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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C
非 洲 文 学 专 栏

主持人寄语：非洲文学研究专题

 ☉ 朱振武

非洲文学当然指的是非洲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认识到了

非洲文学的重要性，相关成果也比较可观，但这些多是在西方话语统摄之下，而不是从非洲

本土视角出发。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涵盖了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主要国家和

地区，但始终没有对早已跻身世界文学并且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给予足够重视。

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的零星译介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时期，相关研究则更加晚近，基本上

与改革开放同步，特别事新千年以来，中国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在科研项目、

学术专著、译著、学位论文和期刊文章方面收获颇丰，但立足中国文学文化，对非洲英语文

学的肇始、发展、源流和流散谱系的研究明显欠缺，而系统的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教学更是

处于缺位状态。

这里的“非洲文学研究专题”共收录了五篇相关论文，前三篇对非洲文学作品进行细读

细析，从文学、美学、文化和比较的高度对作品进行深入解读，考察非洲文学的独特文化蕴涵、

审美机制和创作主旨，考察其独特性和辨识度。《身处地狱，心向天堂——索马里小说家努汝

丁 •法拉赫〈连接〉的创作发生》对索马里作家法拉赫的创作进行了原创性研究，是研究索马

里文学的重要成果；《被囚禁的反讽者——〈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的反讽研究》对肯尼亚作家

恩古吉的小说中的反讽艺术及其深刻隐喻进行了诠释；《“艾拉出走”背后——纳丁·戈迪默

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中的现实关怀》对南非代表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戈迪默小说中的现实

关怀与美好希冀进行了解读。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饮食碰撞与文化杂合》则另辟蹊径，从饮食文化出发对尼日利亚

作家阿契贝的代表作进行了另类分析，从中揭示出西方文化对尼日利亚传统文化的渐次瓦解

和吞噬，观察尼日利亚新青年在两种文化碰撞下的抉择、思索与探求。《论当代非洲文学对外

国文学课程的补充与拓新》对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中非洲文学教学的缺位进行了探讨，对其重

要性、必要性和拓新意义进行了论证，是一篇很有当下意义的文章。

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国运长盛不衰的秘诀在于善于融合和汲取其他文明的精髓。非洲文

学研究特别是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及其教学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异域文学文化养分，对于繁荣我

国文学文化、滋养中华文明大有裨益。这也是这个栏目里的文章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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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地狱，心向天堂 
——索马里小说家努汝丁·法拉赫《连接》的创作发生

 ☉ 朱振武  刘雨轩

内容提要：法拉赫是当代索马里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家，在其小说《连接》中，他一方面借主人公

吉布勒赫之眼，展现了一幅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索马里社会图景，并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之一

宗族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和平的美好向往，同时力图通过构筑新

型的社会关系，打破并重建“连接”。《连接》体现了法拉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

深切关注和理想探寻。

关键词：努汝丁 •法拉赫 《连接》 索马里文学 非洲英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I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0)02-00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Title: Living in Hell, Longing for Heaven: The Creation of Links by Somali Novelist Nuruddin Farah

Abstract: Nuruddin Farah i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contemporary Somali literature. In Links , 
Farah shows the broken and devastated Somali society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protagonist Jeebleh. He 
exposes and criticize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social problems, which is the clanism. Furthermore, he 
expresses his strong longing for peace in the novel and tries to break and then reconstruct the “links” by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This novel reflects Farah’s deep concern and ideal explo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his country as an intellectual.

Keywords: Nuruddin Farah, Links, Somali literature,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uthors: Zhenwu Zhu,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Yuxuan Li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003朱振武  刘雨轩  身处地狱，心向天堂——索马里小说家努汝丁·法拉赫《连接》的创作发生 外国语言与文化

努汝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 1945—）是当代索马里文学的代表作家。作为致力于

同世界沟通的索马里本土作家，法拉赫用在本国并不常用的英语进行创作。他阅历丰富，思

维活跃，擅长采用扎根于本地的“都市化写法”（颜治强 275），作品题材广泛而多样，主题明

晰而具有特色。法拉赫的长篇小说通常以 20 世纪的索马里为背景，深入索马里严峻复杂的社

会现实，主题多涉及“国家、宗族和个体的身份问题，女性在非洲社会的地位问题，以及人

权与自由同专制的斗争”（Thiong’o 716）。截至目前，法拉赫已发表十三部长篇小说、五部剧

作和一部非虚构著作，获得过英国、瑞典、津巴布韦、法国和美国的多种文学奖，享有一定

的国际声誉。

法拉赫以系列三部曲闻名，迄今为止，已经完成了三个三部曲系列小说，第四个三部

曲也正在创作中。他的代表作《连接》（Links，2003）是第三个三部曲“昔日缺陷”（Past 

Imperfect）系列中的第一部。在这部小说中，法拉赫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置换到作品主人公身上，

从一个流落异乡多年的归国侨民的视角出发去记录 90 年代索马里内战下的社会现状。小说站

在了本土“外来人”的制高点上，审视并反思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

神和思想价值。

一、法拉赫的创作发生：“连接”从何而来？

法拉赫 1945 年生于意属索马里兰的拜多阿，少年时代因战乱奔徙国内各地，青年时期先

后在印度和英国求学。两次求学的间隔中，他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来自弯曲的肋骨》（From 

A Crooked Rib，1970）。这部采用女性视角书写女性所受压迫及其反抗的小说，是索马里的第

一部英语文学作品，法拉赫也因此声名鹊起。但他随后的创作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当时正

值索马里革命时期，执掌政权的是西亚德（Muhammad Siad Barre）及其独裁政府。法拉赫的

剧作《真空中的匕首》（A Dagger in Vacuum，1970）被认为“不够革命”而遭到禁止，而《来

自弯曲的肋骨》也因为被批评为充满小资情调，无视国家命运，本人遭到当局传讯（鲍秀文、

汪琳 311）。接着，因第二部长篇小说《裸针》（A Naked Needle，1976）触及到专制统治，被

政府直接视为叛国，法拉赫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他先是客居意大利、

美国和西德，后又回到非洲辗转于尼日利亚、冈比亚、苏丹、乌干达和南非等地，从事写作

和任教。1996 年，独裁政府垮台后不久，法拉赫重归故土，回到了索马里，然而包括索马里

在内的东非地区时局仍不稳定。1999 年，法拉赫举家搬迁至南非的开普敦，继续在文学中守

望祖国。

可以说，法拉赫半生皆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是一位流散作家。政治的原因导致法拉赫无

法立足于本国，但远隔重洋的他始终笔耕不辍，总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用纸墨挥洒爱国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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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其作品，他始终将索马里作为书写的对象，并“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以及亲视的历史展

开淋漓尽致的描摹”（朱振武、袁俊卿 143）。他创作生涯中的首个三部曲名为“非洲专制变奏

主题”（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an African Dictatorship），从这个标题便可看出，其目的是批

判西亚德政府的统治。第二个三部曲“血红的日头”（Blood in the Sun）系列则聚焦于“分裂”

这个主题，表面上讲述的是普通人之间亲情爱情、家庭血缘，实际上折射出对国家、部落和

个体身份认同的探讨，以及对父辈所传下来的宗法传统和国家之间伦理道德的深刻思考。第

三个三部曲“昔日缺陷”系列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内战时期的摩加迪沙，通过几个命运相互关

联的归国移民的视角去展现军阀混战中的索马里。关于内战，法拉赫曾表示，越来越多的海

外侨民回到索马里参与城市的重建，而他想要观察人们是如何度过内战的：“他们如何表达自

我，如何收集破碎的自我，以修复受损的记忆，治愈伤痛。”（Appiah and Farah 58）于是，社

会的破败、边界的争端、政治的冲突、他国的干涉、宗教的叛乱和人情的纠葛等都在小说中

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同时也在无形之中与前面两个三部曲实现了主题上的一脉相承，是对

前两者的总结和归纳。

《连接》是“昔日缺陷”系列的第一部，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主人公吉布勒赫几乎

就是法拉赫本人的翻版——曾留学意大利，二十年前被独裁政府视为“叛国”而下狱，后被

秘密遣送出境流亡美国。吉布勒赫的密友拜尔也受到牵连无故被囚二十年，最终因政府倒台

才得以趁乱逃出监狱。吉布勒赫本以为时局稳定下来便乘机回国祭拜母亲，却不料目睹了军

阀混战中的摩加迪沙：暴徒滥杀无辜、人民衣食无定、外国军队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拜尔

天使一般的侄女拉丝塔与其玩伴一同失踪，下落不明，二人亟需找回她们。而事实上，当结

局最终揭晓，正是拜尔同母异父的兄弟、生性冷酷多疑而又残忍虚伪的高级军官卡卢沙绑架

了拉丝塔。小说通过吉布勒赫的眼睛，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 90 年代索马

里社会图景，对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之一，即宗族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表达了对和平的不懈

诉求与美好向往，同时又力图通过构筑新型社会关系，打破个中“连接”，重建新的“连接”。

整部小说体现了法拉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理想找寻。

二、地狱的泥沼：冷峻复杂的索马里社会现实

90 年代的索马里，随着西亚德政权的垮台，整个国家实际上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南

北两方的军阀将首都摩加迪沙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武装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打

着人道援助之名行军事干预之实。同时，部落的分裂强化了固有的宗族主义思想，激化了部

族间的矛盾，也加重了局势的不稳定。此时的索马里笼罩在一片宛如地狱般的内外交困之中。

这些均在《连接》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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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赫从一开始就没有隐瞒要将摩加迪沙揭露为当代地狱的意图。《连接》共有四部分，

每部分都设有题记，而这些题记皆出自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他有意将死亡之都摩加迪沙

比喻为《神曲》中的地狱，开篇所引用的第一句题记便来自《神曲》第三章，但丁跟随维吉

尔来到地狱之门时所见到的门上骇人的文字：“由我这里，直通悲惨之城。由我这里，直通无

尽之苦。由我这里，直通堕落众生。”（37）但丁笔下的地狱阴森可怖，充斥着凄惨和罪孽的

灵魂，几乎与当时的索马里如出一辙。“吉布勒赫的索马里之行与但丁的地狱之行平行发展”（林

晓妍、卢敏 116），小说的情节进程也随着其归国行动线索缓步推进。阔别祖国二十年的他终

于踏上了国土，但从那一刻起，这片土地上的蛮荒混乱、深重罪恶便如同那九层地狱图卷般

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摩加迪沙本是吉布勒赫所深爱的城市，但故乡并非他记忆中那样的宁静美好，而是因战

乱变成了“毁灭与恐惧的中心”（刘易斯 242）。小说中这样描写：

摩加迪沙在他面前伸展开来，他颤抖的手仿佛一触可及，生存在可怕痛苦中的

人们的家园。一位诗人可能会把索马里形容为一艘没有英明船长掌舵而在暴风雨中

摇摇欲坠的船。另一位诗人可能把这里描绘为一片遭到损毁和废弃，女人变成寡妇，

孩童沦为孤儿，病弱无人照料的土地。而第三位诗人则会把它描述成一个悲剧国度，

被那些贪得无厌渴望攫取更多财富和无限权力的疯子们所洗劫。诸多被无谓收割的

生命，诸多徒劳无用的暴力。（Farah, Links 15）

而吉布勒赫自己的身边也危机四伏，他眼睁睁地看着携带枪支的年轻民兵如同匪帮一样四处

横行，光天化日之下随意射杀路上的无辜行人；他下榻的酒店房间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翻查；

他和朋友拜尔的行动与对话似乎也被卡卢沙所限制和监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法拉赫有意

把主人公吉布勒赫设定为一位研究但丁的学者，如此一来小说内外相互支撑映照，他作为一

个观察者和记录者，本没有经历过这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一切，但当他在《神曲》中所读到

的地狱景象切切实实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眼前时，是否更加触目惊心呢？而吉布勒赫无法置身

事外，正如西默斯对他所说：“我认识很多人，他们不由自主被卷入其中，无可避免地成为这

个国家麻烦的一部分。”（215）是的，他早就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

小说题名《连接》，具有多重涵义，与故事中所呈现的地狱般的景象具有密切关系。要理

解它，首先要对索马里的社会制度有所了解。索马里是游牧社会，没有政治集权传统，氏族

是最大的有效政治单元，而父系血统则是索马里社会组织的固有原则，它同政治契约相结合，

成为约束氏族成员的行为准则。超越氏族范围的最广泛的亲族联系就使一些氏族联合成部落，

这些部落组成了传统社会中的索马里民族。英文中的 link有“连接”“联系”“关联”之意，使

用的是复数而非单数，恰恰暗示了索马里社会不同氏族之间、氏族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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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缘与亲属联系。宗族主义导致了南北军阀所代表的不同氏族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造成

如今这种战乱不休、社会分裂的根源之一。同一部落的人纵然素不相识，却受制于其中错综

复杂的血亲或从属关系而被迫承担一些并无意义的“义务”。

这种宗族主义的某些思想影响着年轻人，并深刻地展现在小说之中，比如四处可见的配

枪民兵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心智尚未成熟却干着烧杀抢掠之事，显然是受到了部族的支配

和影响。吉布勒赫的母亲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彻。在发现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后，她

毅然带着儿子出走，同时避免儿子与氏族产生联系，并总是教育他要成为一个“不附属于其

他任何人的人”（Farah, Links  96）。果然，身为教授的吉布勒赫多年后衣锦还乡，与他和母亲

并不相熟的部落长老们立刻出现，冠冕堂皇地请他出钱资助氏族的民兵，被他一口回绝。部

落族长便派人刺杀他。这也恰恰印证了母亲曾对吉布勒赫的告诫：“（你的族人）必将成为你最

凶险的敌人，如果你不选择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捅死你。”（96）宗族主

义的伪善一面在小说中暴露无遗。

法拉赫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该三部曲的主人公皆设置为归国侨民，正是因为“当

局者迷，旁观者清”。生活在索马里的人们饱受专制统治和战乱纷争之苦，因为受制于宗族而

互相残杀，双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而这些归来者在道德上更加干净，他们可以从客观的视

角带着第三只眼睛审视国家的过去与现在。然而，当他们在这里待得越久，便愈越发身不由己，

因为只要身在这片土地，就不得不拿起武器参与战斗。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这种宗族主义后患

之深。

三、天堂的光辉：追寻与探索，打破与重建

众所周知，《神曲》是一部喜剧，穿过“地狱”和“炼狱”，但丁历经灵魂的锤炼和洗礼，

最终步入了天堂，迎来曙光。同《神曲》一样，《连接》的前半部分尽管被阴霾所覆盖，但基

调始终是昂扬向上的，结局也很圆满，可以说吉布勒赫的索马里之行实质上是一场追寻与探

索之旅。法拉赫在忠实书写国家历史现实和深重苦难的同时，总是心怀希望，向往光明。他

在作品中力图通过打破旧有的人物关系、构建新型的人物关系来为国家前途命运谋求出路，

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

贯穿整个小说主线的是寻找拜尔下落不明的侄女拉丝塔。她的形象极为关键，但鉴于她

的失踪，读者只能从他人口中了解她。拉丝塔是拜尔的妹妹之女，出生时名字叫“拉琼”，在

索马里语里意思是“希望”。她总是很安静，吸引着人们并安抚着他们，在她的身边能够不受

伤害，于是她便成了和平的象征。除此之外，拉丝塔很早慧，有着出众的语言天赋。这些独

一无二的特质使得报纸和媒体将她称为“奇迹”。在拜尔看来，侄女拉丝塔仿佛“就是为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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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种种冲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而生”（Farah, Links 302）。有评论指出法拉赫将拉丝塔“类比

为《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预示着索马里的美好未来”（林晓妍、卢敏 116）。由此表明，拉

丝塔的失踪实际上暗含着对索马里和平之陷落、希望之缺失的隐喻，吉布勒赫等人寻找她的

过程自然也是对和平的探索。他们的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正是因为不愿放弃对和平安宁的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小说的末尾，卡卢沙莫名身亡，而拉丝塔毫发无损归来，这样的安排似

乎暗示了邪恶势力只是一时占了上风，希望终究会在波折之后显现。不言而喻，此一结局正

是寄托了法拉赫尝试与光明未来相“连接”的美好愿景。

除了对和平的向往，《连接》中的人物关系也同样引人注目。从真正的血缘角度来看，卡

卢沙和拜尔同母异父，当为真正的兄弟。实际上，由于卡卢沙和吉布勒赫的父亲属于同一部

落，他们两人被认为是同族，而拜尔却成了“外人”。但小说中，吉布勒赫却恰恰和没有丝毫

血缘关系的拜尔成了莫逆之交。而从人物性格角度来看，故事也呈现了另一番景象。卡卢沙

心狠手辣，残忍尚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少年时杀死虐待自己的继父，成年后身为高级官员，

但背地里却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同时又为巩固政权绑架拉丝塔，这实际上就是《神曲》里的“谎

言之父”（father of lies）——魔鬼的化身。拜尔则与卡卢沙截然相反，他温和善良、乐善好施，

为穷苦困顿无家可归的人们开办医疗救助站和流民栖容所，努力安抚着一方百姓。吉布勒赫

更是理智与道德的使者，作为一个有着索马里血统却深受欧洲文明浸润的归国侨民，他在所

见所闻中不断对国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传统进行自省与反思。这正是作者法拉赫的自身写照。

通过两方的鲜明对比，不难看出法拉赫试图在小说中打破固有的以血缘和氏族关系为基础的

社交结构，要在一种更高的“认知和觉悟”（颜治强 303）的层面上构建出新型人际关系。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各种新型联系。酒店经理阿里曾向吉布勒赫

坦言，即便自己拥有在英国取得的酒店管理学位，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管理酒店，但

他依旧选择回到索马里，只因此处是祖国。法拉赫甚至借其口以言志：“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儿

子，我们都属于它，你和我。我无怨无悔，一点也不。”（Links  39）吉布勒赫的朋友、联合国

雇员、爱尔兰人西默斯，拥有宽广的人道主义情怀，将索马里的和平与发展当做自己的事业，

坚持与吉布勒赫并肩同行。这些仁人志士与这片土地的“连接”由此更加紧密。当然，不能

忽视的还有两位女性角色，即吉布勒赫的母亲和拜尔的母亲——她们敢于同自己的丈夫离婚，

断绝与他们氏族的联系，依靠自己的力量相互扶持。尤其是拜尔和卡卢沙的母亲，她是一位

有主见的女性，从不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说要去意大利学习接生技术成为助产士就毅然决

然地去了。她自力更生，拒绝放弃工作，拒绝做专职太太。她在丈夫想要纳妾时能够愤然离开，

后来又两度再嫁。两位勇于挑战夫权和部族的母亲身上均闪烁着新时代女性的光辉，体现了

法拉赫对构建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一次探索。

“伴随着吉布勒赫的回归，小说的标题‘连接’道明了一系列动机。吉布勒赫回到摩加迪

沙，是为与祖国重建‘连接’，同时这也是一场自我发现之旅，让他与自己、与那些渴望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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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政治的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物们相联系”（Moola 157）。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是无法分割的，

无论相隔多远都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相连。吉布勒赫不远万里归国考察探寻，在这过程中与

故土的人们沟通，最终得以升华自身。同样，法拉赫通过记录和书写与祖国建立联系，在抨

击与批判中完成了对国家未来出路的思考与探寻。

政治的原因致使法拉赫流亡海外多年，但异于时常表现移民生活或流散经历的其他流散

作家。从最初的作品《来自弯曲的肋骨》中勇于逃婚的牧女艾布拉，到对外批评国家集权、

对内批评宗族家长制的“非洲专制变奏主题”三部曲，以及探索国家、部落和个体身份认同

问题的“太阳里的血”三部曲，再到“昔日缺陷”三部曲中归国侨民的对内审视，法拉赫的

小说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书写着母国。他选择用英语创作，亦是为了将索马里与世界相“连接”。

作为索马里第一位英语文学作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索马里作家，法

拉赫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一国之文学。正如托尔斯泰因作品中总是深刻揭示出俄国社会的基本

矛盾，反映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图景和剧烈的社会变动，而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一样，法拉赫也曾表示希望在写作中“看到这个世界和我的朋友们，就像一个人看到一面镜

子在另一面镜子中的反射”（“Why I Write”1592）。世人所知道的索马里是那个连年战乱、至

今局势尚未稳定的非洲小国，但在法拉赫的眼里，那依旧是他的祖国。他选择用极其写实的

态度描摹自己的国民和国家，把它作为一种使命，“无论何时，无论何人询问我为什么要写这

些书，我都会回答我写作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让他们明白）一个国家的真实历史”（1599）。

法拉赫身上的这种流散和本土的双重特质，在《连接》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展现。战乱

及纷争所造成的地狱般的景象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法拉赫在挖掘与揭露它的同时，

也心怀希望，努力去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探索一条可走之路。“一个作家去书写明天，他期待

就是这种明天的到来，以及拥抱他所书写的明天”（Gray and Farah 134）。历史所带来的创伤

固然使得如今的索马里千疮百孔，但相信这不过是前进道路上必须经历的短暂阵痛，敢于直

面惨淡的现实，才能迎接美好的未来。身处地狱泥沼，这是法拉赫的担忧所在，心向天堂之光，

却是他的抱负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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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反讽者 
——《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的反讽研究

 ☉ 陆纯艺  冯德河

内容提要：《十字架上的魔鬼》是恩古吉在监狱的极端坏境中写下的小说，小说一反恩古吉以往

真实重述历史的基调，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历史背景，以反讽为主要手法，展现了看似荒诞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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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更是承担一种文化，担

负起一种文明”（法农 8）。作为肯尼亚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原名 James Ngũgĩ）第一部用基库尤语写作的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Devil on 

the Cross， 1981）象征着作家与英语写作告别，转用非洲语言书写非洲文化、担负非洲文明、

说出非洲故事，是一部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小说。这部小说一反恩古吉以往真实重述历史的

基调，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背景，以反讽为主要手法，描绘了一场光怪陆离的“魔鬼盛宴”。

盗贼劫匪们在黄金山山洞中争夺“最佳偷盗抢劫皇冠”，吹嘘攀比自己如何剥削和压榨民众的

血汗，可谓群魔乱舞、丑态百出，极具反讽意味。恩古吉运用反讽，将真实与虚假、正义与

邪恶、光明与黑暗共同书写进这部小说，在人物的演变、情节的反转，以及叙述的不可靠中，

揭示了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中的诸多矛盾，在看似轻松的氛围中展现肯尼亚人在独立后的百

态人生。

一、反讽中觉醒的女性

在肯尼亚传统的父权社会中，部落中有一定声望的男性组成议会，共同裁定大小事务，

而女性没有议事权，一切听从男人的安排。虽然在肯尼亚沦为英属殖民地之后，传统部族社

会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步步走向瓦解，但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

即便是在 1963 年民族独立后，肯尼亚妇女依旧无法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在以往的东非文

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负面的女性形象，这些作品控诉女性在婚姻上的不忠，甚至将她们

塑造成部落的叛徒。在恩古吉的前期作品中，也没有出现和男性角色具有相同地位的女性形象。

主人公都是肩负民族使命的男性，女性角色不过是在男性角色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些助推

作用。即便是采用多种叙事声音写就的小说《血染的花瓣》（Petals of Blood，1977），女性声

音也仅占其中的四分之一，且女性角色旺加从始至终都是一位边缘人物。

《十字架上的魔鬼》以瓦利恩尕这一女性为主人公，讲述了她从逆来顺受到彻底觉醒的

成长与斗争之路。最初，瓦利恩尕认为自己累遭逆境的原因是她的黑皮肤，“她曾经不止一次

用一种叫‘奥蜜和雪火’的雪花膏涂在自己的脸上，想改变自己的肤色”（恩古吉，《十字架

上的魔鬼》 10）。然而，她越是排斥自己的肤色和身份，生活给她制造的困难就越多。她在年

轻时被富翁诱奸，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一悲惨遭遇理应让她吸取教训，有所醒悟，但当她

碰到自以为是“真命天子”的恋人时，她又将姿态摆得极低，在心里一遍遍暗想“今后一定

要好好爱他，对他百依百顺，就是骂也不还口”（20）。恩古吉在描写瓦利恩尕的早期言行时，

虽然采用的是客观平静的笔调，只陈述人物的言行，不做任何评价，但透过瓦利恩尕矛盾的

言行，作者对她的反讽态度自然地呈现出来。为了反衬瓦利恩尕言行不一、满腹纠结的特点，

恩古吉在小说中又塑造了瓦恩噶丽这一女性形象。作为“当年肩扛手提为丛林里的游击战士

运送枪支弹药”（47）的茅茅起义者，瓦恩噶丽具有正直、坚毅的品格，她充当卧底前往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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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盛宴以抓捕流窜在内罗毕的强盗劫匪。她心怀国家，心系人民，尽管力量微薄，也依旧愿

意为消灭犯罪献出生命。她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反衬瓦利恩尕早期徘徊犹豫、庸庸碌碌的性格，

更是为了树立恩古吉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从瓦利恩尕到瓦恩噶丽是女性走向独立的一个过

渡。瓦利恩尕渴望拥有白皮肤，对待恋爱中的不平等地位始终都是顺从态度，对社会中的歧

视与罪恶也冷眼旁观，不做声也不对抗，这一切都源于她对非洲身份的不自信与不认同。在

她潜意识中，黑人就是比白人卑微，非洲女性就应该对男性百依百顺。虽然其独立意识也有

觉醒的痕迹，希望凭借自身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且以被辞退为代价坚定地拒绝了做老板情

