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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海外华裔文学
杨 建国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海外华裔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文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通过比较分析 ,以“寻根”

和“归化”为线索 ,对海外华裔文学在西方社会的多元化及所在国主流文化氛围的发展过程进行分

析。分析认为 ,华裔文学从“寻根”到“归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文学从民族的 、封闭的走向国际的 、

多样性的文学现象。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 ,必须克服民族文化中的地方性 、局限性 ,

走向多元化的普遍性和自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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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nvironment of pluralistic and dominant w estern cul tures , overseas Chinese

li teratures prog ress f rom nostalgia to naturalisat ion is the cultural exhibi tion of Chinese cultures

development f rom nationalizat ion and obturation to international and diversi ty.Therefo re , i t i s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regionality and localization in the nat ional culture to make fo r the

universaliz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in the w o rld literature.

Key words:li terature;pluralism;overseas Chinese li terature;nostalgia;naturali sation;cul tural

ident ification

0　引　言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西方文化中心论”

的动摇 ,多元文化迅速崛起。“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

的界线重构 ,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 ,文化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到扬镳”
[ 1]
。国际文学界的

有识之士有一种在国际多元文化中寻求和谐的愿

望。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要

走向世界 ,就要主动与异国文化对话。而海外华人

文学“正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短兵相

接的前沿阵地”[ 2] ,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的

结晶 。海外华裔文学从“寻根”到“归化”的过程正是

中国文化从民族的 、封闭的走向国际的 、开放的文化

现象的表现。

海外华文作家到了异国他乡 ,在感受到异国文

化差异的同时 ,会反思自己 ,从而在反思当中再发现

和创造自己 ,这就为华裔文学在发展中增添了新的

基因。他们对本土的文化和以往的生活有新的发现

和体验;这是因为他们从中国移居西方 ,不同程度地

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而中国过去传统的理论基

因 、文化审美观念与西方不同 ,他们在创作或从事文

学研究的时候 ,引进了西方的视角 ,使读者直接从这

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

人们在承认多元文化存在的同时 ,强调的是由

血缘 、族缘关系决定的群体身份 ,它严格地维护着民

族和种族群体的界限[ 3] 。但近年来 ,人们也开始用

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多样性 、混合性去看待文化身

份问题 。文学的族群性 、地方性本身都在分化和兼



容 ,人们在确认自身身份时 ,既以民族的方式连结历

史 ,也以公民 、国民的方式沟通现实 ,并以这两者想

象自身在多元化语境中的位置 。

1　“寻根”的华裔文学

海外华裔文学的“寻根”倾向是在 20世纪 80年

代后开始出现的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林幸谦在《溯

河鱼的传说》一文中 ,激情难抑地描述自然生物界的

一种恒久的奇迹:在海中长大的鲑鱼会在它们临产

之时 ,凭着它们天生异禀的嗅觉 ,溯河洄游到它们生

命开始的河流源头 ,即便路途充满艰辛 ,它们也会执

着地寻游到目的地 ,在那里产下鱼卵 ,让它们的后代

庄严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轮回 。溯河鱼甘冒生命危

险寻找出生地的悲壮历程隐喻海外华裔对中华文化

母体一往情深的孺慕及回归。马来西亚华裔民族是

个看重“落地生根”的民族 ,几代定居南洋的经历已

经使马来西亚华裔民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因此 ,

他们表现出来的“寻根”倾向就格外引人关注 。

“寻根 ,不是寻美裔的根 ,而是寻中华民族在异

乡的花果飘零” 。这是著名旅美作家张错于 1985年

当其小说《黄金泪》在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中国大陆

同时出版时写下的话语。《黄金泪》是张错“追随史

诗典范”而以“春秋之笔”评说第一代华工在“淘金”

