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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存在于由本族的男权、异族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和

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他者的话语压迫所构成的多重异质语境中ꎮ 为了消解诸多不利因

素ꎬ构建个人文化认同与自我身份ꎬ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将传记书写作为自己的发声平

台ꎬ采借中国文化精髓ꎬ利用后现代拼粘、戏仿等创作手段ꎬ重构美国华裔文学叙事ꎬ实
现对中华文化的回归ꎮ

〔关键词〕美国华裔女性作家ꎻ文学叙事ꎻ采借ꎻ重构ꎻ文化回归

一、美国华裔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是一个极富现代性和政治性内涵的概念ꎬ与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

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西苏认为女性“必须

写她自己ꎬ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ꎬ通过写她自己ꎬ妇女将返回到自

己的身体”ꎬ写作不但可以“实现”妇女解除对其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ꎬ还
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ꎻ更为重要的是ꎬ女性写作是“妇女夺取讲话机会”的标

志ꎮ 而且只有通过写作ꎬ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ꎬ对于传统的男性崇

拜统治的言论进行挑战ꎬ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ꎮ〔１〕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ꎬ女
性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不是个人创作ꎬ而是代表了整个女性团体的集团意识ꎬ女性

文学是作家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的“个人的精神结构”的创造ꎬ是她那个集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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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共有的观念、价值、舆论导向、理想结构的体现ꎮ〔２〕

美国华裔文学肇始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ꎬ但是真正地让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

读者与评论界取得一致赞赏的ꎬ还是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大量涌现的美

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ꎮ 从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ꎬ到以自传见长的二代

女作家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ꎬ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历经长时间的奋斗ꎬ在前辈

文学创作的基础上ꎬ通过自己的叙事文本ꎬ把“一个女性主体(美国华裔女性)在
文学中由长期缺席、不在场到逐渐出席、在场的过程” 〔３〕鲜活地展现在了世人的

面前ꎮ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ꎬ这一过程与英美女性文学的发展相一致ꎮ 大致历经

了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对英美女性文学发展研究时所区分的三

个阶段ꎬ即模仿期(１８４０ － １８８０)、反叛期(１８８０ － １９２０)、自我发觉期(１９２０ － 现

在)ꎮ〔４〕水仙花的代表作«春香夫人»ꎬ带有明显的奥斯汀的写作风格ꎬ阅读的过

程中ꎬ全书所使用的文学象征ꎬ也容易使人联想起霍桑和亨利詹姆斯ꎻ〔５〕１９４５
年黄玉雪的«华女阿五»用自传的方式完成了一部“改善华人形象”的书写ꎻ其
后ꎬ汤亭亭的«女勇士»和谭恩美的«喜福会»继续了传记书写的传统ꎬ但是她们

作品的主题ꎬ已经转向探讨二代华裔如何在美国主流社会获得一席之地的文化

认同问题ꎻ而 ２０ 世纪末出版的伍慧明的作品«骨»则直接对三代华裔的文化认

同和文化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ꎮ
这些美国华裔女性的作品ꎬ在美国文学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ꎮ «哥伦

比亚美国文学史»认为汤亭亭发表于 １９７６ 年的自传«女勇士»ꎬ是一部自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采用实验性写作手法自我建构和解构的女性文学作品ꎮ〔６〕 这部

小说获得当年国家图书奖非小说类奖项ꎬ被美国«现代周刊»评为 ７０ 年代美国

文学最优秀奖ꎬ被列为美国高校必读书目ꎮ

二、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的采借和重构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所取得的成功ꎬ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ꎮ
从本体而言ꎬ她们的叙事文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采借与重构ꎬ以及她们所采用

的后现代拼粘、戏仿、零散叙事及元小说等创作手法ꎬ既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ꎬ又
顺应当时美国读者的阅读偏好ꎬ同时还迎合了当代文学评论的时代要求ꎮ