人的无理要求，但是这种意识始终是摇摆不定的，这也造就了她再度被恋人抛弃的结局，甚

至让她萌生自杀的念头。然而，在瓦恩噶丽等起义者的影响下，瓦利恩尕不再认为自杀是摆

脱人生苦难的唯一选择，也不再涂抹雪花膏追求白皮肤，转而对自己的肤色、智力和心灵充

满自信，也认同了非洲女性的身份，并且一反裹足不前的态度，投入国家复兴的伟大事业。

从反讽到肯定，恩古吉书写了这位非洲女性由被压迫和顺从走向觉醒独立的人生经历，

但这也不只是为女性独立大声疾呼，更是对整个非洲社会的警示。“在集体无意识中，黑皮肤

等于丑恶、罪孽、愚昧、不道德”（法农 150），众多的表达法将黑人与罪孽画上等号，如果非

洲人民对自己的肤色与身份产生质疑，甚至为了进入主流而渴望成为白人，那么整个社会就

会被自卑情结所笼罩，复兴非洲文明更是无从谈起。西方社会不满足于控制非洲的经济和政治，

而是试图入侵所有的文化领域，包括教育、宗教、语言、文化等，以此达到掌控价值观和世

界观的目的，模糊非洲人民的自我认识和定位。就像恩古吉所说的“真正成为奴隶是在他自

己认可了的那一刻”（Writers in Politics  12）。恩古吉首次以女性形象作为小说主角，暗示着传

统非洲文学中的边缘化女性终将走到文学的中心；又运用反讽手法，警醒非洲女性乃至整个

非洲社会正视自我身份，以自信昂扬的态度走到时代的中心，参与到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为消灭剥削与压榨做出贡献。

二、反讽中的质疑精神

译者蔡临祥将《十字架上的魔鬼》称为他翻译过的最好看的一本小说，小说好看的原因

很大程度在于情节的一波三折。恩古吉有意安排了多处反转情节，在出人意料的同时，利用

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反差制造反讽效果，既引发读者深思又传达恩古吉的内心想法。肯尼亚在

1963 年取得国家独立，这对包括恩古吉在内的作家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代表着用文字痛

斥殖民主义，对抗西方殖民者的苦难岁月已经过去，人民在抗战文学的熏陶下夺回了国家主权，

肯尼亚终于可以在非洲同胞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然而，现实的残酷击碎了作家们的幻想，

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中，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得到了深度的揭露。农民瓦恩噶丽失去了土

地，在内罗毕找工作屡次碰壁，眼看她遇到了一位同胞并很可能得到工作时，非洲同胞却叫

来警察以流窜罪逮捕了她。本国合法公民竟然需要在许可后才能在自己的家乡自由走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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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规定真可谓匪夷所思。盗贼们在黄金山山洞中大肆夸耀自己压榨大众的事迹，吹嘘如何

利用土地买卖、开办学校、参政等方式发家致富，竞相争夺盗窃首领之位。瓦恩噶丽叫来警

察抓捕盗贼，却反被警察抓进监狱。穆图里带领的工人和学生起义军也遭到镇压。在恩古吉

笔下的后殖民社会中，“事情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有理会变成无理，原告会变成被告”

（Writers in Politics  185）。财富成为了永恒的判官，将有罪变为无罪，将瑕疵变成美德，把反

叛变为顺从，把丑陋变成美丽，以富有程度为准绳，社会毫无公平可言，真理正义无迹可寻。

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法律却仍然维护着上层社会的利益，恩古吉以反讽为墨，描画出一幅

黑白颠倒的社会图景。

非洲的国家和人民一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奴隶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

伴随着三个阶段而来的都是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和暴行，从这一意义上讲，后两个阶段和奴

隶时期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别，人民不是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就是受到本土上层阶级的剥削。

独立后的肯尼亚官僚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比殖民者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具有迷惑性，利用同

样的黑皮肤和非洲血脉，他们表面上与人民友好而亲近，实则是西方世界的代言人。西方殖

民者看似被赶出了肯尼亚的土地，但实际却在非洲安插了利益集团。相比独立前，西方势力

隐藏在更安全的地方，省去了直面冲突的麻烦，却能坐享肯尼亚人民用血肉和汗水换来的劳

动成果。偷盗和抢劫变成了西方世界留给肯尼亚的“财富”，金钱被认为是文明的核心，财富

被理解为国家进步的尺子。面对层层欺骗，肯尼亚人民应当如何识破隐藏在虚伪背后的真相，

揭开西方傀儡的真实面目，恩古吉以反讽作答，意在发挥反讽的矫正作用。正如克尔凯郭尔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所说：“哲学家们认为，哲学不能没有质疑，同样的道理，真正的

生活不能没有反讽。”（338）通过描绘反转的情节，恩古吉打破了读者们所期待的“好人有好报”

的理想结局，将好人置于险境，让坏人免罪脱逃，以此体现后殖民社会的险恶与荒诞。对与错、

正义与邪恶、黑暗与光明等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在利益与金钱的促使下模糊了边界，甚至可

以随意转化。恩古吉不只是利用反讽嘲笑和批判这个是非混淆的后殖民世界，更是为了宣扬

反讽中蕴含的质疑与反抗精神。

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在面对后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时，多数人选择了沉默，以为尽力

遗忘就能免受痛苦。然而，“如果我们的院子里坑坑洼洼到处是坑，我们只用点枯枝乱草胡乱

一盖，然后就可以说没有坑了”（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 3）？恩古吉在小说开篇就已经

否定了这一麻木纵容的处事态度。如果所有人都对肆意横行的压榨视而不见、一味忍让，那

么人民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为了让人民能更清晰地看到这其中的危害，恩古吉在小说中

又塑造了戛图利亚这一人物形象。瓦利恩尕在前往“魔鬼盛宴”的途中遇见戛图利亚，两人

随后成为恋人。戛图利亚是大学里的一名非洲研究员，一心想创作一部融合传统乐器和部族

民歌的史诗，成为肯尼亚民族的最强音。但是他出生富有，从未尝过人间疾苦，无法坚定地

跟人民走到一起，对国家缺乏强烈的热爱，对隐藏在人民中的寄生虫也没有满腔的仇恨。他

在妥协和批判中摇摆不定，没有明确的立场，也不敢质疑社会的不公，只想做一名不倾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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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方的旁观者。这样的中立态度使他谱写的曲子无法代表群众的呼声和实际需要，更无法

诠释整个肯尼亚的民族精神。戛图利亚的中立态度是绝大多数肯尼亚人民的选择，他们是被

压迫者，承受着深重的苦难却不敢言说。为了唤醒民众日渐麻木的意识，以质疑的精神反观

社会的不公，夺回真正属于人民的主权，恩古吉在小说最后制造了通篇最大的转折，也迎来

了反讽的最高潮。戛图利亚和瓦利恩尕历经磨难，即将结婚，就在订婚典礼上瓦利恩尕第一

次见到戛图利亚的父亲，却发现他竟然是当初诱奸她生下一子的老富翁。所有的往事都不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变成过去，只要社会依然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黑暗的势力就将如影随形，

对底层人民进行新一轮的欺压和剥削。瓦利恩尕最后用革命者给她的枪杀死了老富翁，这也

意味着她与过去戛图利亚式的妥协彻底决裂，她看到的已经不止是骗与被骗、欺压与被欺压、

掠夺与被掠夺的两个世界，而是一个充满质疑与反抗的世界——革命的第三世界。恩古吉巧

妙地设计诸多反转情节，以出其不意的结局打破读者的预期，利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

差增强反讽意味，把后殖民社会的荒诞可笑赤裸裸地摆在人民眼前。他以反讽中蕴藏的质疑

精神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随波逐流的中立态度不仅无法浇灭掠夺者的气焰，而且还将助长

他们的野心，把肯尼亚彻底变为一个群魔乱舞的国家，人民血汗的结晶将成为西方世界不断

壮大的养料。因此，只有勇于质疑才能从独立的美梦中醒来，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对抗黑暗的

现实，把国家的未来从错误的发展道路中矫正过来。

三、亦真亦假的反讽世界

1977 年，恩古吉被任命为内罗毕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乌干达诗人奥考特（Okotp’ Bitek）

担心恩古吉被肯尼亚的教育及权力机构认可后，就不再有兴趣将肯尼亚传统口头文化加入其

作品乃至文学课程中去，也不会再义无反顾地为复兴肯尼亚文学奉献所有。然而，《什么时候

结婚要看我自己》（I Will Marry When I Want）彻底打破了奥考特的担忧，大批的工人、农民、

学生乘着巴士和卡车蜂拥至剧场，争相观看恩古吉这一部为人民写就的戏剧。该剧用基库尤

语书写，融合肯尼亚民歌、舞蹈等传统元素，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背景，揭示人民的艰难处

境。戏剧暗讽肯雅塔（Kenyata）政府，因此遭到禁止，恩古吉因参加戏剧公演的示威活动，

未经法庭裁决就被关押进狱。《十字架上的魔鬼》是他在狱中写下的小说，创作过程极为艰辛，

只能将文字写于厕所的手纸上。在这样的高压管控和监视下，恩古吉在小说开篇《作者的话》

中否认了故事的真实性，他称“书里的故事是臆造的，故事中所提到的人物和地点如伊乌莫

罗格、卢瓦伊尼和伊西西里等都是作者的创作，在现实中是没有的”（《十字架上的魔鬼》 3）。

然而，恩古吉却将伊乌莫罗格置于真正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瓦利恩尕在内罗毕的遭遇真实

重现了非洲女性不公平的现实地位。虽然盗贼的发言有涉及开办器官制造工厂、建立奴隶研

究园、贩卖空气等荒诞而可怕的内容，但他们利用房地产、土地、教育等方式敛财的行为却

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恩古吉表面上一再宣称小说的非真实性，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却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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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息息相关，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反差带来了情景式的反讽，是作者在政府的监视下所采取的

非常手段。《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故曰风。”（郭绍虞 63）面对独立后政府的舆论管控，恩古吉的做法与中国古代大臣对国君的“风”

法颇有相似之处，用以退为进的曲折之语修饰直白的真相，用亦实亦虚的故事间接地批判社

会中的丑恶，嘲笑人物的荒诞想法，在控诉政府不作为的同时也达到了劝说的效果，却不至

于落下把柄。作为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恩古吉偏爱反讽的重要原因是他深陷时代的困境，

无法直接言说内心的想法，只能以反讽这种间接的方式取而代之，这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

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主动言明小说的虚构性之外，恩古吉利用口头文学创造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整

个故事借由一位基康迪舞艺术家（Gĩcaandĩ Player）之口讲述。基康迪是基库尤诗歌艺术的

一个流派，诗人们把基库尤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谜题的形式编写进诗歌，通过破解别人诗歌中

的谜题，以及将自己的信息编写进复杂的隐喻等方式相互竞争。基康迪艺术主张观众参与其

中，跟随艺术家一边唱歌一边解谜，诗人时常将一些隐晦的政治主张藏于谜面之中，等待聪

明的观众破解谜题。小说中，恩古吉将基康迪艺术家称作一名“正义的先知”，让他叙述整个

故事，“揭开黑暗中隐藏的秘密，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恩古吉，《十字架上的魔鬼》 4），

而由于基康迪艺术以猜谜形式隐蔽真相，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直白浅显却又意蕴深厚的文字，

文本中的所有隐含意义都靠读者自行挖掘，叙述者不作任何评价，叙述的真实性也全凭读者

自行判断，因此是一名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位叙述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个讽刺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恶棍们狂喜地毁灭一整个国家的幸福，盗贼的致富方式得到详尽的叙述，细

致到每一份充满谎言的办学宣传词都呈现于文本中。此外，他们的每一辆豪车，甚至连早、中、

晚三餐的豪华食谱也被一一罗列。恩古吉一方面提醒读者叙述的不可靠，读者无需相信盗贼

们的罪行，无需为献出生命的英雄扼腕叹息，也可以怀疑整部小说叙述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

他又耗费笔墨从外观、语言、行动等各方面塑造一个个盗贼形象，同时展现瓦利恩尕从受尽

欺压到彻底觉醒的人生经历，暗示读者这个荒诞社会的真实性。恩古吉有意模糊真实与虚构

之间的边界，创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反讽世界。库克（David Cook）和欧肯姆克普（Michael 

Okenimkpe）指出：“《十字架上的恶魔》和恩古吉之前的小说中存在不一样的反讽。”（116）在

恩古吉之前的小说中，反讽都是通过一个全知的叙述声音，在一个合理的世界中讲述主人公

对社会的各种反应。例如，在《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中，主人公穆苟背叛起义领袖

基希卡是反讽的，因为每一个肯尼亚人都应该与自由战士们一起解放肯尼亚，这一道理深入

人心，而穆苟却坚信他的背叛是正确的。然而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中，世界本身就是黑白

颠倒，《一粒麦种》中的民族正义在盗贼们眼里不值一提，由强盗主导的世界打破了善与恶的

界限，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善也能变成恶。因此，恩古吉利用不可靠的叙事者，以不

可靠的方式讲述真实的社会，表达真情实感，让读者在阅读中进行“双重解码”，“其一是解

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脱开或超越叙述者的话语来推断事情的本来面目，或推断什么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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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确的判断”（申丹、王丽亚 83），使得读者在阐释小说时能超越叙述者的视角，从而体会

到作者隐藏于字里行间的情绪，感悟小说中蕴含的不可直白言说的反讽意味。

有人曾问，非洲作家何时才能停止书写殖民主义、种族、肤色、剥削等主题，去简单地

写关于全人类的东西？恩古吉这样回答：“他们没有经历过无以言表的痛苦、绝望和死亡，但

非洲仍然在遭受这一切。”（Writers in Politics  76）正是因为非洲人民仍遭受着压迫和剥削，所

以即便被囚禁、被病痛折磨，恩古吉仍不愿放弃对现实的书写。监狱生活限制了恩古吉的人

身自由，舆论的管控又限制了言说的自由，但所幸思想的自由不属于任何人管辖。恩古吉依

然以反讽为武器，号召非洲人民正视自我身份，以非洲文明为荣，鼓励人民勇于质疑与批判，

走向革命的第三世界。与此同时，他用反讽探讨真实与虚假的界限，重现了一个看似荒诞、

实则真实的肯尼亚社会。恩古吉始终坚信“非洲作家的第一要义就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使命感”（朱振武、韩文婷 101），《十字架上的魔鬼》就是他挑战权威，批判现实，为民族

未来大声疾呼的见证，也是肯尼亚英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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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洲大陆第三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在近六十载的写作生涯中深刻描写了南非社会个人与社会复杂而混乱的关系，谴责种族隔离

制度，深度思索南非及非洲人民的发展前景，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她的作品“始终站在

人道主义的立场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反抗种族压迫构成其作品的主旋律”（朱振武 20）。《我儿

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是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出版的一部力作，小说从黑人社会活动

家索尼和他儿子威尔的双重视角出发，透过索尼一家的生活史，描绘出一幅南非种族隔离时

期的生活全景。

戈迪默从小长于南非严苛的种族隔离政策之下，写作聚焦始终避不开南非特殊的社会环

境。九岁那年她写下第一首诗，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南非著名政治家克留格尔（Paul Kruger）的

赞扬之情。20 世纪 40 年代，戈迪默以短篇小说享誉国际。随后她将重心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

作中，写作主题延续了一贯的种族主义、自我价值、自由公正等问题探索。她的写作风格自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转变，开始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明显且尖锐的政治性。政治主体性问题是

研究或创作南非文学乃至整个非洲文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非洲的历史任务就是非洲文学的

历史任务，将两者脱离开，即将政治和艺术分开，谈论非洲文学，等于宣布拒绝处理非洲文

学中最核心的政治主体问题”（蒋晖 138）。《我儿子的故事》写于种族隔离政权末期，南非黑

人解放运动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小说通过索尼与威尔的叙述刻画出索尼之妻艾拉上演的

一场“艾拉出走”，揉以其他角色探索黑人解放运动的不同历程，构建出一个颇具“独创性与

启发性”（毛信德 506）的南非故事。艾拉的出走并非只是单纯的反抗父权制，而是南非特殊

社会环境下一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出逃。这场拥有特殊意义的“出走”蕴涵了戈迪默在写

作中对南非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启示。

一、隐于家庭的失语者

戈迪默一直在写作中探寻一种适合南非的叙事技巧，即一种包含南非经验的小说形式，

对叙事技巧的探索“为后现代主义叙事诗学的重新评介做出了重要贡献”（Newman 1）。在《我

儿子的故事》中，她以儿子威尔的第一人称视角为主、父亲索尼的第三人称视角为辅展开叙事，

既赋予故事一定的真实性，又用客观视角补足第一人称视角涵盖不到的细节。随着欧洲文学

与语言的强力渗透，南非的本土文化被迫处于弱势状态。这种文化霸权状态在语言与文化方

面显得更为突出，“殖民者在非洲大力推行殖民教育，推广殖民语言，播撒西方宗教和西式价

值观。［……］非洲原住民的主体性出现了问题”（朱振武、袁俊卿 143）。由这种文化霸权产

生的文化审查制度导致南非一代优秀的黑人文学家被迫流亡海外，作品被禁，无法为国发声。

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完全采用两位黑人男性的叙事视角，是她在写作中如实阐释南非现实的

艺术手法的创新尝试，“用叙事权的转交”（路庆梅 74）表明她试图以一位白人作家的身份同

黑人作家连接起来，让非洲黑人在文学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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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南非故事的叙事权艺术化地移交给黑人同胞的同时，戈迪默也通过家庭内部妻子和

母亲的“失语”来突显南非大多数黑人的生存困境。小说透过威尔和索尼的回忆叙事，在叙

事初期将艾拉塑造成一个完全隐于家庭的失语者形象。众人眼中的艾拉是一个几近完美的贤

妻良母，在这部以心理描写为主的小说中，艾拉的外在形象塑造是书中最为丰满的，她本人

也是“整部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高文惠 117）。与之相反的是艾拉的内心活动与行为

轨迹却只能从威尔和索尼的视角中捕捉。她外表出众，举止得当，优雅从容，前半生的人生

经历堪称世俗幸福的典范。遵循传统的婚姻习俗，她在兄长的介绍下嫁给时任小学教师的索

尼，婚后在操持家务之余接受丈夫的指导学习知识，有一份收入尚可的清闲工作。威尔眼中

的母亲大部分时间在厨房灶火间忙碌，索尼与艾拉的交流也基本局限于家庭内部——不是在

卧室就是在厨房，暗示自小生活在“她家那个闭塞的女人窝里”（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7）、

到了年龄就结婚的艾拉从未涉足过真实的社会。她在家庭内部满足于儿女双全、有小家有工

作的生活，惧怕社会外部肤色分明的隔离制度，从而与心怀大义的丈夫心生隔阂。

长期处于温顺与沉默的“失语”状态下，艾拉与丈夫索尼的分歧也愈发明显。《我儿子的

故事》以热情高涨的黑人解放运动时期为历史背景，当时南非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以学校和

工厂为阵地对抗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小说中的索尼是当时南非黑人青年领袖代表人物

的投影。虽然黑色皮肤让他无法接触到好的教育，但他自小聪慧好学，从莎士比亚、卡夫卡

等优秀欧洲作家名著中汲取养分，成为家族中第一个学业有成的人。索尼察觉到社会对黑人

的残酷考验，在一次又一次地投身社会变革后，他成为一名与当局为敌的社会活动家，坚定

地为黑人同胞谋求平等与自由。他力争从黑人之城柏诺奈搬到白人郊区，与布尔人成为邻居。

至此，沉静优雅的艾拉第一次表示她的不愿意。她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有机秩序和美学原

则”（35），每天装扮得体，即使在监狱中探望索尼时也不忘穿着优雅；每晚睡觉前要涂抹厚

厚的护手霜以免留下操劳的印迹；日常行为举止表现出的优雅与高贵让白人邻居也高看她一

眼。这套生活秩序与美学原则象征着艾拉内心对安稳有保障的温馨家庭生活的渴望，住在黑

人隔离区柏诺奈城的生活对她来说反而是一种保护。在隔离区不用和白人打交道，身处熟悉

的黑人文化环境让她安心。她第一次态度明确地向索尼表示拒绝，但依然无法阻止全家搬入

白人郊区。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隔离区的存在违反了人性与社会发展潮流，不分性别，黑人

公民势必都会萌发出争取平等的意识。因此艾拉顺从丈夫的意见搬入白人郊区，继续以贤内

助的身份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在严苛且不公的社会制度下，小家庭的温馨岌岌可危。《我儿子的故事》写于南非反抗种

族隔离制度运动火热的 20 世纪 80 年代，正值“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向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展开

全面进攻的 10 年”（杨立华 117），主人公索尼受大环境的影响，陷入政治狂热中，到处奔波

演讲，宣传平等呼吁自由，最终被监管严密的当局投进监狱。艾拉面对丈夫的被捕，短暂茫

然后再次恢复沉静。她沿袭了先前世俗意义上的贤内助形象，一边安抚儿女一边努力工作维

持生计。工作之余带着孩子和换洗衣物探监。但索尼此时的内心需求已不再是来自家庭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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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内心有更大的抱负与责任感。从威尔的视角中父母间的异样已经浮出水面，他们之间的

沉默不同以往，如果说以前父母间的沉默少言是因为二人在家庭事务上的默契与尊重，那么

在监狱探望父亲时的沉默则是“一种真正的沉默，不传递任何信息”（戈迪默，《我儿子的故

事》42）。除却恪守为人妻子的本分，艾拉对索尼的焦虑与需求一无所助。而与艾拉的贤妻形

象截然不同的是国际人权组织的白人工作者汉娜。她在探望时运用各种暗语传递各种消息给

索尼，鼓励索尼挺过难关，出狱后继续迎接战斗。索尼全身心依赖汉娜，而汉娜也成为监狱

中的索尼与家沟通的桥梁。此时此刻“家”的含义上升为索尼与黑人同胞一同奋斗的战斗本营，

而艾拉所代表的温馨小家离他内心的诉求越来越远。艾拉的沉静曾是他最为欣赏的特质之一，

但在斗争运动面前，这份沉默变成了“从不说他想要她说的话”（51）。汉娜的出现、狱中的

生活与残酷的制度使得艾拉和索尼的爱情彻底走向瓦解。

小说中艾拉除了美貌如黑珍珠之外，最突出的特质就是沉默与温顺，她在整部小说的叙

述中始终处于失语状态，表现出的温顺也是“作为黑人民族性格中一部分的民族意志”（王涛 

170）。威尔撞破了父亲与白人女子的不伦之恋，从此与父亲无声对立；女儿贝比在家庭阴影

和社会环境的双重打击下选择割腕自杀；唯有艾拉始终沉默。自杀被救后的贝拉出人意料地

逃离了这个不复温馨的家庭，愤然出境成为一个流亡的革命者，索尼的伤心与威尔的愤慨再

一次衬托出艾拉异常的沉默，她的沉默是难以被解读，甚至由于她身为家庭主妇的身份而难

以被关注的沉默。沉默掩盖了个体对家庭破碎与社会隔离的伤心与恐惧，同时为她后续的“出

走”埋下伏笔。

二、连接海外的革命者

戈迪默甚少在小说中塑造一些完美的、理想化的英雄主义人物，艾拉却是例外。戈迪默

在故事后期将艾拉的“出走”完全塑造成了一场带有理想色彩的英雄主义式的出走。陷入政

治狂热的索尼在个人情感中融入了政治抱负，通过索尼视角意识流的叙述，索尼将他与汉娜

的感情定义为“他和她所共有的那个献身的世界的情感”（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115），艾

拉则是无法与他同步成长、只能探讨家庭事务的妻子。汉娜在索尼的叙述部分中占比越来越多，

艾拉则变得似有若无，唯独在威尔的观察中读者才得以窥探一二：艾拉突然办妥了护照，出

国探望她流亡海外的大女儿贝比。几乎没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娜拉式的“出走”——一个默默

无闻的家庭主妇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探亲回国后又确实回归了家庭。但她的改变也是悄无

声息的。抛去了过去贤淑美丽的形象，她剪短了一头秀发，穿着也以随意和轻便为主。她和

索尼的交流越来越少，活动范围也从家庭厨房走到了社会，不再总是自我封闭在家中。直到

说着南非荷兰语的白人军官找上门来，众人才惊觉艾拉这场“出走”背后的真相。她也成为

了一名革命者——借着数次探亲的名义与海外互通消息、传递武器，策划国内的武力抗争运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要途径从和平谈判转为武力抗争。成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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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艾拉依旧保持沉默的特质，但此刻的沉默已不再是恐惧与悲伤，而是转变为一种优势。

面对被捕不卑不亢，受审时沉默不语，拒绝透露详细信息，她的沉默让世人敬佩。她用沉默

完成蜕变，不借力于丈夫而是凭借自身特质挺身而出迎接战斗。探望女儿和外孙是她成功出

境的有力保障，带给外孙的手工制品是她运送秘密物品的载体，她亲手打破了过去信奉的生

活秩序与美学原则，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与革命事业彻底合二为一。在丈夫与儿子毫无察觉的

情况下，她成为一名英雄战士，彻底摆脱屈从于丈夫和儿子的附属地位，从渴望安稳家庭的

贵妇成长为投身革命的英雄，“入狱了同时又自由了”（戈迪默，《我儿子的故事》209）。审判

当天，出庭接受审判的她不再是一个儿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如同威尔所说“从那时起我

就把她看作‘艾拉’了”（219），她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出现在众人面前。

与艾拉的成功相对的是小说中另外两位社会活动家——丈夫索尼和他的情妇汉娜。索尼在斗

争后期将政治热情和自我欲望混为一谈，一方面他渴求黑人与白人的平等，一方面又出轨了

白人政治家汉娜，无数次地感觉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革命都依赖汉娜。在斗争后期，他与汉