狂潮中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之后那“永远是异乡飘

泊 ,永远是黄金梦继续追寻 ,永远没有大结局”的历

史的一部力作 ,作品生动地呈现了美国开国神话族

谱中的华人万千辛酸 。而更重要的 ,它不是将目光

投回到黄河 、长江去寻根 ,而是在美国土地上寻觅先

族先祖的苦难脚印 。“寻根” 、“探史”于华人留在美

利坚土地的足迹中的是落地生根中的寻根 ,是在“与

当地融合没有隔阂困难”后的寻根 。在这种寻根中 ,

作家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现今良好的生活状态 ,甚至

自己的后代将“自然而然的成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而将历史淡化为软性朦胧的思乡哀愁 ,他们执着地

在当年种族歧视的血泪 、资本拓荒的辛酸中寻觅先

祖的踪影 ,以探寻美国华族未来的命运 。

华裔作家喜好探讨身居不同世界之间的尴尬和

困顿 ,他们笔下的中国充满了民间情趣 、民俗遗风 。

从他们的主体特征来看 ,一方面 ,他们都有一个文化

的“依母脐带” ,心中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 ,从那

里他们汲取了丰富的中华营养 ,延续了中华文化精

神;另一方面 ,他们的文字与经验品格在作品中产生

了强烈张力 ,他们的创作往往是用英语表现的中国

意识 ,文化“依父脐带”难拆难解 。他们的作品对中

华文化是直承式的———他们大都是用西文写中国故

事 。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会讲故事的母亲”作为文化

遗产的传递者 ,中国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他们的体验

世界里 ,完全不可能漠视。

无论是移民去海外的华人英语作家 ,还是在海

外出生的华裔作家 ,他们的作品都离不开“寻根”族

性的中国。“他们在大洋彼岸 ,以充满乡愁的笔墨描

述自己的祖国。在他们的叙述中 ,地理上的本土中

国与超越地理范畴的文化中国有时是重叠在一起

的”[ 4] 。正如林语堂所言:“自我反观 ,我想我的头脑

是西洋的产品 ,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
[ 5]
。一副早期

留美学生的对联写道:“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难以

化解的乡愁产生于跟居住国文化的格格不入之中。

正是到了 20世纪 90 年代 ,海外华人知识分子

已经历了长期的为“认同危机”所困惑的心路历程。

很久以来在地缘 、政治 、文化 、身份认同等层面上的

“边缘”心态开始摆脱对“中心”的疏离 ,而代替以对

“中心”的对话。20世纪 90年代李欧梵就曾这样明

确自己的双重边缘立场: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

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

共有的边缘性 ,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

心时 ,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 。

如这篇《风波》 ,作者急切地发出了对美国的国

家认同意识 。小说中的太平山市美国退伍军人会的

三分之一创会会员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他们在二次

大战中服役于美国陆 、海 、空军 ,转战世界各地 ,他们

虽有同乡关系 ,却没有因此形成小圈子 ,而是视美国

为自己国家 ,尽力尽责 ,所以跟逃避兵役的余财亨发

生了冲突。余财亨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我是中国

人 ,美国对我是异乡异域……美国被迫加入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不是为我们中国人的利益而战 ,而是为

了美国人的利益……” 。而在华人老兵激昂的坚持

正义战争的斗志中 ,还有着这样特别的意味 ,华人不

再是出于物质层面上的生存原因而认同美国 ,而是

基于人类进步的愿望和实践 ,视美国为自己的国家。

2　“寻根”中的归化历程

华裔作家在美国文坛声名鹊起是在 1976年汤

婷婷发表《女战士》之后 。《女战士》将中国神话 、传

说和戏剧故事与实现美国梦的经历巧妙地糅合在一

起 ,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
[ 6]
。谭恩美 1988年发表

的《喜福会》也取材于自己家族的经历 ,用母女针锋

相对的冲突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任璧莲 1991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 ,其华裔主人公

受过美国高等教育 ,乐于接受强势话语 ,因而很快适

应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 。该书被誉为华裔作家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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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追求“美国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哈金的《等待》讲述军医孔林要和缠足的乡下妻

