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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战争文学不仅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更

好地了解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生动的蓝本。胡亚敏教授的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战争小说如何呈现美

国民族神话与历次战争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该书运用文化研究、

神话与象征研究等方法，系统梳理美国民族神话与意识形态之间、美国民族

神话与战争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美国经典战争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既宏观论述了美国战争小说与美国民族神话、社会文化、时代精神之间的联

系和互动，也细致分析了具体作品的艺术特色、叙事手法、文化蕴藏；既有

助于对经典战争小说的深入理解，也有助于对美国政治文化和战争文化的认

识，更有助于深刻理解美国政府在当今世界的军事冲突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的历史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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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明起源开始，战争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它是

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美国是一个在

战火中诞生、发展起来的国家，经历了诸多战争：独立战争、内战、第一次

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历次战争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

影响。美国小说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描写战争，书写美国如何在战争中建立

并发展壮大，反映战争给美国人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些作品不仅成为美国

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之间的互动

提供了生动的蓝本。人们一直对美国战争非常关注，尤其是在“9·11”恐怖

袭击之后，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新形式的反恐战争，人们开始渴望更多

地通过美国战争小说去了解美国政府如何发动民众支持战争，了解美国战争

对世界和美国民众的巨大冲击。胡亚敏教授的《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

究》为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战争小说如何呈现美国民族神话与历次战争之间的

互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系统梳理美国民族神话与意识形态之

间、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文学、历史、政治与战争

结合起来，让我们得以通过战争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了解美国民族神话在美

国社会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对战争进程的巨大影响。该书运用文化研究、神

话与象征研究等方法，对美国经典战争小说进行了细致新颖的解读，既宏观

论述了美国战争小说与美国民族神话、社会文化、时代精神之间的联系和互

动，也细致分析了具体作品的艺术特色、叙事手法、文化蕴藏，既有助于对

美国政治文化和战争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对经典战争小说的深入理解。该

书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战争，以及民族神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揭示了美国战争小说蕴含的丰富文化象征与意蕴，让我们能够以史为镜，以

史喻今，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战争文化，深刻理解美国政府在当今世界的军事

冲突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历史文化基础。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文化

美国著名的边疆理论学着理查德·斯洛特金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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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人们理解其民族性格”（Slotkin 1）。《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

细致梳理了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民族神话：山巅之城神话，美

国亚当神话，美国边疆神话，天真神话等，并将这些民族神话置于美国历次

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对美国各时期的战争小说进行综合分析，详尽分析战

争小说如何表现美国民族神话对美国民众战争观的影响，梳理美国人战争态

度变化、发展和继承的根源及其蕴含的文化因素。“山巅之城”神话突出了

新教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强调美国人应高举火炬、

担任世界榜样的使命感。“边疆神话”强调了美国的拓荒史对美国民族性格

塑造的重要作用，尤其突出了美国文化对“勇气”和“英雄”的推崇，并衍

生出美国的英雄神话。“美国亚当”神话则赞扬美国人的天真纯洁，无私真诚，

为帮助尚在蒙昧状态的野蛮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生命。

正如该书作者所言，在历次战争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不断编纂

和改写民族神话，影响和操控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胡亚敏 I），鼓动民

众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激情，发动了一次次战争。这些民族神话被历届美国政

府广泛用于战争宣传之中，让无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文化独一无二，美国人

也无私无畏，高人一等，美国参战绝对不是为了美国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

全世界的福祉，为了将民主与自由带给其他尚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所有

这些民族神话合力形成了一种“天真神话”，渗透在美国文化之中。美国民

族神话强调了高尚纯真、乐善好施、英勇无畏等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族特性，

战争则提供了机会，让神话在现实中得以再现。受美国民族神话潜移默化的

年轻人自然渴望奔赴战场，实现人生价值。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影

响下，美国人自然笃信“正义战争神话”，认为美国参与的战争不可能不正义：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一个高大无私、乐善好施的英雄；美国士兵作为个体，

也是一个个真诚善良、英勇无畏的英雄。

然而，历史证明，美国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高大无私，美国士兵也并不

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英勇善良。背离了美国传统边疆精神的美国亚当们，在战

场上会被抛到地狱和道德的深渊，感受到山巅之城神话的坍塌，感受到英雄

神话的破灭。让人遗憾的是，很多美国人难以正视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

差，拒绝接受美国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战争、美国士兵在战争中可能

对无辜者施暴的事实。正是美国人笃信的“天真神话”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阻碍他们客观认识美国政府在历次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当美国公众过于沉溺

于民族神话之中时，他们就难以对现实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生活在

一个自我编造的谎言之中。那些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会转而回到边疆的荒野，

在旷野和自然中重获生命力和道德力量，直到下一次战争再被美国政府的高

尚言辞吸引到战场，再次被现代文明诱惑，重新经历邪恶。美国文明通过不

断回归自然荒凉的边疆而得以发展，“堕落”后的美国士兵也通过回到边疆

和自然，重获美国亚当的天真和幸福，直至再次被工业文明所诱惑，再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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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邪恶。这就形成了美国士兵对战争“期盼－幻灭－反抗”的三部曲模式的

