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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
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话语演变

王暋欣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610064)

暋暋摘要:作为美国文学史研究上重要的学术话语,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之间话语模式的嬗变凸现了美国南方知

识分子的政治策略。基于南方内战创伤记忆,南方知识分子提倡重农主义思想和相应的生活方式,反对工业资本

主义对社会的侵袭,反对现代化和城市化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重农主义话语的政治诉求在其文学话语

中得到体现,并进而表现为新批评的政治理想。新批评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束缚,可以独立存在的审美经验,并通

过学术机构的生产和推广,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富有教化功能的话语。这场话语演变蕴含着南方知识分子的文化

政治诉求,反驳了新批评缺乏历史维度、忽略社会和政治因素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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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从学术史的层面研究特定时期话语的形成和演变

是当前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研究内容包括话语的

建构和接受、学术机构对话语的体制化、各话语领域的

交流互通等方面。作为美国文学史研究上重要的学术

话语,重农主义到新批评之间话语模式的嬗变凸现了美

国南方知识分子的政治策略。20世纪20年代到20世

纪中叶,以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C.Ransom)、艾
伦·泰特(AllenTat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Warren)等为首的南方知识分子,从重农主义者转

变成为新批评理论的倡导者,他们的话语参与了社会能

量的循环,通过南北意识形态对抗、新南方主义和进步

运动、凯恩斯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麦
卡锡主义等话语链上的流通,推崇文学的本体地位,使
文学独立于政治经济,成为知识分子追求和谐统一的政

治诉求在现实中的投影,从而消减了社会矛盾,维护了

国家权力。50年代之后,新批评的发展势头逐渐衰落。
众多对新批评的研究本着整体化理解的出发点,忽略新

批评话语演变中的政治诉求,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新批

评具有“明显的狭隘性、保守性、片面性、孤立研究文学

文本形式、结构的极端形式主义暠,其结论是新批评“无
法解答一系列文学的重大问题,最终导致它不可避免地

衰落下去暠[1]124。应该说,对新批评的批评固然有积极

的一面,但也失之偏颇。这种批评同样出自一种狭隘的

历史主义观点,它没有从话语演变的角度看待新批评的

发展过程,也没有从社会文化的语境来评价重农主义话

语和新批评之间的联系。
一暋创伤记忆和重农主义者的政治诉求

20世纪初,美国南方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新

世纪,还有一份先辈留下的遗产:对传统的尊崇和对过

去的记忆,以及由于战败而产生的疏离感。美国内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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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政治上两种观念的较量或是经济制度的抗衡,而且

是两种意识形态观念之争,即北方的资本主义所宣扬的

个人主义、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北方人所崇尚的

自我约束、生活俭朴、努力工作的生活方式和南方的贵

族主义、闲散的生活方式、密切的家庭联系等之间的斗

争。即使进入了20世纪,遭遇了内战挫败的幸存者及

其后代们,仍然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中,南北之间的文化

冲突还在继续。在这种独特的创伤文化语境中,老南方

的文化意象成为一种抑制过去的创伤、忘记伤痛、恢复

社会秩序的记忆策略。南方记忆通过反复重写,创造出

老南方、南方传奇、南方伊甸园神话等文化意象,将一种

文化的想象加诸萦绕着历史创伤的现实上,期冀通过老

南方意象中一些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如荣誉、勇气、骑士

精神、忍耐、仁慈、博爱等)所具有的永恒性和历史超越

性,来对比南方内战及其之后带来的变化。

1929年,以兰色姆为首的“十二个南方人暠,发表了

《我要坚持我的立场:南方和农业传统》(I暞llTakeMy
Stand:TheSouthandtheAgrarianTradition),被视

为南方对过去的一次回顾。这一群南方学者声称资本

主义和现代主义正在腐蚀南方,因此南方应该回到其传

统农业文明中,回到和土地相连的生活方式,以便于建

立和谐有机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才能孕育出优秀的文

化和艺术。这本论文集被称为重农主义宣言,由此所诞

生的重农主义运动是南方神话和现实之间张力的产物。
它体现了“农场和庄园的拥护者暠、“观念和现实暠[2]85之

间两种话语冲突,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奴隶制的对

立,以及在社会文化领域里现代化与老南方神话的对

立。在这条二元对立的话语链上,前一项通常对应着科

学实证主义、新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后一项则对应

着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重农主义者的策略是沿用南

方文化代码,用后一项的关键词如传统、和谐、家庭、宗
教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进而对抗北方工业

