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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格拉布街文人”是 １７、１８ 世纪英国伦敦的一个下层文人群体，包括受雇记者、报刊的撰稿人以及

文学苦力，亦包括一些出身低微的出版印刷商以及某些成名之前的作家等。 社会转型时期的格拉布街文人

被看成雇佣文人的象征，生活困顿、煮字疗饥、声誉极低，为世人所嘲讽。 但是，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境遇、社

会地位以及精神状态等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为英国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他

们与政府之间的斗争以及对于社会的批判，亦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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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下的复杂社会政治环

境孕育出一批以写小册子为生的自由职业文人群

体。 １７ 世纪 ３０ 年代，由于“出版法庭法令”①和

学徒制度的限制，英国伦敦西区墨菲尔德的格拉

布街及其周边地区，因易于躲避追查的环境，便成

为一些学徒工和印刷商躲避政府检查的庇护所。
随后，众多贫困作家及新闻记者等自由职业文人

不断向这里聚集，他们受雇于一些印刷出版商，在
格拉布街的阁楼上从事编写、校对、翻译以及诗歌

创作等工作。 久而久之，这些贫困作家、新闻记者

及印刷商等便被称为“格拉布街文人”（Ｇｒｕｂｓｔｒｅｅ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１８ 世纪初，受文学商业化浪潮的推动，
众多文人作家来到伦敦寻求成功的机会，导致伦

敦文学市场劳动力严重过剩，格拉布街的状况扩

展到了整个伦敦的贫困区。 “格拉布街文人”的

适用范围亦有所扩展，既包括受雇的记者、为报纸

写作的人以及文学苦力，也包括一些出身较低的

出版商、印刷人以及成名之前的某些作家，例如

１８ 世纪英国文学巨匠塞缪尔·约翰逊（ 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ｈｎｓｏｎ）及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
ｆｏｅ）等。 他们被视为文学商业化浪潮中的典型雇

佣文人，逐渐成为伦敦下层文人的代名词。
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社会政治环境，使得人

们所关注的只是少数能引起轰动的政论文人、文
学大家，而大部分边缘化的格拉布街文人往往为

社会所忽略。 然而，正是由于这个被大众忽略的

群体的努力，英国新闻出版行业才从初创一步一

步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他们的作为对英国社会转

型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

境遇、社会地位、精神状态等带有明显的时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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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不断斗争以及对于社会不

满的宣泄，也反映了转型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

一、格拉布街文人的生存境遇

１７、１８ 世纪，文学商业化浪潮中的格拉布街

文人没有固定的个人收入，他们为生计写作，按照

写作的行数获得报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低等的

文学活动，生活困顿、煮字疗饥是他们的真实

写照。
在整个 １７ 世纪，“伦敦既是一个财富中心，

又是一个拥挤、不卫生和危险的地方”。① 格拉布

街的环境亦极差。 据记载，该街道以疟疾和黑死

病的存在而著称，②是臭名昭著的不健康之地，极
易传播疫病。 其治安状况更是恶劣，暴力事件多

发，有人曾见到一天晚上有一个制鞋匠被两个暴

徒打倒并抢走三先令六便士。③ 亨利·菲尔丁

（Ｈｅｎｒｙ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曾描述格拉布街说：“其极不规

则的建筑群，……就像一个丛林，在这里，盗贼就

像是非洲或者阿拉伯沙漠里的野兽一样可以极为

安全地躲藏。”④卖淫亦泛滥。 自一个叫哈比杰的

小姐将卖淫场所引入格拉布街，随后出现了牛夫

人、半便士夫人、哈里森夫人等“狡猾的鸨母”，以
及乌洛斯夫人等“普通妓女”。⑤ 总之，格拉布街

经济落后、盗贼横行、卖淫泛滥、疾病传播严重，整
个街道上充斥着狭窄的小巷、贼窝、妓院。 这种状

况在整个伦敦边缘贫困区⑥普遍存在。
处于这种环境中的格拉布街文人生活极为窘

迫，英国史学家马考莱（Ｔｈｏｍａｓ Ｍａｃａｕｌａｙ）曾描绘

他们的境况说：“住在八级台阶的阁楼上…… ７
月，与大伙睡大通铺，１２ 月，在温室的灰烬中安

睡，其后死在医院，埋葬在教区的地窖。”⑦文人汤

姆·布朗（Ｔｏｍ Ｂｒｏｗｎ）曾声称，自己是 “被锁在

了阁楼里”。⑧ 理查德·萨维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ａｖａｇｅ）
在没钱住宿的时候，便在一些地下旅店、恶臭的地

窖，甚至是一些人渣聚集的地方睡觉：夏天他会睡

在露天的地方，冬天则和一些盗贼、乞丐挤在一

起。⑨ 由此可见，格拉布街文人的生活环境十分

恶劣，他们生活在贫困混乱的地区，很多时候不得

不与乞丐、盗贼为伍。
然而，较之恶劣的生活环境，经济的拮据是他

们面临的更大困境。 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格拉布

街文人很多时候会陷入极端的贫困。 比如，塞缪

尔·波伊斯（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ｙｃｅ）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