循环反复。

理查德·休斯（Richard Hghes）曾在《美国笃信的神话》（Myths Amer-
ica Lives By, 2003）中指出，“神话是关于意义和目的的故事，对那些严肃对

待它的人来说，神话讲述着真理”（2）。《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

把美国战争小说置于美国民族神话的广阔背景下，对美国各时期的战争小说

进行综合分析，试图揭示在美国战争小说中，美国民族神话与其民众战争观

之间的密切关系。纵观美国战争小说，历次战争中，美国人都经历了一个从

向往、幻灭、再到反战的相似过程。然而，下一次战争到来时，人们似乎就

会忘却上一次的伤痛，开始新一轮对战争从期盼、幻灭到反抗的循环。无论

是较久远的美国内战、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还是较近的越战、海湾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都反复经历了这一过程。《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

研究》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文化研究和神话研究的方法，对美国

战争小说进行历史梳理和文本细读，通过讨论各时期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对

民族神话的改写，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民族神话唤起民众的战争热情，民族神

话以何种方式治愈美国民众的战争创伤，为读者展示美国战争小说如何表现

美国民族神话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深远影响。

美国战争小说中的民族神话与战争的互动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按照战争发生的时间顺序，对已成为

美国文学经典的一些战争小说进行细致分析，为读者展现了美国民族神话与

战争之间互动关系的全景图。

在被誉为美国第一部战争小说的《间谍》中，詹姆斯 • 库柏帮助建构了

在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亚当神话，开始了将美国亚当理想化的进程，塑造了

以哈维·柏奇为代表的亚当式人物，通过表现美国亚当的纯真质朴、高大英

勇和对自然的热爱，激发了美国人浪漫的民族主义情感，强调了美国独特的

民族性格，在 19 世纪初对美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深远地影

响了美国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美国在蓄奴制下的黑白之战也展现了民族神话的影响。赫尔曼 • 麦尔维

尔在中篇小说《贝尼托 • 塞莱诺》中，揭示了天真神话对白人的深远影响。

麦尔维尔在作品中表现了他对“恶”的一贯关注，但黑人并非“恶”的象征。

奴隶主和贩奴者原本代表着恶，奴隶们为了反抗这种恶，运用了暴力。在他

们获得船上的控制权后，又不自觉地滥用了这种权力，表现了恶。同时，麦

尔维尔也批判了古道心肠、乐善好施的美国船长德拉诺代表的天真之恶，因

为他的“天真”，他不仅对自己的“恶”毫无意识，甚至还为自己的天真之

恶沾沾自喜，同时，他还完全忽略了黑人的智慧和勇气，为蓄奴制和美国以

天定命运说为代表的扩张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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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小说《红色英勇勋章》中，斯蒂芬 • 克莱恩讲述了亨利 • 弗莱明

成长为“英雄”的故事。在书中，胡亚敏教授对比了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中描绘的传统英雄神话模式和具有美国独特文化

特点的美国英雄神话模式，指出“克莱恩关注的不是战争的性质，而是英雄

神话如何在美国社会产生影响，并冲击着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胡亚敏 
72）。通过把小说置于两种英雄神话的故事框架中进行解读，我们发现克莱

