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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帝保佑中国”想到的

———对如何给中国学生上美国文学课的一点看法

孙 红 洪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 , 北京 10091)

　　摘要: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不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导

致严重的后果 ,最终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背离中国传统文化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 ,教师应具有强

烈的责任感 ,将学习英语的课堂变为正确世界观与方法论教育的课堂 ,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对西

方所谓的民主与人权进行分析批判 ,从而达到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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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日前曾为学生的英语演讲比赛作评委 ,一

名学生在痛斥西方列强历史上对中国的蹂躏与侵犯

之后竟以一句“God Bless China”结束演说 ,更有甚

者 ,当与学生们谈起此事时 ,许多人感到不以为然 ,

认为西方文化 、宗教的确优于我国的文化传统 ,为何

不能洋为中用? 这种情形使我感到深深的忧虑。其

实 ,作为英语教师 ,我早已觉察到学生在课堂上学到

的并不仅仅是英语的语法与词句 ,通过语言传达的

西方文化和思想逐渐与学生产生了亲和力 ,使他们

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很强的认同感。如

果在中国的英语教学课堂上培养出了地地道道的

“美国公民” ,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学工作的失败 ,尽

管学生的英语可能说得十分流利 。认识到这一点

后 ,我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加以引导 ,尤其在教授

美国文学的课程中注意结合当今美国的社会现实与

舆论导向 ,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逐步培养起批

判的能力。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我就结合课程内容

对学生进行教育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西方的上帝究竟能否保佑中国人民这个问

题 ,学生们在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 、美军侦察机

飞临我国领海进行侦察活动并撞毁我战机的事实中

完全可以得到答案 。美国政府一直以世界警察与民

主卫士自居 ,他们对全人类的这份“责任感”追溯起

来是颇有渊源的 ,当年清教徒远涉重洋从英国来到

北美大陆 ,他们自认为被上帝选中 ,肩负着他的使

命 ,要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迦南圣地 ,自那以后 ,包括

著名诗人惠特曼在内的许多美国文人与政客都认为

美国在人类的前途命运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并企

图将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

然而对于西方的“上帝”是否真的能保护中国百姓的

平安这个问题其实美国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早有

定论 ,他在 1901年发表的名作《致坐在黑暗中的人》

中对作为上帝的使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所犯的罪行

已有深刻的揭露 ,在文中他引用了一位美国派往中

国的传教士阿蒙特的话 ,当人们批评美国传教士在

中国的所作所为时 ,阿蒙特说:“我强烈否认传教士

们寻衅报复 ,否认他们通常会掠夺财产 ,否认自围困

以来他们的行为不是在特定环境中迫不得已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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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①
阿蒙特甚至嫉忌法国人与德国人 ,他说“比起