子离婚 ,娶一位“现代”女性———医院的护士长曼娜 ,

结果等了 18 年才如愿以偿[ 7] 。而此时曼娜已患绝

症 ,孔林又要求发妻等他 。旅英学者赵毅衡认为 ,哈

金描绘的不是离婚 ,而是中国人“过分的忍耐” 。哈

金其他小说中的男人也和孔林一样 ,几乎都没有闪

光激越的品质 ,也不具备爱的能力 ,但总能将平庸 、

乏味的生活过下去。中国英美文学学者朱虹指出 ,

西方读者想当然地把《等待》看作是写中国的作品 。

其实哈金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以在

中国发生 ,也可以在外国发生 ,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与哈金相反 ,裘小龙在《忠字舞者》中塑造的刑警

队长陈超 ,却是一位时尚人物———他毕业于北京外国

语大学 ,年轻英俊 ,既是党员又是诗人 ,还是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在官场 、职场 、情场都游刃有余。在破案过

程中 ,陈探长还不忘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读李商

隐 、吃大蟹 、说英语 、下舞池……。裘小龙认为 ,自己

用英文写的小说能获奖 ,一半是因为他注意到西方人

的阅读口味 ,另一半就是因为从小浸染在东方文化

里。他再三强调“写作时必须意识到特定的文化读者

群的需要”。严歌苓说:“外国人对中国作家普遍的反

映就是多愁善感 ,遣词造句抒情太多 。作者认为非常

感动 ,很可能到美国文化中就是太过分的多愁善感”。

这就不难解释 ,像哈金那样的简练 、冷峻 、不露声色的

创作语言 ,为什么能征服美国作家界。

西方社会一方面以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压力”催

使“异族”的归化 ,另一方面却又以其多元文化的格

局而警醒“异族”的寻根。这种将“寻根” 和归化原

本对峙的矛盾双方协调的局面是 20世纪 80年代后

世界文化的一个进步 ,它使海外华文文学有可能在

执着民族传统和认同居住国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 ,

在留摄下海外华族在归化中“寻根”的历史身影的同

时 ,也为自身构筑一个充裕开放的生存环境。

对于美国的华裔作家 ,他们的现实和记忆似乎

不得不分裂成两个世界 。在现实中 ,他们认同美国

宪法确立的价值观念并不困难 ,衣食住行的适应也

并无大的障碍 ,他们实际上处于已归化或正在归化

的状态中 。然而 ,在他们的记忆世界里 ,恰如刘绍铭

所言 ,仍存在着种种文化上的“心魔” ,无法拔除 ,也

难以逾越 。而这种两栖 、中介的角色 ,也许恰恰是全

球化进程中海外华人角色转换的前驱。

文学本身不仅包含多种文化 ,而且每一个个体

都包含不同身份的多样性 ,随着跨国度移民生活和

都市疆域的扩展 ,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已经开始提

供种种强调边缘而非强调界限的想象 。这种情况在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多元种族国家尤为明显 ,