只裹着一张毯子坐在床上，他在毯子上挖两个洞

以便能够写作。 他由于没有体面的衣服，只得将

白纸绕在脖子和手上出门与书商们洽谈 “生

意”。 穷困潦倒的萨维奇，没有容身之所，不得

不“在街上游走的时候进行构思，进入杂货店祈

求笔墨，将自己的构思写在捡到的纸上”。 最

终，萨维奇死于狱中，甚至连安葬的钱都是门卫捐

助的。 而即便是业已成名的人物，亦不能摆脱囊

中羞涩的状况。 比如，１７５９ 年时约翰逊已小有名

气，其母亲去世却无以为葬，他用秉烛七个日夜写

出的《拉塞拉斯》（Ｒａｓｓｅｌａｓ）的稿酬才应付了葬礼

的开销。 １８００ 年，已名满英伦的塞缪尔·泰

勒·科勒律治 （ Ｓａｍｕｅ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 返回英

国，要借住在朋友家中，其经济来源多靠写诗和演

讲，经常接受官方和慈善机构的补贴。 久病以及

鸦片的吸食影响了他的写作，甚至他子女的学费

都靠朋友资助。

格拉布街文人困顿到如此地步的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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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有限。 这些文人多供职于新闻出版行业，在
广告收入甚微的情况下，报刊的销量是新闻出版

行业的主要经济来源。 然而，在今天发行量普遍

巨大的报刊，在 １８ 世纪每天最多只能卖出几千

份。① 这样的发行量维持收支平衡尚且不易，能
够盈利的则是少之又少，由此可知，格拉布街文人

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 实际上，处于新闻出版行

业主压榨下的文人的报酬少得可怜。 比如，约翰

逊一首《伦敦》（Ｌｏｎｄｏｎ）的诗酬不足 １０ 个基尼；②

波伊斯将英国文学家乔叟的作品引入现代英语

中，其报酬却只有每百行三个便士。③ 与之同时，
这些文人的支出却较大，家庭的重担常使他们疲

于应付。④ 比如，丹尼尔·笛福身处监狱时曾写

信给罗伯特·哈利（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ｒｙ），他担心地说：
“没能给孩子提供学费是我欠孩子们一笔债，这
一不可推诿的责任常常使我感到沮丧。”⑤另外，
娱乐活动亦是格拉布街文人的一大支出，很多文

人沉浸于剧院、酒吧和咖啡馆中，有些甚至染上了

酗酒、赌博、吸毒等恶习（后文详述）。⑥ 收入有限

而花费巨大，使得经济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格拉

布街文人，对很多人而言，生活的困顿伴随他们

终生。
并且，生活境遇固然堪忧，当时的政治环境亦

不容乐观。 １８ 世纪前后，处于英国政党政治时期

的格拉布街文人很难置身事外。 为生活所迫，他
们不得不接受党派津贴并为之效力。 像笛福、约
翰逊、托比亚斯·斯摩莱特（Ｔｏｂｉａｓ Ｓｍｏｌｌｅｔｔ）等著

名文人均接受过党派津贴。 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

遭到反对党的报复，如为辉格党写作的乔治·里

德帕斯（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ｄｐａｔｈ）在托利党人眼中则是一

个“煽动性人物，文字诽谤的制造者，臭名昭著”，
他因撰文反对签订《乌特勒支和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Ｕ⁃
ｔｒｅｃｈｔ）而被关入监狱，后被迫逃往荷兰。⑦ 反过

来，为托利党服务的文人亦是如此，查尔斯·莱斯

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ｓｌｉｅ）就因写作反对辉格党的小册子

而被迫逃离英国。 除政治迫害外，这些文人还经

常遭到暴力恐吓，比如约翰·塔钦（Ｊｏｈｎ Ｔｕｔｃｈｉｎ）
曾创办《空中邮报》 （Ｆｌｙｉｎｇ－Ｐｏｓｔ），批评时政，攻
击安妮女王，１７０７ 年他遭到政敌的殴打，不久因

伤重不治而亡。⑧ 就连笛福亦曾收到匿名信，威
胁说要暗杀他并推倒他的房子。

为规范出版市场，英国政府又建立了出版法

庭，制定了针对文人的《煽动诽谤法》。 这一法令

对于文人的惩罚十分常见，一般有三种：戴枷示

众、监禁以及罚款。 笛福曾经历过以上三种惩罚。
其中，最为大众化的当属监禁。 煽动诽谤罪，加上

债务的原因，使得入狱成为 １８ 世纪格拉布街文人

的职业危险。 在查尔斯·罗克罗夫特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ｗｃｒｏｆｔ）的《舰队监狱编年史》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ｅｅｔ ｐｒｉｓｏｎ）中，列举了一些有着入狱经历的格拉

布街文人，如 Ｗ． Ｈ． 安斯沃思（Ｗ． Ｈ．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Ｇ． Ｗ． Ｍ． 雷诺兹（Ｇ． Ｗ． Ｍ．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西奥多·
胡克（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ｏｏｋ）、Ｇ． Ｐ． Ｒ． 詹姆斯（Ｇ． Ｐ． Ｒ．
Ｊａｍｅｓ）、皮尔斯·伊根（Ｐｉｅｒｃｅ Ｅｇａｎ）、道格拉斯·
杰罗德（Ｄｏｕｇｌａｓ Ｊｅｒｒｏｌｄ）等均名列其中。 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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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１８ 世纪，由于出版技术有限，版面设计及印刷方法亦沿用手工模式，严重阻碍了印刷数量和销量。 １７６６ 年，《公共广告人》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日平均发行量为 ２２２８ 份；１７８９ 年，《记事晨报》（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每天的发行量为 ４０００ 份。 具体可参见 Ｂｏｂ Ｃｌａｒｋｅ ，
Ｆｒｏｍ 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ｏ Ｆｌｅｅ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ｐ． ９７－１００。 《晨邮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在 １７９５ 年的发行量仅为 ３５０ 份每天，即使到 １８０３ 年，日均发行