(一)采借中国传统文化

在西方文学史上ꎬ涉及到的华裔形象最为西方读者所熟悉的ꎬ莫过于代表

“黄祸”的傅满洲和被“阉割”的华人男子陈查理了ꎮ 前者是英国通俗小说家萨

克斯洛莫尔从 １９１３ 年到 １９５９ 年创作的ꎬ以傅满洲为主要反面人物的十多部

“傅满洲博士”系列小说的主人公ꎮ 在欧美世界里ꎬ这一华裔移民形象几乎就是

“恶魔天使”的代名词ꎬ是 ２０ 世纪西方“黄祸”的化身ꎬ在很大程度上ꎬ这极大地

影响了西方世界对当时中国的想象ꎬ是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形象的巅峰造物ꎮ
陈查理则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创作于 １９２５ 年系列小说中的一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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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探长ꎬ与傅满洲不同ꎬ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陈查理缺乏男子汉气概ꎬ是西方

世界臆想出来的“非性化”、从属性、边缘性的东方智慧与模范族裔的代表ꎬ贴着

文化驯化的标签ꎮ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ꎬ陈查理与傅满洲一样都是西方世界对于

华人形象的主观扭曲与歧视的人为产物ꎮ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ꎬ重新崛起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ꎬ势

必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重建工作ꎬ其中要务就是要纠正主流话语中被歪曲的华

裔形象、同时创建新的华裔文学形象、书写华裔自己的英雄传统和神话ꎮ〔７〕 美国

华裔女性作家在这一时期担当起了这样一个重任ꎬ而且获得了成功ꎮ
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副标题是“群鬼之中的一个少女”ꎬ直接把中国人

传统的“鬼”文化入题ꎬ全文还改编了花木兰、蔡文姬等历史名人的故事ꎮ 谭恩

美的第一本小说«喜福会»中四对母女多年的冲突ꎬ均是围绕着母亲们的麻将桌

展开ꎻ第二本小说«灶神娘娘»讲的是母女因文化所产生摩擦的故事ꎬ题目里所

言的“灶王爷”ꎬ是只限中国传统神系的人物ꎮ 而被汤亭亭誉为“美国华裔文学

之母”的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ꎬ很多的笔墨都放在了中国烹饪细节上ꎬ甚至

书中还罗列了“咕咾肉、芙蓉蛋”等当时流行的菜谱ꎬ这对于华裔以外的读者具

有格外的吸引力ꎮ〔８〕

严格来说ꎬ没有哪一本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ꎬ可以在不采借本族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ꎬ就可以取得西方社会的关注与认可ꎮ 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ꎬ宛如大地

之母盖亚一样ꎬ为她们提供着用之不竭的力量与创作灵感ꎮ
(二)采借西方传记叙事

传记作为一种常见的西方文学体裁ꎬ本是西方基督徒对自己皈依上帝心路

历程的记录ꎬ是地道的白人的文化产物ꎮ 在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
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ꎬ五千年以来ꎬ即便是那些受到万人敬仰的孔孟鸿儒ꎬ都不

敢轻易采用传记这一文体进行创作ꎬ自传就更不用说了ꎮ
但美国华裔女作家凭借着女性为主体的传记创作ꎬ建构了一个女性权力主

体ꎬ使得代表第二作者的叙述者公开“说话”主体的在场身份ꎬ更加明确了其作

为“作者代理人”的叙述权威ꎬ因而使得作者的叙述声音也更为强大ꎬ〔９〕 更有利

于作者将自己的价值观ꎬ用来作为对文本中的其他人物、事件进行衡量和评价的

标准ꎮ 因此ꎬ也更容易引导读者随同这些传记的女性人物叙事者ꎬ进入到文本故

事中ꎬ使得文本真实性获得更大程度的信任ꎮ 某种程度上说ꎬ由于美国华裔女性

作家对于传记体裁的运用ꎬ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一直是西方文本言说的“他者”
的地位ꎬ一举跃升为言说“自我”的主导ꎮ