而作家在这种情况中显然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如果

说 ,早期移民中像木令耆那样抱有“他乡即故乡”的

心态 ,在“他者”的呈现中寄寓故乡的尚属少数 ,那

么 ,20世纪 90年代后新移民的创作中 ,不再把“双

重边缘”
[ 8]
视作异国人生的一种困境 , 相反却凭借

“边缘”来沟通不同文化的创作多了起来。王瑞芸的

中篇小说《戈登医生》在“情圣”戈登医生以藏匿亡妻

尸体的方式表达其眷恋娇妻之情的故事框架中容纳

的正是不同种族文化的共同之处 。小说让人感慨万

分的并不是那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国度对活生生

人性的扼杀 ,而是戈登医生家的黑人女仆凯西 、领养

的中国女孩爱米 ,乃至“我”对白人医生戈登的“反

常”举止的理解。在藏匿尸体的戈登医生家宅 ,没有

丝毫的阴森 ,反而充溢着温馨 、真诚 、谅解 、宽容 ,不

同肤色的人似乎一起回到了古典时代 ,东西方民族

都被对方的美所吸引 、震撼 。小说写得充实 、隽永 ,

戈登和他中国妻子墓碑上的那行字“这个世界不是

我们的家园 ,我们仅是携手路过” ,是这一对中西恋

人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夏悲的《原始森林里的情人》

在呈现中西文化冲突的同时 ,也显示了两者的互容

性 。出身英国贵族门第的加拿大嬉皮士麦可和崇尚

内心修养的华裔博士生丽是各自家族的叛逆者 ,在

北美森林所充溢的原始生命和龙卷风所意味的生命

困境面前 ,这对性格迥异的异国男女都改变了原先

的生活轨迹而心心相印 ,他们的邂逅颇有意味地象

征了中西文化共同具有的返朴归真趋向。

“寻根”过程中的归化 ,不仅促进华人融入当地

社会的进程 ,而且有利于民族性格的拓展和提升。

刘荒田在《向后代播种乡愁》中表述过那种“为了自

己先后拥有的两个国籍而自豪”的“乡愁” ,这种“只

留精华 ,而淘尽糟粕”的“乡愁” ,是“把故乡带回日常

生活的国度 ———它 ,我称为异乡……却是后一代安

身立命的本土”
[ 9]
。刘荒田 20世纪 80年代移居美

国 ,很快消弥掉“异乡”和“本土”的鸿沟 ,以坦然心态

落根于异域 ,实在是一种令人感慨的新移民性格。

他在多篇作品中述及异域生活对中国传统的面子观

念 、依附性格 、人际陋习的冲击 ,例如那篇“洋插队”

和“斯文扫地” ,在以切身经历自自然然地扫落了华

人“官自读书高”的旧庭训和“赚钱不吃力”的新世风

时 ,坦言在职业平等 、自尊自立上“以进一步洋化为

好” ,摆脱“自卑自欺自怨自怜”心理 ,以“厨房牛”的

职业做“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这种摆脱了意识形

态偏见 、逼视民族灵魂的开阔视野的获得 ,多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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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移民性格的完善 、健全 。而这对于五四新文学

开拓的“改造国民性”
[ 10]
的主题 ,其丰富的意味会对

华裔文学史产生日益重要的作用。

3　结　语

“寻根”和“归化”并存 ,也并非纯然乐观的局面 ,

而是危机四伏。全球化语境中本来就遍布陷阱 ,而

其中的文化陷阱则被为人们漠视。文化生产的价值

在于其地方性和民族性 ,文化差异的内在性和不可

克服性也相当复杂。不同文化间能否真正平等取决

于其相互对待的主体间的态度是否平等 。“寻根”和

“归化”本是两种相反趋势的文化行为 ,伸向截然不

同的文化实体 ,海外华文文学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

平衡 ,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被迫和无奈。居住国文

化的强势状态 、殖民话语的余威等仍然存在。在这

种境况下 ,华文文学自身没有充分的积累和准备是

难以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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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 6.7%,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 34.24%;而

社会文教费用为 5 213.23亿元 ,占当年 GDP 比重

的 5.4%,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 27.58%。这说明

中央政府公共财政体系必须做出方向性的调

整[ 9-11]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在农村 , 义务

教育在理论上应该是免费的 ,但是农村学生的学杂

费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仍然太重 。根据国家发展

研究中心的调查 ,现在农村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只

负担 2%,省 、地(市)级政府负担 11%,县级政府负

担 9%, 78%的经费要乡镇这一级政府解决。在义

务教育的经费投入问题上 ,必须实行城乡一体化。

4　结　语

中国政府要逐步降低经济性服务支出的比重 ,

增加对社会保障 、教育 、医疗卫生 、科技补贴 、环境

保护等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支出 ,使社会性公共服务

的支出成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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