量也只有 ４５００ 份。 可参见 Ｗ． Ｈｉ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１７７２－１９３７， １９３７。
科塞：《理念人》，郭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６ 页。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ａｒｔ，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ａ Ｇｒｕｂ：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ｙ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５００－１９００ ，Ｖｏｌ．７ Ｎｏ．３（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６７）， ｐ．４１９．
很多文人都有较为庞大的家庭，如笛福有七个孩子，托马斯·德·昆西（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有八个孩子需要抚养，科利·西伯

（Ｃｏｌｌｅｙ Ｃｉｂｂｅｒ）先后有过 １０ 个孩子，在贫困的环境中有六个先于他去世。 具体可参见 Ｒ． Ｈ． Ｂａｒｋｅｒ， Ｍｒ Ｃｉｂｂｅｒ ｏｆ Ｄｒｕｒｙ Ｌａｎ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９， ｐｐ． ２５７－２５８。 关于科利·西伯的具体状况，亦可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Ｖｉｎｓｏｎ ， 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 Ｄｒａｍａｓｔｉｓｔｓ：
Ｇｒｅａｔ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７９， ｐｐ． １１７－１２０。

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９８ 页。
１８ 世纪英国消费主义大兴，娱乐活动盛行，很多格拉布街文人沉浸在剧院、酒吧和咖啡馆中，一些文人更是染上了酗酒、赌博甚至

吸毒等恶习，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Ｏｌｉｖｅｒ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詹姆斯·汉内（Ｊａｍｅｓ Ｈａｎｎａｙ）、理查德·萨维奇均有嗜酒恶习，塞缪尔·泰勒·科

勒律治和托马斯·德·昆西是众人皆知的瘾君子。 关于格拉布街文人的娱乐活动以及不良嗜好，在后文的精神生活中有详细介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ｃ．ｐｕｐｅｓｓｏａｌ ／ ｍｐｏｒｔｅｌａ ／ ａｒｓｌｏｎｇａ ／ ＭＰＥＮＳＡＪＯＳ ／ ｗｒｉｔｉｎｇ＿ｆｏｒ ｍｏｎｅｙ．ｈｔｍ．
Ｈ． Ｃ． Ｇ．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ｒｉａｎ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５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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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十分艰苦，著名诗人克里斯托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ｉｇｏｔａ）在 １７６８ 年入狱，因不堪狱中生活，１７７１ 年

死于狱中。 格拉布街文人为了生存，在狱中依然

需要写作，如托马斯·阿什（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ｈｅ）会付钱

给同监狱中的其他人来保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能

够继续写作。① 但并不是所有的格拉布街文人都

有这样的运气。 曾是《文艺论坛》 （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ｍ）编
辑的托马斯 · 基布尔 · 赫维 （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ｂｌｅ
Ｈｅｒｖｅｙ）多次入狱，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没有单

独的房间，连写作必需品都缺乏，甚至没有床，更
不用说写作的桌子了。② 格拉布街女文人伊丽莎

白·哈迪（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ａｒｄｙ），因债务被监禁，两年

后死于狱中。 一位护士曾对哈迪的狱中生活描述

道：“哈迪最后两年完全处于生死边缘……她会

在破晓起床，亦经常写作到深夜，尽管在狱中，她
完全像作家一样生活。”③

二、格拉布街文人的社会地位

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工业革命时期，在两

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格拉布街文人”一直是一个

侮辱性的称号，社会地位极低。 约翰逊曾评价说：
“他们是贫困且默默无闻的一族，这是由于普通

的理解力无法理解他们的用处。 他们生前未获承

认，死后亦无人同情，长期遭受侮辱却没有辩护

者，遭受别人的指责却没有人向他们道歉。”④斯

内德·沃德（Ｎｅｄ Ｗａｒｄ）也对自身的状况描述道：
“我们与妓女十分相似……如果问我们为什么要

干这种臭名昭著的、下贱的写小册子的工作，答案

就是，暗淡的命运导致的不幸境遇逼着我们干这

一行来养家糊口。”⑤从他们的描述中可见格拉布

街文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境地，他们因生计所迫而

从事低等的文学工作，还要时刻承受着大众的指

责和谩骂。
导致格拉布街文人处于如此境地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 首先是文人自身的行为多为人所诟病。
如前已述，处于党派斗争的政治环境下，格拉布街