因为传记文体通常采用“同故事 ＋故事内视角”叙事视角ꎬ使得这批女作家

的传记作品中ꎬ女性叙事者的叙事视角合法化ꎬ且完全处于文本中心位置ꎮ 黄玉

雪的自传«华女阿五»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传统的第三人称视角ꎻ汤亭亭的«女勇

士»故事文本由五个看似无关的故事组成ꎬ更是杂糅了“异故事 ＋ 故事外视角”
“同故事 ＋故事内视角”“异故事 ＋ 故事内视角”等各种叙事视角ꎻ谭恩美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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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会»讲述的是四个家庭的故事ꎬ所以采用的是群体家族叙事模式ꎮ 但是ꎬ无论

这些文本叙事视角发生了多少变化ꎬ这些视角无一例外都是出自于女性观察者ꎬ
从女性视角的角度ꎬ进行的是女性叙事ꎮ

可以说采借西方文学的传记叙事文体ꎬ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们取得成功的一

个明智之举ꎮ 这帮助她们不但超越本族前辈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作家的创作ꎬ又
超越了像她们一样的从事创作的欧美文学女前辈们ꎮ 审视欧美女性作家创作传

统ꎬ我们不难发现ꎬ她们要么取一个男性化的笔名隐藏写作ꎬ要么模仿前辈男性

作家的写作风格ꎻ在创作的理念上ꎬ她们或是在物质上要求一个“自己的房间”ꎬ
或是在精神层面上杀死“天使”或者“魔鬼”ꎮ〔１０〕 与之不同的是ꎬ为了进入自己希

望融入的美国主流社会ꎬ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ꎬ一方面努力摆脱着

具有浓重的传统封建父系文化的家庭束缚ꎬ另一方面ꎬ又凭借着自我的艰苦奋

斗ꎬ作为“个人”“女人”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ꎬ然而ꎬ她们的作品问世之后ꎬ就遭

受了来自她们同时代的美国华裔男性评论家ꎬ譬如赵健秀等的猛烈批评ꎮ
不可否认ꎬ客观上看来ꎬ传记书写本身的优势ꎬ更有利于把身处异国他乡的

二代华裔ꎬ早期试图逃离本族文化、一味认同他国文化ꎬ然后又回归本民族身份

认同ꎬ同时吸纳美国文化的优质要素ꎬ趋于成熟的整个成长过程ꎬ完整地呈现在

读者的面前ꎮ 同时ꎬ也更有利于显现她们在居住国文化中相应的身份变迁的独

特属性ꎮ 从这一层面上看来ꎬ美国华裔女作家们的自传文体、女性话语声音ꎬ最
有利于她们自由地驾驭和控制着文本的叙事空间ꎬ以及这个空间中的其他成员ꎬ
突破男性话语的“囚笼”ꎬ而且还最终帮助她们建立起了一个隶属于自己的话语

家园的第三空间ꎮ
(三)重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

除了自传文体为美国华裔女作家招致许多批评以外ꎬ她们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另类采借ꎬ也成为她们作品评论的另一个颇具争议的层面ꎮ
黄玉雪的自传«华女阿五»ꎬ是汤亭亭«女勇士»出版以前流传最广的一部二

代华裔的作品ꎬ为庆祝美国建国 ２００ 周年被制作成特别节目ꎬ在 ２７０ 多个电视频

道播出ꎮ〔１１〕这本自传基本创作思路ꎬ一直践行的是黄玉雪为了“帮助人们理解美

国华裔ꎬ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善良、真诚的”的创作初衷ꎮ 为此她精心地筛选自传

的内容ꎬ以便树立正面的美国华人形象ꎮ〔１２〕 书中的女主人公“阿五”怀有一颗强

烈的欲进美国主流社会的勇气与决心ꎬ勤奋刻苦ꎬ竭力纠正当时被扭曲的华人形

象ꎮ 作为二代华裔的代表ꎬ她已经不再满足囿于唐人街的一隅ꎬ积极地接触她的

前人试图逃离的全新世界ꎬ发现并积极赞扬他们的优点ꎬ努力融入其中ꎮ 她的文

本以对普通华人质朴的个性与生活的描写ꎬ来吸引美国读者的关注ꎮ 她笔下的

女主人公显现出与传统华人女性大不相同的思想与认知ꎬ开始与美国女权主义

者的观念保持一致ꎬ大胆而积极追求人生的成功和西方社会的认同ꎮ
汤亭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更为彻底ꎮ 她的代表作«女勇士»故事文

