中产人群的商品消费体验来定义（29-30）。施莱弗尔深

度剖析了现代主义作家作品如何再现后古典经济学对抽象人性的否定与对机构经济学

的“非理性”知识的接受，但未在 20 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语境中探究文学如何表达宏

观经济学思想，更未讨论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如何借用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干预理论构想

不列颠商业与金融帝国的崛起。

三、经济思想发展图谱对不同类型国家想象方式的呈现

英国文学展现出从道德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从微观经济

学向宏观经济学发展的经济思想图谱对不同类型国家想象方式的呈现。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国家为海外贸易与殖民的推进提供政治保障，重商主义话语

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旨在探讨早期现代

英国文学如何借助贸易话语，再现国家经济干预与表达新兴国家想象。早期现代文学

揭示东方贸易如何影响民族身份生产。英国黎凡特公司、东印度公司与奥斯曼帝国签

订商业协议，夺取欧洲国家在地中海、远东航线的贸易垄断权。琼森的《炼金术士》

邀请英国人认同伊斯兰帝国的梦幻模式，而马洛的《帖木儿大帝》《马耳他的犹太人》

等暗示，贸易空间是身份转变的阈限与杂糅空间（Vitkus 22）。《帖木儿大帝》凸显帖

木儿版图扩张细节，隐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东北航线海外贸易及商业扩张（陶久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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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还剩多少东方供我征服”》66）。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使用重商主义话语书写国家形

成与表达商业帝国想象。当时君主授予公司贸易特许权，调控关税、金银货币供应或

颁布航海法，确保贸易平衡与国家财力增长。莎士比亚戏剧描绘货币价值对国家力量

的影响。《麦克白》中，英王使用钱币治病，钱币治病能力源于金子使用价值、皇家

肖像与君王印章的融合（Deng 136）。《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海伦价值源于

自身、供求抑或王室主观判断（陶久胜，《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

181）。在1566年皇家交易所成立语境中，米德尔顿城市喜剧再现商业信用与国家监管，伯

顿、纳什、米德尔顿等的作品叙述奢侈品买卖，强调适度消费外来商品能增加国家财

政与维护政治身体健康（Baker 26），锡德尼、海伍德、弗莱彻的作品等呈现英西对峙

语境中的海盗形象转变（Jowitt 15-16），斯宾塞诗歌、洛克散文与莎士比亚戏剧书写

内外殖民，爱尔兰成为可解决英格兰内部矛盾的方案，殖民爱尔兰与美洲实为国内原

始积累的升级（Netzloff 1-2）。

随着英国成长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市场理念成为启蒙主义时期英国文学的主流

经济话语。启蒙主义时期的英国位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理性、自由

让英国完成了从道德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1688 年，“光荣革命”克服了都铎

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专制，议会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1815 年拿破仑战

败，“日不落帝国”轮廓开始初显。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经济

话语的勃兴已成定势。历经威廉·配第、马修·德克尔等的不断建构，时至亚当·斯

密《国富论》的出版，自由主义经济话语最终确立了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经济话语的

核心在于强调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利己之心增加个人财

富，但也相应增加了社会财富。曼德维尔、笛福、斯威夫特、蒲柏、约翰逊、菲尔丁、

斯摩莱特、埃奎亚诺等作家，在文本中再现经济话语转型带来的诸多变化，也以自我

对英国未来的描绘与想象对历史演变施加或明或暗的影响。启蒙主义时期英国文学家

使用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表达自由贸易帝国想象。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中提出，如

果人人追求私利、贪图享受甚至挥霍浪费，社会却变得繁荣，预言了 18 世纪古典经济

学自由经济的诞生，与《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古典经济学经典之间关联密切。在

1720年南海公司股票危机中，奥古斯都作家群与众人一道，先是期待一夜暴富的迷梦，后

却被噩梦惊醒，蒲柏、菲尔丁以及约翰逊博士等探讨秩序、节制和安宁如何反思放任

纵欲的自由市场，《格列佛游记》等揭露斯威夫特对于英国奉行的所谓自由贸易与海

外殖民事业的尖锐批评（Humphreys 94-95）。斯摩莱特《兰登传》和大卫·休谟、亚当·斯

密等苏格兰等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思想所宣扬的个体奋斗以求成功的价值观互动，斯