文人多接受党派津贴而相互攻击。 例如，笛福在

其写作生涯中数次转换政治立场，以致被人称为

“唯利是图的精神妓女”。⑥ 英国学者马丁·康博

伊（Ｍａｒｔｉｎ Ｃｏｎｂｏｙ）曾评价说：“笛福是一位极端

的实用主义者，既是一位温和的辉格党人，也是一

位温和的托利党人，所以同时为两个党派写作或

者偶尔改变拥护对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⑦而约

翰逊早年为谋求生计，不得不充当雇佣文人，亦曾

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固定立场、只要付钱就可以帮

任何人写作的毫无诚信和名誉的文学流氓。⑧ 像

笛福和约翰逊这样的著名人物尚且如此立场不坚

定，其他文人就可想而知。 而且，很多格拉布街文

人的确还有一些不端行为。 比如，波伊斯经常一

稿多投，将自己的诗寄给任何可能付给他稿酬的

人。 萨维奇经常以蒲柏或斯威夫特的名义胡乱编

造文章，他曾说：“我有时是盖伊先生，有时又是

伯纳特或者艾迪逊。 我删减历史和游记，翻译根

本不存在的法语书，而且擅长为旧书寻觅新的书

名……”⑨格拉布街文人的这些不良甚至违法行

为，使得他们备受质疑、鄙视，是其社会地位不高

的主要原因。
其次，格拉布街文人多从事新闻出版行业，在

行业声誉不佳的情况下，其声誉自然受行业所累。
内容缺乏准确性，是新闻出版行业声誉不佳的主

要原因。 １８ 世纪，英国政府对消息严格控制，在
缺乏消息的情况下，格拉布街文人费尽心思获得

的都是些二手甚至多手资料，内容多来自咖啡馆

或酒吧的流言蜚语，所以，在报刊上出现偏差甚至

编造故事的状况十分普遍。 艾迪逊曾讽刺道：
“大不列颠的新闻记者比士兵更为英勇，当我们

的军队按兵不动时，新闻记者发起了多处进攻，当
我们的长官满足于伟大的会战时，新闻记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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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Ｎｉｇｅｌ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ｐ．４５．
Ｎｉｇｅｌ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ｐ．４５．
Ｎｉｇｅｌ 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ｒｉ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ｐ．１５７－１５８．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ａｒｔ，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ａ Ｇｒｕｂ：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ｙ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５００－１９００， ｐ．４１６．
Ｈｏｗａｒｄ Ｗ． Ｔｒｏｙｅｒ， Ｎｅｄ Ｗａｒｄ ｏｆ 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ｂ－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６８， ｐ．３．
Ｋ． Ｗｉｌｌｉａｓ， Ｒｅａｄ Ａｌｌ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ｐ．６０．
Ｍ． Ｃｏｎｂｏ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２００４， ｐ．６１．
Ｂｏｂ Ｃｌａｒｋｅ， Ｆｒｏｍ 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 ｔｏ Ｆｌｅｅ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ｃ．ｐｕｐｅｓｓｏａｌ ／ ｍｐｏｒｔｅｌａ ／ ａｒｓｌｏｎｇａ ／ ＭＰＥＮＳＡＪＯＳ ／ ｗｒｉｔｉｎｇ＿ｆｏｒ ｍｏｎｅ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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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尤金亲王杀死上千人的地

方，博耶（一名格拉布街文人）杀死了一万人。”①

由此可见报刊内容的失实程度。 报刊之间相互抄

袭的状况亦较为常见，很多报刊在晚上刊登早报

上的事件，在第二天早上又刊登前天晚上的事件，
使新闻和旧闻相互交错，混乱不堪。 交通通信条

件的落后也造成时效性较差，比如法国的事件要

在一周之后才能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 报刊内容

亦多粗俗，有些报刊为增加发行量，甚至会出现妓

院指南等低俗内容。② 总之，这些状况使得新闻

出版行业的声誉受损，一度被描述为“剪刀加胶

水的行业”，这自然也给格拉布街文人的声誉造

成了极坏的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政府和社会的无情

打压。 在文学商业化浪潮刚刚出现的 １８ 世纪，作
为第一代受雇文人的格拉布街文人，其为金钱而

写作的生活方式不被当时的社会认可，他们被看

成是“被黑客和煽动者占据，为了政治家报酬的

贪婪冒险者，更有甚者致力于邪恶的目的，煽动大

众对抗已经建立的统治阶层”。③ 在这样的环境

中，格拉布街文人完全被边缘化，受到主流社会的

压制。
１８ 世纪，在英国社会的论战中，打击对手的

最好方法就是将对手强力压制到被社会所隔离的

下层。 由于格拉布街文人的言论对政府构成威

胁，他们受到了政府的无情打压。 政府精英阶层

将格拉布街文人视为社会的局外人加以侮辱，在
他们眼中文人群体和犯罪群体是一样的，只不过

前者是文学犯罪群体。 在社会中，视格拉布街文

人以犯罪的方式对抗政府政治秩序是普遍的事

情。 在党派政治环境之下，文人为维持生计，要么

接受执政党津贴，要么写作高风险的反政府文章，
以赚取高回报。 于是，众多文人都因党派站队问

题而成为不停轮换的政府的所谓“罪犯”。 尤其

是处于《煽动诽谤法》监控之下，很多时候是欲加

之罪何患无辞。 其中，最出名的当是安妮女王时

期的“马休斯事件”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Ａｆｆａｉｒ）。 印刷商约

翰·马休斯（Ｊｏｈ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只是因为出版的刊物

有对女王不利的言论，被认为是坚持女王不具有

合法继承权的主犯，他被宣判犯有煽动诽谤罪而

处以绞刑。④ 在煽动诽谤罪的控告威胁直接与工

作任务的执行相关联的情况下，最危险的莫过于

以写作政治小册子为生的文人，像乔治·里德帕

斯、查尔斯·莱斯利、约翰·塔钦甚至笛福，都曾

有因支持某一党而被另一党判定为犯有煽动诽谤

罪的经历。 入狱对很多格拉布街文人来说亦成为

家常便饭，他们反复地被抓、被放，久而久之，已经

适应了这一切而将其看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
像妓女一样，时常被骚扰而不会抱怨。⑤