德国人来说 ,法国士兵是更加有计划有步骤的掠夺

者 ,今天天主教徒们扛着法国的旗帜 ,装备着先进的

枪炮正在劫掠直隶省的村庄呢” 。
②
他因此说“我批

评美国人 ,因为与德国人的武力相比 ,美国人太软

弱 ,如果你以此对付中国人 ,他们便会利用这种软

弱。”
③
当年这位阿蒙特先生是到中国为义和团杀死

美国传教士收取赔款的 ,由于义和团杀死了传教士 ,

损坏了财产 ,中国必须付出高于通常 13 倍的赔偿 ,

而这位阿蒙特先生认为美国的要求“与天主教徒们

得到的赔偿相比是适度的 ,他们除了要求赔偿之外

还要求以头换头 ,杀一个天主教徒要赔偿 500 两银

子 ,在温州 ,680个天主教徒被杀 ,为此欧洲天主教

要求赔偿 750 ,000吊钱与 680个头颅 。”④马克·吐温

用辛辣的笔讽刺了美国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

取 13 倍赔偿”的行径 ,他说:“为了将收取的带血和

赔款`用于福音的传播' ,他们(贫困的农民)与他们

的妻子以及无辜的幼子要遭受不可避免的饥饿与死

亡 ,这并未使我不安 ,尽管(美国人的)此种行为与语

言构成了如此巨大而惊人的亵渎 ,以致于无论是现

在或在任何历史时期它都是无以匹敌的。”⑤接着作

家又说 ,教会这个代表文明与幸福的团体如能被“小

心精明地加以利用则是奇货可居 ,与其他任何一种

游戏相比 ,它能得到更多钱财 ,更多领土 ,更多主权

以及其他利益。”
⑥
遗憾的是 ,马克吐温写道 ,坐在黑

暗中的人民(指受掠夺的中国人民)已开始警觉 ,开

始产生怀疑 ,笼罩着他们的黑暗的颜色已变得不那

么黑了 ,他们开始问自己“据说文明既仁慈又美妙 ,

但是我们能享受得起吗?”“我们是否应投资于这样

的文明? ……它从我们的墙上偷走了我们古老的天

文仪器 ,象通常的匪徒一样抢劫 ,冲进惊恐万状的村

庄 ,天天向国内兴奋的报刊发送这样的消息:“中国

人失败了 ,450人被杀 ,我们只有一个军官 2名士兵

受伤 ,明天向邻村推进 ,据报道那儿发生屠杀。”⑦这

样的“文明国家一只手高举和平亲王的旗帜 ,另一只

手却拿着抢劫的筐子和屠刀” , ⑧马克·吐温对西方

的上帝在我国的野蛮行径鞭辟入里 ,字字切中要害 ,

可惜我们有些学生今天又成了坐在黑暗中的人 ,盲

目相信美国政府宣扬的民主与自由 ,期望得到外国

的“上帝”的保护 ,作为教师 ,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在现

实与历史的教训面前清醒过来。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然而美国政府在这个

问题上一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关注 ,他们尽管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同时却向台湾大

批出售先进武器 ,新上任的布什总统更是作出承诺:

一旦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 ,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予

以帮助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美国有线新闻记者咄

咄逼人地问朱 基总理 ,如果台湾拒不同意与大陆

和平统一 ,大陆就要对台湾动武 ,这是否如同一个男

人威胁他离婚的妻子说如果你不回来与我团聚 ,重

续前缘 ,我就杀掉你 ? 这位美国记者恰恰忘记了他

自己的国家在 19世纪南方争取独立时是如何保持

国家统一的了。当时的南北战争名义上是为废除南

方的奴隶制度而起 ,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

式与社会制度之争 ,尽管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南方

奴隶主制度与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北方资本主义制

度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但双方仍得以维持岌岌可

危的国家统一 ,条件是只要新建立一个北方自由制

州 ,就必须同时增加一个南方奴隶制州 ,以求两种制

度在政府中有数目相等的代表 ,但这种平衡终因林

肯当选总统而告结束 ,因为林肯是坚定的反奴隶制

斗士 ,他曾说过:“我认为这个政府(指美国政府)决

不能长久地容忍一半奴隶制一半自由制的状况 ,它

最终只能是一种制度 ,全部奴隶制或全部自由制。”

因此当林肯 1860年竞选成功 ,南方各州便知道奴隶

制长久不了 ,于是 1861年南方 11个畜奴州宣布独

立 ,成立了邦联政府 ,尽管美国标榜自己是一个拥护

民主 ,尊重选择的国家 ,林肯这次却没有给予南方选

择的权力 ,他以武力逼迫南方回到了联邦政府。内

战失败后 ,南方人失去的并非仅仅是自己选择的社

会制度与生产方式 ,美国公民这个称谓带给他们的

是身份的丧失与强烈的异化感 ,这是痛苦的心理创

伤 ,当美国人声称自己被上帝选中 ,肩负历史责任

时 ,南方人感到的只是被上帝抛弃的悲哀 ,当美国人

吹嘘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时 ,南方人

认为这个制度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当美国人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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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打败仗的记录而自豪时 ,南方

人的记忆中永远抹不去内战失败的羞辱 ,这种世代

相传的另类感几乎出现在所有南方作家的作品中 ,

在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八月之光》 、《押沙

龙 ,押沙龙》等名著中我们看到南方人从先辈那儿继

承的遗产不外是挫败感 、失落感 、罪恶感 、身份丧失

与贫穷落后 ,这一切都源自那场战争的失败 ,因此在

《押沙龙 ,押沙龙》中 ,作者借科德菲尔德小姐之口不

断发问:为什么上帝让南方失掉了那场战争? 有着

这样历史背景的美国竟然大言不惭地指责我国不放

弃使用武力防止台湾独立的立场 ,其实与他们相比

我们宽宏大量得多 ,他们绝不容忍南方保留自己的

社会制度 ,一国只能实行一制 , 而我们则允许一国

两制 ,只是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 ,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美国政府一向是内外有别 ,使用双重标准

的 ,在台湾问题上如此 ,在诸如人权等其他问题上也

是如此。他们屡屡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表示“同

情” ,好象忘了他们自己国内那些不幸的人们 ,更有

甚者 ,他们对于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横加指责 ,说现代

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破坏了西藏原始的生态环境 ,

然而在学习美国文学史的过程中 ,我们处处读到人

权被践踏 ,生存遭威胁的例子 。美国的黑人自从他

们被当作白人的私有财产贩运到美洲大陆至今就从

来没有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美国作家马克·吐

温 、理查德·赖特 、拉尔夫·埃利森 、托尼·莫里森等均

对黑人的状况有真实的描写 ,尽管数代人的斗争使

黑人赢得了诸如选举权等法律上的权利 ,但黑人是

劣等种族这一观念是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埃利森

在《隐形人》里塑造的男主人公自称是隐形的 ,他说:

