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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马斯·卡莱尔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都影响甚巨，引起了种种思考和争议。相对

于西方的研究现状。国内对卡莱尔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对他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托马斯·卡莱尔；研究；综述

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托马斯-卡

莱尔一生涉猎颇丰，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方面都有着令

人瞩目的成就。在西方社会，托马斯·卡莱尔始终是个饱受争

议的人物，但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因此而受到置

疑，他复杂的思想体系为后世的追随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无尽的

资源。西方学界对卡莱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记、评论集和研

究著作三个方面。

在传记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J·A·Fmude写作的四卷本

传记，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记述了卡莱尔一生的前后两个阶

段。身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卡莱尔最亲近的学

生，Fmude在卡莱尔研究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的传

记是研究卡莱尔的必不可缺的资料。另外，有关卡莱尔的单卷

本传记可谓汗牛充栋。mcIlard Ga帅呲的《托马斯·卡莱尔的生

平》是一部成书较早的传记，其中包括一个批评章节，总结了

卡莱尔的哲学思想与成就。认为他“将会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而受到后世的敬仰，而不是以他作为文学艺术家的地位”。

J山l Nichol的卡莱尔传记是John M0rley所编《英国文学家》丛书

中的一本。以卡莱尔的文学生涯为记述角度和线索。

G．K．che眦non的传记篇幅短小，且带有较浓厚的批评色彩，肯

定了卡莱尔的非理性思想，同时对他一以贯之的讽刺笔调提出

了批评。A·L·勒·凯内的《卡莱尔》从预言家的身份定位出

发，追述了卡莱尔的生平与成就，观点独具一格，影响很大。

至于评论集，则以J·P·Seigel编纂的《托马斯·卡莱尔：

批评的遗产》(1'}lor啪cadyle：1'he c矾cal Heritage)最为权威和

完整，几乎涵盖了对卡莱尔1834—188l之间全部著作的评论文

章。美国Gale Research co．出版的文学评论丛书《十九世纪文学

评论》收录了1800—1899年间逝世的作家，其中包括卡莱尔的

专卷，收录了上迄19世纪上半叶下至20世纪下半叶部分西方学

者对卡莱尔的评论文章，评论对象宅要是卡莱尔中后期的作

品，该卷书对了解卡莱尔在不同时代的影响和接受有着很大的

助益。但是，这两部评论集对卡莱尔的早期作品显然不够重

视。

关于卡莱尔的评论著作或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或见于一些

著作的章节中。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作为文学家的成就得到

了充分的重视，wilh姗Savage Johnson的《托马斯·卡莱尔：对

一个文学见习者的研究》截取了卡莱尔1814_183I的生活片

段，专门论述了他早期文学思想的积淀过程，并以《拼凑的裁

缝》作为他成功踏上文学生涯成熟期的标志。F·w·Roe的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托马斯·卡莱尔》是研究卡莱尔文学思想

的一本专著，分别从横向和纵向考察了卡莱尔与其时文学环境

的关系和他文学思想的形成转变过程，较为全面。chad镐

Frederick Harrold的《卡莱尔与德国思想》是一部关于卡莱尔如

何接受德国文学和哲学影响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具有极大的参

考价值。雷纳·韦勒克也在其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卷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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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专章阐述了卡莱尔的文学批评观。总的来说，他对后者是

持批评态度的，作为推崇文本独立价值的新批评学派的代表人

物，对卡莱尔“以德取人”、以人论文的批评原则表示不满，

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他同时充分肯定了卡莱尔在批评史上

的价值， “作为文学批评家，德国文学解说者，历史主义及超

验主义的阐发者，卡莱尔却具有重要意义”。A·Ab‰
u【eler的《清教气质与先验信仰：卡莱尔的文学观》集中论述卡

莱尔文学观的形成过程，剖析了这一过程中两种思想体系之间

的矛盾与融合。

另外一些研究立足于卡莱尔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成就上。雷

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将卡莱尔置于十九世纪的思想

大框架中进行考察，指出了他作为文化批判者的意义，这一研

究视角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影响。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

历史学家》中阐述了卡莱尔历史学思想的变化轨迹，并批判了

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偏执看法。

由于卡莱尔后期的英雄崇拜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法西斯主

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后世对他的态度总是充满r矛盾，西方学

界对他的研究也曾处于时冷时热的状态。但时至今日，在人们

对二战的反思日趋深入之际，重新全面地评价这位十九世纪的

思想巨人，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举动。

相对于国外学界的研究情况，国内的卡莱尔研究则薄弱不

少，较为全面、深入、客观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尚无一本研究

专著，作品翻译也十分缺乏。这些研究成果突出反映了国内学

界对卡莱尔历史思想的研究态度的转变。

卡莱尔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尽管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纯

粹的、专门性的历史学家，他的《法国大革命》《英雄和英雄

崇拜》《克伦威尔传》《腓特烈大帝传》等。都是西方史学史

上的重要作品。然而长期以来，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对

卡莱尔历史思想的研究陷入了停滞和“一边倒”的局面，人们

往往把他的英雄史观作为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主义

历史思想加以一味的批判。这种局面直到近二十多年来才得到

改观，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重评”之作，包括张广智教授的

《重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和山东大学宋新影的硕士

论文《重评托马斯·卡莱尔的历史思想》，后者以《英雄和英

雄崇拜》为界，将卡莱尔的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肯定

了它的社会和历史价值，也提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却已经脱离

了关于“唯心”“唯物”的争辩，而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批

评，并指出其历史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联。陈文海的

《激扬华章下的恒流与变异——关于卡莱尔及其历史观念》对

卡莱尔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考察，他从历史本体论角度出发，认

为卡莱尔笔下的“英雄”并不是历史的“原动力”，而只是

“‘原动力’支配下的‘传动者’”，呈现出“上帝——英

雄——群众”的逻辑关系，因而驳斥了那种将其英雄史观简单

地视为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人治”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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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神圣的爱”改变了一个人一