与此同时，格拉布街文人仿佛成了这一时期

讽刺文学家的“福利”，在后者口中，格拉布街文

人很难逃脱“犯罪阶层”的定论。 讽刺文学家总

是极尽所能地将格拉布街文人与下层生活相联

系，将他们描述成居住在伦敦下层世界的人。 比

如，笛福曾被说成是为了金钱而出卖灵魂的无耻

之徒、江湖骗子、靠诽谤过日子的文人，约翰逊被

称为生活在肮脏地方的酒鬼。 亚历山大·蒲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ｏｐｅ）曾讽刺女作家、演员兼出版商伊

丽莎·海伍德（Ｅｌｉｚａ Ｈａｙｗｏｏｄ）：“不知羞耻的涂

鸦者用满是诽谤的回忆录和小说揭开男女两性的

缺点和不幸，不是损毁人们的社会声誉就是扰乱

私人的幸福。”⑥对著名人物尚且如此，其他格拉

布街文人更是被讽刺得一文不值。 蒲柏的《群愚

史诗》 （Ｔｈｅ Ｄｕｎｃｉａｄ）是讽刺格拉布街文人的名

作，诗中以“群愚”来影射格拉布街的庸俗批评

家、蹩脚诗人和不法书商，甚至将格拉布街比喻为

粪堆，将格拉布街文人视为生活在粪堆里的无知

愚人，将他们创作的诗歌、戏剧作品看作滋生的蛆

虫和昆虫。⑦

总之，处于转型时期的格拉布街文人受到政

府和社会的打压，游走于城市的边缘，为了生计而

写作，在社会中完全没有位置。 他们的工作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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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粗俗”“下流”等词汇形容，伴随着文学商业

化的节奏，就像注释和符号一样衬托着作为“正
文”的主流社会。 主流社会将这些文人的写作热

情等同于犯罪、卖淫以及疾病的传播，并为他们塑

造了一个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地方，这便是格

拉布街。 可以说，是格拉布街文人赋予了格拉布

街以特殊的含义，而格拉布街亦成为他们身份的

象征。

三、格拉布街文人的精神世界

格拉布街文人之所以生活困顿，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他们精神层次的追求花费较大。 １７、１８ 世

纪的英国，享乐主义盛行，娱乐活动大兴。 记者爱

德华·托汉姆曾说：“我们有高雅的剧院和很好

的演员、社交集会、音乐会、公园和散步场所、俱乐

部以及无数的娱乐方式。”①阿萨·勃里格斯亦认

为，此时的英国“是一个以时髦为荣、追求享乐的

口味日益复杂以及人们用很大的努力来成功地满

足这些欲望的时代”。② 在这样的环境中，格拉布

街文人亦多追求享乐，对各种娱乐活动趋之若鹜。
就如同波伊斯一样，“疯狂地涂鸦到傍晚来获得

一杯杜松子酒，典当财产以便能够观看爵士乐表

演”。③

观看戏剧是伦敦市民的常态活动，格拉布街

文人与戏剧的联系亦较为紧密。 比如，约翰逊便

是一名忠实的戏剧迷，在利奇菲尔德的剧院中有

他的专座。 不仅如此，他还热衷于结识演员，经常

和演员谈论演出情况。 在他学生戴维·加里克

（Ｄａｖｉｄ Ｇａｒｉｋ）的帮助下，他的悲剧《艾琳》（ Ｉｒｅｎｅ）
得以上演，他自己也参与了演出。④ 诗人约翰·

盖伊（Ｊｏｈｎ Ｇａｙ）同样不仅喜欢观看，而且创作了

著名的《乞丐的歌剧》（Ｔｈｅ Ｂｅｇｇａｒ’ ｓ Ｏｐｅｒａ）等，作
为一名戏剧家而声名远扬。

咖啡馆社交是格拉布街文人的日常活动。 著

名的威尔咖啡馆是格拉布街文人常聚的地方：约
翰·德莱顿（ Ｊｏｈｎ Ｄｒｙｄｅｎ）在这里拥有专座；威
廉·康格里夫（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ｏｎｇｒｅｖｅ）也是这里的常

客；理查德·斯蒂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ｅｅｌｅ）自称每天早

上六点便在咖啡馆了；约瑟夫·艾迪逊（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ｄｄｉｓｏｎ）更是每天都要待在咖啡馆里六七个小

时，观察生活，参与谈话，了解读者兴趣，撰写

文章。⑤

格拉布街文人亦喜欢组织俱乐部。 蒲柏、斯
威夫特（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ｗｉｆｔ）、盖伊、艾迪逊等组成了

“斯克里布莱拉斯俱乐部” （Ｓｃｒｉｂｌｅｒｕｓ Ｃｌｕｂ）。 约

翰逊成名后成为伦敦文学俱乐部的领袖，像奥利

弗·哥尔德斯密斯、夏洛特·伦诺克斯（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Ｌｅｎｎｏｘ）⑥等格拉布街文人均是该文学俱乐部的

