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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中历史与记忆对英国身份认同的影响。斯威夫特作为当

代英国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常常通过复杂的叙事结构和多层次的时间观念,揭示个体与集体在历史

长河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斯威夫特的几部代表作,如《糖果店主》、《水之乡》和《遗言》

等作品,探讨了历史记忆如何塑造人物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研究发现,斯威夫特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在

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的交织中,寻求自身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反映了英国社会在面对历史创伤和文化

变迁时的复杂心态。同时,作者通过细腻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心理描写,展示了记忆的选择性和历史叙述

的主观性,强调了个体记忆在构建身份认同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旨在揭示斯威夫特小说中英国身份认

同的多重面貌,并探讨记忆在历史叙述中的关键作用,以期为理解当代英国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提供

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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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在

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198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糖果

店主》,次年又推出《羽毛球》。1983年,《水之乡》的出版为他

赢得布克奖提名和《卫报》小说奖。1996年,他的第六部长篇小

说《遗言》获得布克奖,巩固了他在英国文坛的重要地位。斯威

夫特的小说以其对历史与记忆的深刻探讨和对英国身份认同的

敏锐描绘而著称[1]。本论文将分析斯威夫特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和记忆叙述,探讨其如何形塑英国身份认同。在他的小说中,斯

威夫特通过复杂的叙述结构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揭示了英国身

份认同的多重层面与矛盾。本论文将通过分析斯威夫特小说中

的主题、人物和叙述方式,探讨历史与记忆如何形塑英国身份。

研究表明,斯威夫特的小说不仅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变迁,还对英

国身份认同的建构提出了深刻的思考与质疑。 

1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1.1历史观与历史叙述的探讨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历史观和叙述方式

著称,展现了他对历史书写的深刻思考。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

历史并不是一个客观且固定的事实,而是一种充满主观性的

建构。斯威夫特质疑传统的历史叙述,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

去事件的记录,更是受个人记忆、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影响的

产物[2]。 

斯威夫特通过复杂的叙述结构和多重视角,揭示了历史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他的小说中,不同人物对同一历史事件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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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记忆和解读,这些记忆和解读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

多层次的历史图景。例如,在《遗言》中,通过多位角色的回忆

和叙述,读者得以看到历史的不同面貌,每个角色的记忆和理解

都带有个人的情感和偏见,从而打破了单一、线性的历史叙述模

式。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这样的主题：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

间的冲突,以及历史如何被不断重构和再诠释。这种历史观挑战

了传统的史学方法,主张通过包容多种声音和视角,来展现历史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3]。 

1.2斯威夫特小说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鲜明的

人物形象,探索历史对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影响。他善于通过具体

的历史事件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背景,构建出一个充

满历史厚重感的文学世界。 

在《遗言》中,斯威夫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描绘了

一群老兵在战争结束后的生活。这些老兵不仅要面对战争带来

的身体和心理创伤,还要在战后社会中重新寻找自己的身份和

位置。斯威夫特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战争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揭示了个人记忆与历史事件的交织。这些老兵的故事不仅是对

战争的回忆,更是对历史的再现,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的复杂情

感和历史记忆。在《糖果店主》中,斯威夫特则通过描写一位老

店主的故事,展现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变迁。通过老店主的回

忆,读者得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浮沉。斯威夫特

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将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紧密结合,展示了

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个体生活和身份认同。 

1.3小说文本中的历史记忆与再现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文本中,历史记忆与再现是核

心主题之一。他通过多重视角和非线性叙述手法,展现了历史记

忆的复杂性和主观性。斯威夫特的作品常常描绘个人记忆与集

体记忆的交织,并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探讨记忆在

构建历史和身份认同中的作用。 

在《遗言》中,斯威夫特以几位老兵的回忆为主线,展现了

他们对战争经历的不同记忆。这些记忆既有一致的部分,也充满

了矛盾和冲突。通过这种多重记忆的叙述方式,斯威夫特揭示了

历史不仅是客观事实的记录,更是个人情感和经历的再现。《水

之乡》同样是斯威夫特探讨历史记忆与再现的代表作。小说通

过不同角色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展示了记忆的主观性和不

确定性。每个角色的记忆都带有个人的情感和视角,使得历史事

件的全貌难以被完全捕捉。这种叙述方式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单

一历史观念,也凸显了记忆在历史再现中的重要作用。 

2 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 

2.1记忆理论概述 

记忆理论是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探讨个体和集体如何感知、存储、再现和解读过去的经历。记