娜纠葛不清的私情显然影响了他的事业；而汉娜在小说中一直作为艾拉的对立面出现。艾拉

是典型意义上的非洲美人，汉娜却是大大咧咧的欧洲女性。但是汉娜的革命情怀相对于艾拉，

显得有些蜻蜓点水般的不切实际，她对黑人的关注与关怀中掺杂了太多的同情，而非是真正

平等待人。小说最后她被调离南非也暗示了她对南非斗争运动的付出并没有实际效应。

保释等待再次审判期间，艾拉在过去索尼所在的位置上与律师们磋商，接待不断来访的

解放运动同盟们。她终于抛去了整个小说中的“失语”状态，从容不迫地回答丈夫和儿子的疑问，

解释她的立场，拒绝儿子为她出庭作证的解救方案。在整个解救艾拉的行动中，身为家人的

索尼与威尔被排除在外。领导层最终安排她出逃南非，在南非之外的非洲大陆上继续她的革

命事业。与她并肩作战的不再是过去代表家庭男主人的丈夫与儿子，而是女儿贝比。贝比也

是小说中值得关注的女性角色之一。贝比继承了母亲的美貌，性格上与艾拉对立。贝比从小

胆大叛逆，步入青春期后正式拒绝做安于家室的传统女子，在经历了父亲的背叛和社会的歧

视后曾企图自杀，随后又偷越出境加入自由战斗队。她在卢萨卡的解放运动中遇到伴侣并相

爱结婚，他们的结合不再受制于政治理念，而是在政治抱负与个人情感中找到了平衡，真正

实现了母亲与父亲有所缺憾的革命情怀。

在政治制度不断干预私人领域的现实下，《我儿子的故事》深刻探讨了索尼一家的家庭

生活是如何在公共领域的干扰下一步一步走向解体的。小说最后烧毁房屋的那场火既象征着

过去种种肮脏与悲痛的毁灭，也象征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场大火是索尼一家人的重生，

亦是南非所有受压迫群体的重生。艾拉最后的出逃标志着艾拉自我的自由解放和传统家庭的

彻底“出走”。她的“出走”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英雄主义升华，不再有“出走后怎样”的疑问，

她已坚定地将个人生活与革命事业相结合，在人类解放的远大志向下成就自我。瑞典文学院

在授予戈迪默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特别提到，艾拉在小说最后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

（毛信德 506）令人惊讶，也是对小说人物刻画及其启示性内涵的肯定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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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予厚望的理想者

戈迪默一生都在抗拒自己被贴上“政治写作”和“女性写作”的标签，她在《我儿子的故事》

中借威尔之口表明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记录下被争取自由的斗争决定了的生活是怎么回

事”（259）而非是些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这与她所信奉的写作理念——“睁眼看生活”（Gray 

264）是相一致的。身处南非这个私人生活由政治现实决定的特殊环境，要想如实展现南非人

的生活就避不开政治环境，“女性主义被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的实际问题无关的问题，这个国家

的实际问题是将黑人多数从白人少数统治中解放出来”（Gordimer, “The Prison-House” 333），

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艾拉的“出走”赋予了不一样的含义。同时，艾拉“出走”不仅仅是

出于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出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关怀考虑。

艾拉最初想要拥有一个安稳小家庭的愿望本无可厚非，然而丈夫的不忠成为一个导火索，

导致原本幸福的小家走向解体。艾拉在“出走”之前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的解放运动事业，

她从自己的家庭角色出发，以一个贤妻的身份为丈夫提供助力。她始终以沉静和坚定的心态

支持丈夫和他的革命事业，但小说中索尼的不忠是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拥有更为复杂和

厚重的特殊意义。他对妻子艾拉存在的定义是家庭和母性，看不到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情妇

汉娜的白人身份与为黑人鸣不平的事业心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的政治抱负和个人欲望相互交

织，他的个人情绪混杂了变异的社会环境影响。大江健三郎在致信戈迪默时特别提及了《我

儿子的故事》中的“不忠”主题，认为小说中由于社会环境造就的特殊“不忠”显得叙事主

题意义宽广而深厚。艾拉的“出走”具有非常明显的女权主义特征，尽管戈迪默对女性主义

始终持怀疑与矛盾的态度，但是正如她对大江健三郎的回信中所言，作者对写作的探索会将

作者引入“特殊的人类生存的复杂性之中”（《在希望与历史之间》87），她在刻画艾拉这个人

物形象时不自觉地将她对南非现实的思考融入其中，又因艾拉的女性性别身份不由自主地创

造出一个女权主义典范。

如果说欧洲的娜拉出走是因为经济权的问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 32），戈迪默

则在《我儿子的故事》中指出非洲的艾拉出走后还可以走上革命之路。丈夫的不忠、女儿的

流亡让艾拉在沉默中爆发。尽管从索尼和威尔的意识流叙事中无从得知艾拉的内心活动，但

这一叙事空白的设置反而让艾拉这个人物形象更富有吸引力。经历家庭的破碎，艾拉独立、

坚韧和沉静的特质让她思索这个社会和自我存在的意义。值得关注的是，艾拉的“出走”完

全是她本人的决定而非任何人尤其是夫权的帮助所致。从艾拉对索尼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尽

管丈夫是一名优秀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但她显然是在流亡海外的革命者贝比的影响下，经过

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她剪去长发，不再在意着装搭配，这意味

着她脱离了过去束缚自我的温婉女性气质，彻底从过去的生活中“出走”。从小家到大家，从

小我到大我，从恐惧自卑的沉默到坚韧自强的沉静，她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表现出沉默却坚定

的民族特征，从而在决定南非命运的变革中不屈不挠地完成使命，“在南非上演的历史剧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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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自己作为合法演员的地位”（Sonza 107），同时也在社会现实环境的干预下书写了一场具

有非洲特色和理想英雄主义色彩的“艾拉出走”。

身为土生土长的南非本土作家，戈迪默在那个特殊年代拥有过白肤色带来的优待，也

拥有更多复杂而艰难的思考。戈迪默本人接受过普鲁斯特、契诃夫、屠格涅夫、辛克莱等现

实主义文学大家的熏陶，写作风格接近欧洲文学。这一特点使戈迪默的长短篇小说深受西方

世界的好评，她的写作无疑打开了国际社会了解现代南非的一扇窗口，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就曾称“南非以外的人对现代南非的了解，也主要是通过阅读南非作家的作品，特

别是戈迪默的作品”（305）。但是等到非洲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免就会产生一

个疑问：非洲文学的发展也要走欧洲文学的路吗？戈迪默在写作初期不免将欧洲作家作为非

洲作家创作的楷模，但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这一立场不再坚定。她曾在一次采访中表

示她写作的目的并非为了伸张正义，而是为了“阐释生活”（Bazin 574），但是南非特殊的社

会环境导致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个人的选择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环境的影响。

小说中的索尼将政治抱负与个人欲望混为一体，对汉娜本人的欲望混杂了政治热情，消解了

爱情的同时伤害了家庭。威尔憎恨汉娜的出现抢走了父亲，但却无法控制自己在梦中对汉娜

这种金发女郎的欲望。父子二人深受西方殖民文化入侵之害，在现实的抵抗与潜意识的渴求

中挣扎。而艾拉在索尼入狱时拒绝过汉娜所代表的人权组织的帮助，在白人邻居中不卑不亢，

面对白人当局的审判临危不乱。相较于索尼和威尔，她的革命道路完全是独立自主思考的结果，

并未受到太多西方价值观的干扰。《我儿子的故事》中除了艾拉以外，每个角色都有或多或少

的瑕疵，唯独艾拉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性英雄主义角色。与出名早的索尼不同，故事最后的

艾拉在解放运动中很明显比索尼取得的成就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出戈迪默所思

考的南非独立道路：南非黑人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戈迪默一生所著颇丰，她的写作“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生活”（朱振武、刘略昌

144）。这部出版于种族隔离过渡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力作沿袭了先前的写作风格，聚焦现实生活，

又别出心裁地透过一个黑人家庭的解体表达了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探讨了个人生活在时

代洪流的裹挟下如何实现自我的话题。这部小说主要以儿子为叙述者，讲述围绕父亲索尼展

开的故事，但小说题目却以《我儿子的故事》为题，明显与故事情节相悖。戈迪默在小说结

尾借威尔之口点出这个故事并非个例，而是以索尼和威尔为代表的所有南非人的故事——“我

们的”（257）故事。透过威尔与索尼的见证，艾拉通过这场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出走”，向

世人展示了南非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个人选择的交互影响，同时小说也寄予了戈迪默对南非“黑

白分明”的种族隔离现状该如何发展的思考，是一部文学艺术性与政治启示性俱佳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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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英语文学中，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发展迅速且成就显著，出现了一大批非洲英语文

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是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诗人和评

论家，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朱振武称阿契贝为“非洲的发声者”（1）。阿契贝童年

时期在奥吉迪的教会学校接受小学教育，8 岁时就开始学习英语。阿契贝曾公开支持在非洲人

的作品中使用殖民者的语言：“放弃母语是否正确？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背叛，产生强烈的罪

恶感。可是我别无选择。我被迫使用这种语言，我也愿意使用这种语言。”（转引自陶家俊 61）

他在用英语创作的生涯里先后发表了被世人称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1958）、《再也不得安宁》（No Longer at Ease，1960）、《神箭》（Arrow of God，1964）

和《人民公仆》（A Man of the People，1966）。其中阿契贝于 1958 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瓦解》

讲述了一位尼日利亚伊博族部落英雄跌宕起伏的个人历程和悲惨的命运结局，为我们展示了

西方殖民者入侵尼日利亚前后的社会现实。阿契贝在该小说创作中不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还对伊博族部落的传统饮食文化作了许多描述，为读者打开了尼日利亚传统饮食文

化的大门。时隔两年后发表的《再也不得安宁》在讲述了西方殖民入侵尼日利亚后第三代人

的故事的同时，也探讨和思考了西方饮食文化带给他们的冲击及其与本土饮食文化的碰撞。

一、传统饮食文化的日异月殊

《再也不得安宁》中的主人公奥比是一个有着英国留学经历的伊博族青年，归国后的他在

英国殖民政府部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有一位漂亮的未婚妻，本想要有一番抱负的他，最

终却因为贪污受贿失去了一切。小说还通过具体的饮食文化习俗的碰撞书写，从侧面反映了

阿契贝对于西方文化入侵的警惕，也在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中展现了当时尼日利亚新青年在

文化冲击下的艰难探索与挣扎。

在阅读小说《再也不得安宁》后，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阿契贝对饮食文化不再像《瓦解》

里那样花费大量笔墨，因为在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中，尼日利亚传统文化已经深受西方殖民

文化的影响，以致于当地的传统饮食文化开始逐渐走向没落并且产生出一种“西-非”（西方

与非洲）结合的现象。例如阿契贝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柯拉果，它本是西非人民最为喜爱和最

为看重的果品。特别是伊博族，将其视为生命之果，认为它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之物，

因而在吃前还会有向祖先或者神灵祈祷的仪式。即便是如此具有珍贵意义的食品，也未能在

西方饮食文化的冲击下幸免。《再也不得安宁》这部小说就从多处反映了柯拉果逐渐失去其历

史地位与民族意义的过程。

首先，吃柯拉果的仪式出现了西-非结合的特征。在小说《再也不得安宁》的第一章中，

柯拉果第一次出现是在乌姆奥菲亚进步协会召开的关于奥比贪污案的会议上，“主席做了短暂

祷告后拿出三个柯拉果”（6）。随即，这群进步协会的成员集体面对这三枚柯拉果进行祷告。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他们祷告之后都说了“阿门”（7），由此可见这些乌姆奥菲亚进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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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成员都是信仰基督教的。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这些成员并没有像他们前一代人那样向自

己本民族的神灵或者祖先进行祈祷，在此，吃柯拉果前举行的传统祷告仪式已发生了改变。主

人公奥比的父亲以撒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撒是基督教传教士，他认为吃柯拉果的仪

式必须按基督教的方式进行，这使同族人误认为他家人不吃柯拉果了。在小说中，他的解释是，

“我们吃柯拉果，但不拿柯拉果去拜神”（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 55）。在以撒看来，身为基

督徒的伊博人可以吃柯拉果，但绝不会拿着柯拉果去祭拜和供奉异教的神灵，而这个所谓异教

的“神灵”就是尼日利亚传统民间神话中的那些神，这说明以撒把基督教作为信仰的宗教，而

把尼日利亚传统崇拜看成是异教。紧接着在以撒家做客的奥多格乌知道了以撒对于食用柯拉果

的态度后，在接下来吃柯拉果前的祷告是这样的：“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保佑这个柯拉果，吃

了它能对身体有益。起初如何，最后亦然。阿门。”（56）这是属于基督教式的祷告，以撒很满

意，认为这才是正确食用柯拉果的仪式，并且乘机建议奥多格乌皈依基督教。除去这两个细节

描写外，柯拉果在阿契贝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多次。在阿契贝第一部小说《瓦解》中，吃柯拉果

时还有两样必不可少的物品：胡椒和白石灰。例如乌诺卡给前来讨债的客人拿出柯拉果吃时是

这么描述的，“里面盛着一个柯拉果、一点胡椒和一块白石灰”（Things Fall Apart 2）。胡椒是

用来作调味剂的，白石灰“是人人家中都预备着给客人们在吃柯拉果之前在地上画线用的。”（《瓦

解》 66）。但在《再也不得安宁》这部小说中，几次重要的仪式上却并没有出现白石灰和胡椒，

原因无他，正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传统吃柯拉果的饮食文化已经出现了西-非结合化的特征。

其次，柯拉果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边缘化。在传统伊博人的饮食文化中，到他人家

里拜访做客，主人首先会拿出柯拉果招待客人，但是在文本中以奥比为代表的新一代伊博年

轻人中，柯拉果并不是招待客人的必备之物。例如奥比去同乡约瑟夫家住的那几天，约瑟夫

并没有拿出柯拉果来招待奥比，或许他家里本就没有柯拉果；还有奥比和女友克拉拉受邀前

去国务大臣奥阔里家拜访，身为尼日利亚人的奥阔里面对同族人的到来，也是没有拿出柯拉

果或者棕榈酒等传统饮食来招待，而是询问他们喝什么酒，并命令仆人端上来了雪莉酒、啤酒，

以及自己要喝的掺了苏打的威士忌；文章后半部分，寻求奥比帮助的马克小姐到奥比家的时

候，奥比也没有拿出柯拉果招待她，反而是问她“来杯可口可乐怎么样？”（阿契贝，《再也不

得安宁》 98），很显然，在青年一代的伊博人之间，已经完全不重视传统饮食文化了，相反他

们更偏向于西方的饮食文化，在这一点上以柯拉果为代表的传统食物已被年轻人所冷落，它

们正逐渐退出中心地位。

二、本土饮食文化的变迁之因

上文梳理了小说《再也不得安宁》中以柯拉果为代表的传统饮食文化的变迁，而导致这

类传统饮食文化产生变迁的原因是多样的，殖民者一方面在不断鼓吹自己的文化是多么的优

越，另一方面又通过种种形式打压当地的传统文化。当面对西方文化时，传统文化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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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面对多样的西方饮食选择，自然而然地投入西方的怀抱，抛弃了本民族的传统饮食习惯。

非洲国家被殖民的历史往往都有相似之处。以尼日利亚为例，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

国便在此建立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殖民统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尼日利亚是非洲大陆上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活动的场所大都是在尼日利亚

最大的城市拉各斯。拉各斯作为西部重要的港口早就被殖民者盯上，这里也是“英国在尼日利

亚建立起的第一块殖民地”（张象、姚西伊 26），因此这座城市受到殖民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格

外大。《再也不得安宁》发表于 1960 年，时值尼日利亚宣布独立，而作品讲述的故事时间正是

尼日利亚独立的前夕。此时，拉各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殖民烙

印，甚至许多生活习俗也已经完全西化，恰如主人公奥比早年间所听闻的那样，“那里没有黑

夜，因为晚上的电灯像太阳一样耀眼；只要一招手，一辆小汽车就会为你停下来”（阿契贝，《再

也不得安宁》 14）。该城市作为英国在非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发达，

到处都充斥着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子。在饮食这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西方饮食涌入尼日利亚，像

冰啤、可口可乐、小面包、威士忌、香槟等。这些外来饮食不仅出现在各类餐厅，也成为尼日

利亚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饮食。主人公奥比回国后与好友约瑟夫在一家据称是叙利亚人实

则为英国人开的餐厅吃饭，奥比想吃传统食物，于是向朋友咨询这家店是否有尼日利亚菜，可

是小说提到“稍微有点儿档次的餐厅都不供应尼日利亚菜”（37）。文中的这些高档餐厅自然是

西方殖民者所经营的，而这些西方经营者的目的就是向尼日利亚地区输出其饮食文化，进而对

当地饮食文化进行打压、管控。高档餐厅不提供尼日利亚菜，表明当地饮食不被西方人认可，

而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本土传统饮食文化的结果就是自我贬低，丧失自信。

除了殖民入侵对饮食文化产生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被殖民者——尼日利亚本土人

民——对这些西方外来文化的接受。当英国殖民者将他们的文化带到这片土地上，尼日利亚

人不得不转变观念，由最初的抵抗到后来接受这些有别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先进”文化。美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强制

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转引自朱立元 364）。以

主人公奥比为例，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英式教育，随后又去英国留学三年，而集资送奥比去往

英国的是乌姆奥菲亚进步协会，注意这群进步协会成员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尼日利亚人。文中

的这些迹象都表现出尼日利亚本土人民已经完全接受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文化，他们深受熏陶，

在日常生活方式上都有西化的痕迹。拉各斯是个西化的花花世界，而西方文化以更多的选择

方式诱惑青年一代。他们穿着打扮西化，接受西式教育、宗教信仰，日常吃喝玩乐等都投入

到西方文化的怀抱里。

三、饮食文化体现的西-非汇流

《再也不得安宁》这部小说中西方殖民文化大范围覆盖在尼日利亚这片土地上和人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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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地民众深受西方殖民文化影响，形成法农（Frantz Fanon）所说的“黑皮肤，白面具”（1）

的自卑情结，他们选择两种饮食文化时会不由自主地偏向于西方。但是随着非洲民族主义崛起，

“黑人性”（Négritude）得到宣扬，非洲人开始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传统饮食文化。

奥比这一代年轻人，在小说中被称为新时代的“先锋”（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 80），虽自

幼接受西方殖民教育并一路沐浴在西方文化下，但他们也逐渐向本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靠拢，

下面通过小说分析几处关于先锋者们对于传统饮食文化的态度。

克里斯托弗承认说，一边从伊古丝汤里抓出一大块肉。他们用手吃甘薯泥了，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吃味道更好。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再像第一代人那样害

怕别人说他们不文明。（22）

他只知道，大概两个星期前，他被叫到克里斯托弗住的公寓，见了两位对尼日

利亚很感兴趣的爱尔兰女孩［……］女孩们确实对尼日利亚很感兴趣。她们在这里

只待了三个星期左右［……］晚餐吃的是裹有蔬菜和肉的油炸大蕉果。女孩们说她

们非常喜欢，虽然从她们的鼻涕和眼泪可以看出，这菜对她们来说太辣了。（128）

以上是小说中两处关于年轻一代在“吃”这方面的描写：第一段是回国后的奥比与好友

克里斯托弗在家里吃饭的场景。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却直接用手抓着吃传统食物。

对于用手作者也给出了两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觉得用手吃会显得不文明，这就

表明他们又开始向传统饮食文化回归。第二段是在晚餐时分奥比与好友克里斯托弗招待两位

爱尔兰女孩吃了非常辣的油炸大蕉果，在这里他们带爱尔兰女孩吃的不是西方饮食而是作为

传统美食的油炸大蕉果，也间接体现出奥比这代人对自己的传统饮食文化充满了自信，并开

始对外输出。

除了吃以外，再来分析小说中的“喝”。例如与传统棕榈酒相比他们的酒桌上放的更多的

是冰啤、果汁等其他饮料。阿契贝在描述奥比这一代人喝酒的场景时，几乎没有一位饮用传

统的棕榈酒，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什么是棕榈酒。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概括地讲，“拉各斯的棕

榈酒已经被稀释得不能称之为酒而是水”（86）。棕榈酒质量的降低是它失去饮用者的主要原因，

被稀释的棕榈酒带不来往日先辈享用时的感受，如今喝棕榈酒简直就是在做低贱的事情，年

轻人已经彻底接受了西方的酒水。

“想喝点儿什么？女士优先，这是白人带来的规矩。我尊重白人……果汁？肯定

没有！我家里没人喝果汁……给小姐拿瓶雪利酒”；“啤酒？要不来点儿威士忌？”“我

不喝烈性酒。”奥比说。“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都这样。”（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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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是奥比带着克拉拉受邀前往国务大臣奥阔里家中做客的对话场景。奥阔里身为

尼日利亚人，待客之道却是西方化的。即使主要目的是来喝酒，提供的酒也都是西方的酒水，

没有传统的棕榈酒，这也是小说所反映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已完全融入

到当地群众的生活中，类似于这种酒水的选择他们更偏向于西方。通过小说中这一代人对于

饮食文化态度的双重性——“既有传统亦有西方”，阿契贝表达了自己对于两种文化的态度是

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既不从前景也不从背景，而是从中间立场来看待事物”（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9）。也正如学者辛格（Raman Singh）对阿契贝这种立场所作的总

结性阐释：“非洲文学的共同作用在于否定欧洲文化，重建非洲传统文化。我以为阿契贝将这

两种文化并置，减少偏执一端的冲突。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两种文化必须一直保持和平相处。”

（167）

虽然一开始尼日利亚的传统饮食文化在西方殖民文化的冲击之下，遭到“打压”直至没

落的边缘，但是传统饮食文化仍旧源远流长且在本土群众的内心里根深蒂固，就如阿契贝笔

下深受西方教育模式浸润的新一代尼日利亚青年，在饮食文化的选择上并不持全盘西化的态

度，而是适当重拾了本民族传统饮食文化的自信，使得两种文化同时汇流在尼日利亚这片地

区。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它们就如同被剥开的棕榈果一般“其中的一颗黑得发亮，

另一颗白得像粉”（阿契贝，《再也不得安宁》 19），即阿契贝眼中的这两种文化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彼此应当融会贯通在尼日利亚这片土地上。

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饮食”一直是最被关心的问题之一，毕竟民以食为天。在大

多数读者的认知中，生活在非洲的人民普遍食不果腹，瘦骨嶙峋，例如尼日利亚另一位小说

家奥克瑞（Ben Okri）在其小说《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1991）中就很现实地描绘

了非洲贫穷落后的环境及人民所遭受的饥饿之苦，而此类小说让读者误以为非洲是一块饥饿

大陆。但是通过阅读阿契贝的这部长篇小说《再也不得安宁》，我们发现非洲，尤其是尼日利

亚饮食文化还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尼日利亚传统食物不仅有柯拉果、棕榈果和棕榈酒等，还

有甘薯、木薯、苦叶汤、伊古丝汤、加里、炖菜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融合其他文化充

满异域风情的食品。非洲本是一片丰饶的土地，但是几个世纪的西方殖民将其变成了“饥饿

大陆”，通过阅读非洲文学中的饮食文化，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和饮食男女的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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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直是古老非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非洲文学主要以口头的形式产生

和流传，形成了大量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

诗歌（史诗）、格言谚语、动物寓言等。然而，一方面由于这些作品基本是口传文学，没有用

文字加以记录和传播，另一方面，由于自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对非洲进行的“他者”叙事，

非洲大陆在世人心中成为了一块没有文学和文明的“黑暗之心”。不过，这种刻板的印象正在

因当代非洲文学的迅速崛起而得到改变。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非洲文坛涌现出阿契贝（Chinua 

Achebe）、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黑德（Bessie Head）、法拉赫（Nuruddin Farah）、奥

克瑞（Ben Okri）、丹格仁布格（Tsitsi Dangarembga）、阿迪奇（Chimamanda Adichie）等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频频斩获国际文学大奖，并被翻译

成多种文字发行海外。对此，我国学界虽有关注，但显然还不能跟上时代和国家发展的步伐。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朝着更加开放、多元、团结与合作的方向迈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非交流与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2018 年 9 月 3 日至

4 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和 53 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

团长，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

共同致力于推进中非合作论坛建设，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政治经济交流的

快速增长，对中非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互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非洲文学成为理

解非洲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思维方式的重要窗口。

一、当代非洲文学概述

在当代非洲，文学远非停滞于古老的口头传统和活泼的大众文化，而是在不断产生内涵

丰富、技艺高超、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尤其自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以来，巨

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震荡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欲望，他们努力在国际上发声，让世人知晓

非洲经历的历史和灾难、非洲人民的生活和希望，力图还非洲文化和文明以本来面目。非洲

历史和地域的复杂性，其与西方世界长期的殖民和从属关系，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和

命运上的同质性，都造就了当代非洲文学的复杂性和世界性两个总的特征。

19 世纪末，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入侵达到巅峰，此后长达半个世纪，非洲缓慢平和的农耕

文明遭到帝国主义枪炮的摧毁，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被基督教侵蚀，以部落酋长制为主体的

社会架构被西方强行移植的多党制、精英政治所割裂。非洲大陆至此停步不前，成为世界上

最为贫瘠、疾病丛生、灾难连连的“黑暗之心”。正因如此，当代非洲文学中既回响着反帝反

殖民主义的战斗号角，也涌动着对西方文明的膜拜；既有对自身现状的剖析和反思，也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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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走向的探索和争论。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当代非洲作家将教育视为其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

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就强调，作家必须“帮助社会重拾对自

己的信任，并抛弃因多年的诋毁造成的自卑感［……］作家不能逃避对人民进行改造和再教

育的责任”（105）。

时间维度上的跌宕起伏还与空间维度上语言生态的错综格局相互交织。当代非洲文学从

语言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使用宗主国语言创作和本土语言创作两类。使用宗主国语言创作的