常客。 其中，哥尔德斯密斯更是还热衷于参加诸

如“星期三俱乐部”“先令惠斯特俱乐部” 等下层

文人俱乐部，并经常表演以娱乐大众。⑦

除了观看戏剧、咖啡馆社交和组织俱乐部之

外，格拉布街文人还有很多低级趣味的娱乐方式，
比如饮酒、赌博等。 菲尔丁认为，当时英国涌现出

巨大的奢侈之风，极大地促使下层民众沉溺于昂

贵的娱乐、酗酒和赌博这些恶习中。⑧ 格拉布街

文人自然不能免俗。 众多格拉布街文人都饮酒无

度，他们多聚集在简陋的杜松子酒吧中豪饮烈酒。
１７０２ 年，笛福写道：“一个诚实的酒伴是值得赞许

的。”⑨约翰逊是尽人皆知的酒鬼，他经常与人在

廉价酒吧中彻夜痛饮，最疯狂的一次就连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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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克都觉得他们 “嬉闹了一夜，将要名垂青

史”。① 哥尔德斯密斯常年沉迷于赌博、醉酒，其
同乡格洛弗经常泡在“环球酒馆”和“魔鬼酒馆”
之中。② 詹姆斯·汉内嗜酒成性，最后因酒精中

毒死在了大街上。 理查德·萨维奇死于饮酒导致

的肝衰竭。 更有文人甚至染上了鸦片瘾。 科勒律

治因风湿痛等多种疾病的镇痛需要，长期服食鸦

片，竟至上瘾。 托马斯·德·昆西亦是瘾君子，由
于受害颇深，便写作了《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ｐｉｕｍ－Ｅａｔｅｒ）来表达自

身的痛苦。
格拉布街文人还深受英国追求风尚传统的影

响，处处标榜贵族生活，模仿上流社会以获得身份

认同。 如约翰逊成名前喜欢参加宴会，每次通常

花费八个便士，其中七个便士用于肉和面包消费，
另外一个便士则用于小费，以便可以得到更好的

服务。③ 他的朋友萨维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极端贫困的时候依然嫌弃吃饭时没有鸡肉，甚
至买了一件镶着金线的披风以满足自己的虚

荣心。④

尽管格拉布街文人追求上层生活方式，生活

中处处表现出放浪形骸的姿态，崇尚精神的自由，
看似一种风流洒脱，但实际上这是他们郁郁不得

志而又充满无奈的真实表现。
在 １８ 世纪，写作成为格拉布街文人赖以摆脱

悲惨命运的寄托。 随着文学商业化的日益加深，
在当时“对于一个意欲成名的时尚人士来说，最
佳路径乃是提笔创作”。⑤ 受名利驱使，众人一拥

而上，都想趁乱分一杯跻身英国诗人、文学家行列

的美梦之羹。 对于这种局面，科勒律治感觉大众

“像贸易一样追求文学”。⑥ 俄国名作家陀思妥耶

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ｙｅｖｓｋｙ）说：“他们就像赌徒一样，坚

定地认为自己的命运会改变，即使 １００ 个人中只

有一个能够成功，那又有什么关系呢？”⑦但是，成
名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相去甚远，历经艰辛之后

许多人便沦为“黑客文人”，游走于社会的边缘，
出卖自己的思想来迎合能够给予他们报酬的大

众，生活困顿，不断举债，甚至入狱。 如此状况下

的文人有着极大的生存危机感。 波伊斯在极端困

顿的情况下曾经向《绅士杂志》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的凯夫写信求助：“每时每刻都有人威

胁我要把我从房子里赶出去，因为我已经没钱支

付房租了，自从上周二没有吃过任何东西。 讨债

人随时会脱下我的大衣拿去抵债，如果这样，我只

能赤条条地进监狱了，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

栗。”⑧约翰逊也经常三餐不继。 １７３７ 年，他在给

凯夫的信中署名“没有吃早点的人” （Ｙｏｕｒｓ Ｉｍ⁃
ｐｒａｎｓｕｓ）。 他曾经故意躲开卖粥的街道，因为“那
美味的香气对于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来说诱惑力极

大”。⑨ 可见，格拉布街文人在很多时候基本的生

存需求尚且不能满足，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不
得不委屈自己向别人求助。 同时，危机感不仅存

在于生存需求方面，《煽动诽谤法》的威胁更是对

格拉布街文人的精神构成了极大伤害。 伴随着写

作而来的是煽动诽谤罪的枷刑、罚款和入狱等惩

罚，这使得以写作为生的格拉布文人极度缺乏安

全感，每一天都是带着罪恶感醒来。 笛福感觉枷

刑示众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比死还坏”。 罚款，
使得本就收入有限的格拉布街文人在生存危机中

越陷越深。 《周刊》（Ｔｈｅ Ｗｅｅｋ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创办者

纳撒尼尔·米斯特（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Ｍｉｓｔ）因屡次被罚，
最终没有能力支付，导致其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监狱中度过。 监狱生活更是使格拉布街文

人承受着极大的精神折磨，有检察院官员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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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禁于怀特克罗斯街道监狱的作家不堕落几

乎是不可能的”。① 罗伯特 · 吉利斯 （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ｌｉｅｓ）感觉监狱中“纷乱的环境使得作家无法进

行思考”。② 托马斯·阿什在给英国皇家文学基

金会的信中亦说：“监狱中的混乱就像风暴一样

摧毁一切思想和智慧。”③

然而，生存的危机感只是格拉布街文人的痛

苦的表象，其精神的郁结更是难以排解。 生活的

困顿以及社会的不公，使成功无望的格拉布街文

人对自己和社会极为失望。
格拉布街文人很多时候不认可自己，亦不认

同自己的工作。 比如，亨利·萨拉（Ｈｅｎｒｙ Ｓａｒａ）
作为一个常年混迹于格拉布街的文人，感觉自己

所处的这一群体不像是在工作，大多数人就像是

怠惰的小狗在巴黎和伦敦的街头上游荡，……每

周用于文学创作的平均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④

约翰逊更是直接指出，新闻作家是没有美德的，常
常为了自身利益而编写谎言。 他认为格拉布街文

人“不需要天分和知识，但是对真理的侮辱和漠

视是绝对必要的”。⑤ 罗伯特 · 骚塞 （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ｕｔｈｅｙ）亦描绘文人的遭遇说：“所有模式的生活