本的五个互不相关的故事碎片ꎬ分别以主人公“我”和家族中另外三个女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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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姑姑、姨母以及母亲”为主人公ꎮ 其中“白虎山学道”一章ꎬ将花木兰的故事嫁

接到主人公“我”的身上ꎬ出兵打仗以前ꎬ她的父母重演了历史上的“岳母刺字”
的典故ꎮ 她虽身为女性ꎬ不但能带兵打仗ꎬ还具有超人的胆识ꎬ“见到皇帝ꎬ我们

砍下他的脑袋”ꎻ〔１３〕 实现了人生理想以后ꎬ她重又回归家庭ꎬ恢复传统女儿娴静

柔顺的“耕耘纺织ꎬ生儿育女” 〔１４〕的田园生活ꎮ
«女勇士»中的“我”是出生于美国的二代华裔ꎬ接受的是地道的美国教育ꎬ

但是却生活在唐人街ꎮ 处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ꎬ很难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ꎬ
陷入既疏离于中国文化ꎬ也难于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纳的现实困惑ꎮ 在“我”看
来ꎬ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野蛮和愚昧ꎮ 她对中国文化批评道:“中国人怎么

能保持他们的传统? 他们甚至都不让你去注意那些传统ꎬ在聚会上大吃大喝ꎬ孩
子们还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之处ꎬ就收拾完了桌子ꎮ 大人们愚昧ꎬ逃避ꎬ不让

你问任何问题”ꎮ〔１５〕 同时“我”感到华人移民的言谈举止粗鲁不雅ꎬ因此

“我”希望自己能变成地道的美国女性ꎮ〔１６〕

但是汤亭亭对于华裔女性形象的重构ꎬ并没有局限于对她们身份认同的困

惑的描述ꎮ 在«女勇士»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ꎬ讲述了中国西汉这位 ２０ 岁就

被迫离开故土远嫁匈奴ꎬ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琰的故事ꎮ 她虽身处异国他乡ꎬ但
一直坚守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ꎬ最终还学会了对“野蛮人”音乐的欣赏:
“她把歌从野蛮人那里带了回来ꎬ其中三篇之一是«胡笳十八拍»ꎬ流传至今ꎮ 中

国人用自己的乐器伴奏ꎬ仍然演唱这首歌曲”ꎮ〔１７〕 以此ꎬ汤亭亭建构了一个

没有种族歧视ꎬ没有性别歧视ꎬ和谐共处、相互交融的美国华裔理想的生活世界ꎮ

三、位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美国华裔女性文学

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女作家ꎬ借助本族传统文化的资源ꎬ运用后现代的

文本创作手法ꎬ创作出来的叙事文本ꎬ在学界一方面被誉为高超的书写技巧ꎬ加
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便认为汤亭亭的«女勇士»是后现代元小说的

一部重要作品ꎮ 但是在另一方面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美国华裔男作家们ꎬ却视汤

亭亭的作品是一种对本族文化的叛变ꎮ 这样的冰火两重天的评价ꎬ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一直以来女性文学叙事所面临的尴尬境遇ꎮ
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ꎬ英国社会学家霍尔在讨论少数族裔的文

化身份定位和重新定位时ꎬ指出相较于欧洲的在场和美洲的在场ꎬ“非洲的在场

是被压抑的场所”ꎮ〔１８〕同样ꎬ在面对本族的父权ꎬ美国的白人ꎬ甚至是白人女权主

义者的话语权威时ꎬ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在场也必然是被压迫的场所ꎮ “任由广

西在乡愁的定义上开一道门 /爷爷跨不出去 /父亲跨不回来 /我侧身小立 /门槛之

上”是南洋作家陈大伟的一首小诗ꎬ为那些散居的华裔女作家位于两个世界之

间的痛苦生活和写作状态做了准确的注脚ꎮ〔１９〕

(一)面对男性世界的女性文学

众所周知ꎬ千百年来ꎬ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ꎬ对待女性与女性文学并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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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ꎮ 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就认为“妇女既‘内在’又‘外在’于男性社