资本主义。
重农主义话语并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政治经济纲

领,但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即“农业社会等同

于一个信仰宗教的,传统的,有审美情趣的生活暠[3]45。
也就是说,重农主义话语的政治理想可以表现为一个传

统社会的意象,而这个意象可以通过文学审美得到解释

和表达。这种政治、社会话语和文学话语的相通及互

换,肯定了文学的政治力量,使文学的独立自治、完美和

谐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从这种社会话语互

换的角度出发,他们对工业社会的抨击体现为对科学现

代化的怀疑,进而在新批评阶段表现为对科学实证主义

的否定。

重农主义话语事实上已经展露出新批评一些基本

的理论基调,在他们对北方的抨击中,隐含着整体论和

有机论的观点。兰色姆等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割裂了理

性和感性,否认个体情感和感悟力,破坏了传统的和谐。
而现代工业滋生出来的科学实证主义则剥离了物与价

值,从而使整个社会也倾向于机械化。泰特使用了一个

比喻,他认为,在一匹马面前,传统社会关心的是“整匹

马暠或马的“图像暠(icon),但科学实证主义看到的不是马

的整体,而仅仅看到它的抽象价值,即“马力暠(horse灢
power)[4]245。兰色姆进而指出,“科学不是通过驳斥,而
是通过抽象化来破坏意象的暠[5]195。重农主义者认为,
科学话语提前预设实证或经验数据的所指,而文学话语

则聚焦于语言的喻指,通过检测语言的物质性和生产性

以便识别理性话语的可能性和局限。因此,文学生产出

与科学话语不同的知识对象,它不为一种抽象意义或用

法而定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对个人的

分裂、对人的异化,重农主义话语所赞美的传统南方形

象代表了有机统一的理想社会模式;从社会意义上讲,
也有助于消减历史创伤的伤痛和挫折感。

重农主义者对传统消失的焦虑随着社会的现代化

程度而加深。他们认为市场限制了个人选择和行为的

范畴,将个人简单地定义为生产者或消费者,进而使人

与人的关系变为经济交换。新南方教条和进步主义逐

渐将南方推向市场化,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简化为交换关系和现金关系。他们看到,美国

公众“视作家为一个商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类型,并
且依据作家的收入来表达相应的尊敬暠[6]48。重农主义

者自身也经历了被市场化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出
版商成群涌入查铺山(ChapelHill)和纳什维尔(Nash灢
ville),寻找南方作家以满足北方人的阅读兴趣。泰特、
兰色姆、沃伦、戴维森(DonaldDavidson)等都迫于经济

压力,同出版商签订了合同。戴维森于1929年承认:
“没有人能拒绝出版商,他们像地里饥饿的猎狗,搜寻着

南 方 作 家,至 少 就 有 三 个 出 版 商 在 我 背 后 追 逐 着

我。暠[7]22泰特则苦涩地描绘了美国社会中作家的地位,
他们属于“一个流汗的阶级,为出版商和图书市场的暴

政所束缚暠[8]157。随着现代化市场的发展,艺术品和艺

术家本人正在变为可供交换的商品,作家们和公众不再

保持联系,而只能通过市场来接触到大众。销售成为作

家和读者之间主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为了要取得和大

众的联系,作家们被迫尽最大努力满足市场要求。有鉴

于此,重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市场中对人的异化发起了

批评。他们提倡传统社会的闲暇,向往文学自给自足的

世界,认为文学创造性、自发性可以同资本主义的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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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对立。
相对于科学世界的抽象化,重农主义更加欣赏文学