中，相信自己的文学努力的人，支撑他们的只能是

痛苦……他们厌倦于必须接受的日常劳动，不可

避免地被受其声誉影响的销路问题所玷污。”⑥

格拉布街文人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生

群体，群体认同意识更是淡薄。 他们热衷于给自

己的同行戴“沉闷的卖身文人”“傲慢可耻的诽谤

者”的帽子，相互之间为了利益（甚至只是逞一时

之快）而攻击、讽刺的情况比比皆是。 约翰·德

莱顿曾塑造“弗莱克诺”这一角色对其文坛敌人

沙德威尔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ｈａｄｗｅｌｌ）进行讽刺和攻击。⑦

蒲柏的《群愚史诗》 除了攻击刘易斯·蒂博德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ｏｂａｌｄ）、丹尼斯（ Ｊｏｈｎ Ｄｅｎｎｉｓ）、吉尔敦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ｉｌｄｏｎ）等对手外，也对一些低级的小册

子文人和出版印刷商等格拉布街文人进行无情的

讽刺。 如前所述，党派政治的大环境更是使得格

拉布街文人往往为了津贴而互相攻伐，从初期的

奈德海姆与伯肯海德，到后来的笛福、约翰·塔

钦、尼古拉斯·阿莫斯特（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Ａｍｈｕｒｓｔ）、查
尔斯·莱斯利、乔治·里德帕斯、威廉·阿纳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ｒｎａｌ）等，格拉布街文人之间的唇枪舌

战从未间断。
格拉布街文人对于政府和社会也存在极度的

不满。 托马斯·布朗曾针对当时的社会评论说：
“日光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聪明人创办公司，而
傻瓜只知道写作和阅读。 卖书商较为优越，务实

的人可以成为政治家，有钱的人才表现出仁慈，骗
子泛滥，酒鬼很少受到谴责，结婚的人并不相爱，
情妇在教堂中祈祷并发誓要和淫秽虚伪的行为做

斗争。”⑧这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中道德沦

丧状况的不满。 在对于社会的嬉笑怒骂中，明嘲

暗讽是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萨维奇曾写道：
“我是一个理想的城镇作者，我憎恨人类。”⑨约翰

逊在《伦敦》一诗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心境，描述

了拜金主义社会中穷人的不幸境地。 他在《人类

希望的幻灭》（Ｔｈｅ Ｖａｎ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Ｗｉｓｈｅｓ）中更是

叙述道：“知识分子的生活有很多可怕之处：谩
骂、傲慢、嫉妒、欲望、贫困和坐牢。”

如果说萨维奇和约翰逊只是单纯表达不满的

话，那么，有些格拉布街文人对社会状况的揭露则

带有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女文

人夏洛特·史密斯（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Ｓｍｉｔｈ）的小说《庄园

古宅》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ｎｏｒ Ｈｏｕｓｅ） 以及《德斯蒙德》
（Ｄｅｓｍｏｎｄ）等，对英国的社会生活、法律制度和组

织机构进行了批判与揭露，赢得了“颠覆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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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被视为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① 对

社会状态揭露最深刻的当属托比亚斯·斯摩莱

特，长期不人道的社会积怨使他在创作之中更多

地表现出愤世嫉俗的心态。 其小说的主人公多是

自私缺德、毛病较多的流氓或恶棍，在他行文的字

里行间流露出了扯掉社会遮羞布的心态，希望以

此激发人们改变现实的愿望。 此外，还有盖伊的

《乞丐的歌剧》、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Ｇｕｌ⁃
ｌｉｖｅｒ’ 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等都是讽刺英国社会的名作。

四、 格拉布街文人与英国社会转型

格拉布街文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英国

１７、１８ 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这一

群体。
１６ 世纪，宗教改革中复杂的社会环境催生了

一个以写小册子为生的文人群体。 随着宗教改革

的推进，这些小册子的反封建、反宗教倾向日益严

重，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政府陆续出台了控制措

施。 １５３８ 年，英国正式建立皇家特许制度，规定：
不经特许的出版物不允许出版。② 在皇家特许制

度的压制下，为躲避检查，众多文人便选择了环境

混乱的格拉布街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庇护所。 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们便获得了“格拉布街文人”的

“恶名”。 １６４０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

一局面，印刷品被大量用于社会和政治斗争，“在
１６４０ 年英国只有 ２２ 种小册子，而到 １６４２ 年则有

１９９６ 种”。③ 革命派与保王派的唇枪舌战引发的

舆论攻势，亦使得格拉布街出现了众多报刊，吸引

了更多印刷商和文人来到此地。 １６９５ 年，有关出

版检查的制度最终废除，格拉布街的新闻出版行

业迎来了春天，从事这一行业的格拉布街文人群

体进一步壮大。 在政党政治繁荣的 １８ 世纪，托利

党人和辉格党人之间轮流执政的复杂政治环境，
造成了新闻出版行业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 一