会ꎬ既是这个社会中受浪漫主义理想化的成员又是被遗弃的受害者”ꎮ 从某种

意义上说ꎬ女性存在本身就扰乱男性规范的社会秩序ꎬ“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ꎬ
妇女是被符号、形象和意义所代表和确定的ꎬ然而ꎬ因为她们也是这一社会秩序

的‘否定’”ꎻ“(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ꎬ代表一种社会之内的反社会

力量”ꎮ〔２０〕因此ꎬ女性文学从诞生之日起ꎬ就是站在男性世界的对立面ꎬ带有明显

的叛逆性和解构性特征ꎮ
由于历史的原因ꎬ华裔女作家在文本创作时ꎬ为了能够在美国文化语境中获

得一席之地ꎬ的确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ꎮ 在异质的美国文化语境下ꎬ呈现在

美国华裔女作家文本中所涉及的经典的中国文化传统ꎬ经由时间及空间距离的

隔阂已然变得模糊ꎮ 在她们的文本中ꎬ无不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书写的疏离、
厌倦和背叛ꎬ但同时又显现出因无法割舍而带来的诸多痛苦ꎮ 但是经过纠结的

身份焦虑以后ꎬ伴随着近代史上民权运动的崛起ꎬ美国的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意

识开始越来越觉醒ꎮ 为了使美国华裔在美国的艰苦奋斗、努力生存的族裔经历ꎬ
不至于消弭在美国的主流宏大叙事中ꎬ她们的文本叙事更大篇幅地开始投入对

于自我身份情节、民族意识的积极思考与探索ꎮ
但是在这些女性作家最终找寻到自身发展的途径之前ꎬ她们的文本中所呈

现出的权宜之选和犹豫彷徨ꎬ直接导致了来自像赵健秀这些美国华裔男性评论

家的猛烈批评ꎮ 赵健秀谴责黄玉雪文本中涉及的奇异中华文化遗产ꎬ和模范少

数族裔华人的刻板形象ꎬ指责汤亭亭之流的自传文体是华裔作家的媚外求荣ꎬ在
屈服于白人权威ꎬ在自传中贩卖中国文化的同时ꎬ又故意将中国文化描写得诡

异、残忍ꎬ这无疑使自传成为助长主流文化霸权的工具ꎮ〔２１〕

虽然赵健秀的言辞过于激烈ꎬ显得些许偏颇与主观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ꎬ作
为她们的本族读者ꎬ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美国华裔女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ꎬ
不断流露出来的对自己身为东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身份的利用ꎮ 令人欣喜的

是ꎬ这些逐渐在美国主流文学领域取得认可的华裔女性作家ꎬ随着时代的发展ꎬ
中国力量的崛起ꎬ终于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不是她们的负担ꎬ而是她们成功的资

本ꎬ强大的祖国是她们坚强的后盾ꎬ在汲取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后ꎬ她们才

得以以一个自由的个体身份融入到美国社会ꎮ
(二)面对白种女性世界

美国华裔女作家除了要面临男人与女人这两个世界的对立以外ꎬ她们还面

临着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ꎬ和白人女权主义者对于“他者”的压迫ꎮ 黄玉雪因为

«华女阿五»的成功被命名为最能代表美国亚裔群体的妇女ꎬ超过 ３０ 多种美国

或国际性的名人录将她收录其中ꎮ〔２２〕但是ꎬ我们今天再来读«华女阿五»ꎬ不难发

现作品文本处处可见来自异域语境的文化压迫ꎮ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ꎬ文本所描

述的华人淘米煮饭、带孩子、筹备婚礼、使用中药治病以及年终的祭祀祖宗大典ꎬ
无不美好迷人ꎬ其目的明显是为了迎合当时一般美国读者对于华裔的某些看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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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叙事的基调来看ꎬ全文温和的措辞、平和的语气ꎬ无不显出模范移民的逆

