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４
Ａｐｒ．２０１４

桑顿·怀尔德剧作《我们的小镇》

的乡土性和怀旧情结 ①

胡素勤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桑顿·怀尔德是一位出色的美国作家，其巅峰戏剧作品《我们的小镇》是一个三幕剧，描写了１９０１－１９１３年
间一普通小镇的风貌和两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该剧以格罗佛斯角镇为代表，呈现了大量的乡土文化，这种乡土文化在特

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文化批评视角为切入点，探讨以格罗佛斯角为代表所承载的乡土文化，指

出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乡土文化承载的是一种怀旧情结。它旨在帮助人们面对破碎的现实，鼓励人们在社会经济

文化转型期重拾构建新生活的信心，体现的是怀尔德的人文关怀思想，同时也给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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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顿·怀尔德是现代美国文坛一颗璀璨的明珠。作
为目前唯一在小说和戏剧上都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桑

顿·怀尔德在小说和戏剧两个创作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小说《圣路易斯大桥》、戏剧《我们的小镇》和

《九死一生》被认为是怀尔德的代表作。

《我们的小镇》于 １９３８年上演后，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该剧在西方戏剧界享誉盛名，已经成为一部在美国家

喻户晓的现代名著。该剧共三幕，描写的是１９０１－１９１３
年间美国新罕普什尔州的格罗佛斯角小镇上普通居民的

日常生活。全剧重点刻画了吉布斯和韦布斯两家人。第

一幕取名叫做“日常生活”，记录了１９０１年５月的一个平
常的日子里吉布斯和韦布斯两家的日常生活；第二幕是

“爱与婚姻”，讲述了三年后乔治·吉布斯和玛丽·韦布

斯的恋爱和婚姻；最后一幕则讲的是死人，在这一幕中死

去的人回到了舞台上，对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和人进行

点评。

该剧以格罗佛斯角小镇为代表呈现了大量的美国乡

土文化，本文将以文化批评为切入点指出剧中表现的乡

土性承载的是一代人的集体怀旧情结。

１　《我们的小镇》中的乡土性
乡土文学于１９世纪在欧美兴起，美国的乡土文学高

潮则出现在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南北战争后，美国著名
的乡土作家包括马克·吐温、豪威尔等。乡土文学区别

于其他的文学特征在于它描绘某一地区的风土人情或大

量使用某地区的俚语。作为美国著名的乡土剧作家，怀

尔德的代表作《我们的小镇》也体现了怀尔德的乡土创作

思想。

该剧发生的场景是在新英格兰新罕普什尔州的格罗

佛斯角小镇，该镇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热闹，在这里生活

的居民与大自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小镇居民享受着这

种悠闲清净的乡下生活，热爱传统习俗，对所居住的社区

有着深厚的眷恋感。在第一幕中，作者着重笔墨，描写了

大量乡村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吉布斯夫人的花园

种满了谷类、豆类、蜀葵、天芥、牛芬；韦布斯夫人的花园

除了添种了许多向日葵外，几乎和吉布斯夫人的花园一

样；格罗夫斯角镇居民的生活也具有乡土特色。在第一

幕中，有一个场景着重描写了吉布斯太太的生活。在给

孩子们做好早餐，送孩子出门上学后，她“往围裙里装满

了喂鸡的食物”，然后走进了后院，边给鸡喂食，边同小鸡

对话。“咄，咄，咄，咄，咄。走开，你走开！咄，咄，咄……

你怎么回事？”“打，打，打，你就知道抢！嗯……你不是我

的鸡，从哪儿来的？（她抖了抖她的围裙）别害怕。没人

会伤着你”［１］。这些图片生动地刻画了农家生活的日常

场景，具有典型的乡土性。这些典型的乡村场景形成了

小镇文化的一个层面：恬静、清净融于自然。

格罗佛斯角呈现给观众的是远离城市的田园风光：

这里宁静悠远，小镇居民古朴自然，与大自然保持着和谐

的关系，这可以体现为两方面。第一：小镇居民对大自然

的热爱。剧作第一幕中观众席中有位女士提问：“格罗佛

斯角有没有对美好事物追求的愿望？［１］”，韦布斯教授回

答：“我们这有很多让我们感到愉悦的东西，清晨山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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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太阳，小鸟的啼鸣，我们很关心树木和植物，我们都