“我是个有物质实体的人 , 我有肉体 、有骨头 、有纤

维 ,有液体 ,但我是隐形的 ,因为人们根本无视我的

存在……,人们之所以看不见我是因为与我接触的

人眼睛的构造很特别 ,他们长着一双内在的眼睛 ,他

们是穿过外在的眼睛使用这双内在的眼睛观察现实

的。”9从小说中可以看出 ,这个黑人之所以是隐形的

是因为他没有自我 ,只有白人强加给他的身份 ,他被

选入白人创建的黑人大学读书是因为白人想利用黑

人的成功宣扬自己 ,所以当他让一位白人资助人看

到了黑人的真实生活后便被学校驱逐 ,他被培养成

黑人斗争的领导也是由于白人想从斗争中捞取政治

资本 ,作为黑人的代表 ,有的白人还觉得他的肤色黑

得不太够 ,但当白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后 ,他和他的黑

人兄弟便被抛弃 ,总之 ,黑人是为了白人的需要而存

在 ,这就是黑人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至于美国对我国西藏政策上的责难 ,我们更是

可以启发学生用美国自己的历史事实对其进行批

评 。在威廉·布雷德福所写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发展

史中 ,我们看到西方移民作为外来者竟然称当地的

主人印第安人为“野蛮人” ,然而正是这些“野蛮人”

帮助移民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来 ,布雷德

福在文中还特别提到一个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 ,

他象是上帝为饥寒交迫的移民们派来的特别使者 ,

他告诉他们如何种玉米 ,到哪里去打鱼狩猎 ,并且直

到死都没有离开他们。而这个印第安人曾被贩卖奴

隶的英国人拐卖到西班牙 ,后逃往英国等地 ,颠沛流

离达四年之久。西方来的“文明种族”对当地的“野

蛮人”恩将仇报 ,疯狂地追杀他们 ,逼迫他们离乡背

井到白人为他们划出的偏僻贫瘠的“保留地”居住 ,

印第安人视大地与自然为母亲 ,他们要保持母亲的

原始美丽 ,因此从不过分向自然索取 ,仅以打猎捕鱼

等方式维持简单朴素的生活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

这里的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 。美国浪漫主义时期作

家詹姆斯·库珀在他的《皮裹腿故事集》里生动再现

了向美国西部挺进的欧洲移民们对于大自然与印第

安部落的原始文明的践踏。在《拓荒者》中有一个关

于坦普尔顿居民举行野鸽射猎会的情节 ,当成群的

鸽子飞过时 ,居民们以射杀取乐 ,刹时间被打落的鸽

子尸横遍野 。这时印第安人的老朋友 、猎人纳蒂·班

波站出来怒斥这些暴殄天物的人们说:“这就是移民

定居的后果!”“我已在这儿看着野鸽子飞翔了整整

40年了 ,要不是你们到这儿来开垦 ,没有人会惊吓

或伤害他们 , ……哼! 上帝绝不会对他创造的生灵

惨遭屠戮而无动于衷的 ,总有一天他会为这些鸽子 ,

为其他受害者伸冤的。” 10西方来的野蛮人最终成了

北美大陆的拥有者 ,而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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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目前则所剩无几 ,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有着这

样人权记录的国家有何权力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指手

划脚 ?更何况西藏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是世人皆

知的 ,个别别有用心的国家想将其抹黑又谈何容易 。

以上是我在教授美国文学史课程中的一些典型

实例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就看教师能否对学生有

意识地进行教育 ,要明确我们的教学对象是中国学

生 ,因此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美国文学知识而不是培

养美国公民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使学生在学习

中采取批评的态度并保持正确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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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邱丹阳在《学术研究》2001年第 6期发表的题为《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一文中认为 ,

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 、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

的变迁过程 。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 ,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 ,只是到了当代 ,人们才强烈

地感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和震撼 。它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内容日益更

新 ,经济 、社会 、文化 、科技 、环境等非军事内容明显加强 ,国际关系多极化趋势增强;意识形态色彩

不断淡化 ,文化因素的作用上升;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变化 ,国际冲突让位于国际合作。长期以

来 ,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安全 ,特别是军事安全问题 。因为冷战时期 ,东西方严重对抗 ,一旦

爆发核战争 ,双方庞大的核武库足以将整个地球摧毁上百次 。面对这把高悬于人类头上的达摩克

斯利剑 ,国际关系的主旋律是如何防止战争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其内容

也由贸易 、金融领域扩大到政治 、文化 、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国际关系内容得到调整 ,不断

更新 ,特别是经济 、社会 、文化 、科技 、环境等非军事内容明显加强 。

(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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