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1926年,兰色姆指出,“经验历

史顺序中有三次运动,第一次是原初经验,是所有智慧

的纯粹内容,没有反思,具体而单一暠,而第二次运动是

人之活动,在其中“其记录来自于第一次运动暠;认知引

向观念,而观念将抽象分为无意识和实践,因此,“经验

成为历史,成为概念化的知识暠[9]125。对于兰色姆而言,
科学习惯同第二次运动相关,其动机是对行为目的的理

性化理解。而第三次运动来临的原因是人们意识到第

二次运动不可能完全知晓经验,科学世界和想象世界具

有不同规律,而语言的诗性功能可以恢复世界的完整的

本真状态。相对于科学的抽象和概念,兰色姆认为,“想
象是纯记忆的机构,或源自无意识的头脑;它从黑暗的

储藏室内带出了原初的经验,……所以当我们想象时,
我们在后退;我们正试图重建一份我 们 曾 有 过 的 经

验暠[9]125。我们很容易在新批评阶段兰色姆的著作中发

现对这段重农主义时期话语的回应,在《诗歌:本体论札

记》(1934)中,兰色姆提倡感性和理性结合,对于诗歌创

作,他认为,“逼着我们去写诗歌、去考虑美的经历的是

梦,是回忆……艺术是以第二次爱情,而不是以第一次

爱情为基础的暠[10]50。
可见,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的话语演变过程中,兰

色姆等区分了科学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不同,进而推崇文

学世界的本真性。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科学实证主义

考据式研究,忽略了文学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避免

文学作品沦为市场商品,从而避免工业资本主义的异

化。重农主义话语通过文学和社会的互换,表达其政治

诉求,认为文学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曾经感知的复杂世界

的完整性,重新建立社会有机联系,修复曾有的创伤,成
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因而文学的有机统一间接批

评了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残缺,以及市场价值和工业资

本主义对人类精神的物化,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重农

主义话语的社会政治诉求体现了新批评产生之前南方

知识分子同社会话语的协商,预示着新批评从重农主义

演变而来所具备的社会和历史视角。
二暋一群预言家:激进的新批评

发表重农主义宣言之后,兰色姆等南方知识分子开

始了从重农主义到新批评的话语演变。然而,这种演变

并不是保守的后退,而是战略的转移。1930年,重农主

义者发表《我要坚持我的立场》时,收获了上百篇评论,
然而,在大萧条时代,它只售出了 2174 本,收入仅仅

64714美元[11]69。重农主义者所嘲笑的市场价值颇具讽

刺意味地颠倒了批评的对象。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

30年代后,美国的政治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重农主义

者“恢复农业社会暠的理想无法得到支持,同时他们也受

到罗斯福新政的吸引。尽管他们意识到新政不能改变

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但他们却认为新政能接受一些非

纯经济因素,如社会、文化等的影响。“新政期望建立一

种稳定感,集体感,国家身份,这符合重农主义者的兴

趣暠[6]30。早在重农主义时期,他们就希望重建农业社会

中和土地整体的和谐的联系,并认为,虽然诗人没有必

要直接宣扬政治,但他们应该关注语言的活力,并用人

类精神家园的永恒来抵抗世俗社会非人性的一面[12]69。
重农主义的这种观点在大萧条时期,转化成对政府的新

政的期望。他们的政治理想体现为对文学的社会功能

的塑造。就他们看来,文学能克服社会的混乱,重建社

会秩序。
这段时期,重农主义者已相继离开了南方,在北方

著名的大学任职。兰色姆离开了范得比而特大学,来到

俄亥俄州的肯庸学院;泰特前往普林斯顿;沃伦去到明

尼苏达州以及耶鲁大学。他们对当时文学研究的批评

延续了重农主义时期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评视角,他们

对文学有机论的思索,也是南方叙事方式的再现。在新

批评之前,文学研究主要采取传记式和印象式的方法,
文学的意义存在于其历史的或现实的价值,文学的阐释

依附于相应的历史对应物,如真实的史实,或作家的生

平及个人经历。兰色姆等则将文本视作独立的客体,注
重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割裂了文