很留意悄悄变化着的春夏秋冬．．．．．．［１］”正如韦布斯教
授所言，贯穿整部剧作的是剧中人物对大自然的亲近和

喜爱。舞台经理在天亮时对天空细致的描述，孩子们争

相观看夜空中的月亮等可以看出在格罗佛斯角生活的人

们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格罗佛斯角的居民与自然界的

亲密关系还可以体现在与动物的和平相处和相互依赖。

在格罗佛斯角，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依赖动物的帮忙，马

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日常生活中人们频频将动物意象用

于口语表达，首先是舞台经理描述“雄鸡的啼声提醒我们

一天开始了”［１］，吉布斯医生用“象小猫一样容易”［１］来

形容接生很顺利，丽贝卡把自己比做“生病了的火鸡”［１］，

吉布斯医生打趣他太太的声音象老乌鸦，韦布斯夫人形

容孩子们吃饭“狼吞虎咽 ”；她还回忆年轻时像蝙蝠一样

盲目嫁人等。小镇居民亲近大自然，熟知自然界中的动

植物，并在口语中频繁使用这些意象。这些生动的语言

意象也将小镇居民与城市居民区别开来，展现了格罗佛

斯角独特的乡村魅力。

２　乡土性与怀旧
在美国，乡村被人们认为是停留在过去的事物。因

为跟不上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乡村不论在社会经济方面

还是文化层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于是在现代化进程中

乡村逐渐失去了城市和现代发展的关注［２］。相应地乡村

所承载的文化给人的认知也是负面的，乡土性被认为是

静止的、无知的和隔离的。但是在怀尔德笔下，乡土性在

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剧中的乡土性

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怀旧意识。

在剧中，怀尔德并没有把格罗佛斯角镇塑造成一个

落后的、封闭的地方。相反这里的文化氛围是融合、开放

的。在第一幕剧开始的时候，舞台经理向观众介绍格罗

佛斯角的布局的时候说：“街的后面是火车站；铁道从这

边延伸。跨过铁道是波兰城，还有一些加拿大的家庭。

（走向左边）那边是公理会教堂；穿过街道是严守教规的

长老教会；浸信教徒在河的那边；天主教堂在铁道的远

处”［１］。从小镇的布局来看，一方面小镇并非完全封闭，

这里有现代化的铁路经过，有各种移民家庭定居在这里，

有各种宗教信仰在这里扎根落户；另一方面可以窥视到，

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已经入侵到格罗佛斯角所代表

的美国传统小镇，社会经济文化正处于转型期。现代社

会文化的转型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大变动和现代人的生存

危机，危机最突出地表现为现代人对个体身份和集体同

一性的认同危机［３］。怀旧是解决认同危机最普遍的途

径。怀旧从时间上来说，就是保持自我在时间、历史、传

统和社会中的深度；在空间可以寻求在家感，完成现代自

我身份的构建。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人们

追求现代都市文明，崇尚金钱、权利带来的刺激。然而，

在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人的理念也被动摇，以至于现代人

“对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３］。《我们的小镇》发表于

１９３８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末期。在历经不平衡的经
济发展给人造成的痛苦时，在动荡、绝望的生活中，人们

转向于回望过去，希望借助于逝去的美好来平衡现代生

活。所以３０年代后期，许多的左派作家不再追求新的哲
学思想，而是去挖掘和赞扬支撑美国度过危机时刻的习

惯和先例。这就促使了文学中怀旧主题的出现。他们重

新审视历史，认识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似性，并急切把

林肯遗留下来的传统作为对抗扰乱美国生活的不良因素

的指导原则。他们怀念过去，渴望恢复过去拥有的东西。

剧中格罗佛斯角的居民对乡土文化的眷恋正是当时社会

思潮的真实写照。剧中主人公乔治主动放弃去州立农业

大学学习的机会，而选择留在镇上接替叔叔的农场；吉布

斯夫人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欧洲看看，可是当她得到

一笔遗产时，却选择了放弃去欧洲的机会，留在格罗佛斯

角，甚至当她客死他乡后，尸体还是被运回来，葬在吉布

斯家族的墓地里；吉布斯医生和韦布斯主编最大的爱好

就是研究内战时期的历史；吉布斯医生每隔一年都要去

内战的战场去参观，他认为两年一次的战场游“对大家都

都足够了”［１］；尽管这是个普通的小镇，但是从这里出去

的人却都选择回到这里生活“即使是在外地上大学的年

轻人毕业后也回来了”［１］。对小镇的回归实质上就是对

过去、对乡土文化的回归。

这种怀旧性质的回归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

的内涵。它“表明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个人希望恢复对

自己生活的掌控”［４］。通过对消逝的乡土性的美好回忆，

人们可以逃避让他们觉得沮丧或者迷惑的文化；通过怀

旧人们将自己放到一个可以感受到安全感的地方，找到

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的认同，是某种给予我们根本方

向感的东西所规定的［５］”，而传统正是能够指引方向，让

我们找到归属感的东西。所以在破碎化的现实生活中人

们需要回归到过去的传统中找到自我的方向，完成自我

现代身份的构建，重获对生活的虔诚之心。

３　结　论
桑顿·怀尔德在《我们的小镇》以格罗佛斯角小镇为

代表，成功地朔造了美国乡村文化中平静、宁和的氛围。

这种乡土文化背后隐藏地却是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人们对

过去美好生活的怀旧。通过怀旧，人们可以找到家的归

属感，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完成自我现代身份构建。这种

对乡土性的怀旧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能引起广

大观众的共鸣，这也许是此剧至今依然能长盛不衰的原

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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