生的命运走向，冉阿让是在仁慈的米里哀主教感化下才由盗贼

成为善良的圣徒，怙恶不悛的沙威警探则被冉阿让施善他人的

德行感化最终畏罪跳河。雨果通过这种“神圣的爱”告诫世

人。当法律本身不符合“绝对的人道主义”之时，法律带给人

的就只是强制，而爱与宽容却能够避开法律式的镇压，获得重

生。同样，贯穿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创作中“忏悔贵族”形象

的塑造和“忏悔与宽恕”主题的表达均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长篇小说《复活》中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和农奴少女玛丝洛娃

在托尔斯泰所限定的拯救人类的宗教道德这一药方中完成了

“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诱惑一堕落～救赎)，小说中大量

幻想式的宗教说教超越了作家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则一再宣扬这位革命

战斗主义艺术家“宗教忍耐”和“受苦赎罪”的基督教教义。

故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作家要把人文精神揉

入基督教义中，就如同大文豪巴尔扎克所言， “基督教，⋯⋯

既然是压制人类恶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因此它也是稳定社会秩

序的最大的因素。”

三、独具风格的教会节日，活动等．成为文学传唱最有效

的方式

回望西方文学史，中世纪是一个神学统治的时代，世界三

大宗教在此形成并广泛传播，教会文化以其强大的实力主导文

坛，宗教的权威规范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历史的变迁。12世

纪基督教规定了宗教的七种仪式：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圣

餐礼、终敷礼、婚礼、授职礼。由此可见，人的一生一切重大

事件几乎均被基督教会的宗教仪式所囊括，人们进行文学创作

势必彰硅教会文化。独具风格的教会节日、活动，比如祈祷、

弥撒、法场等崇拜礼仪活动。则直接成为当时文学传唱最广

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仲夏节是为纪念施洗者约翰，冬

至日则纪念圣女露两亚，万圣节则纪念所有死去的圣徒，圣诞

节是为纪念耶稣诞生，情人节为纪念圣瓦伦丁神父，一到这些

宗教日，盛大的庆祝活动势必让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情愫得到最

大程度地自由传唱。也激发了作家对教会题材的青睐。

丰子恺先生在追忆弘一法师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 “艺术

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艺术精神，正是宗教的。”作为人

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与宗教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展

示世界。但两者同属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范围，就本质而占，

均是追求精神上的适意和满足，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与归宿。

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文学巨著《西游记》中一句诗——神魔皆

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再反观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笔

者认为，无论是从《圣经》故事对西方神话、传说、史诗的影

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基督教教义对文学作品中“人性”的

渗透，又或者基督教中那些独具风格的教会节日、活动等对文

学传唱方式的促进上看，西方文学与基督教的“联姻”是一种

必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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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尔历史思想的基本观念，这是一种反社会发展的观念，因而

反对那些“重评”之作热情地把他当成社会发展之“先知”的

做法。

卡莱尔因其英雄吏观而常常被狭隘地抨击为复古反动的代

表，这样的看法显然过于片面武断，没有注意到、或是刻意忽

略r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环境，所幸的是这一观点已被逐

渐修正。殷企平教授结合整个十九世纪的社会状况和思想运

动，写了一系列研究文章。例如《卡莱尔“英雄”观的积极意

义》《卡莱尔主义，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奥尔顿·

洛克>中的麦凯之死说起》《走向平衡——卡莱尔文化观探

幽》等；在他的《推敲“进步”话语》一书中，卡莱尔则成r

他的代言人，成了一个“进步”话语的推敲者。这些研究与雷

蒙德·威廉斯是一脉相承的。何艾莉在《托马斯·卡莱尔对

“机械时代”的回应》中论述卡莱尔面对“机械时代”所追求

的平衡发展的道路，陶家俊在《卡莱尔和阿诺德：自由一人文

主义文化批判》一文中将卡莱尔与稍后的马修·阿诺德并举，

论述了两人对英国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属于这一类研究。在这

些研究中。卡莱尔化身为十九世纪的文化批判者，作为那个充

斥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机械主义、工业主义主流的时代的

—个异类，他的思想无疑是一面值得令人反思的镜子。

还有一部分研究则着眼于卡莱尔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一

方面是卡莱尔对中国文化学者的影响，如赵雨的《辜鸿铭与托

马斯·卡莱尔》。段怀清的《梅光迪对卡莱尔思想的解读阐

释》；另一方面是卡莱尔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接受和吸收，

如葛桂录教授的《托乌斯·卡莱尔与中国文化》。

卡莱尔也是英国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之一。然而国内

关于卡莱尔文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只能散见于

一些大型著作的片言只语中。这一研究领域在国内的贫瘠状

况，一方面是由于第一手研究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对卡莱尔历史思想和社会思想的研究局面亟待扭转，从而不免

忽略了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因此，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

间值得填补。

当然，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既不能脱离他的整体思想脉

络，也不能局限于诸如英雄史观、神秘主义、文化批判之类的

教条框架，因为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卡莱尔面对文学的态

度同样充满矛盾，韦勒克将其生动地形容为“处于学术史十字

路口的赫托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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