摩莱特《汉弗莱·克林克出征记》展现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构建不列颠商业帝国。埃

奎亚诺《生平自述》展示奴隶贩卖与奴隶制的解决，确认了自由市场话语的有效性。笛

福诠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如何服务海外殖民与商业帝国建构。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与社会矛盾激化，微观经济学动态均衡思想成为英国浪漫主

义时期文学的核心经济话语。1780—1830 年间，英国经济政策与经济学理论互动：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济贫法，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影响金本位制，他阐述收益递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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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与地租理论，提出边际原理并影响谷物法。边际效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均与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互动。文学家布莱克、拜伦、雪莱、德·昆西、哈丽雅特·马

蒂诺、奥斯丁等了解经济学家葛德文、李嘉图、杰文斯甚至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熟

悉政论家伯克、佩恩、科贝特等的政治经济问题小册子，借用动态均衡、主观价值、

剩余价值、劳动异化、社会主义等经济学概念，使用多种方式构想理想国家与国家关

系。作家撰写政论文章、小册子、书信等，参与当代经济话题的讨论；或运用反讽、

讽喻、象征等表达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讨论经济话题；或对经济学文献的阅读以及对

经济学问题的思考成为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与经济学话语共同参

与英国国家意识形成、国家形象塑造与殖民帝国建构。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社会注重稀

缺性、效用与供需均衡，利用剩余价值扩大生产与追求海外扩张，文学家使用微观经

济学动态均衡理念构建理想国度与国家关系。18 世纪末，为解决拿破仑战争造成的财

政赤字，英政府通过“银行限制法”停止银行券兑现黄金。李嘉图“金属派”与英格

兰银行“反金属派”辩论银行券（Dick 67-68）。议员科贝特《纸对黄金》支持“金属

派”，雪莱展示金本位制对国家信用体系的规范作用（Chandler 83-84）。柯勒律治相

信金本位制与纸币发行是贵族阶层实现“政府所欠上帝诺言”的方式，在《文学传记》

阐发有机系统与体现国家精神的象征经济（Dick 83-84,94），相信货币是物品通过有

机系统表达价值的渠道。布莱克探讨主观价值和异化现象，拜伦等塑造拜伦式英雄与

支持主观价值，济慈甚至想象公有制理想社会。德·昆西《三圣殿骑士对话录》阐述

劳动价值论与合作劳动，马蒂诺是当代经济思想与女性叙事文学的桥梁，奥斯丁表达

对乡村婚姻市场的动态均衡、主观价值理念以及从女性视角对经济问题的理解（Michie 
26-27）。

随着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知识阶层主张社会改革，功利主义

成为英国文学的主流经济话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改革者杰里米·边沁、约

翰·穆勒等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政府出版用于规范商业贸易行为的政府法律文书，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伦理学专著中蕴含功利主义思想，重新审视自由市场机制。边沁主

张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功利原则，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视为国家立法与制

定政策的基本标准，穆勒强调心灵快乐，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政

府推出新济贫法、移民海外政策等，试图缓解社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话语进入维多

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工业、商业）经济题材作品包括狄更斯、艾略特、盖斯凯尔、

哈代、萨克雷、吉卜林、康拉德的小说等，通过经济叙事与伦理书写表达功利主义思想，展

现经济伦理与帝国建构之间的关系。金融资本以资本输出方式强化海外殖民，新古典

经济学成为政府社会改良方案的理论基础，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借助功利主义表达

社会改革理想和金融帝国愿景。边沁将经济话语运用于惩罚理论，他提出“全景监狱”

改革计划。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却暴露了政府牺牲穷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虚伪性（Blake 
1）。马尔萨斯深信，人口增殖力无限大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力，受功利主义启发，政府

推出新济贫法与移民海外政策，理论家提出福利经济学。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质疑

马尔萨斯人口论，肯定国家功利主义对经济的贡献同时，谴责立法机构忽视底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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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Blake 63-64）。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中产阶