有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等国的法语文学，尼日利亚、加纳等国的英语文学，安哥拉

等国的葡萄牙语文学等。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则更加丰富多样，如非洲北部地区的阿拉伯语文

学，东部地区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和索马里语文学，西部地区的豪萨语文学、南部地区的班图

族语文学，阿非利卡语文学等。很多地区的文学创作是本土语言和外来语言并存。语言的多

样性背后是非洲文学的身份之争。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作家曾分别以瓦里（Obianjunwa 

Wali）、提安哥和阿契贝为代表展开一场著名的论战，讨论的核心便是使用本土语言还是殖民

语言进行创作，是否关系到非洲文学的独立和身份的确立。一方面，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

能更好地体现非洲文学的“人民性”，但因许多国家没有形成通用的民族语言，也导致作者的

发声不能传达给更多的受众；另一方面，用宗主国语言进行的创作，虽然拥有了更多的海外

读者，但却“缺少了他们本民族的人，民族同胞不能阅读自己本民族的故事”（任一鸣、瞿世

镜 38），这无疑是民族主义作家的悲哀。对此，笔者曾经做过如下论述：

在长期的殖民现实和西方知识体系的宰制下，非洲文学的身份问题始终存在各

种争议，难以最终确立。殖民宗主国文化对非洲人民思想、语言、生活等方面的渗透，

以及非洲本土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界定现代非洲文学不可回避的背景因素。

（段静 43）

目前来看，非洲作家论战的结果并没有导致两种语言类型文学的二选一，而是加深了非

洲作家和学者自身对当代非洲文学属性和身份复杂性的认识。

当代非洲文学的世界性体现在它与东西方文化的交错与融合中。当代非洲文学几乎与西

方对非洲的殖民史相生相伴，既反映了与西方的对抗，又吸纳了欧美文学的元素。尤其是后

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和评奖在一定程度上依附西方话语体系。最有名

的“非洲作家系列”便是由英国海尼曼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前后跨度达三十年，推出了一百

多部经典的非洲文学作品，将包括阿契贝、提安哥、索因卡（Wole Soyinka）在内的一系列非

洲作家推向了国际文学舞台。时至今日，虽然非洲受教育人群正在不断扩大，但是非洲文学

作品拥有海外读者人数超过本土读者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此外，尽管非洲国家在政治上获

得了独立，但其文学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从属于原宗主国。如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英

联邦作家奖、非洲凯恩文学奖、英国橘子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法国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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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奖、普利策奖、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耶路撒冷奖”等奖项都是由欧美国家发起设立，将其

本土和原殖民国的文学创作包括在内。这些都造成了当代非洲文学与西方话语体系之间千丝

万缕的联系。

而当代非洲文学与东方文学的关系更近似于“神交”。“非洲的反殖斗争是 20 世纪世界范

围内的反帝斗争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蒋晖 web）。由于相似的历史遭遇，非洲国家也曾

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加纳国父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和塞内加尔国父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都曾在各自的留学所在国接受社会

主义思想。非洲相当一部分国家都曾开展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试图寻求一条社会主义的发展

道路。这样的历史发展不仅说明了非洲与人类整体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也为非洲文

学创作——尤其是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发展勾画了重要的背

景和底色。在提到非洲文学时，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一块遥远贫瘠、神秘荒蛮的大陆上的偶

然产物，而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内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与世界文学同呼吸共命运的内生

关系。然而，正如学者蒋晖所说：“作为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我们对另一个大陆所尝试

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失败的原因以及经验和教训关心不够、研究甚少，真正对非洲进行

深入的研究的还是西方学者。”（web）这种缺憾，在中国倡导世界政治多极化、世界文化多元化、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更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二、我国高校外国文学课程设置现状

晚清时期，外语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1903 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癸

卯学制）将功课分为 8 科，在中国文学门里首次出现了“西国文学史”，包含英、法、德、日、

俄等五门国别文学史。“西国文学史”的出现打破了“通儒”“贤人”为中心的儒家教育传统，

带动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潮。据资料记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课程计划中，“外

国文学”课程引领语言类课程、与中国文学课程互为照应；与文史哲课程协调共进，

此时“外国文学”课程建设已步入成熟。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共建的

西南联大，其“外国文学”课程集结 3 校优势资源，选修课程多达 41 门，其组织规

模和内容体系令当今高校的相关课程设置望尘莫及，是“外国文学”课程建设的大

发展大繁荣。（陆健秋 44）

与过去外国文学课程的蓬勃发展相比，当前，就占外语类专业主体的英语专业而言，文

学课在实际教学中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突出表现是授课量和教学内容已被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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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学课的教师正趋于边缘化”（崔少元 52）。我国的外语类院校一般在本科生的三年级阶

段开设英美文学课，学习一年时间，每周的课时数是 2 节课。现有的大部分文学教材，如吴

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和罗经国编注的《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均是按照每周 4 学

时编写的。实际上，许多院校都开不到教材所要求的课时。若以每周 2 学时计，1 学年也不过

72 学时，两学年总共才 144 学时。在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要学完“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

美文学史”等课程，其时间之紧、内容之多、难度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其效果恐怕也只能类

似于走马观花。为此，2017 年编制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强调课程设计回归人文

本位，将文学方向列为英语专业方向课程五个序列之一（蒋洪新 5-6）。

在有限的外国文学课时里，英美以外国家的文学史更加失去了一席之地。为了更进一步

了解目前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情况，尤其是英美以外国家文学史的开课情况，笔者开展

了一次问卷调差，调查对象为全国外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及教师。在将近 100 名师生中，

仅有约 30 人表示所在学校有关于非洲文学及文化的课程，比例未达一半。而在这些高校中，

关于非洲文学及文化的课程多数为选修课，且课时较少。把非洲文学及文化作为必修课的学

校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物资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及长沙理工大学。

另一方面，在中国高校语言文学系所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中，同样存在着“重西轻东”

的现象。以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为例，其外国文学课程均以西

方文学史、西方美学史、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为主体。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的外国文

学基础课《外国文学史》，讲授的主要是 19 世纪以来在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等

广泛流行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这三大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复旦

大学的“20 世纪西方文论” 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论流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而同时开设的“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课程，

又分为“西方文学概念重构”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两大部分，涉及六种主要的批评流派。

对西方文学的研究和学习不可谓不细致深入。

此外，比较文学课程为了解外国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作为

这一文学研究佐证的主要对象，仍然是西方文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

究所外国文学的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是西方文学与中西比较文学方向，致力于：（1）整体上的

西方文学史及中西文学关系研究；（2）按照语种和国别进行的英美文学、古希腊文学、德国文

学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3）专题研究，如文学与思想史、基督教与文学、现代主义文

学、乌托邦文学、西方女性文学等。开设的课程有：“莎士比亚戏剧赏析”（本科）、“西方文学

名著导读”（本科）、“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生）、“西方文学史概论”（研究生）等。

从以上资料和调查可见，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在教学比重中已经被大大压缩，在教学内

容上几乎已经等同于英美文学教学，形成“重西方、轻东方”的僵化格局。作为东方文学重

要组成部分的非洲文学，还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关注。非洲文学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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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材编撰等工作与当前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还存在较大距离。青年学生乃至广大的文学读

者群，对非洲文学知之甚少，遑论熟稔非洲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当前，中非经贸合作正

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深层次的中非文化交流却尚待起步。造成文学课处境艰难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教师、教材、学生、教法等都是制约文学课顺利实施的主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

是对文学在促进文化理解和互鉴、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

三、当代非洲文学对外国文学教学的补充与拓新

将当代非洲文学纳入当前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并适当增加其比重，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改革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丰富学科内涵，赋予时代新意。外国文学本意指除中

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然而，由于历史政治、学科建设、出版传播等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基本上以英美文学为主体，文学选读不外乎英美作品。偶有涉及东方文

学的内容，往往也仅占课程教学的极少部分。这与当代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总量中的占比，

和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力都极不相称。就英语专业而言，外国文学教学既应包括英国文学

和美国文学这样传统的西方英语文学，也应包括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加拿大文学这

些英联邦国家英语文学，还应包括非洲文学中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上，

既要精通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艺思想，也要博采其他地区的本土哲学和民间

文艺之长，这样才能真正拓宽自己的眼界，反哺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因此，在

外国文学教学中补充当代非洲文学的内容，能够纠正以往教学偏于一隅、以偏概全的局面，

促进外国文学学科的多样化。这是外国文学教学的应有之义。

第二，拓展对文学内涵、功能、表现手法等一系列相关议题的认识。非洲文学是非洲人

民对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生活体验和心理历程等的总结和呈现，有着独特的文化源

头、发展背景和内生特质。非洲人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神，甚至每个人都自带了一个小

神——“气”，负责掌管自己的情绪和行动，与信奉“一神”的基督教截然不同。非洲人没有“国

王”的概念，他们长期以部落聚居，大到战争小到家庭纷争的各种事务均通过由部落首领召

集的集体大会加以讨论和决定。这样的传统使非洲人民对自我的认知与他人和集体紧密相连，

也形成非洲文学独特的内涵和风貌。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侵略和奴隶贸易重创非洲，当代非

洲面临着修复和重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艰巨任务，非洲文学因此也肩负了比任何其他

地区文学更加鲜明的政治功能。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就提出：“作

家不能逃避他们理应承担的再教育和精神重建的责任。”（105）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代非洲文

学无疑胜任了复位并传播非洲文化，替非洲在国际上发声的历史使命。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有文字的历史很短，殖民入侵之前长达数千年的文学主要以口头的

形式传播。口头文学成为非洲人传承文化经验，构建集体生活，塑造思维方式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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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非洲作家将口头传统融入书面文学的创作中，以解构西方以文字为代表的书面文学经典

和其背后蕴藏的一元中心主义价值观，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方式。目前，非洲文学中的口

头性正日益引起关注，其为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的新形式和新视角值得不断深入地挖掘。

第三，重审世界文学的构成。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往往被解读为世界各国各民族

文学的平等共生与交流融合，却忽略了歌德本人具有的民族国家观念和精英主义意识。他最

有名的一句论述是：“我相信，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

迈出了令人高兴的步子。”然而，这句话的下文却是：“在这里德国可以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它

将在这伟大的聚会中扮演美好的角色。”（4）在赞扬中国文学之后，歌德话锋一转，说：“如果

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

它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爱克曼 144）可以说，歌德的世界文学观是以民族

主义和精英主义为前提，以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为榜样建立的。如果我们多看看其他地方的

文学，例如非洲文学，便能发现：博大深厚的人文底蕴，丰富精彩的语言词汇，奇智多巧的

表现手法等，并不仅限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传统，而是以不同形式呈现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

所以，当今我们所倡导的世界文学，应该是各民族文学的精华和代表。它们承载着各个民族

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意识，又能在人类命运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取得共鸣。尽管不同

国家地区的文学还受制于经济实力产生的话语权，以及出版、传播等因素，但它们在价值上

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第四，为“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和推进培养精通国别文化的外语人才。外国语言文学

学科的设立，始终围绕着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从建国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为了学

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活动。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更是提

升了对外语人才，尤其是精通英美国家语言和文化的人才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

我国的开放政策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更大的延伸，国家对外语人才的素质要求也更加多元化。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提出，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切实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创新发展。

外国文学教学不应仅将目光停留在传统的英美文学上，而应适当增加其他国别文学和文化的

讲授。尤其是当代非洲文学中包含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殖民语言创作的作品，既生动

地呈现了当代非洲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又为对殖民语言的改造和利用提供了经典的范本。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视野开阔、拥有多元文化观和文化适应能

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进而全方位提升我国文化领域的开放水平。

改变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内容和格局，能促进相关研究向区域文学和国别文学深入，并

带动相关教材和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更新，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提供更多详实的一手资料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此而言，当代非洲文学是一座亟待开

挖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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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白噪音》中现代超市的社会心理意义

 ☉ 李锋

内容提要：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展现了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当代美国人在商业社

会中的严重焦虑。书中大量购物场景的描写，体现了超市对美国人生活的深刻影响。从购物行为、

购买力、包装与广告、商品陈列四个方面来看，现代超市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深刻的社会心理意

义——故事中的人们通过在超市的购物行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并通过购买力来体现自身的价

值；商品的包装与广告在培植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同时，操纵和奴役了后者的思想，而超市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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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德里罗 《白噪音》 消费文化 超市 身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0）02-0040-08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犹太研究所，上海 200083

Titl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Supermarkets in White Noise

Abstract: White Noise , written by Don DeLillo, shows various problems in a postmodern society, 
especially contemporary Americans’ anxiety in the business settings. The novel’s abundant depictions 
of shopping scenes reflect the impact of supermarket on Americans’ daily lif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supermarkets in the novel from four 
perspectives, namely, shopping behavior, purchasing power, packaging and advertisement, and 
placement of goods. People in the story are establishing their identities through shopping and displaying 
their values through purchasing power; while cultivating consumers’ purchasing desire, packaging and 
advertisement have manipulated and even enslaved their thoughts, and the way goods are placed in the 
supermarket represents order and rules in modern life, thus giving shoppers a keen sense of security.

Keywords: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consumer culture, supermarket, identity

Author: Feng L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FLC
文 学 文 化 研 究



041李锋  谈《白噪音》中现代超市的社会心理意义 外国语言与文化

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白噪音》（White Noise，1985）［1］是美国后现代主义

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记述了大学教授杰克在一学年当中的生活经历与所思

所想。这部作品展现了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特别是超市购物行为对现代美国人生活

的深刻影响，以及在媒体无孔不入、信息大量充塞的当代社会，现实与幻象的相互交织给人

们带来的困惑。小说的核心主题就是现代人对死亡的巨大恐惧和极力躲避——正因为此，《白

噪音》被奥斯蒂恩（Mark Osteen）称为“美国死亡之书”（转引自德里罗 8）。

书中同这一死亡主题紧密相关的两个事件是杰克夫妻定期的超市购物之行和化学品泄漏

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德里罗本人在访谈中曾提到，自己在关注美国的环境问题时，便注意到

超市里荧光的亮泽及有毒物质泄漏的新闻报道，显然是与这二者相对应的。其中超市对于这

部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通过在这里的购物行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并摆脱内心

对死亡的恐惧；与此同时，消费过程中所体现的购买力、商品的包装与广告、超市货物的陈

列方式等，也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功能。

一、购物行为：身份的建构

超市是《白噪音》全书故事的主要背景之一，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象。同以百货商店

为代表的传统经营业态相比，超市在商品定位（以中低端的生活必需品为主）、盈利模式（主

要依靠低采购价和高销量）、销售方式（以顾客自选为主）、结算方式（一次性结算）等方面

都更为贴近后现代的理念和特征，即大众化的需求定位、去中心化的网状布局、碎片化的快

速行为，以及更强的个体自主性。

在故事发生的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社会，超市购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而是已然上升为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社会行为，让消费者实实在在地感知到物质存在的伟力。

主人公杰克即是如此，他在超市里选择（或放弃）某种商品时，能够强烈感受到一种由此而

来的支配感——在后现代社会，商品已从纯粹的物品变为一种符号，“人们不再注重其使用价

值，而更加注重‘物’本身蕴含的社会意义。对‘物’这种‘象征符号’的主要占有方式无

疑是‘消费’”（周敏 205-206）。此外，由于超市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售货员，这一中间媒介

的缺席，让购物者得以直面商品，其选择的自由度无疑大大增加，也强化了其内心的支配感。

当然，这种感觉的获取是以牺牲一定的人际沟通为代价的，即像张艳庭所言的，“这种人与物

的直接对话，既是一种解放，但也使超市购物具有了一种机械化、冷冰冰的特征”（web）。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的杰克平素同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沟通极少，而正是凭借在超

市中的购物行为，他才得以将自己同妻子、儿女（以及部分同事）维系到一起，给这个原本

规范有序、冰冷无情的公共空间赋予了一定的人性色彩。至于在超市里具体买什么东西、是

否用得上，对他而言反倒是次要的。在回家的路上，杰克坦承购物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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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觉得，芭比特和我所买的一大堆品种繁多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袋子，表

明了我们的富足；看看这重量、体积和数量，这些熟悉的包装设计和生动的说明文字，

巨大的体积，带有荧光闪彩售货标签的特价家庭用大包装货物，我们感到昌盛繁荣；

这些产品给我们灵魂深处的安乐窝带来安全感和满足——好像我们已经成就了一种

生存的充实。（德里罗 21）

有时候，杰克甚至会为了购物而购物，买一堆当前根本用不到、将来也不知何时才用得上的

商品。究其原因，就在于杰克内心“这种对金钱的力量和整个消费群体的沉迷［……］在货

币层面上重新树立起了他的个人价值感”（Weekes 294）。

事实上，这种心理在商业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体现出购物这一社会行为对现代人身

份（identity）的界定功能。文化批评家尼克松（Sean Nixon）曾指出，“在商业从业者成功瞄

准的人群当中，商品世界在塑造特定的消费主义身份观与社会仪式感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5）。消费社会学的说法则更为具体，“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人们消费

什么和不消费什么，并不仅仅是对自己可支配的货币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

的东西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什么、怎样来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

定位和评价，也就是说，是自我认同的体现”（王宁 60-61）。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笛卡尔认

识论的话语方式，将之称为“我买故我在”。

在《白噪音》的故事中，购物行为（尤其同广告结合起来）便具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媒

体广告使人相信，购物能够让人摆脱个人的创伤。在购物的时候，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身份，

即他们到底是谁”（Babaee et al. 32）。对于这种将身份建构与购物行为联系起来的现代消费观，

德里罗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因为在流水线批量生产、产品高度标准化的时代，人们购买的

商品都是严重趋同的，这就必然导致在身份建构和身份彰显的过程中，个人的独特性也随之

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个性身份”（impersonal identity）。

除了获取充实感与安全感之外，杰克甚至利用购物行为来摆脱自身对死亡的恐惧，即德

里罗所说的普遍存在于现代美国人意识中的一种“不消费即死亡”的心态。遗憾的是，这一

方法的时效非常有限，既然购物可以代表生命，照此逻辑推断，到收银台付款即意味着某种

意义上的终结与死亡。因此，威克斯（Karen Weekes）认为，德里罗表面上展现的是当代美国

社会中“不消费即死亡”的现象，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消费并死亡”的困境（300）。

二、购买力：个人价值的体现

纵观人类历史，资本主义社会比之封建贵族社会的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个人表现”

得以取代家庭出身，成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这对打破阶级壁垒、促进公平竞争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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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然而由此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物质主义的盛行，正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代表作《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中所坦承的，“财富积累是个人表现

最为便利的衡量手段”（133）。这种物质主义倾向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体现十分明显。米勒德

（Kenneth Millard）在评价 1970 年以来的美国小说时曾指出，“美国人的追求范围有时简直成

了购买力的问题，这种不加辨别的物质主义经常成为美国小说家的描写对象”（112）。

《白噪音》即是如此。如前所述，杰克通过在超市购物来建构个人身份、实现自我价值，而且，

购买的东西愈多，他内心的自我认可度就愈高：

我用钱买下商品。我花的钱越多，钱的重要性似乎越小。我比这些款子更大。

这些款子像倾盆大雨一样冲刷我的皮肤。这些款子事实上以我实际的存款形式返还

给我。我感觉到自己豪爽气壮，意欲彻底地慷慨大方一回。（德里罗 94）

显然，通过货币交换而来的商品，作为一种抽象的消费符号（而非切实的日常消费品）给购

物者带来强烈的满足感和兴奋感。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物成为符号，从而就

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于与其他的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

有点像列维 -斯特劳斯所谓的神话，符号-物在它们之间交换。由此，只有当物自发的成为差

异性的符号，并由此使其体系化，我们才能够谈论消费，以及消费的物”（56）。在超市中，

杰克通过货币（及其体现的购买力）实现了自己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寻，并借助这一消费体

系中的差异性来定位身份；在此过程中，物凭借其符码价值，将人和符号世界直接联系起来，

而对于物的消费，彰显了符号系统的差异，使得消费品异化为一种符号语境中的意指逻辑。

除了超市购物之外，类似的满足感在杰克与ATM机的联系中也得到充分体现。ATM机是

一个类似于超市的意象，两者都是现代商业和科技的象征符号：跟超市相似，由于出纳员的

缺席，ATM机以人与物之间的直接接触，取代了银行中传统的人际交往；更为重要的是，两

者都通过量化的方式，对用户产生界定身份、赋予力量的功效。例如，杰克去查询银行卡中

的余额，当ATM显示的数字验证了他的应得收入时，他立刻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

早上我步行去了银行。我在自动柜员机上核查我的存款。我插进信用卡，输入

密码，键入我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文件搜索和烦人的计算，屏幕上终于有气无力

地出现了数字，它与我自己估计的大致相当。一阵阵解脱和感激的暖流通过我全身。

这个系统赐福于我的生活。我感觉到它的支持和赞同。系统的硬件，坐落在某个遥

远城市中一间上锁的房间里的中央处理机！多么令人愉快的交互作用！我体验到某

种深深的个人价值——但是并非金钱，绝非金钱——已经被证实和肯定。（德里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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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杰克内心的力量感源于他在超市中的购物数量和消费数额，ATM屏幕上显示的账户余额，

决定了他的满足程度及对未来的自信程度，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毕竟“财富和收入

的首要意义，是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鲍曼 75），而不是作为资本的增利功能。

遗憾的是，同超市购物一样，这种心理慰藉只能是暂时的，亦是不稳定的，一旦显示的

余额存在问题（比如机器故障，或者显示收入低于其心理预期或消费需求），并影响到随后的

消费能力，杰克必将陷入极度的焦虑与不安。

三、包装与广告：思想的奴役

超市之所以吸引消费者，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中的商品包装和宣传广告。加什玛利（Ahmad 

Ghashmari）专门指出《白噪音》中商品外观对顾客的影响，“购物者被颜色、尺寸、包装所吸引；

正是外表吸引并牢牢抓住其注意力，并且激发起购买欲望，不管对自己有用与否”，换言之，“货

品琳琅满目的超市已将现实抹去，取而代之的，是外表取代真实产品的超现实”（181-82）。从

中可以看出，在现代消费社会，购物选择有时候并不取决于消费者本人真正需要什么，而是

取决于生产者想要销售什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后者会采取包装和广告等各种手段，极力

培植前者的购买欲望，使其获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感，这就导致消费行为的性质逐渐发

生改变，即鲍德里亚所言的人类经济生活从“需求-供给”模式转向“欲望-浪费 /享乐”模式。

根据商业伦理学的观点，这一有悖于自然的情况意味着以下三点：（1）广告通过制造需求，

把供需法则给颠倒了过来。供给已不再是需求的功能，反倒是需求成了供给的功能；（2）广告

和营销容易让顾客产生非理性的、琐碎的消费需求，而这会扭曲整个经济。满是消费产品和

物质享受的“富裕社会”，其实在很多方面比所谓的“欠发达经济”更加糟糕，因为资源都被

耗费到私人消费品上，无法用于更为重要的公共福祉和消费需要上；（3）通过创造消费需求，

广告和其他营销手段违反了消费者的自主性。消费者以为自己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是

自由的，可如果这种需求是由营销产生出来的，他们并不自由（DesJardins 208）。总之，消费

社会中的人们，无可避免地被广告所操纵，却沉浸在拥有“自由选择的意志”的幻觉中。

除了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之外，广告和媒体还成功占领了现代人的潜意识，剥夺了他们的

最后一点自由。杰克的女儿斯泰菲在睡梦中的呓语居然是“丰田赛利卡”（Toyota Celica）。这

么一个简单的汽车品牌，两个几乎没有意义的单词，在做父亲的杰克听来，却“发音美丽动听

而又神秘莫测，金光灿灿之中闪现着奇妙”，甚至让他“感觉到一种意义和一种存在”（德里罗 

171）。由此可见，在表象丛生、真假难辨的后现代社会，以商业广告为代表的各种信息复制和

图像传播已达到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程度，人们只能生活在由其产生的“超现实”中，无法

识别事物的本真面貌。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创作这部小说的 80 年代，主流的广告媒体还只

是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超市画册等传统纸媒；假设这部小说再晚创作二十年，面对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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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与手机广告的强大可怖，相信德里罗一定会对此做出更加形象和富有震撼力的刻画与诠释。

杰克的同事、大众文化系教师默里是书中为数不多的跳出物质层面、关注精神层面的智

者。虽然也深受消费主义影响，但默里有着自己的一整套购物理念。他专门购买没有品牌的“普

通食品”（generic food），而对产品包装与广告不甚在意。“普通食品”的包装极其简单，除了

产品名称、原料、营养成分、制造厂家和条形码这些最基本的信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

广告开支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其制作和销售成本相对低很多。这种食品最早出现于 1981

年的美国超市，以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部分消费者的欢迎，并在 1983—1984 年（即《白噪音》

故事背景所处的年代）达到销售顶峰。有不少人认为，“普通食品”在口味和营养价值上要逊

于品牌食品，但其实当时美国的多数“普通食品”生产，在原料和工艺流程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这在很多对消费者所做的蒙眼测试中也得到了证实。尽管如此，“普通食品”还是往往给人以

“次品”的感觉，并在 80 年代后半段开始走下坡路（可见心理作用对市场有多重要），部分零

售商为此甚至对普通食品进行再度包装，打上自己商店的牌子，以维持销量。到 1988 年，“普

通食品”已经从美国市场上完全消失。

至于默里购买“普通食品”的目的，除了省钱之外，还体现了他所谓的一种“新式的消

费节制”，是“对某种精神上的共识做出了贡献”（德里罗 18-19）。就这一点而言，默里并没

有被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完全奴役，思想境界似乎比杰克更高一筹。此外，默里还把超市看