来顺受、自我克制的好脾气ꎮ 面对种族歧视的侵扰ꎬ她们自愿地保持沉默ꎬ最大

限度地克制自我ꎬ不去挑战来自美国社会的不公与偏见ꎮ 我国研究美国华裔文

学的学者吴冰在其«华裔美国作家研究»中指出ꎬ«华女阿五»的成功ꎬ其外因是

当时有利于华人的国际形式和美国政治的需要ꎬ其内因是作品迎合了喜欢“异
国情调”ꎬ对中国和华人一无所知且“兴趣有限”的美国读者的口味ꎮ〔２３〕

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在美国学界和华人学界所引发的激烈讨论ꎬ也很

好地表明了美国华裔文学面临的现实问题ꎮ 对于这本小说的创作ꎬ汤亭亭是界

定为小说文体的ꎬ但是精明而唯利的美国出版商们却是从作者的华人女性身份、
文本的东方神秘气息嗅到了金钱的气味ꎬ极力地劝导汤亭亭以非小说自传的文

体出版ꎮ 结果却在中国还只是一个神秘存在的上世纪 ７０ 年代的美国ꎬ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成功ꎮ 而故事文本中互不相关的故事碎片ꎬ无论如何都是与自传有巨

大差距的ꎮ 然而ꎬ这一点被那些怀有宗主国心态和对东方畸形认知的白人读者

和评论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ꎬ在他们俯瞰他者文明的视角下ꎬ这本书就最终成

了一本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书”ꎬ中国人眼中的一本“美国书”ꎮ

四、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的文化回归

毋庸置疑ꎬ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ꎬ以及其

后出现的美国多元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ꎬ获得了华裔男性作家和其他美国少数

族裔作家都为之侧目的成就ꎮ 而纯粹的女性言说是不足以使之获得如此巨大声

誉的ꎬ她们成功的最重要原因ꎬ是她们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大胆书写与文化回归ꎮ
(一)错位的中国书写

１９９０ 年初版的«希思美国文学文选»把那些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多元

文化背景下创作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文学作品中的“自我”ꎬ定义为“错位的自

我”ꎮ 它提出无论是在文化思想发展与相互碰撞还是在丰富的经历两方面ꎬ人
们普遍从思想上体验到异化的困惑与不安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边缘人ꎮ〔２４〕 可以

说ꎬ在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之前ꎬ有关中国的书写ꎬ在西

方世界里无一不是被冠以错位的身份、错位的声音ꎮ
世界近代史上ꎬ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ꎬ除了存在其文化边缘的两

个被扭曲的华裔男性———傅满洲和陈查理以外ꎬ还有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得普利

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大地»中所创造的“拖着辫子”、愚昧无知的“王
龙”这一中国农民形象ꎮ 从一个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ꎬ整部作品体现出了一种

强烈的传教士心态ꎬ仿佛中国当时所有的普通百姓都是需要保护与拯救的对象ꎮ
赛珍珠怀着一颗西方的白人仿佛就是救世主的心怀ꎬ饱含怜悯地看着这些在宗

教信仰上“未开化”的中国人ꎮ 可以说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ꎬ西方主流世界

对于我们五千年的中华东方文明既好奇又无知ꎬ同时还怀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狭

隘的优越感在俯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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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的产生ꎬ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乃至政治上的原因ꎮ 在 ２０ 世纪之

交的前后几十年的历史中ꎬ无论是饱受西方侵略的腐败满清政府ꎬ还是给日寇铁

蹄蹂躏了十几年的中华民国ꎬ都给世界留下了积弱积贫的印象ꎮ 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后ꎬ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革ꎬ美国成为世界的一个拥有终极话语权