本的有机联系。这种对文本有机性的关注来自南方新

批评家们传统的南方视角,它拒绝抽象的理解,而是尽

力将不同的因素以“和谐暠、“平衡暠、“稳定暠的关系放置

于有机的思索中。因此格雷(RichardGray)认为,兰色

姆、泰特、沃伦等“从来没有停止根据南方代码来解读历

史经历的冲动暠[13]230。
对于泰特来说,传统是定义社会、文化中人们行动

方式的一种典型符码。通过探究传统的不足,作家们可

以批评其中的行为方式,并重建组织人们的社会联系。
然而,这种通过艺术来改变社会的有效性取决于作家和

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泰特认为,法国等国家给予了作

家极大的责任感和权威,而在美国,公众则“视作家为一

个商人,因为[美国大众]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也不知

道对作家的成就表示尊敬暠[6]48。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已逐渐渗透到社会文化领域,金钱关系成为了一

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产生的问题是,作家们被迫和公

众生活分离,并只能通过市场来接触到大众。销售成为

作家和读者之间最主要的社会交换模式。为了要取得

和大众的联系,作家们被迫尽最大努力来满足市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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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批评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以及文本中心的位置,
从政治文化上来说,也是一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
因为后者的意识形态所滋生的科学实证主义只是关心

工具性,而忽视了真理和道德。因此,科学实证主义不

能认识到它自身的局限,也不能欣赏诗歌中不理性的因

素。作为新批评主将,泰特反对阿诺德(Matthew Ar灢
nold)将科学和文学分离的作法。泰特问道:“主体和语

言难道不是同一的吗?暠[10]130对于新批评家来说,阿诺德

只是将语言看作了思想的工具,这意味着语言外在于文

学;这种立场和科学实证主义相连,后者将文学联系看

作陈述和意义的关系,而不是文学的语言和形式。
因此,南方知识分子从重农主义思想到实行新批评

的理论方法的过程中,所持的是一种激进的文学态度。

1940年,泰特和兰色姆等批评美国大学英文系对现代文

学和文学批评缺乏兴趣。泰特其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

教授“创意写作暠课程。他指出,创意写作不是教学生怎

么样写,而是教他们判断文学的标准,教授学生怎么样

去阅读和批评文学作品。兰色姆在《肯庸评论》中呼应

泰特,他在《泰特先生和教授们》一文中指出,教授们应

该告诉学生“艺术品的结构暠[6]98。兰色姆、泰特、布鲁克

斯等都呼吁更有活力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盛行的历史

批评的背景下,新批评家们反对传统的“历史方法暠(his灢
toricalmethod)批评模式,认为这种批评模式是科学实

证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延伸,没有考虑到文学生产过

程。这群激进的新批评家们指责历史批评只是堆积历

史信息,将文学贬低为史实的材料,成 为 “死 去 的 躯

体暠[6]97,认为这种方法将文学、文化和社会作为事物的

储存,而不是积极的再建过程。因此,在南方知识分子

的推动下,“新批评犹如凤凰重生般升起于范德比尔特

的重农主义运动的废墟上暠[13]210。新批评一时之间成为

了大学校园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在《肯庸评论》和《南方评论》的推动下,美国大学中

开展了系列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1936年,布鲁克斯

(CleanthBrooks)、沃伦和珀斯(John.T.Purser)一起,
发表了《文学入门》(AnApproachtoLiterature);1938
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发表了重要的代表作《理解诗歌》
(UnderstandingPoetry);1943年,布鲁克斯和沃伦发

表了《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Fiction);1949年,沃
伦发表《现代修辞》(ModernRhetoric)。 这一系列新批

评的代表作指示大学教师和学生们,阅读诗歌应该关注

文本本身,而不是将其视为作者自传,或历史思想的艺

术表达,或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或从其他文本“外
部暠因素来阐释。兰色姆的“本体论暠、泰特的“张力论暠
以及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内部论暠,一时之间使持新批评