成是一个“从精神上充实我们、装备我们”（40）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精神数据，所

有的字母、数字、颜色、声响、代码都蕴藏着深刻的含义，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破译，他甚

至将超市的环境同西藏文化中的死亡艺术联系起来，大谈人类应对死亡的正确态度。

四、货物陈列：秩序的象征

除了建构身份与制造需求之外，小说中的超市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功能，即存在与秩序的

象征。从表层看，超市只是购物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但在更深层次上，超市代表了现代人

的生活秩序与规则，能够给购物者一种强烈的安定感。

以其空间布局为例，根据消费者心理学的观点，“一家商店的布局方式会影响消费者对

商店‘个性’的认知”（福克塞尔等 253）；也就是说，原本在内容和功能上大致雷同的超市，

由于布局方式的差异，便具有了某种结构上的独特性，给身处其中的消费者不一样的心理体验。

事实上，几乎所有超市的区域划分和货物摆放都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出于销售利润的考虑：

（1）就时长而言，消费心理学家曾对顾客在商店内的行走方式进行过系统研究，发现“消费

者在自我服务的商店中花费的时间更多些，路过、端详更多的物品并可能购买”（254）。超市

在此方面显然具有天然优势，它可以赋予顾客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和驾驭感，让其愿意在此逗留；

（2）就具体路径而言，多数超市都会规划设计出一条近乎单向的行走路线，让顾客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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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触待售商品，同时也使得购物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线性叙事属性（linear narrativity），让身

处其中的顾客产生一种叙事过程中的可预期感（当然，顾客可以自行决定究竟是遵循还是打

破这一路线）。拥有了更多主体性的顾客，如同被赋予了更多阐释权的读者，在超市这样一个“后

现代文本”中不断地行走和选择，参与其意义的建构与解构。

正因为此，在《白噪音》的故事末尾处，杰克常去的那家超市由于种种原因重新摆放了货架，

这件原本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却让顾客感觉到极大的困惑和迷惘：

超市货架被重新摆过了。这发生在某一天，事先却未有预告。过道里弥漫着焦

躁不安和惊慌失措，老年顾客的面孔上可见沮丧惊愕。他们行走时神志恍惚，时而

止步、时而前进；衣冠楚楚的小堆人群在过道里发呆，试图弄明白货架摆放的格局，

搞清楚其中的逻辑，试图回忆他们是在哪儿见过麦酪。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需要

重新摆放货架，也发现不了其中有什么意思。（德里罗 360）

这种混乱局面，即是源于超市中原有秩序的突然缺失，以至于顾客骤然间失去了方向感和稳

定感。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唯一没有更改货架的，反倒是那些没有品牌、包装简单的“普通

食品”，这意味着那些看起来最平淡无奇的东西，往往才是生活的根本所在，而除此之外的内容，

其实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细枝末节，只会混淆视听、干扰判断。至于顾客最终极不情愿地接

受新的超市布局，则象征着现代人对规则变化的无奈适应。

其实，杰克选择以希特勒为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也跟其对秩序的极度渴望有关。在他

心目中，纳粹德国虽然罪大恶极，但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谨严的秩序和纪律，能够给人以心

理上的安定感，可以帮助自己有效抵抗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他给儿子起名海因里希，跟纳

粹党卫军首领同名，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与此同时，在这个一切都已商品化、符号化的后

现代社会，希特勒也成了一个消费符号：首先，作为一个相对冷门的研究对象，他无疑是杰

克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来源；其次，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希特勒领导的战争暴行和种

族屠杀，而仅仅提到他的个人形象和公共演讲，这就使得希特勒成了一个“规则体系中的能指，

并不显示这个名字的道德含义，而是学术市场上的一件用来交易的商品”（Reeve and Kerridge 

307）。因此可以说，杰克对希特勒研究的选择，说到底也是一个商业行为，跟他在超市中对

货物的选择并无本质区别。

总之，超市既是《白噪音》的叙事背景，也是贯穿全书的重要意象，具有不可忽视的社

会心理功能。人们通过在超市的购物行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并通过购买力来体现自身的价值；

超市商品的包装与广告在培植消费者购买欲望的同时，也操纵和奴役了后者的思想，而超市

货物的陈列方式，则代表了现代人的生活秩序与规则，能够给购物者一种强烈的安定感。以

上超市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折射出当代美国人在商业社会中的种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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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Notes］

［1］“白噪音”原是一个声学术语，指的是一种功率频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加州州立大学的文学教
授邦卡（Cornel Bonca）曾将作为现代科技产物的商品所发出的噪音称为“消费文化的白噪音”，是“晚期资本
主义自身酿制的苦果”（33），而在这部小说中，白噪音用来“喻指超越一切的死亡之音，表现美国人心灵深处
的焦虑”。见刘海平、王守仁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4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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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说《地下铁道》文学符号的历史文化隐喻

 ☉ 林莉

内容提要：美国非裔作家怀特黑德的新作《地下铁道》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美国历史上奴隶

制的残暴和主人公戏剧化的逃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部讽喻美国当代政治图景的传奇故事。

《地下铁道》中存在着无处不在的文学符号，它们所隐含的历史文化寓意，不仅使小说内容更加

丰富多义，生动地再现了一段美国历史，抨击了曾经的奴隶制对人性的扭曲和对人类文明的颠覆，

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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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the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Colson Whitehead subtly blends 
the reality and fiction into a legendary story to reflect the current American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re 
are ubiquitous literary metaphors in the novel, which conve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se 
literary metaphors not only make the content of the novel richer with multi-meanings, vividly show a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attack the slave system once exi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distorted 
human nature and subverted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he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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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森 •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这位厄普代克（John Updike）所说的“挥洒自如

的天才作家”（Maus 36），是 21 世纪第一位凭借一部小说同时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

小说奖的作家。怀特黑德 1969 年出生于纽约，1991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

一名作家，大学期间和美国著名青年诗人扬（Kevin Young）成为好朋友，毕业后为美国老牌

杂志《村声》（The Village Voice）撰写专栏，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等美国人文学科强校，并担任怀俄明州立大学等高校的驻校作家。1999 年其处女作《直

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进入笔会 /海明威奖的决选名单；第二部长篇小说《约翰 •亨利

日》（John Henry Days）进入普利策奖决选名单；2003 年的散文集《纽约巨像》（The Colossus 

of New York）被誉为 9·11 后最好的纽约故事。迄今为止，怀特黑德共写过七部小说和两部

非虚构作品，其创作题材广泛，风格迥异，被《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称为“文学

变色龙”（Maus 64）。

应该说，怀特黑德已经成为美国中青年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2016 年 8 月，构思长达

十六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的出版更是让他备受关注。小说

出版的当年就入选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同时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收入夏季书单。

11 月，《地下铁道》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次年 4 月，获得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自此“地下铁

道旋风”席卷全美，迅速引起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密切关注。奥巴马总统说：“这部小说让我

们回忆起发生在几代人间的奴隶买卖之痛。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将痛苦公之于众，还在于它

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小说家厄普代克也说：“怀特黑德的作品实现了写作的应尽之务，

它刷新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纽约时报》评论说：“这部有力甚至带有科幻色彩的小

说让读者从惨烈的行文中明白了美国蓄奴制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创伤。小说家借鉴了博尔赫斯、

卡夫卡以及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写作手法，更让读者回忆起美国人不畏艰险，不论历史倒退

的车轮，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决心。他的故事在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过去乃至美国当下都扮演

了的重要的作用。”《观察家报》评论说：“怀特黑德锋利的叙述是如此才华横溢［……］很久

没有一本书能这样打动我并让我时刻想着读下去。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令人愤怒、并展现作

者超绝想象力的故事，不仅为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点亮一盏明亮的光，同时也在小说这种文学

题材上开辟了新的方向。”（怀特黑德 封面）

阅读《地下铁道》会让读者联想起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哈利

（Alex Haley）的《根》（Roots）及电影《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里的一些情节，然

而这部小说却有其独特的叙事特点和内容。作者将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具有比喻性质的地下

铁道废奴网想象成一个真实的铁道网络并在小说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故事情节加以叙述。小说

讲述了一名黑人女奴逃离白人种植园的故事。黑人少女科拉是一个在白人家庭中受尽欺辱和

强暴的女奴，终日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由于受到白人奴隶主残酷的虐打，经过反复的思想

斗争、在别无选择之后，她开始了逃离生涯。期间，地下铁道带着她离开曾经的伤心地，奔

向自由之路。地下铁道在给科拉带来安全感和希望的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未知的理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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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每次重回地面之上后，残酷的现实总是带给她绝望。小说的最后，科拉慌忙踏上地下

铁道的最后一程，却不知道这段铁道到底会通向哪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和悬念的设计使得

小说情节更加扣人心弦。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逐一解析小说中的重要文学符号，从

而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寓意。

一、小说中的民间节庆筵席符号隐喻

所谓符号是指信息的载体和信息传递的媒介物。符号涉及的范围相当宽泛，凡是人类所

承认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均可被看作符号。现代符号学研究者一般都将符号看作是在一定场

合传达某种信息的有意义的媒介物。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文化符号形式论、阿尔都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解码理论、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商品符号学，都是引人注目的符号学研究。符号包括所指和能指，现代符号学

奠基人之一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把人类的文化符号分为标志、图像、象征三种形

式。象征和隐喻本来是符号中的一种形式，这种书写方式可以让所指变成能指，具有构形功能，

即赋予无形的人类的情感经验，精神风貌等文化理念以形式。各种文化形式或象征形式——

神话、语言、宗教、巫术、艺术等——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赋形化、符号化，

这是一个内容转化为形式的文化积淀过程。文学隐喻研究从传统的外部研究进入到内部研究，

是隐喻研究的第一次转变。对文学符号的隐喻研究则更有助于挖掘小说的深层含义。

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诙谐的表演或仪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符号

具有更为深刻的隐喻含义，在《地下铁道》中占据重要地位。小说开篇就是一场夸张、隆重

并充满欢乐基调的黑人筵席描述。工作完毕后的奴隶聚集在农庄的空地上吃饭、喝酒，为一

位眼瞎腿瘸的老黑奴庆祝不知多少岁的生日。这个所谓的生日晚会是黑人自建的节庆仪式，

绝非黑人日常的生活和吃喝。

乔基的生日每年只有一两次。他们想搞一回适当的庆祝。这历来是星期天的下

午，他们的半天工作日。三点钟到了，工头发出收工的信号，北种植园赶紧投入准

备，手忙脚乱地做起杂物。修修补补，清除苔藓，堵住屋顶的裂缝。一切以宴会为重，

除非你获准外出，进城卖手工艺品，或多打一份零工。就算你不想赚外快——不会

有人真心不想——但身为奴隶，也不可能放肆到告诉一位白人你不能工作。别说什

么这是某个奴隶的生日。人人都知道黑鬼没有生日。（怀特黑德 13）

这场生日狂欢的参与者是这个庄园的全部黑奴，体现着备受苦难的黑人对自由的乌托邦

社会的向往。受苦的黑人奴隶生活暂时得到再生与更新。正如小说中的描述，“年轻的奴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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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奴隶聚集到了马道两旁。男人们挤作一团，交换着苹果酒的罐子，感觉自己的耻辱慢

慢消散”（怀特黑德 28）。

民间节庆筵席除了是自建节日这个特点之外，通常都有集市和丰富多彩、自成体系的广

场娱乐活动。一些巨人、侏儒、残疾人和学会了特别技能的野兽参加表演，在上演宗教神秘

剧和讽刺闹剧的日子里，到处都笼罩着狂欢节的气氛。举行世俗的日常庆典仪式时，通常也

有诙谐的表演，小丑和傻瓜是必不可少的参加者，他们讽拟严肃庆典的各种活动，所有这些

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教会和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原则

上的区别。它们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点；它们似

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巴

赫金 7）。例如在《地下铁道》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让一个年轻的奴隶背诵《独立宣言》。

“迈克尔从前的主人对南美鹦鹉十分着迷，因此推断，如果能教一只鸟学会打油诗，那么教一

个奴隶记点东西，八成也能行得通”（怀特黑德 37）。会背书的奴隶迈克尔就时常被要求在狂

欢筵席上背《独立宣言》以博得主人们的笑声。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描述，强调了在美国奴隶

制期间，黑人完全被当成了动物一样的非人类，同时嘲讽了在奴隶制时期的《独立宣言》根

本不是对黑人实际生活状态的正确描述。

民间广场狂欢节的第三个特点是参与狂欢的人们暂时取消了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

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的某些规范和禁令，形成了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既理想又现

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此时的人们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自由地接触。宇宙、

社会和肉体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整体，而这个整

体是一个欢快而安乐的整体。

当音乐响起，跳舞开始，他们对乔基的感激之情进一步提升。他又一次选对了

做寿的日子。除了日复一日的奴役，他每天都能感受到一种人人都有的紧张，一种

集体的恐惧。它不断积聚，增压。最后这几个小时却化解了很多遗憾。他们得以面

对早晨的苦工，以及往后的一个个清晨，一个个长日，因为有了重新填注过的心气儿，

哪怕它还是那么贫瘠，也因为有了一个可以回望的良宵，还有下一个可以期盼的寿宴。

他们围成一圈，把人的精神留在里面，与非人的外界隔开。（33）

人类在对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上往往有双重角度，即严肃的（就其组织方式和音调气氛

而言）祭祀活动和嘲笑、亵渎神灵的诙谐性祭祀活动（仪式游戏）；有严肃的神话还有诙谐

和辱骂性的神话；有英雄，同时还有讽拟英雄的替身。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戏剧演出形式，而

似乎是生活之现实的同时也是暂时的形式，人们不只是表演这种形式，而是几乎实际上在狂

欢节期间就那样生活（巴赫金 8-10）。也可以说：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这里没有

舞台、栏杆、演员、观众，即没有任何戏剧艺术特点的演出。这是展示自己存在的另一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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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形式，是自己在最好的方式上的再生与更新。在这里，现实的生活同时也是它再生的理

想形式。

由此可见，《地下铁道》中奴隶在星期日下午的庆生狂欢节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被奴役、

被虐待的民众以诙谐的形式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即普通民众的节庆生活，这些节庆活动于是

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音乐停了。众人围成的圆环碎裂了。作为一个奴隶，总有些时候要迷失于短暂

自由的漩涡。如在垄沟，当一阵突如其来的幻想引起了波动；或在清晨，当一个梦

的神秘慢慢展开。在一个温暖的星期日的夜晚，在一首乐曲的中间。然后它来了，

一定会来的，那是监工的叫喊，是要你上工的召唤；那是主人的影子，是一个提醒：

在永恒为奴的状态里，只有这微芒般的一刻，你还算是个人。（怀特黑德 34）

正如历史上，也像在小说中展现的那样，节庆活动往往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

折关头密切联系。死亡与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正是这

些因素通过一定节日的具体形式，形成了节日特有的节庆性。

二、小说中人体惩罚符号隐喻

莫德尔（Arnold Modell）从神经学的角度探索了隐喻的认知功能，他认为“隐喻是情感

思维的通货”（7）。隐喻表现了神经心理过程，不自觉地对情感进行归类，确立过去与现在的

异同；隐喻能进入未知的事物并促进移情发生。隐喻不仅传递不同域之间的意义，而且通过

域之间的整合，产生新的意义或使意义发生改变。由于所涉及的域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其意

义改变的可能性也几乎是无限的。隐喻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物特性。隐喻能产生无限的想象，

即隐喻是想象的核心。莫德尔认为身体隐喻转换的感觉可以作为创建幻想的模板。人们能够

把身体的感觉和情感组织成概念和感性隐喻。既然隐喻是人类生物特性的一部分，作为表现

人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自然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身体隐喻（10）。

《地下铁道》中和民间节庆筵席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情节就是小说中无处不在的人体惩罚

叙述。

乔基的生日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科拉还没好利索。脸上遭到的重击一度让一

只眼睛肿得睁不开，还给一侧的太阳穴造成了明显的创伤。肿块已经消失，但是银

狼吻过的地方，现在留下了一个让人心悸的X形疤痕。很多天还在渗漏。这是宴会

之夜给她留下的印记。更为糟糕的是第二天早晨康奈利对她的鞭打，就在笞刑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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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大树枝下。（41）

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每一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甚至更为残暴的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

其中包括示众、鞭打、烙印等。小说中的酷刑似乎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这些惩罚仪式首

先展示受刑者，同时给受刑者刻上耻辱的烙印，这种烙印或者通过在身体上留下的疤痕，或

者是通过酷刑的场面，在犯人的身体周围或者身体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无论如何，人

们都不会忘记示众、戴枷受辱、酷刑和历历在目的痛苦。事实上，从规定酷刑的法律角度看，

公开酷刑和死刑让所有人把它看成一种凯旋仪式（福柯 36）。例如小说中一段白人奴隶主宴会

的描写：

特伦斯订购了新刑具。刑具装设于前草坪，四周绿草如茵。两个工头把大安东

尼锁牢，让他悬吊在那儿，这是头一日。第二天，一队来宾坐着四轮大马车驾到［……］

优雅的女士和绅士，是特伦斯外出公干时结识，还有一位伦敦的报馆记者，专程前

来报道美国风情。草坪上铺设餐桌，他们围坐而食，细细品尝艾丽丝做的鳖汤和羊肉，

奉上对厨师的种种赞美，反正她本人绝不会听到。他们用餐期间，大安东尼受着鞭刑，

而他们细嚼慢咽。甜点上来了［……］与此同时，对大安东尼的惩罚还在继续。（怀

特黑德 53）

可以看出，奴隶主对奴隶的惩罚具有深刻的符号意义。刑罚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它会造成

伤害。这就意味着，处于刑罚核心的痛苦不是痛苦的实际感觉，而是痛苦、不愉快、不便利

的观念，即“痛苦”观念的痛苦。惩罚利用的不是肉体，而是表象（representation）。更确切

地说，如果它利用肉体的话，那么肉体主要是某种表象的对象，而不是痛苦的对象。痛苦的

记忆应该能够防止罪行重演。肉体的惩罚可以防止犯罪的蔓延。痛苦本身不再是惩罚技术的

工具，白人奴隶主要尽量扩展惩罚的表象，而不是体罚的现实。

除了刑罚本身，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刑具也表现了奴隶主对黑人奴隶曾经的血腥镇压，“她

首先看到了镣铐。几千条，挂在墙壁的钉子上，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藏，手铐，脚镣，用

于手腕、脚踝和脖子的枷锁，各种形式，各种组合。防人逃跑、使人无法移动手脚的镣铐，

把身体悬吊在半空中进行殴打的锁链。有一排儿童专用的镣子，还有与之相连的小铐子和小

铁环”（73）。这些刑具表现了奴隶主对黑人奴隶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也间接地控诉了奴隶制

的非人性特点。南方的白人奴隶主似乎发现黑人的身体是权力控制的对象和目标，需要被操纵、

被塑造、被规训。于是白人奴隶主就用血腥的权力强加给这些黑人身体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

黑人奴隶被不断地操练，并在他们身上采用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手段，试图锻造出驯

服的、训练有素又“驯顺”的黑人肉体。这样既让黑人奴隶有极大的工作能力，同时又把后

者置于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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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铁道》中美国南方奴隶主对黑人奴隶采取的另一种人体惩罚措施是监视居住。措施

之一就是隔离，即区别对待各个肉体、各种疾病和症状、各种生与死，并将人员分配在一个

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地下铁道》中多次出现这种隔离空间，例如科拉曾经在不同区

域居住过的伶仃屋、红砖公寓、白人房屋上面密不透风的阁楼等。这些密闭的隔离区域暗示

着奴隶主对奴隶无所不在的控制和压迫。

科拉慢吞吞地走向伶仃屋，那是奴隶主放逐苦命人的地方。没有地方讨还公道，

没有法律，就算有，这法律也是每天都重写着［……］落难伶仃屋，与那些被监工

的惩罚弄成跛子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那些被你能看到和不能看到的各种方式

累断了脊梁骨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与那些错乱了神志的人为伍；落难伶仃屋，

与无家可归者为伍。（怀特黑德 19）

被搁置在隔离区域的人的身体同时也成为一个工具或媒介，一种可触动的财产。人们干

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奴隶主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

根据这种惩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于是，最严厉

的惩罚不仅施加于肉体，曾经只是降临在肉体上的死亡更是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

和欲求的惩罚。奴隶主真正想要打击的是奴隶的灵魂而非肉体，小说家通过这样的描述更加

深刻地抨击了美国曾经的奴隶制对文明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扭曲。

在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白人奴隶主的权力方面，公开处刑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

以及用惩罚取乐的快感。小说中这样描述到：

她看不透西泽。在那三个早晨，她遭到鞭打时，西泽就站在人群前列。奴隶们

观看同为奴隶的遭受凌辱，是进行品德教育的一贯做法。表演期间，临到某一时刻，

也不止一个时刻，所有人都不得不背过脸去，因为他们对那奴隶的痛苦感同身受，

想到或迟或早轮到他们惨遭鞭打的那一天。是你在那儿，即使现在不是你。但西泽

没有退缩。他没有直视科拉的眼睛，而是看着比她更远的某处，某个大而难以辨识

的东西。（52）

会识字会手艺的黑人奴隶西泽意识到了白人奴隶主对于奴隶的精神折磨，他坚决要带着

科拉逃到自由的北方。也许正如黑人西泽潜意识里意识到，却永远不会表达的一样，在这个

国家，惩罚制度甚至是某种有关肉体的“政治经济学”。尽管有时这种惩罚并不使用粗暴的、

血腥的手段，尽管它们使用禁闭或教养的“仁厚”方法，但是，最终涉及的总是肉体，即肉

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即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在这里，肉体直接卷入

某种政治领域：权力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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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的重要性在于：施加于

肉体的权力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

于“占有”，而是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和运作，人们应该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

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活动的契约或对一块领

土的征服。

三、小说中的地下铁路符号隐喻

如果说身体隐喻是人类以身体为参照认识和描述世界，非身体隐喻如象征和意象则是人

们借助自身的经验或经历来理解周围的世界，两者都通过类比或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来发现

不同域之间的异同，以此达到表达情感和思想的目的。非身体隐喻是依赖身体以外的物体作

为认知的来源。非身体隐喻的认知手段主要是象征和意象，通常用具体的物体来表示较为抽

象的想法和更广泛的领域，如道德、宗教、哲学概念。非身体隐喻的意义是共享的，往往起

源于传统或神话，是某一类文化的产物（施叶丽 59）。作者往往会利用人所特有的隐喻性认知，

通过多重的象征来表现他对哲学、社会、宗教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地下铁道》中，最重要的描述就是地下铁道这个隐喻意象了。作家似乎践行了法国

小说家拉伯雷的话，“你们的学者抱怨古人把一切都写过了，一点新的东西也不留给他们去发

现，很明显这是错误的。天空所显现的，地上所展示给你们的，江河海洋所包含的这一切，

和地下所贮藏的比起来，那简直是无法比拟”（转引自巴赫金 421）。有趣的是，根据古希腊、

罗马神话的典故，伟大的财富和神奇的事情也有很多发生在地下，例如谷物女神德墨忒尔和

其女儿地狱女神珀耳塞福涅，他们所赞颂的东西往往都在地下。在《地下铁道》中，一股强

大的向下、向地球深处、向人体深处的运动从始至终贯穿着小说的世界。

台阶尽处是一座小型月台。巨大隧道黑洞洞的入口分居两端。这里少说也有六

米高，墙面铺了石子，组成深浅相间的图案。一定是不折不扣的产业化劳动，才让

这样的工程变为可能。克拉和西泽注意到了铁轨。两条钢铁的轨道由木制的路枕固

定在地面没在他们可以看到的隧道内延伸。铁轨想必是南北走向，从某个不可思议

的源头出发，通往一个难以置信的终点。（怀特黑德 75）

关于地下铁路的描述是小说构思的最主要部分。《地下铁道》的名字会让读者直接联想

到美国历史上的地下铁道废奴网。原本意义上的地下铁道是 19 世纪在美国废奴主义者把黑奴

送到自由州、加拿大、墨西哥以至海外的秘密网络，是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重要历史象征。

美国内战前夕，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北方较早废除了奴隶制，大多数都是自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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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方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北方，在经济模式上也依靠大量的黑奴。为此，北方的自由州与南

方的蓄奴州在奴隶制问题上相持不下，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暗中越过南北分界线，梅

森-迪克森线，去追寻自由。在他们所经之路上，有无数不知名的男女帮助他们藏匿行踪、逃

脱追捕，把他们送往安全地带，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铁道”。这个使黑奴脱离奴役的网络被

称为“地下铁道”，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网络，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

交通，被称为“铁道”是因为在其运行中使用了一些铁路运输的词语。“地下铁道”由“火车”

（集体逃亡的奴隶群）、“乘务员”（组织集体逃亡的领导人）、“车站”（沿途投宿的地点）和很

多条“轨道”（逃亡路线）组成。南北相邻的各州，都有许多通往北部和加拿大的路径，这些

道路就成了“地下铁道”的“轨道”。建成初期，大多数逃亡者都是男性，他们通常步行。后来，

逃亡者队伍越来越大，妇女和儿童也加入进去，就准备了护送车辆，把逃亡者装进带帆布蓬

顶的大马车和特设密闭隔离间的农场货车。为了躲避捕奴队，逃亡黑奴和乘务员都是昼伏夜行，

并尽可能涉水泅渡，以避开警犬的追踪。

怀特黑德运用其超凡的想象力，以历史上的“地下铁道”为原型，把黑奴逃亡的空间由

地上转移到地下，把逃亡的道路幻化成火车的轨道，把大马车和农场货车改装成真实的火车，

使得地下铁道成为整部小说最别出心裁之处。“问题是某个目的地可能比另一个更合你的心意。

车站会暴露，路线会中断。等你到了站，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每个州都不一样，

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可能，有自己的风俗和做事的方式。你们往下走，走到最后一站，就会看