忆不仅是对过去事件的简单记录,更是一个复杂的构建过程,涉

及主观体验和社会背景的多重影响。记忆理论主要包括个体记

忆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个体记忆,或称自传体记忆,是指个体对其人生经历的记

忆。心理学家认为,个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机械回忆,

更是对这些事件的主观再现。记忆受到情感、认知和社会环境

的影响,因此每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可能大相径庭。记忆的重

构性特点意味着个体在回忆时会根据当前的心境和需求对记忆

进行加工和调整。 

集体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概念,

指的是一个群体对过去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不仅包括历史事

件和人物,还包括这些事件在群体中的传承方式和意义。集体记

忆通过文化、教育、仪式和媒体等多种途径得以传承和重塑,

它在群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中起着重要作用。集体记忆与

个体记忆相互影响,个体的记忆往往嵌入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

并受到集体叙事的形塑。 

记忆理论还涉及到记忆的选择性和遗忘。选择性记忆是指

个体或群体倾向于记住那些符合其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事件,

而忽略或淡化那些不符合的部分。遗忘则是记忆的一个重要方

面,它不仅是记忆的对立面,也是记忆过程的一部分。遗忘可以

是无意识的,也可以是有意识的选择,用以维护心理健康或社会

和谐。 

2.2集体记忆与英国身份认同 

集体记忆在塑造英国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

帮助英国人理解其历史与文化,也对个体和群体的身份认同产

生深远影响。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对过去事件的共同记忆,它通

过教育、仪式、文学、媒体等多种方式传递和强化,使得历史和

文化得以代际相传。在英国,集体记忆常常与重要的历史事件、

民族英雄和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英国身

份认同的核心要素。 

在英国,二战、工业革命、大英帝国的兴衰等重大历史事件

深刻影响了集体记忆。这些历史事件不仅塑造了英国的国家形

象,也对英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二战中英国

的坚韧不拔和团结精神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之

后的文化叙事中被不断重申和强化。此外,大英帝国时期的辉煌

与衰落也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国家身份,使得英国人既为其历史

成就感到自豪,也反思帝国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体记忆在英

国身份认同中的作用也反映在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上。英国的

法治精神、绅士风度、民主传统等价值观在集体记忆中占据重

要位置,这些价值观不仅定义了英国人的行为规范,也在国际社

会中形成了英国独特的文化形象。 

2.3斯威夫特小说中的记忆主题 

在《糖果店主》中,斯威夫特通过老店主的回忆,展现了20

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变迁。老店主的记忆不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录,

也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斯威夫特通过细致的描写,将个体

记忆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展示了记忆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塑

造个体的命运和身份认同。斯威夫特的小说还探讨了记忆的

重构性。在他的作品中,角色往往根据当前的情感和需求对过

去的记忆进行调整和重塑。这样的描写不仅揭示了记忆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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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性,也反映了人们在面对痛苦和困境时如何通过记忆来寻求

意义和慰藉。 

3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中的英国身份认同 

3.1英国身份认同的历史根源 

英国身份认同的历史根源深植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传统。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现代,英国经历了多次重要的

历史事件,如诺曼征服、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塑

造了英国的国家身份。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带来了经

济繁荣和社会变革。两次世界大战不仅考验了英国的国家意志,

也增强了国民的团结意识。 

3.2斯威夫特笔下的英国社会变迁 

斯威夫特的小说细腻地描绘了英国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

变迁。他通过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变化,反映了社会结构和价

值观的转变。在《糖果店主》中,斯威夫特通过一个老店主的回

忆,展现了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经济变化和人际关系的演变。

《水之乡》则通过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揭示了战争对英国社会的

深远影响。 

3.3斯威夫特小说中的文化与民族认同 

斯威夫特的小说深刻探讨了文化与民族认同的主题。他通

过对英国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描绘,展示了这些因素如何

在个人和集体身份中发挥作用。在《遗言》中,斯威夫特描绘了

英国人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如坚韧不拔和集体荣誉感,这些特

质在战争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水之乡》通过对乡村生活和家

庭关系的描写,展现了英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延续性。斯威夫特的

作品不仅反映了英国的民族认同,还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传

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 

3.4身份认同的多重构建与解构 

斯威夫特的小说中,身份认同的构建与解构是一个反复出

现的主题。他通过人物的内心冲突和记忆的重构,展示了身份认

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糖果店主》中,主人公通过回忆和反

思,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身份与过去。《水之乡》中,斯威夫特通过

不同角色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忆,揭示了身份认同的主观性和

不稳定性。斯威夫特的作品表明,身份认同不仅是一个历史和文

化的产物,更是一个持续变化和重塑的过程,个体和集体的经

历、记忆和叙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 斯威夫特小说中的叙事策略与身份认同 

4.1叙事视角与身份认同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说通过多样化的叙事视角探讨身

份认同的复杂性。他经常采用多重视角和不可靠叙述者的手法,

使得故事的发展具有层次感和深度。通过不同角色的主观视角,

斯威夫特揭示了身份认同的主观性和多样性。每个角色对相同

事件的不同解读,不仅丰富了叙事内容,也突出了身份认同的多

元构建。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叙事手法,使得身份认同问题在其作

品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探讨。 

4.2时间结构与身份认同 

斯威夫特在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非线性的时间结构,以此

来探索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他常常打破时间顺序,

通过倒叙、插叙和记忆片段,展示角色如何通过回忆和反思重新

审视自我身份。时间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不仅是情节发展的工

具,更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关键要素。角色们在不同时间段的经历

交织在一起,揭示了身份认同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与重构。斯威

夫特的时间结构设计,使得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不断发

展的特质。 

4.3象征手法与身份认同 

斯威夫特的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手法,这些象征元素往往承

载着深刻的身份认同主题。他通过象征性的场景、物品和情境,

揭示角色的内在冲突和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例如,在《糖果店主》

中,糖果店本身就象征着主人公对过去的依恋和对身份的认同；

店铺的衰败则反映了传统身份认同的瓦解与重构。这种象征手

法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也为身份认同的探讨提供了更加

多维的视角。 

5 总结 

斯威夫特通过细腻的描写,将个体记忆与社会历史紧密结

合,展现了英国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他的作品不仅反映

了英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也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

下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斯威夫特的小说通过

象征手法,将抽象的身份认同问题具象化,使读者更深刻地理解

角色的心理和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为读者提供了对历史与记

忆、个人与集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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