利的国家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ꎬ经历了民权运动、妇女

解放运动、反战反文化运动等大动荡、大变革ꎮ １９７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

在联合国的席位ꎬ历经 ２０ 多年的奋斗ꎬ中国人民彻底地摆脱了历史上那个衰弱

的祖国和无能的政府形象ꎮ 在联大欢迎中国的大会上“乔冠华的笑”ꎬ可以说是

当时自信、自豪、充满力量的中国形象的象征ꎮ
在自我意识大幅觉醒之后ꎬ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叙事更多地展现了对华裔文

化身份的思考ꎬ记叙了海外华人的成长与蜕变ꎬ更多地回归到对中华文化的叙事

本源ꎮ 至此ꎬ历经了从被忽略、被边缘化ꎬ到被关注、并逐步进入“主流”的曲折

而动荡的发展历程后ꎬ美国华裔女作家和她们的文学叙事ꎬ在美国文学上拥有了

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ꎮ
(二)中华文化回归

美国华裔作家ꎬ尤其是其中的一大批女作家ꎬ是具有鲜明的多重文化符码的

群体ꎮ 她们出生、受教育并生活在美国ꎬ具有长期生活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

双重文化浸染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ꎮ 在她们的私人空间里ꎬ家庭生活多是受

中国文化的熏陶ꎬ而在公共空间里则被无所不在的西方文化所包围ꎬ她们身上体

现的是异质文化既冲突又交织的这样一个现实ꎬ一再地强化她们作为华裔女性

多层面的双重身份ꎬ和其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与“他者”地位ꎮ
剖析自我的这个过程势必是艰难的、痛苦的ꎬ但是阵痛之后ꎬ美国华裔女作

家们最终意识到ꎬ无论是她们之前的早期华裔作家们ꎬ对自身作为移民所受的不

公待遇或愤怒或悲痛的书写ꎬ还是后来者为取悦西方人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创

作风格ꎬ都没有从根本上帮助华裔文学取得西方社会的认可ꎮ 直至 １９４５ 年ꎬ黄
玉雪的«华女阿五»ꎬ一举成为华裔女性文学中成名最早、销路最好的作品ꎬ才改

变了这一局面ꎮ 黄玉雪的创作虽然还是一个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ꎬ它的成功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世界局势发展ꎬ以及当时美国当局在政治上的考量ꎮ 可

是从根本上来讲ꎬ由于她的作品向“对东方有限了解”的西方世界展现了一个充

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ꎬ才得以使她的作品获得美国大众关注ꎮ
这一成功法门ꎬ被其后其他具有敏锐感知的美国华裔女作家们注意到ꎬ并一

起效仿ꎮ 然而ꎬ如果不是由于 ２０ 世纪以来国际形式的日星月异、中国力量的奋

力崛起ꎬ从而更多地吸引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东方ꎬ转向中国ꎬ
聚焦中华文明ꎬ想必她们的文学叙事是无法获得现如今的成绩的ꎮ 而这些美国

华裔女作家们叙事作品的创作ꎬ开始大量借力中华崛起的力量ꎬ其创作的主题自

然而然地从以前的家族秘闻、日常起居、母女言说的叙事ꎬ逐渐过渡到大量采借

中华文化精华ꎬ来展现中国文化的母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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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ꎬ华裔美国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中国文化符

号ꎬ事实上既不具备原汁原味的中国原生性ꎬ也不是完全西化的文化产物ꎮ 它们

的呈现是这批女作家们在西方语境下所采用的一种写作策略ꎮ 因为她们深刻地

认识到唯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可以使她们的文学创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ꎬ可以说ꎬ她们的华裔身份既是她们进阶的一大困难ꎬ同时又是最大的

助力ꎮ 崛起的中国力量、古老的中华文明ꎬ是美国华裔女作家们文化认同的力量

的源泉、成功的保障ꎮ
放眼 ２１ 世纪的世界ꎬ经济全球化势必引领文化全球化的到来ꎬ文化在国与

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ꎬ日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核心竞争要素ꎮ 中华文化历经

五千年的文明ꎬ无数的文化传承ꎬ蕴藏了中国人博大精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ꎬ是新世纪对中华民族崛起最具贡献度的软实力ꎮ 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ꎬ是全球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责任与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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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叙事的文化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