方面，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政府会给予一定津

贴，由此经济困难的新闻出版行业得以生存下去；
另一方面，新闻出版业又是反对党派和激进人士

批判政府的重要阵地，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压制。

这种状况使得从事新闻出版行业工作的格拉布街

文人处于一种备受打压而又不至于消亡的尴尬

状态。
格拉布街文人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社会转型时期的大环境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处境。
１７、１８ 世纪，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大量向伦敦

集中，其中便包括文学商业浪潮催生的众多文人。
但是，由于市场相对狭小，购买力不足，造成伦敦

的文学劳动力严重过剩，众多文人沦落于格拉布

街。 他们不得不为生计而写作。 他们为报刊提供

消息、写作文章，报刊则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报酬。
在市场经济大行的今天，这种交易方式早已习以

为常，但是，在 １７、１８ 世纪的英国，作为文学商业

化浪潮初期的第一代受雇文人，他们的这种生存

方式与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不符，很难得到认同，
因此受到排挤，成为一个亚文化边缘群体。 他们

承受着社会的多重打压，政府通过法令对他们进

行限制，讽刺文学家对他们加以讽刺和贬低。 市

场的狭小又使得新闻出版产业难以盈利，导致他

们时常陷入经济困境。 处于这样的环境中的格拉

布街文人的缺点被放大化，在人们眼中，他们是受

雇于党派互相攻伐、编写粗俗读物、热衷于各种花

边新闻的“黑客文人”。
尽管如此，格拉布街文人的诸多缺点并不能

掩盖他们的价值。 他们对于 １７、１８ 世纪新闻出版

行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１８ 世纪前后，由于党派政治的大环境影响，

很多报刊都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以格拉布街

文人与政府之间你来我往、斗争不断，对于政府的

批判更是从未停止。 格拉布街的新闻出版行业从

萌芽时期的小册子开始就具有反封建、反宗教的

特性，并因此受到政府的压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

较大张力。 在斗争的过程中，英国新闻出版行业

不断发展，社会民主化脚步亦不断前进，格拉布街

文人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比如，米斯特创办的

激进政治刊物《周刊》除刊登一系列奇闻异事，还
有一些敢于批评政府的激烈言辞，不仅扩大了报

刊的读者群体，而且对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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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积极作用。 浸透着格拉布街文人心血的政

府反对刊物《匠人》（Ｔｈｅ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将针对政府

的批判提到一种新的高度，使得以新闻出版行业

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成为各方讨论斗争的新场地，
在引导民众关注政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威

尔克 斯 创 办 的 《 北 不 列 颠 人 报 》 （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Ｂｒｉｔｏｎ），品评时政、揭露政府，在限制国王权力、
捍卫议会代议制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最
终经过约翰·威尔克斯（Ｊｏｈｎ Ｗｉｌｋｅｓ）等格拉布街

文人的斗争，总逮捕令得以废除。② 在“朱比厄斯

来信”事件中，格拉布街的报刊揭露政府腐败，带
领民众争取言论自由，使得陪审团掌握了不接受

政府训令而独立做出判决的权力。③ 报刊业主威

廉·伍德福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和凯夫、詹姆

斯·佩里（Ｊａｍｅｓ Ｐｅｒｒｙ）等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

得了报道议会新闻的权利。
总之，在 １７、 １８ 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动

荡政治环境之中，格拉布街文人创办报纸、发行杂

志，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的新闻出版行业得以

不断发展。
而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品论时事，构建了

一个以格拉布街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为英国民众

打开了了解本国政治的窗口，建立了公众舆论参

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台，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社会

的民主进程，成为英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

动力。
在政府和社会的压制下，格拉布街文人恶劣

的生存环境、较低的社会地位，以及其对于政府压

制的抗争和对社会不满的宣泄，又都是社会转型

中英国社会矛盾和张力的表现。 这些矛盾和张

力，不仅是英国新闻出版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因，更
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的社会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

中，“格拉布街文人”一词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

中，取而代之的是“第四等级”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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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周刊》和《匠人》对于政府批判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吴伟：《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第 １４１—１５１ 页。 亦可参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ｌａｃｋ，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ｓｓ， １６２１－１８６１， Ｓｔｒｏｕｄ：Ｓｕｔ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１， ｐｐ． ２５－４７。

约翰·威尔克斯是 １８ 世纪一位敢于直言的英国新闻工作者和受欢迎的伦敦政治家。 其创办的《北不列颠人报》批评政府行

为，掀起了捍卫议会权力、争取言论自由的“威尔克斯事件”。 具体可参见 Ｄｅｎｎｏ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Ｆｌｅｅｔ Ｓｔｒｅｅｔ ： Ｆｉｖ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６， ｐｐ． ４２－４４．

１７６８到 １７７２年，英国著名报刊《公共广告人》陆续刊登了一系列书信形式的政治评论文章，批评王室行动和议会决定，谴责政府破坏宪

法。 这些文章署名 “朱比厄斯”，被称为“朱比厄斯来信”。 参见 Ｄｅｎｎｏｓ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Ｆｌｅｅｔ Ｓｔｒｅｅｔ ： Ｆｉｖ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ｐｐ． ４４－４６。
“第四等级”一词出现于 １８ 世纪。 据称，最早提出第四等级观念的是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 １７７４ 年，在英

国国会的会议中，伯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等级”。 这一词语在 １９ 世纪得到广泛使用，代指报刊新闻出版业以及从事新闻出版的记者

群体，是当时报刊新闻出版业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政府行为的“监察者”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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