级通过投资、储蓄等放弃消费乐趣（Henry 142, 159）；盖斯凯尔的《露丝》传达让百

姓痛苦最小化的社会改革愿望。萨克雷的《名利场》等示意功利主义最少成本如何获

取最大幸福之思想。英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英

格兰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哈代的《还乡》中，乡村金融市场困境（Bigelow 77-78）
与主人公在银行危机中的精神困境呼应；《卡斯特桥市长》中，人们被迫接受新生产

方式与垄断资本的统治。吉卜林的《丛林之书》再现殖民实为资本积累升级与国家金

融资本的扩张；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反思金融资本与金融帝国的掠夺性。

伴随经济大萧条与国有企业亏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成

为英国现代主义时期文学的主导性经济思想。20 世纪上半叶，凯恩斯主义适时兴起，工

党政府实行国有化运动，国有企业实现稳定就业却饱受低效和亏损之苦。下半叶，保

守党政府推动私有化运动，自由放任的市场提升效率、推动增长却造成财富差距拉大。20
世纪英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在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间摇摆。现代主义时期文学对相关经

济思想政策的认同或质疑，借助宏观经济学话语想象昔日商业帝国，也使用新自由主

义市场化逻辑表达对国家前途的焦虑。萧伯纳戏剧与宣传作品、伍尔夫与劳伦斯小说，借

助国家干预理论，展现作家对昔日商业帝国的投想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考。叶

芝、艾略特诗作与奥威尔、莱辛小说等，挪用新自由主义思想，思考和忧虑战后资本

主义社会经济问题。如萧伯纳表达了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思想；威尔斯批判资本主

义的技术畸形膨胀和机器对人的异化。伍尔夫描绘非理性“经济人”欲望经济（Comyn 
135）；福斯特把《霍华德庄园》置于伦敦金融经济活动和英国乡村经济中。劳伦斯

展现 20 世纪初英国采煤业由盛至衰的端倪以及政府干预危机的措施，批判现代工业

文明，菲兹杰拉德演绎凯恩斯的“赤字支出”理论（Tratner, “A Man is His Bonds” 311-
312）。叶芝诗歌中的经济循环论和资本主义瓦解论呼应了熊彼特的“商业周期”和“资

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理念；艾略特诗歌再现金融资本如何预设经济大萧条；奥登诗

作亦有资本主义末世论的基调（Tratner, Deficits and Desires 121）。哈耶克和弗里德曼

对三十年代末高度集权的社会提出警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世界国的社会管

理模式深受福特流水线的影响；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统治方式是一种由

管理精英控制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七十年代，撒切尔主义倡导自由市场与产业私有

化，力图恢复昔日帝国辉煌，尽管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但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莱辛

小说反映失业、破产、流散如何引发身份危机；艾米斯的《金钱——绝命书》的以商业

广告为视角，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帝国复兴构想（Clune 2）。

英国文学与西方经济学原本属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学科，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学理性与可行性就在于英国文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跨学科对话。譬如，伍尔夫的《达

洛维夫人》受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影响，因

为他俩同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Comyn 150-151）。毋庸置疑，新型文学经济学批

评话语进一步夯实了其学理依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式由英国文学、经济思



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下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范式‖陶久胜 71

想与国家想象等术语构成，彰显它们之间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将作家的经济

思想与国家想象之间的关系作为问题核心。例如，艾迪森与斯蒂尔分别创作戏剧《卡托》

和《意识恋人》，再现 1720 年非理性投资的灾难性后果，试图为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

投资人理论正身，影射背后的金融帝国意识（Speck 11, 20）。显然，如果英国文学是

本体，那么经济思想与国家想象便是手段与目的、媒介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国家想象

正是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落脚点，因为它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对英国文学

中的经济思想的批评视角与唯物辩证立场。由此，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研究不仅可构

建中国特色的文学经济学批评话语，更可从经济学视角重构外国文学学科话语。

注解【Note】

①尽管使用阶级分析法讨论莎士比亚，但布莱希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ee Margot Heinemenn, “How 

Brecht Read Shakespeare,”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Dolli-

more and Alan Sinfield, Cornell UP, 1994, pp. 2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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