到这个国家有多么宽广了”（怀特黑德 77）。

应该说，地下铁路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怪诞风格，而且这种怪诞风格不是静止的，它恰

恰追求在这一怪诞形象中囊括一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形成、生长和永恒的未完成性、非现

成性。地下铁路这个意象表现着形成过程的两极：消逝和新兴、垂死和诞生；它在一个身上

表现两个身体，即新的生命细胞的繁殖和分裂。每当奴隶科拉走投无路，她便想尽方法来到

地下，寻找地下铁道。此时近似于地面上的死亡来到了地下铁道边上就变成了孕育，一切限

定特征的、僵化的、现成的东西都被抛向地下，得到重铸和再生。地下铁路这一怪诞形象表

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火车

颠簸着驶入隧道。向北行进。司机大叫：‘全体登车！’科拉心想，别看这男孩头脑简单，履

行起职责来倒毫不含糊。她往回看。她的地下监狱不断暗落，为黑暗重新吞没。她不知道自

己是不是最后的乘客。也许下一位旅行者无须滞留，可以一路向前，直达自由”（165）。怪诞

的地下铁道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

始与末。这个地下铁道没有任何完成的、稳定的、安定的东西，它类似于濒于老朽、已经变

形的身体与尚未长成的新生命的结合。正如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这里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

地下铁道就是未完成性本身。怪诞的铁道不与外在世界分离，不是封闭的、完成的、现成的，

它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这是永远非现成的、永远被创造和创造着的事物，它是人类

发展链条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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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铁道这个文学隐喻符号代表着“上”和“下”两种绝对和严格的地形学意义。上是天，

下是地，地也是吞纳的因素（坟墓、肚子）和生育、再生的因素（母亲的怀抱）。从宇宙方面来说，

上和下的地形学意义就是如此。从肉体本身来说，上就是脸（头），下就是生殖器官、腹部和

臀部。在怪诞现实主义中，下靠拢作为吸纳因素同时又是生育因素的大地，贬低化既是埋葬，

又是播种。置于死地，就是为了更好更多地重新生育。贬低化意味着靠拢诸如交配、受胎、怀孕、

分娩、消化、排泄这类行为。贬低化为新的诞生掘开肉体的坟墓。因此，下即大地不仅具有毁灭、

否定的意义，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义；它是双重性的，既否定又肯定。下是指打入生产

的下部，就是那个孕育和诞生生命的下部，万物都由此繁茂生长；怪诞现实主义别无其他下部，

下部就是孕育生命的大地和人体的怀抱，下部永远是生命的起点（巴赫金 25）。在小说的中间，

当女主人公再次逃离奴隶制，通过地下铁道奔向自由时，作者这样描述到：

科拉有了光，还有了另一种她在南卡罗来纳不曾拥有的东西——声音。铁轨中

间黑暗的水塘，由车站顶部稳定滴落的水珠注入。上方的石头拱顶是白色的，带着

斑驳的红色，像鞭刑时流出的血渗透了衬衫。不过，这里的声响让她心情振奋。起

到同样作用的还有丰富的饮用水和火把，以及她一路远离猎奴者的距离，北卡罗来

纳的情况是个改善，至少在地表之下。（怀特黑德 168）

地下铁道就像一座坟墓，主人公必须经历死去才能再生为一个新的、更好的、更具有独

立意识的人。

醒来以后，她决定靠两只脚走完剩下的路程——她的双臂已经失去知觉。一瘸

一拐，在枕木上磕磕绊绊。科拉一路上用手扶着隧道的岩壁，一条条凸起，一道道凹陷。

她的手指在谷地、河流和山峰上舞蹈，仿佛那是一个新国家的轮廓，孕育在旧国家

的体内。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她看不到，但是感觉到了，

她在穿越美国的心脏。她害怕自己在睡梦中调转了方向。她这是在一路向前，还是

在往回走，回到她来的地方？她相信奴隶本能的选择引导着她——任何地方，任何

地方，但绝不是你逃出的地方。她已经凭着这种本能走了这么远。她要么抵达终点，

要么在铁轨上长眠。（341）

地下铁道带给备受苦难的奴隶科拉以新的希望、新的期待和生活。小说以此结尾，作家

也是在暗示读者，地下铁道绵延不断，一个曾经的奴隶制国家经过逃离、自我更新，也许会

带来新生，或许会重新拥有希望。

《地下铁道》作为美国新世纪小说的力作，在创作形式上有所革新与转型，一方面秉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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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沿用杂糅、戏仿和历史拟写等手段；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拓展了现

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从创作形式、叙事格调等方面审慎地表达新一代美国作家

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情趣（杨金才 164）。本篇论文把小说中所体现的美国黑人历史社会地位的

主题研究和小说的隐喻等审美追踪结合起来，试图更加深刻地挖掘隐藏在小说内容深处的文

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小说无所不在的文学符号处处暗示着美国历史和现实中黑人所遭受的种

种不平等待遇。作家对科拉备受磨难的逃亡之旅及地下铁道的表述，实际上是在拷问美国民

主的核心部分，衡量美国人人平等的理想和赤裸的史实、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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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于 1932 年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十八

岁时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并定居英国，随后又周游列国，这些独特的经历为他的三十多部著作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奈保尔在作品中以敏锐的眼光对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印度、非

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书写。以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奈保尔

于 1961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不仅为读者展

示了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人民在贫穷中的挣扎和殖民者带来的宗教冲突等问题，也在字里行

间展现了自己对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难以割舍的情怀。由于故事背景的复杂性与奈保尔独

特的叙事技巧，小说自出版后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品中的叙事艺术、殖民话语、流散身份、

空间书写等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是奈保尔以自己的父亲为故事原型

塑造出来的［2］。毕司沃斯先生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贫困家庭，但他却

拥有印度的婆罗门高级种姓，在颠沛流离中，他一生都在追求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他

为此搬过八次家，见过、住过形形色色的房子，可以说房子见证着他的出生、成长与死亡。

房子不仅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物品，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意象。同时，奈保尔用大量的篇幅

描述了各式各样的房子和家具，使得物成为整部小说的聚焦对象。以往的批评家往往将这部

小说中的物与阶级地位、身份、种族等重要问题进行关联，比如将毕司沃斯先生对房子的追

求看作“作家本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张德明 84）。在《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谱》（“The 

Genealog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一文中，赫迪斯（Sean Hides）指出，“考

古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将手工制品和身份之间的联系，看成是社会存在的内在属性，在此基

础上建立了普遍理论的抽象性”（218），“一些手工制品不仅仅被当作工具、财产、等级或从

属标记来使用，而且也被广泛适用于建立在年龄、性别和种族之上的身份流通中”（219）。由

此可见，人们对物质与文化身份之间确定关系的认识扎根于结构主义传统，即设定一个主体

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关系，且将人置于中心位置，而将物看作指涉人的主体性的“他者”。

在后现代语境下，统一的、确定的意义遭到了冲击，这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与

多维的视角考察物质与身份的关系。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传统哲学 /文学的二

元对立结构是没有根据的，而他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物质与身份的关系提供

了契机。在小说中，主人公将房子这一物看作“以‘正常人’身份在社会文化秩序中确立主

体性地位的凭证”，但是这种“凭证”却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是他内心“欲望的换喻表达”（王

玉芒 48），因此物的具体存在只是一种表象，它的实质是缺席的，毕司沃斯先生所追求的也

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缺席的“踪迹”（trace）。海德格尔最早用“踪迹”这一术语来表示隐而

不显的不在场的本体，德里达则在《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中将“踪迹”等

同于“延异”（différance，德里达创造了这个词，它“既指作为指意条件的某种先已存在的‘被

动’差异，又指某种产生各种差异的散播行为”［卡勒 57］）（92），因此“踪迹”的功能并不

是指示本体或根源，而是构成了使在场之物的意义延宕和流动的网络，从而使意义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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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踪迹”这一哲学概念出发，本文将探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物的“踪迹”的特点

及其造成的主体性消解的结果，这将为我们重新审视物质与身份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踪迹”的动态性与主体身份的滑动

毕司沃斯先生是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底层人，贯穿他一生的关键词是“漂泊”，因此

他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由中心的确定存在所带来的稳固关系。正如奈保尔在另一本小说《中

央航道》（The Middle Passage，1962）中所说，“生活在一种借来的文化中，西印度人比其他

民族更需要作家们告诉他自己是谁，以及他的立足点在哪里”（68）。毕司沃斯先生偏执地认为，

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是“立足点”，能够帮助他建立完整和确定的主体性。然而，他所追寻

的那些房子不过是不在场的“踪迹”，而由于“踪迹”的绝对运动性特征，他的主体身份也只

是在无限开放的意指链上滑动而已。

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物”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现出来的“耐用性”（durability）

即为其物性特征之一，这使得“物”能够成为人的身份（identity）的稳定见证，只要人能够“与

同一把椅子、同一张桌子建立联系”（137）。出于这种考量，毕司沃斯先生会集中精神审视身

边的物品，他发现“每一样物品都因此获得一种稳固，一种恒定。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瓷茶杯、

茶碟和小勺子：这是这类物品唯一可能的组合”（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296），这使

他更加坚定了从物中获取稳定的意义关系的决心。可以说，毕司沃斯先生将人的主体身份与

物质看作稳固且确定的互相指涉关系，因而他认为作为主体的身份可以在与作为客体的物的

固定秩序中获得一种恒久的确认，这也导致了他几十年间不断地造房与买家具的行为。

不可否认，身份与物质之间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相同的物在不同的语境下会产生新的

意义，因此物的意义是建立在差异与动态上的。这好比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的

“飞矢不动”悖论，箭在飞行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因此当我们任意选取一个瞬

间的时候，箭是暂时静止的，并且占据着一定的空间。然而，时间一直在向前流动，因此作

为整体的箭在本质上是动态的，且它的运动轨迹即由那些在瞬间静止的无穷的点组成。在描

写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的房子中的生活时，奈保尔所呈现的时间逻辑并不清晰，令读者无

法考证时间的“踪迹”，但他却强化了物体在物理空间中的各种“踪迹”：

椽子上吊床的绳子已经磨出锯齿一样的凹痕。绳子本身的颜色也已经变得暗淡，

绳子上他和莎玛手握的地方和泥墙下半部分的隆起一样闪闪发光。茅草屋顶更加乌

黑，芒刺丛生，后屋里弥漫着他的香烟和颜料的味道，窗台和走廊上的柱子由于经

常被倚靠而蹭得十分干净。铺子更加阴暗，更加肮脏，也更加难闻。（185）

不管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暗淡”的绳子，还是久而久之变得更加“干净”的柱子，它们



062 第4卷 第2期
2020年6月

外国语言与文化

构成了叙事中的时间线索，暗示了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这黑暗肮脏的房子中居住的时间之

久。毕司沃斯先生在这座房子中居住的每一个瞬间，包括房子在内的物都是静止的，这也使

得他的身份获得了一种暂时和相对的稳定性，然而房子和家具上的种种“踪迹”却暴露了时

间的印记和人物生命的跨度。“踪迹”是运动的，因而作为整体的物在本质上也呈现出一种动

态效果。

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漂泊生涯中，他总是带着这些家具和物品，将它们从一个空间带向另

一个空间，因此作为整体的物在地理空间上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彰显着

不同的意义。当毕司沃斯先生最后一次搬家时，他将以往所有的家具和物品都从西班牙港的

出租房里搬到了锡金街的二手房：

［……］四柱大床（床被拆掉了，一点也不起眼），莎玛的梳妆台（靠着驾驶室，

镜子被拆掉，抽屉也被抽出来，露出里面没有上漆和上光的木头，虽然经过数年，

木头看起来仍然是簇新的），［……］玻璃橱柜（从图尔斯太太的客厅里搬出来的），

穷木匠打造的餐桌（面朝下躺着，桌子腿上缠着绳子，上面放着抽屉和箱子），打字

机（仍然是鲜艳的黄色，毕司沃斯先生曾经打算用打字机为英美的报纸撰写文章，

曾经用这台打字机给理想学校写文章，给医生写信）。（571）

这是毕司沃斯先生积聚了一生的家什，奈保尔用括号给每一样物品添加了注释，勾勒出物变

化的“踪迹”。比如玻璃橱柜，它最初是被毕司沃斯先生的妻子莎玛买下来的。莎玛有一套日

本咖啡套具，这为她清贫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体面和欣慰。她买的玻璃橱柜不仅能够摆放这个

套具，而且能够起到调和她们姐妹间矛盾的作用（因为琴塔认为她们姐妹间的调和有一种定

式，即塔特尔一家购买新家具和新衣服之后矛盾即被化解），为此，莎玛不惜借了几个月的债

来购买。随后，它又经历了几次搬移，最终到了锡金街的二手房里。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的文本疆界内，玻璃橱柜的结局是抵达锡金街的二手房，显然，从莎玛引以为傲的财产到毕

司沃斯先生积聚一生的家什，玻璃橱柜的意义不再是稳定和恒久的，而成了在不同的语境中

滑动的“踪迹”。从米勒（J. Hillis Miller）所定义的解构主义宏观视角（超出文本疆界）来看，

看似终结的故事“又总能被叙述者或后续事件重新解开，被重新解释”（51），这意味着在文

本疆界外未被书写成文字的故事中，玻璃橱柜会面临新的变动，因此它成了一种悬而未决且

处于无穷变化中的“踪迹”。其他诸如梳妆台、斯林百金床、打字机等物件是与之相似的例证，

它们既承载着过去的印记，又总是指向未来，一直处于运动之中。

可以说，毕司沃斯先生所信赖的“稳固”只是物的相对稳定性带给他的错觉，同时，这种“稳

固”所带给他的身份的确定性也只是基于在一个瞬间静止的“踪迹”。“踪迹”的绝对运动性

的本质使得物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因而阿伦特所指出的物与身份之间的稳定秩序遭到了解

构，而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稳定身份也成了意指链上滑动的无穷点。因此，毕司沃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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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那种“稳固”感瞬息即逝，在继续感受物的存在与他的关系时，他马上又反应到：“他

知道这种秩序并不稳定；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期待和不安。”（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296）这正是物的动态性所带给他的不确定的（或模糊的）身份认知。

二、“踪迹”的抹除与主体性的消解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能意识到物的不确定性，但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追求房子来获得一种

身份认同，并由此在几十年的生命中对房子形成一种偏执的“恋物情结”，然而他所追寻的每

一座房子都只是存在于特定时间段内的物，它们就像构成“飞矢”运动轨迹中的无数的点。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点的出现总是指示着前一个点的消失或抹除（effacement），正如德

里达在《哲学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1982）中所说，“踪迹不是一个在场，而是一个

自身失位、自身移位、回诸自身的在场的幻影［simulacrum］”（24），因此，“踪迹”必须通过

不断抹除自身才能实现这种不断的“失位”。可以说，物不仅是运动着的“踪迹”，而且是不

断抹除自身的“踪迹”。

根据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提出的“蜡板假说”（the hypothesis of 

wax tablet），蜡板是“缪斯女神之母记忆女神的馈赠”，而人们通过在蜡板上留下印记来获得

对某物的印象，“如果印记被抹去，或者没能成功地留下印记，我们就会忘记，就不知道它”

（722）。在德里达看来，意义的“撒播”（sowing）就像蜡板上的印记，是意义“踪迹”的嬉戏。“踪迹”

不断地出现又消失，就像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那些房子一样。比如他父亲那座破旧的茅草屋，

它是毕司沃斯先生出生的印记，象征着他本人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印度人的根。在他的记忆中，

茅草屋只存在于从他出生到父亲意外离世这一个时间段内：“毕司沃斯先生离开以后就再也找

不到父亲的房子了，连他被埋掉的第六根手指‘都已经化作尘土’。”（奈保尔，《毕司沃斯先

生的房子》 37）因为他们从前居住过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花园城市，有“白

色的木头平房，红色的屋顶”（38）。当茅草屋这一“踪迹”遭到了抹除之后，奈保尔评价道：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38）因此毕司沃斯先生失

去了在他看来最为“稳固”的身份凭证，预示了像他一样的被殖民者们漂泊与无根的凄凉。

奈保尔在小说中挥洒笔墨最多的是图尔斯家族的哈奴曼大宅，入赘到图尔斯家族的毕司

沃斯先生也得以入住其中。“哈奴曼”（Hanuman）这个名字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

中的神猴，图尔斯家族也在哈奴曼大宅雕刻了一个“慈眉善目的猴神哈奴曼的水泥雕像”（77），

因此在西印度被殖民者眼中，哈奴曼大宅是印度传统文化的稳固象征。英国殖民者入侵之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化，作为印度社区典型代表的图尔斯家族内部同样

发生着剧变。比如神猴雕像“被洗刷得发白的相貌几乎难以分辨”，而且“雕像凸出的部分已

经落满灰尘”（77），暗示着印度传统文化的“踪迹”在殖民文化的长期侵略中被逐渐覆盖，

直至被彻底抹除。受战争和殖民的影响，有近两百人口的图尔斯家族被迫向西班牙港北部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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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迁徙，于是“哈奴曼大宅后面的房子已经空了一段时日了，除了一个寡妇没有人住在那里”（奈

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524），随之而来的是图尔斯太太将奥华德送往英国学习，家族

成员们也逐渐离散了。在漂泊与不安中，他们期盼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奈保尔巧妙地将这种

盼望映射于哈奴曼大宅上：“有时候哈奴曼大宅似乎在等待生机勃发［……］傍晚点亮油灯时，

可以听见人们的交谈声、欢笑声、呼唤狗的声音、孩子被鞭打的声音。但是哈奴曼大宅始终

寂静无声。商店关门之后没有人待在那里。”（524-25）暗示着传统文化的“踪迹”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可以说，就像“图尔斯商店的名字被一家西班牙港公司的苏格兰名字替代”（524）

一样，哈奴曼大宅的“踪迹”随着印度文化被英国文化的替代而逐渐衰落，直至遭到彻底抹除。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与之有很多恩怨纠葛，但在他心中，“哈奴曼大宅是一个拥有生命、力量和

权力去提供安慰的有机体”（302），它那“两英寸半厚的北美脂松做成的屋顶”和“厚厚的斜

面墙”都能够给他温暖和安全感（296）。不同于标志着他出生印记的茅草屋，哈奴曼大宅对

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是印度传统文化曾带给这个民族的一种稳固的归属感和庇护，随着这一“踪

迹”的抹除，毕司沃斯先生的民族身份也遭到了消解。

离开哈奴曼大宅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曾住过图尔斯商铺的房子，但由于经营不善，图尔

斯家族的人最终通过将它烧毁来获取保险金。毕司沃斯先生也曾尝试在绿谷建造一间属于自

己的房子，但由于经济拮据，购买的材料都十分廉价，导致未完工的房子在暴雨中摇摇欲坠，

最终又被绿谷的工人放火烧毁。当毕司沃斯先生辗转至矮山时，他再一次开始购买材料建房，

但建好的房子最终又毁于大火。显然，从茅草屋到矮山的房子，尽管短暂存在，它们却成了

一个个永久消失的“踪迹”，指示着过去的流逝。除此之外，奈保尔也巧妙地用毕司沃斯先生

购买玩具房子的故事来隐喻“踪迹”的抹除。毕司沃斯先生奢侈地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他的

女儿赛薇买一个玩具房子，最让他满意的地方就是它让赛薇在哈奴曼大宅获得了额外的关注，

这正是毫无存在感的毕司沃斯先生渴望通过房子获取的东西——“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214），从而使自己和他人能够感知到他的主体性。然而，因为这个玩具房子在大宅中引发了

一些骚动，所以它仅存在了一天就被莎玛砸烂了。

毕司沃斯先生那些看似“拥有”过的房子最终的结局都是被摧毁和抹除，可以说，它们

是蜡板上短暂存在过但又被擦除的印记，无法成为毕司沃斯先生构建自己身份的凭证。同时，

这些房子也是意指链上不断出现又消失的“踪迹”，而“踪迹”的抹除也证实了德里达“踪迹

本身并不存在”（Of Grammatology  167）的观点。因此，实际上，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处于一种

无法真正拥有房子的状态，而他的主体性也在房子“踪迹”的抹除中遭到了消解。

三、作为替补物的“踪迹”与主体身份的悬置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追寻其主体身份的过程，

但这部作品只是对这一过程的再现，而不是对追寻结果和中心意义的揭示。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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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接一座出现的房子显示的就是毕司沃斯先生的追寻轨迹，当我们从共时的角度将这些房

子看作意义散落的“踪迹”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踪迹”既是运动的，又是不断被抹除的，

而且实际上它们就是差异和延迟的重复和替补。作为失去家园的被殖民者，毕司沃斯先生的

主体性是缺失的，房子就成了他内心关于家、民族归属和主体身份的替补物，这正如德里达

所说，“由中心或源头缺失或不在场构成的游戏运动就是那种替补性［supplémentarité］运动”，

而取代中心、替补中心的、在中心缺席时占据其位的便是作为“一种替补物出现的符号”（《书

写与差异》 519）。毕司沃斯先生所追寻的那些不同的房子就是源于其主体性缺失的替补物，它

们构成了差异的“踪迹”。

茅草屋是毕司沃斯先生出生的地方，尽管他在这里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的身体也因为营

养不良而“感染湿疹和脓疮”（奈保尔，《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18），但他仍然将其称为唯一

的家。随着其父亲的离世，一家人搬出茅草屋，随后茅草屋又被拆除，并被改建成了花园城

市，标志着毕司沃斯先生漂泊与孤独的开始——“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一个流浪者一样，

辗转在没有一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36）。在此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又换了很多房子，在

他的人生轨迹中画下了很多个点，可以说每一座房子都是他内心对主体身份的渴望的替补物，

而且这种替补可以一直延续下去，这使得意义的在场无限地延异，即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

（Speech and Phenomena , 2017）中所定义的：“替补性就是延异，就是同时使在场分裂、延迟又

同时使之分裂和原初期限下的移异过程。”（98）这些替补物构成了一条德里达所谓的“替补

之链”（“the chain of supplements”, Of Grammatology  156），而毕司沃斯先生的主体身份也由于

一直在“替补之链”上滑动而遭到了悬置。

比如说，当茅草屋被拆除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搬进了后巷的小泥屋，在小泥屋生活的六

年使得他通过自学掌握了画广告牌的本领，这又为他入赘图尔斯家族并住进哈奴曼大宅提供

了契机。由于在大宅中备受歧视与冷落，毕司沃斯先生坚定了搬出大宅的决心，并开始做他

的“造房梦”，这同时也成为他入住捕猎村的开始。当图尔斯家族由于商铺经营不善而通过烧

掉捕猎村商店来获得保险赔偿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又不得不搬进绿谷的营房，进入人生的下

一阶段。在绿谷中，毕司沃斯先生尝试着建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座房子，然而，房子在大

火中被付之一炬，这迫使他进入西班牙港寻找机会。随后，他住进了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

的出租房，接着又在矮山建造了一座自己的房子，却又惨遭纵火，而这也为他生前的最后一

所房子——锡金街的二手房——做了铺垫。笔者将这些作为替补物的房子的文字符号设置了

粗体，使得它们能够在文字中凸显出来，当我们将这些粗体词抽象为一个个共时存在的符号时，

就能够捕捉到“踪迹”所形成的“延异”的网络。同时，在这一网络中，每个符号之间都有

明显的“间隔”（spacing），根据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为《论文字学》所作的译者序言

中的解释，这种“间隔”是“指示着无法消解的他异性［alterity］的一种运动，一种位移”（lxxi），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符号看作差异的重复和替补。“踪迹”的替补和间隔使得毕司沃斯先生所

追寻的主体性一直处于一种绝对的延搁中，而这种延搁凸显的正是以他为代表的殖民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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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避免的漂泊。正如奈保尔在另一部作品《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7）中说的：

“我们住着半损毁或衰败的房子，频繁地搬家，总之生活在不确定中。”（47）因而他在多部作

品中都自称“异乡人”，且通过房子的“踪迹”将这种漂泊与“不确定”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尽管锡金街的二手房是文本疆界内出现的最后一个意指符号，但奈保尔的开放式结尾恰

好显示意义的本质是无穷的和不确定的。在故事的结尾，毕司沃斯先生借了一大笔钱买下了

锡金街的一座“豪宅”（也是一个二手房），看似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凭证，但奈保尔

用“雨”的隐喻暗示这仅仅是假象。他在最初看房的时候，“装着隔音板的天花板”“崭新的

有磨砂玻璃的门窗”“打磨上光的地板”“精巧的莫里斯家具”，以及豪华的“带着抽水马桶的

浴室”这些物品使得这套房在他眼里是完美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558），但这种完美却

是由于那天的“雨”造成了他视线的模糊。他后来后悔道：

如果不是下雨，他可能会绕着小院子查看一圈，因而发现它愚蠢可笑的形状。

他会看见屋檐上的隔音镶嵌板已经松脱了，附近的蝙蝠很容易就钻进去。他会看见

房子后部露天的楼梯只有一个扶栏，仅仅被没有油漆的瓦楞铁皮覆盖着。他也不会

被一楼后门厅悬垂的厚重窗帘营造的温馨所蒙骗。他会发现房子根本没有后门。（560）

毕司沃斯先生将一切归咎于“下雨”，而“雨”在这里象征着遮住实质的面纱，使人们只能看

见“统一”“确定”的表象。实际上，毕司沃斯先生不可能真正地“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也不可能找到自己真实的主体性。即使他暂时地“拥有”了锡金街的二手房，他也无法在有