论者成为大学校园内的“激进分子暠。然而,在社会意义

上,“新批评是一项有挑战意义的文化政治运动暠[6]13。
套用Jr.鲁宾(LouisD.Rubin.Jr.)的评价,这些新批评

者是“一群预言家暠,他们即将占领美国大学教坛数十

年,并奠定了诸多后来文学理论的基础。
三暋新批评的传播和建构

重农主义者在学界重组英语教学的行动并不是对

资本主义的投降,而是带有政治动机的文化批评行为。
由于战后社会闲置人员的激增,美国大学持续加大教育

投入,扩大招生。高等学府成为吸纳失业人口、储备技

术人才、减缓社会矛盾的有效工具。1935年,美国大学

发起了关于文学教育功能的辩论。大众教育的膨胀和

学术研究处于矛盾中。而新批评在文学研究上,能够提

供解决课堂教学的实用方法,建立社会和学术规范之间

的联系,解决学术纪律的矛盾,很快受到教育机构的认

可,并得到推广。另外,新批评话语对个人谬误、感受谬

误的驳斥,可以使不同背景的学生统一在权威的文本细

读之下。作为稳定社会的文学批评理论,新批评话语不

久就在大学教育中流通并得到承认,为四五十年代的知

识分子挪用。
南方新批评者们认识到,依靠小规模的知识分子读

者和大批没有组织的读者群,不可能有效并且连续地传

播他们的观点。1937年,兰色姆来到肯庸大学后,建立

了《肯庸评论》(KenyonReview)。 南方新批评者们依

靠的 杂 志 还 有 《新 共 和》(New Republic)、《美 国 评

论》(American Review)、 《西 万 尼 评 论 》(Sewannee
Review)、《弗吉利亚每季评论》(TheVirginiaQuarterly
Review)等。 南方新批评者们通过教学和创立刊物,推
荐新批评的研究视角,树立了威廉·福克纳、托马斯·
沃尔夫等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这些杂志同时

培养了一大批新批评的拥护者,成为新批评文化运动的

话语阵地,在建构新批评话语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

作用。
南方新批评者们一系列的工作对推广现代文学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传统的英语文学教学认为现代

文学还没有经历时间考验,没有显赫稳定的名声值得深

入研究。针对这种看法,泰特指出:“过去的文学只能被

视为现在的文学才能保持活力,或许我们应该说过去的

文学活在现在的文学里,而不是其他地方:所有的文学

都是现在的文学。暠[8]97新批评的这种态度打破了传统的

桎梏,否定了以时间和声名来衡量作品的作法,是一种

颇具生命力的话语。1936年,泰特在 MLA年会上发表

了论文《现代诗人和常规》,讨论了现代形式的诗歌怎样

被看作传统。泰特强调文学形式总是有历史特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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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形式总是在特别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生产,过去

的文学形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问题[6]76。因此泰特指

出,传统主义不是重复过去的成规,因为这些习惯和惯

例脱离了语境就不再具有生命力;而现代文学保持了一

种批评和嘲讽的态度,和过去的形式相比,现代文学突

出了当代社会的缺陷和局限。泰特的这种观点不仅说

服了英语老师去理解现代诗歌形式的有效性,而且为理

解文学以及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最佳的方式。
在这一届会议上,布鲁克斯和沃伦还发表了《现代

诗歌的阅读》,区分了“正确的阅读暠诗歌同“发自陈腐的

反映和读者个人历史的误读暠之间的区别[6]77。他们认

为,诗歌总是交流的形式,是一种包含了生产和消费的

过程,不能降为一种个人反应。批评家应该注意的是形

成这些个人反应相关的语言过程。正是从这里出发,维
姆萨特等才发展出“意图谬误暠和“影响谬误暠等看法。
但可以肯定的是,沃伦等并没有使诗歌和生产以及消费

语境相脱离,而是提出要关注文学行为的特殊性,识别

与文学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文本生成的过程。他们认为,
由于现代世界的文化是混乱和不连贯的,现代诗人必须

比前人更加努力地去采取新的诗歌形式。这种态度明

确地将文学行为和其他社会语境相连,而不是如后人指

责他们那样,脱离了社会历史联系。新批评意识到文学

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它不仅反映而且解读它的社会

语境。
另外,学界对新批评的接受也是特定语境下的选

择。20世纪四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微妙。40
年代后半期,正当西欧世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引发

了系列危机之时,美国却处于短暂的战争繁荣时期,但
好景不长,很快美国国内出现了六次越来越严重的经济

危机。民族矛盾的尖锐以及由于科学技术畸形的高速

发展而产生了社会政治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繁
荣、文明的社会外衣遮掩不住病态的堕落。在麦卡锡主