恩实则指出，亨利回归了一个荒诞而混乱的社会，他的回归是一种彻底的失

败，从而有力地解构了美国的英雄神话。

在海明威一战小说《永别了，武器》中，胡亚敏教授继续对美国英雄神

话进行探讨。小说叙述者弗雷德里克·亨利之所以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

是因为他一直怀揣英雄梦想，却没有成为英雄。首先，作为军官，他在撤退

中一意孤行，武断指挥，导致任务失败，手下无辜丧命，因此难以被称为骁

勇善战的传统英雄。其次，他先是亲手枪杀了一名试图逃跑的士兵，后虽自

己达成单独媾和，但并非是他用良知做出的道德抉择，而是生命受到威胁时

的无奈之举，因此无法自诩为哲人式的英雄。第三，他甚至难以被称为海明

威式的准则英雄，因为他无法直面战争创伤，对过去和现实采取逃避的方式，

失去了再做抉择、承担责任的勇气，只能用表面的镇静和玩世不恭来维护他

作为男人的尊严。

在薇拉·凯瑟《我们的一员》中，胡亚敏教授通过分析克劳德 •维勒的故事，

思考了美国边疆神话。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原本纯朴自然的西

部边疆渐渐受到侵蚀，传统美德和边疆精神逐渐消逝。克劳德对之深感痛惜，

对工业化的生活无比厌倦。他努力追寻传统的边疆神话，均以失败告终。一

战爆发后，他将参军入伍视为追寻边疆神话的另一条途径。最后牺牲在法国

战场上时，他认为自己终于在正义光荣的事业中实现了所追寻的梦想。因此，

小说中的农场生活和作战经历两大部分实则浑然一体，共同揭示了克劳德通

过参战来追寻边疆神话的虚幻性，因此，“美国政府利用人们对传统边疆神

话的怀旧，来鼓动他们为国家利益参战”（胡亚敏 111）。

在二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中，约瑟夫 •海勒和库特·冯

内古特探讨了美国英雄神话在后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演变。胡亚敏教授仔细分

析了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塑造的尤索林这个后现代社会典

型的反英雄形象，然后指出，尤索林一心只想保命，甚至不惜装疯，渴望能

安全回到国内，其实，“尤索林实则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最初的贪生怕死、

逃避责任，到逐渐鼓起勇气，到最终承担自己的责任”（胡亚敏 121）。尤

索林最终选择逃离战场，达成单独媾和，并非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他勇于

承担道德责任的表现，因为在荒诞的美国极权社会中，他别无出路，只能选

择自我流放，来表达自己的道德立场。正是通过选择单独媾和，他展现了对

权威的反抗和自己的英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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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五号屠场》中，胡亚敏教授认为库特·冯内古特通过毕利这

样一个反英雄形象，表现了后现代社会的荒诞与人们的困惑。毕利接受了宿

命论的思想，他想象的外星球时空之旅是他逃避现实社会残酷与荒诞的策略。

冯内古特虽然与毕利有相似的经历，但他选择勇敢直面沉重的现实，通过讲

述毕利的故事，表现毕利并不能在逃避的轻松中获得幸福，对后现代社会进

行了批判，并指出了“毕利们”的唯一出路：反战。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在探讨美国越南战争小说时，尤其关

注美国亚当神话和美国边疆神话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传统文化中有

一个影响深远的亚当神话，亚当神话早已成为美国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固有

的一部分，对塑造美国的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学术界所说的“美

国亚当”与美国现代文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但美国总统在进

行宣战演讲时，却借用亚当神话，把到海外作战的美国士兵描述为高尚的亚

当：天真纯洁，无私真诚，为帮助尚在蒙昧状态的野蛮人不惜牺牲个人利益

和生命。美国总统强调了美国亚当的崇高、纯真和使命感，却有意忽视了美

国亚当在失去乐园后的痛苦。改头换面后的“亚当神话”成为历届美国政府

唤起民众战争热情、鼓动美国民众积极参战的重要工具。美国越战小说表现

了在政府战争宣传的影响下，许多士兵渴望成为高大纯真的亚当，纷纷奔赴

战场。然而，只有在到达真正的战场后，他们才会感受到邪恶，体会到亚当

失去乐园后的伤感和困惑，认识到战争宣传中的欺骗性。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还关注了 21 世纪的美国战争小说。

“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初，文学作品主要是幸存者和目睹者对灾难的叙述，

反映该事件带来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美国作家，还是第三世界

作家，都力图从自己的角度反思恐怖袭击爆发的原因，及其对美国文化和第

三世界文化的冲击。美国对“9·11”文学的评论，也有一个从最初沉溺于创

伤，到后来试图抛弃美国的天真神话、更深刻地审视美国文化的过程。不少

评论家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揭示美国天真神话的虚假性，以及恐怖袭击事

件带来的新东方主义倾向。“9·11”文学及评论说明，美国人只有抛弃笃信

的天真神话，才能对恐怖袭击有更为客观的认识。

唐·德里罗的“9·11”小说《坠落的人》反映了“山巅之城”神话在美

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该神话破灭之后对美国民众的巨大冲击。以尼娜为

代表的普通民众，深信美国是一座“山巅之城”，其光芒普照世界。他们沉

浸于自身的伟大和正义之中，却看不到美国给他人带来的伤害。然而，马丁

却试图指出美国在“9·11”事件中的责任和“山巅之城”神话的虚幻性。行

为艺术家杰尼阿克则通过表演高空坠落，迫使美国民众正视“9·11”事件的

恐怖，走出政治上的“天真”，认识到他们笃信的“山巅之城”已经坍塌。

《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从中国学者的角度，通过研究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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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神话在战争文学中的折射和影响，审视美国战争中的军人和民众，透视从

美国战争小说中反映出的美国民族神话、美国精神和美国民族特点，具有独

特的意义。美国战争小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美国民族神话对民众战争观潜移

默化的影响。美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改写、发展原有的民族神话，鼓动民

众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激情，发动了一次次战争。民族神话的旧瓶装入意识形

态的新酒后，对民众产生了深远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美

国人因而或自觉、或被迫地奔赴战场。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美国民族神话在

战争宣传中发挥的作用，才能透过美国自诩的正义崇高的形象，看到美国在

战争中真正扮演的角色，才能更为深刻地剖析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形象。

总之，《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一书给国内读者提供了一个了

解美国战争文学的新视角，对丰富我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开创美国战争文学

研究新领域做出了积极意义的贡献。笔者希望国内学界能有更多像胡亚敏教

授一样的学者进一步加强对 21 世纪美国新涌现的战争小说的研究，进一步探

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战争对美国民众和社会的冲击，尤其是对战争与美国

民族身份、国家认同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美国战争小说发展趋势

的认识，加强对新世纪美国军队、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丰富新世纪的美国文

学研究，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战争小说对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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