限的生命中还完他为买房所借的债，所以在还完债之前他并不是这个房子的所有者。就像毕

司沃斯先生在绿谷的那个未完工的房子一样，锡金街的二手房也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而且

这个房子处处都是缺陷，摇摇欲坠，预示着这一“踪迹”也终将像其他房子一样被抹除和替代。

尽管封闭的文本已经结束，故事依然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这也意味着锡金街的二手房并不

会是“替补之链”的终点。同样地，茅草屋看似文本疆界内出现的第一个意指符号，但它在

故事层面却并不是起源，比如在奈保尔更早一部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的小说《米格尔街》

（Miguel Street，1959）中，他刻画了诸如“墙面刷成亮绿色”和“屋顶刷成大红色”的波普

的工棚（15）、乔治那“涂成粉红色”的“破旧的木房子”（18）等房子，使得读者可以不断

追溯这一无法追寻到的起源，因此茅草屋并不会是“替补之链”的起点。

正如毕司沃斯先生的英文名字Mr. Biswas所暗示的那样，“bis”表示“重复”，“was”指

示着“过去”，因此奈保尔对主人公的命名暗含着“重复过去的存在”（周敏 115）的意味。实

际上，这种重复是“踪迹”的替补物，不仅有差异性，而且不断被延迟。如果将这些替补物

抽象为点并画成图形，那它们就构成了不经过原点的抛物线上的点，且抛物线上的起点和终

点也可以无限往外延伸。毕司沃斯先生毕生所追寻的就是向那个原点靠近，即找到自己确定

的主体（或本源，或立足点），但就像这条抛物线所指示的，每一个点（“踪迹”）只能让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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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接近中心，他始终无法抵达。

《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这部小说的英文名是A House for Mr. Biswas，奈保尔巧妙地选择

了介词 for，而不是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斩断了“物”与人的从属关系，因而也彰显了奈

保尔的立场，即毕司沃斯先生不可能拥有那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奈保尔呈现的只是主人

公毕司沃斯先生追寻物的“踪迹”的过程，而不是中心意义的获取。当读者像剥洋葱一样一

层一层地揭开那一个个“踪迹”的面纱时才发现意义是无迹可寻的，彰显了文本的虚无主义

色彩。意义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重复性是解构主义的重要观点，这不仅为我们解读文本提

供了更加开放和多维的视角，也为我们重新解读物质与文化身份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当主体

性的中心意义被解构之后，物质得以从二元对立的边缘位置被解放出来，这将为我们重新思

考物的本体实在性提供思路。

注释［Notes］

［1］Republic of Trinidad and Tobago，全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以 20 世纪初至中叶
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背景。根据史料记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于 1802 年英国舰队打败西班牙军队后被英国占
领，正式成为英国“西印度联邦”中的一员。《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于 1961 年出版，仅一年后，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正式宣布独立，脱离了与英国的殖民关系，但仍为英联邦成员国。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
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国家概况的介绍，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826/
1206x0_680828/。

［2］根据中国学者周敏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考察并收集的资料，奈保尔的父亲西帕萨德（Seepersad Naipaul）于 1938
年在《特立尼达卫报》得到了一份工作，并搬进了西班牙港路易街的房子里。在 1946 年，奈保尔的父亲花了
五千三百多特多元在“圣詹姆斯区尼保尔街二十六号”（26 Nepaul Street）买下了一栋房子。显然，小说主人公
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均来源于奈保尔父亲的亲身经历，因而奈保尔将小说主人公命名为“先生”也是其向父亲
致敬的一种方式。详见周敏：《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的房子》，载《读书》2018 年第 11 期，第 85-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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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超越 
——跨国民族主义视域下《穷乡僻壤》之种族政治探析

 ☉ 陈天然

内容提要：种族政治是美国波多黎各裔作家托马斯在自传体小说《穷乡僻壤》中阐述的关于国家-

民族认同的核心问题。作为第二代波多黎各移民，主人公皮瑞试图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而不失族

裔性，但他与非裔美国人共有的体表特征使他陷入了种族认同的困境。在美国-波多黎各文化语

境中重新定位种族身份的过程中，作家描绘了一种跨国民族身份，体现了国家-民族归属感的另

类视野 ,它能够超越单一民族结构之僵化和种族 /族裔特殊性之限制，为新型联盟和新型抵抗策略

开辟道路，从而拓展了国家-民族认同话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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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中的种族问题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尤其是非裔作家和评论家的作品中很普遍，

西语裔文学及相关评论中也有大量关于黑人、奴隶制和种族问题的叙述和讨论。然而，评论

界对介于美国西语裔和非裔两个社区之间的黑皮肤波多黎各裔的了解甚少，尤其是对该文学

领域的种族政治的挖掘不多。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波多黎各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

杰出的波多黎各裔作家。其中，皮瑞 •托马斯（Piri Thomas）以其自传体小说《穷乡僻壤》（Down 

These Mean Streets，1967）一举成名，成为波多黎各裔作家群中最重要、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

小说意蕴深邃，布局独特，文笔犀利，语言诙谐，位居美国族裔文学经典之列。该书基于作

者的成长经历，真实刻画了 20 世纪 30 到 50 年代西语区哈莱姆的历史变迁，市井生活之贫困、

喧嚷、骚动，以及犯罪和种族仇视等。这段时间也见证了包括皮瑞的父母在内的波多黎各人

大规模的移民美国浪潮，因而成为研究西语区哈莱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文献。国内学界尚

无针对该书的专门性研究；国外学界对小说种族主题的探讨主要基于美国文化语境，较有代

表性的有：堕落、犯罪、自我救赎与种族歧视，性别和种族的交叉研究，种族话语的社会建

构性，“僭越”与种族问题。尽管小说的叙事主要发生在美国，然而，对种族问题的探析不应

局限在美国语境，应放在波多黎各和拉丁美洲种族关系及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鉴于此，

本文拟在跨国民族主义框架下，结合人种学和民族主义理论，分析文本中反映的种族政治主题。

本文认为，作家在刻画主人公皮瑞的种族困境及对其身份重新定位的过程中，跨越了二元对

立的认知范畴，描绘了一种跨国民族认同，体现了国家归属感的另类视野，从而突破了民族-

国家的僵化结构和种族 /族裔特殊性之限制，将矛头直指霸权性质的国家认同话语。

一、迥异认知：波多黎各与美国的种族概念

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对于理解种族和国家认同问

题至关重要。萨义德认为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把自己定义为本质化的东方他者的对立面。西方

代表着文明、理性、人道、自由与和平，而东方意味着野蛮、狂热、残酷、压迫和暴力。萨

义德的分析强调，国家认同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他者的建构。东方主义也适用于国家内

部殖民的情况，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国家认同话语建构中被表述成意义不同的形式，通常比统

治集团低劣，这样通过公开的种族主义的话语和实践，内部他者的边缘化得以完成。然而，

霍根（Jackie Hogan）认识到，“内部的他者并不是无助地接受自己的边缘化。由于国家认同

话语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从属群体可以潜在地通过构建反‘国家’叙事来书写他们的国家想象”

（9）。在《穷乡僻壤》中，这种反国家叙事是通过跨国主义视角来实现的。正如别恩肯（Brian 

D. Behnken）所说，“尽管对民族主义的讨论离不开对族裔性的讨论，但跨国文化交流——跨

越边界的文化的物质交流——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的影响，在时间上调整了国家对自我意识的

认知”（65）。在跨国文化环境下，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族裔认同已然发生了变化，跨国维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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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我们对种族认同的固定认知。在小说中，通过揭示跨国语境下波多黎各和美国迥异的种

族概念，作家揭示了美国主流社会所持的本质化的种族想象。

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相似的种族特点和社会及经济指标，美国白人眼中的黑肤色

波多黎各移民相当于非裔黑人。理查森（Jill Toliver Richardson）指出，在美利坚民族的想象

中，在纽约定居的波多黎各人迁移到更大的拉丁裔社区之前，他们在历史上与非裔美国人具

有最密切的认同关系（142）。弗洛雷斯（Juan Flores）也注意到两个族群的近缘关系：“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除了史无前例的文化融合之外，大多数社会指标一致地指出波多

黎各人与黑人的相似程度高于其他拉丁裔群体和拉美裔总族群。”（163）小说中，纽约市的波

多黎各人口相对较小，波多黎各青年没有可供选择的拉丁裔社区，他们生活在一个民族混杂，

尤以黑人为主的哈莱姆社区。在这里，不同种族的人形成了“国际联盟”（Thomas 229），皮

瑞常和黑人朋友来往。此外，他们在社会经济和受到种族压迫方面也极为相似。大多数黑皮

肤加勒比裔人在其民族聚居地遭遇了“类似非裔美国人停滞不前的社会经济前景和种族限制

及对其所做的抗争”（Sepulveda 18）。基于两个族群高度的相似性，美国主流社会将来自加勒

比的波多黎各人归于黑人社群，与白人社会相对。

然而，黑 /白种族二分法不足以解释波多黎各裔美国人种族问题的复杂性。“黑皮肤”在

美国大陆和波多黎各有不同的内涵，“波多黎各的种族差异在肤色方面更加灵活；有不同程度

的白色和黑色”（Sanchez 19），这些在小说中用 trigueno、moreno、negrito、clarito、mulato和

blanc表示。此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波多黎各人习惯于通过西班牙白人传统的棱镜来看待

自己，这一传统否定了该岛的非洲遗产”（13）。在波多黎各人的种族想象中，他们与非裔美

国人是不同的。如小说中，皮瑞的兄弟何塞一再强调波多黎各人与非裔美国人不同（Thomas 

144-45）。何塞将家人的黑皮肤追溯到“印第安人”血统，从而抵消了他们的黑皮肤。何塞的

观点表明了一个更精细的波多黎各及拉美的种族分类系统。根据桑切斯（Marta E. Sanchez）

的解释，在波多黎各岛，一个黑皮肤的“白人”意味着拥有印第安文化遗产，因此，“印第

安”体现的不是种族差异，而指向的是肤色差异。因此，“印第安人”作为一个可行的类别

范畴可以容纳像皮瑞和其父这样的黑皮肤“白人”（47）。不仅如此，对于多数波多黎各人来

说，西班牙和非洲文化遗产的混合物“描绘的种族 /族裔政治激励了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在

认同上和非裔美国人保持距离，在社会边缘化程度较高的阶层中为自己建立一种稍高的地位”

（Caminero-Santangelo 209）。波多黎各裔美国人内化了一种观念：即使处于同样的社会边缘地

位，他们享有比非裔美国人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欧美的想象中，纽约西班牙裔社区的波多

黎各人变成了一种种族标志，特指出生于别国或拥有非欧洲祖先或母语为非英语的黑人或混

血儿（Grosfoguel and Georas 98）。尽管在加勒比的背景下，“波多黎各人”意味着白人，但在

美国的情况下，却意指黑人。

鉴于跨国和跨文化动力业已影响到全球范围中的种族形式的身份认同，马丁内斯-桑

（Yolanda Martínez-San Miguel）认为，“非洲裔的安第列斯种族想象已经且应该在一个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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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勒比、宗主国和民族身份话语的网络中构思出来”（359）。因此，托马斯对主人公皮瑞的

种族身份的探索必须与波多黎各和美国大陆关于黑人属性的话语紧密相连。正是在这样的跨

国文化中，皮瑞在作为黑皮肤的波多黎各人和被视为非裔黑人两种状态之间挣扎。

二、跨国惯习：皮瑞对波多黎各属性的固守

皮瑞在美国出生并长大，因此被视为第二代移民。由于第一代移民在他们的家乡出生和

成长，他们很容易发展跨国身份并具有双重遗产。那么，皮瑞作为一个与祖国没有太多直接

联系的二代移民，是否仍然与祖国保持着牢固的关系？

关于第二代及其之后的移民是否持有跨国主义的问题在评论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

认为跨国实践是第一代移民的典型特征，因此跨国主义在第二代移民中是个转瞬即逝的现象。

根据索艾欧（Thomas Soehl）和瓦尔丁格（Roger Waldinger）同化主义者持有的文化一元论的

说法，跨国纽带随着二代移民一起萎缩：“一般而言［……］从一代移民到二代移民的航程指

向的是一种减弱的﹑甚至是消失中的故国纽带关系。”（779）相反，另一些人认为，跨国社会

实践仍然由第二代移民维持并成为持久的结构性特征。如列维特（Peggy Levitt）和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认为，“显然，跨国活动不会成为大多数二代移民生活的核心，即使那些进行

跨国实践的人也不会持有和父辈相同的频率和强度。但是，据此认为跨国实践是无关紧要的

观点可能缺乏远见”（1020）。此外，一些学者将二代移民的跨国主义视为象征或情感跨国主义。

基于社会实证研究，史密斯（Michael Peter Smith）和瓜尼佐（Luis Eduardo Guarnizo）在《草

根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一书中指出，波兰人﹑犹太人和爱尔兰裔美国人

所保留的祖籍国政治文化表明，跨国主义可以继续发展而与国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些移

民的后裔诉诸想象的家园，构成了跨国主义的情感和象征形式（17）。同样地，对于出生在美

国的第二代波多黎各裔移民来说，他们可能无法维持较强的跨国实践形式，但仍然保留着对

加勒比地区的情感想象和象征性联系，这种跨国主义的痕迹体现的是“情感跨国主义”（Wolf 

255-94）。与汇款或参与祖国政治等一代移民的跨国实践相比，象征或情感跨国主义对二代移

民尤为重要，这种跨国主义更具文化上的特色。

文化主线把一代移民的流散景象与后代的民族姿态联系起来。维阿托维克（Steven 

Vertovec）认为，“跨国惯习”由第二代塑造并由其采取行动。这种惯习表明在跨国社会领域

中父辈对第二代产生的强烈影响，因为它“强调了移民源出国的个人﹑资源和思想持续浮现

在第二代移民的生活中并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选择性的，定期的跨国实践也可以累加起来”

（76）。在跨国空间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熟悉父母的语言，也会来回在母国旅行并接受母

国的价值观，因此他们与祖国的联系会持续下去。同时，他们的跨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第一代人对待祖国的态度的影响。此外，东道国对移民的态度也是影响移民跨国认同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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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穷乡僻壤》揭示了二代波多黎各移民的跨国惯习及其情感跨国主义。主人公皮瑞与波

多黎各的物理距离并不意味着他与波多黎各属性的分离。一方面，他父母与家乡的多种关联

加强了他与母国文化的联系，纽约的波多黎各街区是他可以保持文化遗产的地方；另一方面，

他出生在美国，但未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在美国遭受的种族偏见反过来加强了他的族裔身

份和与母国的联系。在一个有着强大的波多黎各文化价值观和实践的移民家庭中长大，拥有

美国公民身份的皮瑞通过他与母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和情感展示了他的跨国意识。虽然皮瑞坚

持加勒比种族认同，主流社会却将他等同于非裔美国人，皮瑞的跨国文化背景使他处于选择

黑人社区还是在黑白二分法之外寻找他途的境况中。当皮瑞的生活在三个方向（家庭，学校

和社区）移动时，他的种族意识不断发生变化，但“跨国惯习”牢牢抓住他不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波多黎各生活和美国大陆生活的对照描述中，波多黎各岛是一个不

断出现在波多黎各裔文学中的寓指，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空间想象，远远超出了一个岛屿天

堂的神话想象，如考菲儿（J. Cofer）的《太阳线》（The Line of the Sun）和维加（E.Vega）的

短篇小说集《埃德·维加》（Ed Vega）等。而在《穷乡僻壤》中，这种对波多黎各岛的怀旧

情愫达到了极致，它把波多黎各移民生活的困境、危机、梦想置于民族历史的大框架中，揭

示移民记忆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家庭中，像其他在美国出生的波多黎各青年一样，皮

瑞通过父母对波多黎各的回忆和故事讲述与家乡保持着跨国联系。皮瑞的母亲幻想有朝一日

重返岛国，她故事中的波多黎各童年生活堆砌起皮瑞对原初家园形象的想象：一个浪漫和理

想化的波多黎各，一个庇护地。年轻的皮瑞认同母亲的故国想象，母亲的怀旧强化了儿子与

家乡的关系。虽然皮瑞一家担心永远无法返回岛国，但皮瑞的身份牢固地植根于波多黎各民

族属性中，并抵制被标记为非裔美国人。他的父亲最初来自于一个加勒比黑白混血儿社会，

在那里“尽管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种族基因身份，他其中的一个种族身份可以压倒另外

一个”（Sanchez 49）。虽然父亲长着黑皮肤，为了证明自己不同于非裔美国人，父亲有意夸大

他的西班牙口音，以此期望获得一种母国的文化价值身份。同时，像其他本土的波多黎各人

一样，他告诉儿子，他的黑皮肤是来自“印第安”血统从而否认了他的非洲遗产。因此，小

说人物的移民生活与波多黎各种族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和父亲一样，皮瑞也采用相同的生存策略，强调他的波多黎各民族认同，以保护自己免

受种族主义的伤害并能驶过种族二元对立的壁垒。一开始，受父亲种族观念的影响，皮瑞并

不认为自己是黑人，并在许多情况下驳斥基于生物特征的种族本质主义的观点。例如，在意

大利街区，当两名意大利男孩询问他的国籍时，皮瑞在两种选择之间挣扎：他是否应该表达

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而不被视为外国人，还是声称自己是波多黎各人来抵制意大利人的种族

自豪感？在做出选择之前，他已被白人孩子判断为一个潜在的黑人。在这种情况下，种族与

寻找民族渊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卡米内罗-桑坦戈罗（Marta Caminero-Santangelo）

所言：“这种交流隐含着种族与国籍的紧密联系。”（210）在辩护中，皮瑞抛出他所有可能用到

的“民族主义”：“我是波多黎各人”，“我出生在这里”（Thomas 34）等。潜在的假设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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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双重国家身份的认同将使他摆脱被定义为黑人的尴尬。同样，在长岛的校园舞会上被

白人女孩问及身份时，皮瑞强调他与非裔美国人的不同之处，“我是来自哈莱姆的波多黎各人”

（Thomas 88）。当皮瑞申请推销员工作时，为了向雇主证明自己拥有波多黎各文化身份，他通

过讲述 1897 年发生在波多黎各的美西战争来暗示自己的种族和族裔属性与“优越”的美帝国

主义征服者相联。在叙述中，皮瑞强调其美国出生的母系祖父或波多黎各祖母的白人血脉从

而抹去了他父亲一边的父系 /母系中的黑人祖先。东道国的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刺激

了移民寻求与本土国家的联系和帮助，这加强了移民的族裔认同。像许多黑皮肤的波多黎各

人一样，他通过强调波多黎各文化遗产来证明自己与非裔黑人的社会差异，正如卡米内罗-桑

坦戈罗总结的，“这种防御性的场景在文本的前半部分不断地重复着，从而累积起一定的重量，

显示一种巨大的压力，促进建立皮瑞的种族 /民族认同”（211）。然而，皮瑞逐渐意识到波多

黎各人的标签无助于提升他在这个种族等级中的地位。在新学校，他意识到他是一个局外人、

黑人。尽管他可以参加篮球比赛，但不能与舞会上的白人混在一起；在一列火车上，两名白

人看到他带着白人女友便认为他是一名“入侵者”并以种族仇恨诅咒他；求职时，考官拒绝

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黑人的申请。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于白人社会圈之外：“这个长岛是一个

异国之所［……］你总觉得自己处于归属的边缘。”（Thomas 92）他开始理解他的局外人地位：

国籍不能让他免受白人主流社会的排斥。

移民之后，波多黎各种族认同的内涵在其扩散到波多黎各的地理边界之外时已发生了变

化。尽管皮瑞在美国都市长大，未曾去过母国，缺少实际接触，通过父辈的故国记忆，作为

波多黎各裔二代移民的他仍然认同波多黎各民族属性，和母国家园保持着象征意义上的文化

联系。他试图将自己融入美国社会，然而他的黑皮肤在白人眼中无亚于美国黑人，这使他无

法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不幸的是，他在文化、社会和心理层面并未认同非裔美国人，这使

他陷入了如何界定自己种族身份的困境中。

三、困境：非裔美国人还是波多黎各美国人？

皮瑞身份的复杂性使他深受种族及族裔认同的困扰，不知归属的困境主导着主人公的生

活，他决定南下寻求澄清种族身份。然而，自我发现之旅对皮瑞绝非易事。作为一个在哈莱

姆长大的黑皮肤波多黎各人，他经历了波多黎各移民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事实上，波多黎

各的边缘地位起源于美国对其殖民的悠久历史。1898 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失去了加勒比地

区的最后一个包括波多黎各在内的殖民地。尽管波多黎各人被美国政府授予美国公民身份，

但他们仍然被视为二等公民。此外，种族问题与他们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交织在一起。作家

以工人阶级的语言和视角讲述了皮瑞家庭的生存挣扎：父亲透支性的体力劳动，缺乏救济金，

和破旧的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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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瑞遭遇的种族歧视和边缘的社会地位逐渐塑造了他的新的种族认知，拒绝种族优越

感是皮瑞转向更有生产力的种族意识的开始。他决意在不失去民族性的同时澄清他的种族身

份，正如他对家人所说：“成为波多黎各人使我自豪，但是成为波多黎各人并不能改变肤色。”

（Thomas 147）他被视作黑人，是种族主义词典中所称的“黑鬼”“黑色混蛋”和“猿”（96，

127，92），这种经历使他更接近黑人朋友。他不再使用两极分化的词汇“波多黎各人和黑人”，

而是将自己称为“波多黎各黑人”（171）和“美国黑人”（173）。

然而，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他意识到自己家庭的“黑人血脉”时。不同于其他四位继承母

亲白皮肤的孩子，皮瑞是唯一继承父亲黑皮肤的孩子。在去南方之前，皮瑞告诉弟弟何塞：

不仅自己是一个“黑人”，除母亲外，其他家庭成员都是黑人。这个发现开启了家庭成员之间

激烈的争论。白皮肤的何塞坚持声称自己是白人，因为他拥有与白人相似的一切。然而皮瑞

认为，由于他自己是黑人，不管何塞在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像“白”人，他与皮瑞的血缘关系

使他也变“黑”。何塞将皮瑞的黑归于父亲的“印第安血统”，拥有这种血统的人被视作“白

人”。但是皮瑞挑战了这种掩盖黑人血脉的策略：“什么样的印第安人？加勒比？或柏林克？何

塞，你不知道非洲人是在波多黎各登场的吗？当西班牙人用完了印第安苦力，他们就从你知

道的地方（非洲）带来了大量黑人，爸爸有混种血。我有，你们都有，这是一个关于我-我们-

白人的演说谎言。”（145）他将何塞的“印第安”转移到西班牙裔加勒比地区的多民族（西班

牙殖民者、印第安人及非洲奴隶）背景。

通过提及西班牙征服期间的加勒比人和柏林克人（印第安人），皮瑞质疑家人白皮肤的纯

度，强调家庭的混血身份和祖先的殖民历史，从而坚信两种“白”之不同。桑切斯认为，“皮

瑞要强调的是，美国的种族二元性隐秘地将波多黎各种族内部的复杂性以及欧洲和非洲人（黑

白混血儿）的混合归于统一的北美建构的‘黑人’”（47）。尽管名称“加勒比”和“柏林克”

回顾了波多黎各本土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波多黎各人微妙的种族差异无法抗衡美国主

流社会对种族身份的定义。正如皮瑞所说，“他们不在乎你是否看起来白皙。没有混合，没有

混合”（Thomas 149）。作为一个黑皮肤的波多黎各人，皮瑞开始认识到，一滴法则（一滴黑

色血液）使一个人变黑，这抵消了波多黎各混血种族中“白人”的特征。

四、超越：皮瑞的跨国民族认同意识

霍尔（Stuart Hall）认为所有的身份都是建立在差异之上，他主张在谈判和维护差异的基

础上构建新的身份，这就是他所说的“联合中的差异”（45）。安扎尔杜瓦（Gloria Anzaldúa）

提出的“新梅扎西意识”的概念是理解和容忍差异并获得自我表征能力的一个合适的解释框架。

在《边疆：新梅扎西》（Borderlands /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一书中，她认为，边界给

居于其上的人带来了一种新的意识，“种族、意识形态、文化和生物混杂”的新意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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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扎西意识”（77），它对歧义和差异的兼容打破了我们 /他们二分法的界限，这种新的认识

体系会促进思维和存在的另类思考方式：“梅扎西需要不断从习惯形态中转移出来；从趋同性

思维这种倾向于用理性走向单一目标（西方模式）的分析推理到发散性思维，其特征是远离

既定模式和目标并转向更为完整的视角，这种视角包容多于排斥。”（79）通过对矛盾的容忍，

新梅扎西概念呈现了包含和排除的整体视角。作为人类互动的新轴心，作为种族和文化的混

合体，它意味着打破边界和障碍，因此它用多元化和流动性代替了二元论。作为不同于民族

和种族本质主义认同的一种新模式，新梅扎西为人类阐释了一种开放性的对抗现实的可能性，

一种拆解二元并促进对立面的调和及边缘与中心融合的可能性。

安扎尔杜瓦的“新梅扎西意识”提供了在《穷乡僻壤》中超越黑 /白种族对立的可能性，

它揭示了国家-民族认同的复杂及多层次性，如霍根所言，“民族认同是在一个复杂的话语交

换过程中不断地、集体地构建的［……］事实上，为简洁起见我使用单数的‘民族认同’，这

是不太理想，多种具有争竞状态的民族认同话语必然并存”（3）。对皮瑞而言，自我发现之旅

意味着认识到他所处的多种相互竞争的民族认同话语，而非仅局限于单数的民族认同，从而

构建一种内在动态且对情境有灵活反应的跨国民族认同身份。

在南部的一个关键场景中，皮瑞和布鲁在诺福克的一家酒吧偶遇杰拉尔德，这一相遇使

得作者更深入地探讨了美国种族关系的起源。作为一个浅肤色的宾夕法尼亚非裔美国黑人，

杰拉尔德正努力变成波多黎各人，而他“下一步的目标是成为白人”（Thomas 191）。他表示

自己“在种族上具有如此的混杂性以至于很难用该混合中的任何单一种族身份来定义自己”