义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左倾的政治观点极易引发自

身的危险。新批评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既不是同情苏联

社会主义的话语,又能表达出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

态,从而为众多知识分子挪用。泰特在1949年为庞德

(EzraPond)辩解的《诗人对谁负责?》中,宣称诗人不参

加政治,甚至不对社会负责,“他只对他作为一个诗人应

当具备的德行负责暠[10]468。这种态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

一种中立的立场,甚至默许在文学的范围内,知识分子

可以畅所欲言,表明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主张。不仅

如此,南方新批评家布鲁克斯在1946年发表的《新批评

与传统学术研究》,在同当时的学院派争辩的同时,更指

出了新批评和传统的学术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以
及可以达到的“理想融合暠,并且表明了新批评更为精确

的地方[10]473。新批评对学院派的主动示好,是他们融入

学院建设和学科教育的策略,容易为保守的学院派接

受。而在1951年,布鲁克斯则旗帜鲜明地将新批评定

义为“形式主义批评家暠,突出了新批评对形式的喜好,
对文本内部微观世界的关注,进一步摆脱了文学和政治

的直接联系,从而为知识分子畅通言路提供了方便。正

如伊格尔顿指出的:“新批评是在北美文学批评竭力走

向‘专业化暞、竭力成为一门可接受的体面学科的年代中

发展起来的。……而随着40年代和50年代的来临,这
一反叛者又很快被现存学术权力当局所同化。暠[14]48新

批评的这种意识形态无疑受到美国国内知识分子的欢

迎,成为20世纪50年代最为通行的话语。

综上所述,南方知识分子从重农主义运动到新批

评,投入了具有挑战意义的文化政治运动。他们反对科

学实证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策略在文

学领域被再现为精英式独特的政治力量。这种文学话

语提供了一种超越历史束缚、可以独立存在的审美经

验,并通过学术机构的生产和推广,成为主导意识形态

富有教化功能的话语,并在美国大学教堂里培养了大批

后继者。他们的话语参与了社会能量的循环,通过南北

意识形态对抗、新南方主义和进步运动、凯恩斯主义和

新经济政策、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麦卡锡主义等话语链

上的流通,推崇文学的本体地位,使文学独立于政治经

济,成为知识分子追求和谐统一的政治诉求在现实中的

投影,从而消减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国家权力。尽管新

批评在后期逐渐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批评,但正如列垂起

亚(Lentricchia)所言,新批评“死时的形象仍然是一位庄

严的,强权的父亲形象暠[6]137。正是在和新批评的对抗

中,当代批评的身份才得以建立。对新批评的解读并没

有终止,它的生命力将会在后来的批评中坚持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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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AgrarianismtotheNewCriticism:
DiscourseEvolutionoftheAmericanSouthernIntellectuals

WANGXin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AsanimportantacademicdiscourseonAmericanliteraryhistorystudies,thedis灢
courseevolutionfromagrarianismtothenewcriticismforegroundsAmericanSouthernintellec灢
tuals暞politicalstrategies.Stemmedfromthesoutherntraumatichistoricalmemory,thisgroup
ofSouthernintellectualstakesaretrospecttothepast,advocatesAgrarianismandthecorrespon灢
dedlivingstyle,protestsagainstsocialinvasionoftheindustrialCapitalismandalsoagainstthe
deteriorationoftraditionandsocialorderpromptedbymodernizationandurbanization.Theagra灢
rianists暞politicalpursuitisexpressedintheirliterarydiscourseandlaterrepresentedbythenew
criticism暞spoliticalideal.Thenewcriticismappliesanultimateandautonomicaestheticexperi灢
ence,beingproducedandspreadbyacademicinstitution;andfinallythisschoolofthoughtisab灢
sorbedintothemainstreamforcultivation.Thisdiscourseevolutioncontainsthesouthernintel灢
lectuals暞politicalpursuitanddisprovesthecriticismwhichwronglyrebukesthenewcriticism暞s
lackofhistoricalpoint灢of灢view,ignoranceofsocialandpoliticalelementsandsoon.

Keywords:theAmericansouthern;traumaticmemory;politicalpursuit;theagrarianism;

thenew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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