（174）。这种种族和民族认同的说法吻合安扎尔杜瓦对“新梅扎西”的具体解释：“新梅扎西人

［……］学习成为墨西哥文化中的印第安人，从盎格鲁人的角度来看成为墨西哥人。”（79）就

像新梅扎西意识所揭示的，杰拉尔德的自我描述和他的跨国背景相联，在这个背景中，固定

的身份概念已被动摇。杰拉尔德无法辨别自己是黑人还是白人，因为他不仅拥有八分之一的

黑人血脉，而且拥有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他的混杂身份打破了种族 /族裔身份的

稳定和单一性。杰拉尔德在小说中的出现有助于皮瑞理解他的跨国民族身份，如他所说：“我

不能真正认同白人或黑人。基于我的情绪和身体特征，我有权认同任何种族或民族。”（Thomas 

174）他的声明使皮瑞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种过渡性存在：“我在想杰拉尔德有类似我的问题。

除了他是位黑人试图证明自己是波多黎各人，我是波多黎各人试图成为黑人。”（174）与杰拉

尔德的相遇可以使他理解种族 /民族建构是流动的而不是单一的，因为在下一章，皮瑞肯定地

说：“我不禁感到自己既是白人又是黑人。”（177）他对黑白两种身份的认同体现了对二元对立

矛盾的解构。皮瑞的身份，就像杰拉尔德从黑白两个角度写作一本书一样，揭示了作家构建

混血主体的想法（在西班牙裔和黑人之间），他的西班牙裔遗产与黑肤色可以安顿在“新梅扎西”

诗学中：波多黎各混血儿身份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

为了抗议白人社会的黑 /白二分法原则，皮瑞混进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妓院并与一名白人妓

女发生了性行为，之后他告诉她，刚刚和她睡觉的是位黑人，这个事实震惊了白人女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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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中，他通过和一位身份较低的白人女性发生性行为从而象征性地将白人与黑人交织

在一起。尽管诉诸于性压迫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皮瑞挑战黑 /白种族模式的勇气，但事

实上，正是南方的这些场景表明作家“在杂合性、异质性和差异性概念获得学术和社会认可

之前多年就已经开始拒绝黑与白的范式”（Sanchez 44）。自我发现之旅创造了皮瑞的“新梅扎

西”跨国民族认同意识，揭示出他的身份建构经历了一个从停滞到移动性和灵活性转变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皮瑞在跨国空间中追求种族认同为新型联盟和新型抵抗策略开辟了道路。

《穷乡僻壤》描述了作者在波多黎各民族遗产与美国文化之间产生的种族认同困惑，这种

困惑集中体现在加勒比和美国背景中对黑人属性的界定问题引起的张力。在寻找拥有黑色皮

肤的波多黎各美国人的种族认同的途径中，作家在其回忆录中战略性地与美国大陆、波多黎

各和加勒比地区的话语进行合作。像桑切斯这样的批评家认识到，在书中，种族 /民族身份的

跨国动态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统一体，不是“或”而是“皆”的关系：“波多黎各人的身份同时

在加勒比岛屿和美国大陆的边界内外：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不断处于过渡中。”（45）这种种

族概念打破了固定刻板的单一种族认同。小说提出的西班牙裔身份和黑人身份的混合跨越了

白与黑之间的僵化边界，从而创造了一种可能的跨国种族空间——新梅扎西（混血族）作为

美国种族想象的另一种范式。由此，在跨越多重边界以解决种族困境的过程中，作家不仅拓

展了种族定义，而且拓展了国家-民族认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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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带来医疗与健康服务的需求，而无障碍的语言环境是国际医疗发

展和医患沟通的“基础设施”，也是全球化在医疗领域深入发展所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根据穆雷等对全球语言服务供应商 100 强的调研分析，医疗产业口笔译需求名列榜首，工作

内容涉及医疗口译的服务占 58.5%，医学笔译相关服务占 30.2%（10）。

随着中国各领域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步入“重质”阶段。“一带一路”

倡议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成为促进医疗三地合作的先手棋。而医疗领域的国际交流、

科研合作、经贸活动、医院国际化发展、跨境医疗与医疗旅游等，均需高度专业化的语言服

务人才与之配套。

目前各国的医疗口译需求是跨国移动与移居的积累结果，但涉及国际医疗场域的语言服

务需求，无论在类型、方式还是服务范围上均与前人文献沿用的社区口译不同（杨承淑、齐

龙驹 1-28）。因此，本研究拟对医疗语言服务的各类需求展开调查，进行描述与分类、特点分

析，从而为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在各领域的工作模式、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机制

等提供借鉴。

一、前人文献

在医疗语言环境分析研究上，侯阗在 2011 年便提出，中国的经济繁荣、外来人口的涌入

对医疗语言服务提出了要求（24-28，48）。此外，由国际性活动或学术国际化触发，现有研究

已体现出对静态语言环境的需求，如医院公示语调查研究（金其斌 72-76）、医院文件、医疗

器械（陈亮、兰杰 12-14）的翻译实践报告与研究等。

在医疗实务方面，诊间口译是医疗语言服务中的显性需求，国内外均对其进行了深入研

究。国外研究开展较早，立足移民国家背景，关注口译质量对病人安全和权利的影响（Nápoles 

et al. 940-47），涉及多语种，并从社会学视角关注译者角色的研究（Angelelli 31-41；Hsieh, 

“Interpreters as Co-Diagnosticians” 924-37；Souza 570-97）。也有涉及立法的完善，如《平价医

疗法案》，以及《民权法案》中的相关条款研究。当前国内研究在诊间口译的需求、角色、原

则和策略等方面也已取得一定的进展（詹成、严敏宾  47-50；彭雪姣 21-36；詹成、彭科明 

57-62）。

在医学笔译方面，研究者对医学翻译的词汇（吕颖、张冰茹 50-55）、句法（林巍、赵友

斌 181-84），乃至翻译技术在医学翻译中的应用（吴丽华 33-36，52）等进行了文体与工具的

研究。而代表中国特色的中医药翻译实践和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实质性成果（朱文晓等 55-

61，95）。

而在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方面，周恩根据LinkedIn网站上对医疗译者（medical translator）

招聘条件的检索结果，从职业类型、所需语种、任职资格、工作职责、任职要求五个方面分

析了专业医学翻译人才的需求，据此提出人才培养应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围绕专业能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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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基地等建议（90-96）。郭子凯、陈晨提出以译者为核心的医学翻译团队人

才培养模式（181-83）。医学院校学者对医学生翻译课程设计的研究（孙景、陈杰 170-71）更

显示了“新医科”建设和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明确需求。

上述研究反映了社会对医疗领域的翻译需求，但研究与实践之间却颇有落差。例如，医

疗口译研究侧重诊间口译，缺乏对诊间之外及相关产业语言服务需求的关注。笔译方面注重

研究型的医学论文翻译，对偏向应用的医疗文件翻译研究未能跟上产业实际需求。人才培养

必须回应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也为培养方案、目标制定、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材料编选

等人才培养的宏观至微观层面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

需求分析在外语教学领域最初用于ESP课程设计（Dudley-Evans and John 121-39）。近

年也应用于专业领域口笔译人才需求分析和培养模式探索（Chang 93-136；姚亚芝、司显柱 

80-86），为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分析常使用公开招聘资讯（史兴松、程霞 67-74；张生祥、

张春丽 53-62），其优点在于能够呈现社会对人才的能力要求和需求，且数据具有一定规模，

有利于更新社会认知，改善人才培养模式。但此类数据反映的是总体层面，且必须为显性需

求才能以数据的形式收集，故无法包括熟人介绍或直接联系翻译人员等情况。与此同时，由

于招聘企业并不一定完全了解翻译职业，因此也存在所列任职条件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需求

的情形（周恩 90-96）。从外语人才第二语言能力培养视角来看，朗（Michel Long）认为需

求的信息来源应为实际利益相关者，包括一线人员、教学者、管理者、顾客、学习者、研究

者等（33），该观点也适用于语言服务领域。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包括口笔译和外语服务，因此还存在用人单位并未意识到的隐性需

求，及未来发展和规划带来的新需求，这些都需要与研究者共同建构。本研究运用半结构

化深度访谈、田野调查法、焦点团体的方法搜集资料，并进入国际医疗相关场域进行访谈、

调查和参与观察。相比大量数据收集和调查问卷的“中断式”方法，上述方法更有其自然性，

能够得出更加贴近事实的结论，获取更加丰富的细节，并将需求置于脉络之中。本研究亦

有针对性地使用网络数据，以补充访谈与调查因条件限制而不可及之处。分析资料包括访

谈录音逐字稿、田野调查笔记、研究者实践、实习、课堂笔记、网络资料等，研究流程如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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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流程

访谈和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从 2017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历时近 3 年。前期和中期以

收集为主，后期则以补充为主，直至资料饱和，采用边收集边分析的方式。本研究基于国际

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访谈资料库，共计 25 万字，选取与本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访谈稿。深

度访谈 21 人，其中 7 人次接受过两次及以上访谈或补充；焦点团体 6 人，补充回答 5 人，医

疗院所 8 人（包括三家医院，其中广东两家，台湾一家），除去参与过两项或两项以上活动者，

共计 33 人（46 人次），受访者编号以“P#”表示。归纳为三类：教学者、学习者和从业者，

详情如图 2 所示。

▲图 2  受访对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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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所在机构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调查分别选

取一家台湾某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健康管理中心，一家大陆某大学附属医院国际医疗中心，一

家大陆某指标型三甲医院。焦点团体访谈，则以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修习国际医疗翻

译专业实习课程的同学为对象，就其在实习和见习中所遇到的语言服务需求进行调查。

三、研究结果

（一）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分类

根据调查，以医疗院所为中心，国际医疗语言服务涵盖相关产业链，如保险公司、制药公司、

医疗器械公司、跨境医疗服务等，包含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及与医疗机构国际化紧密相关的国

际医院评鉴等，详细分类和所包含之代表性服务需求如下（图 3）。

▲图 3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分类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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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调查发现，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甚为可观。各分类之间由于领域和产业间的

交流合作而相互关联，并与其他学科交叉，如法律、商业、金融、机械等。而口笔译与外语

服务相辅相成，在一些情境下相互贯穿其中，如在病患个案管理过程中涉及与该客户相关的

全程语言服务。

（二）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类型

上述调查发现，业者对于人才的需求类型呈现多样化。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按照与需

求方对接的方式可分为：（1）内部专职，如医疗机构专职语言服务提供者，岗位为管理师、专

员或翻译人员，语种多为英语，其次为日语，根据业务需求亦有韩语等；（2） 自由职业，如国

际医院评鉴的口笔译人员、国际会议口译等，分为专做医疗领域和多领域发展的两种职业路径；

（3） 跨业兼职，如高校教授医学口笔译的教师，及运用自身专业优势和外语特长，翻译新药引

进和医疗器械研究的医学生。按照语言服务提供者背景，可分为：（1） 外语及翻译背景。成长

路线为本科是外语专业，硕士为翻译专业，或本科和硕士均为翻译专业，在硕士期间向医疗

翻译领域发展；（2） 医护背景。调查显示外语程度高的护理师尤为缺少。在国际化程度高的指

标型医院，经口笔译训练的医护人员往往承担了院内的部分口笔译任务。（3） 跨专业的复合型

背景，如生物+翻译、工商管理+翻译、机械+翻译。

（三）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特点

通过分析上述调查结果发现，国际医疗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性、高度情境化、角色多元化、

能力要求复杂化、语种需求差异性和知识管理必要性等特点。

1. 跨学科性

医疗语言服务并非医疗知识与口笔译知识的简单叠加。从特定的应用情境中涌现的知识，

往往具有特定的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实践模式，但又不能在现有的学科版图中进行定位，

其最大的特性就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本土化为推动力和组成部分，回应的是高度专业化

和本土情境化的应用性问题（Gibbons 27-34，149）。在医疗情境中的语言服务提供者，需

要掌握的是医疗话语体系、医疗知识与程序、国际医疗相关产业领域的知识，以及面对国际

病患和各项业务的问题解决方案。医疗语言服务各个面向都需要具备相应知识架构，且相互

交错形成新的跨学科知识与程序。重要的是，应促进各领域规范的跨学科融合与建构，结合

已有条件，不断创造符合在地需求的问题解决方案，并固化为标准操作流程与思维模式。如

翻译规范与医疗伦理的融合，逐步发展成为医疗语言服务的实践规范与评价标准。

2. 高度情境化

国际医疗翻译业务需求多样，具有情境细分及相互关联的特点。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

并非用“医学翻译”即可一言以蔽之。调查表明，除传统认知的医疗机构需求，还包括相关

产业和国际事务的语言服务需求，如医疗保险、制药、医疗器械、国际救援、跨境医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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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医疗援助、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所需的语言支持。上述每个类别，

均可视为一个中心，连结其他分类及其子情境，各类别本身既是主场景又互为背景。通过情

境化的手段，才能接近现实，通过共享符号、建立联系，才能描绘现实，理解现实的意义（Gibbons 

95）。

国际医疗情境具有能够不断细分的特性，且相互关联交错。就医院而言，可分为前台咨

询、诊间、检查室、手术室、治疗室、病房、康复中心，甚至救护车、急诊室，以及多学科

会诊。检查室情境还可分为影像检查、质子治疗、采血，以及各科室检查，要求语言服务提

供者熟悉基本原理和设备操作流程。无论是跨国就医陪同、国际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多语资讯

发布，还是医疗器械说明书翻译，均依托该情境所处的脉络。情境越细分，语言服务提供者

需要具备的知识与能力就越深入和精细，越需要深层知识结构与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的综合

运用，以提供高质量、专业化、贴合使用场景与在地需求的语言服务。

3. 角色多元化

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的跨学科和情境化特征，使得语言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倾向多元化发展，

对于内部专职译者更是如此。研究表明，医疗机构口译员并非仅扮演中立的传声筒（conduit）

的角色，还是引导者（advocate）、管理者（manager）、专业人士（professional）（Hsieh, 

“‘I am not a Robot!’” 1367-83）。并且，在跨文化语境中还强化了他们信息流管理者（flow 

manager）、关系建立者（relationship builder）、文化当局者（cultural insider）的角色（Schwei, 

et al. 1-6）。发挥着帮助病患理解，传达病患心声，帮病患讲出安全忧虑，辨识就医过程的挑

战等作用（Wu and Rawal 5-8）。上述研究立足于移民国家背景，以保障语言弱势群体权益和

病人安全为准则，以诊间的单一情境为其考察范畴。

在此基础上，医疗机构译者P1、P5、P14、P30 均表示，内部专职语言服务需求兼顾口译、

笔译与外语服务。全职的医疗语言服务者，扮演着组织内的语言专家，弥合国际医疗由于语

言及文化障碍而产生的断链。相应功能也扩展至提供专业语言支持，如参访接待、网页翻译

和更新、资料本地化、跨境业务统整、国际资讯收集整合等。还可能与外部译者或语言服务

公司联络，处理本单位的大量翻译任务，其专业性体现在翻译质量管控。他们通常兼任其他

职务，如语言服务相关部门主管及培训师 /委托者、国际医疗管理师，以及项目经理、部门协

调人、助理、秘书等。需要与组织内各成员协同工作，方能发挥并贯通其各角色的作用。

4. 能力要求复杂化

以往对于译者的能力研究往往着眼于口笔译通用能力，以至于落实到专业领域的讨论，

多以“主题领域知识”概括，从而产生学用不符，适应时间偏长的问题。杨志红、王克非认

为翻译能力可分为三类：（1）基础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2）核心能力：翻译知识与

策略能力；（3）外围能力：工具能力。并强调口笔译能力不同，各专业领域要求有别（94）。

任文则将“翻译能力+人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

视为新时代语境下的译者能力，认为加号后属于“重要的（狭义）语言服务能力”（95）。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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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对于服务提供者能力的要求则更加复杂而多层次，具有和基础能力深化、

核心能力跨学科发展，外围能力圈扩大化等多重组合的特征。

就基础能力深化表现在语言能力背后的深层知识结构而言，国际医疗语言服务提供者应

掌握双语能力、口笔译能力、相关知识与程序、法律法规等，以建构医疗及所处领域的深层

知识结构，将双语能力与专家知识高度融合，深入落实于专业领域和实务情境，如医疗保险、

公共卫生等。

而在核心能力上升为跨学科的问题解决能力方面，拉莫斯（Prieto Ramos）强调，专业

领域翻译能力除进行组成要素的描述之外，还应重视翻译能力的整合性发展，也就是解决实

际翻译问题的专业领域跨学科方法和技术诀窍（7）。需注重翻译规范与特定领域规范的融合，

以发展跨学科的操作流程标准与问题解决方案。

至于外围能力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原有外围能力随着时代进步成为基本能力和素养，

如工具使用。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服务能力外延范围不断膨胀，如与医护人员协同工作，行

政能力，了解医疗文化，培养医疗思维，具有同理心和良好的服务礼仪等。调查显示，还需

具有主动提供外语服务的能力。

此外，受访资深医师与教师一致指出，前述能力的应用应与情境相适应。如，面对病患时，

以往处于调节地位、保障口译通顺流畅的策略能力，必须让位于准确，必要时可以停下与医

患双方确认。还须在落实医疗伦理的基础上，强化医学人文能力，发挥语言服务的跨文化协

调作用。医疗领域常面对突发事件，应能够迅速捕捉信息，进行重点摘译，为团队进行关键

决策提供有效资讯。另一应用能力的面向，则是应与角色相匹配。根据所处行业与职位，发

展职业领域能力，扩大能力边界，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做到终身学习。这两项应用能力都

是医护人员的必要能力，医疗语言服务者也不例外。

5. 语种需求差异性

不同领域对语种的需求自有差异，如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医院评鉴需要中英互译，机构

内英文和日文相对其他语种更为普及，某些业务需求或有韩文。国际医疗院所中，欧美国家

患者无论其母语为何，经常不得不说英语，使得患者仍处于语言与医疗体制双重弱势的局面。

透过对国际医疗院所部门主管的访谈获知，保险公司亦向医疗机构代派多语种译者，但往往

缺乏专业训练，致使医疗质量难以确保。

6. 知识管理必要性

新知识的创造具有自发性和弥散式的特征，需要不断积累和反思，方能上升到陈述性知

识和程序性知识的范畴，成为组织和个人的语言资产和技术诀窍。医疗发展日新月异，需要

从业者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并将从情境中得到的知识固化下来。此外，口笔译工作，均应

理解技术能力的不可或缺性。翻译任务载体多样，笔译文件内容重复程度高，必须掌握翻译

技术和知识管理方法，方能保证术语统一、内容准确、产出效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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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合作机制

根据上述调查发现，各类型语言服务提供者是协同合作的关系，如医护人员与口笔译服

务提供者的合作，外聘译者与机构内人士的合作，以及多语种语言服务提供者与各机构、组

织的合作与支持。并且，各领域之间均需要沟通与联系，语言服务提供者在涉外情境下，起

到了弥合与连结的作用。上述结果与南谷香织（南谷かおり）医师在第 22 届口笔译教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所描述的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的情况一致［1］。

在医疗机构，翻译背景和护理背景的语言服务提供者协同工作。国际医疗部专职医师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英文诊疗，在这种情况下，医师也承担了一定的语言服务角色。但病患

的语言服务需求实际上始于医疗行为实施前的咨询（前台、电话或在线），甚至是从浏览医疗

机构网页以获取所需信息开始的。因此，医疗语言服务需求的起始点，相比以往对诊间口译

的认知，早已大为提前。并且，在其他就医环节，需求和情境也逐渐拓展和延伸。

受调查的医疗机构内语言服务提供者以英文为主，根据收治病患主要构成和机构使命，

也有以日文、韩文等为特色的医疗机构。为了因应不同国家病患需求，采用多语种支持的方式。

这些多语种的语言服务提供者可与多家医疗及其他机构合作，受访者中的P26 即为如此。以英

语为工作语言的服务提供者，承担了更多外语沟通等需要主动服务的工作，对其他语种则更

倾向于口笔译的需求。

世界知名国际医院，如曼谷国际医院，其语言服务人力资源配置，在语种数量、配套培训、

人员规模、薪酬待遇等方面，体现了对语言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和认可，并将该群体纳入国际

医疗团队与事业发展的一部分（杨承淑、齐龙驹 1-28）。虽然不同医疗机构对于国际医疗在本

院的属性与任务定位不同，但专业化医疗场域语言服务人才不足，是接诊外国病患的医疗机

构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除各组织机构内的全职语言服务提供者外，现行的医疗译者进入医院提供服务，可采用

与翻译公司合作、保险公司代派译者、在线语言服务、与临近大学等人才培养机构合作等途

径方式。根据受访者P42（陆）、P14（台）、P5（日）等业界人士的叙述，医疗机构规划网页

翻译等在超过内部译者“产能”的笔译时，通常会采取外包的形式。在医疗语言服务上，口

笔译者均可进入支援。自由译者则可支持各分领域的口笔译工作，甚至有受访者成为机构的

固定合作方，偶尔承担一定的外语沟通和协调工作。此种方式可提升医疗机构的国际化水平

和能力。

在线服务则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如对于急症或应避免感染的情况以提升医疗语言

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而在线的笔译，能够为医护人员构建双语医疗文本平台，设立词汇

和常用文件共享机制，合作解决应急情境下的语言问题。但对于危重症及患者语言表达不顺

畅的情况，则仍需要现场服务。

然而，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其他相关医疗产业，不论语种、服务提供方式和载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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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求语言服务提供者的能力结合实际需求情境，提供专业化、符合行业规定和伦理规范的

服务。

四、从需求看人才培养

社会发展和全球化深入为国际医疗布局带来变化，使得医疗语言服务场景细分。因此，

应重新认识医疗语言服务需求，思考人才培养方案。以下从四个方面提出本研究对教学可资

参考的考察结果。

（一）面向市场需求，立足在地资源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应充分考虑市场的现有需求与未来需求，培养具有国际化

视野并能服务在地的人才。同时，应充分考虑产业集群分布与地缘优势，结合地区特色与本

校优势。在拥有制药、医疗器械、国际康养、健康检查、跨境医疗、跨国企业、永久性世界

级论坛等的地区，高校应结合产业需求，配合和输送人才。拥有大学附属医院的高校，则应

深入合作，一方面服务医院科研、教学与实务的国际化需求，一方面吸收院内优秀人才，拓

展专业化师资队伍。地处沿海、边境地区的高校，则应把握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结合自身教

育资源，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合作，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国际

医疗服务，提升区域医疗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立足在地，面向全球。

（二）优化课程体系，培养专业领域能力

国际医疗语言服务具有跨学科性、需求多样化、能力要求复杂化等特点。应培养具备情

境化问题解决能力，能与医疗团队协同工作，并发挥其语言服务的专才。此外，应依据实际

需求与地域特点，培养多语种人才。同时，英中语对的学生也应重视第二外语的学习，扩大

能力地图。还应凸显语言与翻译背景在语言能力、跨文化调节和人文素养上的优势。从产业

整体需求出发，进行人才布局。

前人研究已指出，在实习过程中，设立监督机制，确保学生学习成效的必要性（穆雷、

李希希 109-19）。因此，设立实习导师，明确培养单位、实习基地、学生个人三方的实习目标、

任务、流程与效果反馈机制，可促成实习中的深化、实践、补足、拓展课堂所学，增强学生

正式步入职业的准备度（readiness）。实务上，可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在实习的过程中培养

人才、互相选择。透过专业实习课程，规范建设实习基地。

（三）多学科师资建设，专家团队授课

专业领域知识与能力习得，需要集合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师资力量。部分课程可采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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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以共同商讨教学内容，制定系统连贯的教学方案。课程之间协同兼顾能力构成的不同

方面。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根据上述调查所列的情境及文本，结合各专家在专业领域内的经验，

进行内容设计和选材。

课程专家可包括口笔译专业教师、精通医疗口笔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医生、护理师、

业界人士等专家团队。各成员本身应具有跨学科性，包括从事国际医疗的医护人员、具备一

线经验的相关领域人士。透过“多学科汇通，跨学科能力建构”的方法，藉由不同背景和专

长的教师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教学，通过多学科协商和实践，发展跨学科的问题解决程序、

方法等议题。专家团队之间亦需不断探讨、相互学习，也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精力与创造力。

（四）打通学科壁垒，形成终身学习

医疗发展日新月异，新知识不断涌现，而整个社会也正在向学习型社会迈进。欧盟对于

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已经变为注重终身学习对个人能力提升与全人发展的重要意义（EMT，

2017）。终身学习可分为两种方式：个人在知识与能力上的不断积累与反思；个人在指导下有

系统的学习。只有将两种方式相结合，在专家指导下，进行有设计的学习，才能适应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单位应接纳跨领域、跨专业、有经验的人士继续攻读学位，活化课堂，形成教学相长、

同侪互动的氛围。同时，终身学习也催生了教育训练的需求，短时的密集训练能够有针对性

地提升专项能力，增强产业发展动能，为行业储备人力资源。

本研究的调查，旨在透过国际医疗语言服务需求分析，为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设计提供

参考。未来只有立足于中国国情，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师资队伍，培养具

备深层知识体系与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才能弥合产业断链，创造新机。

注释［Notes］

［1］南谷香织系大坂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未来医疗开发部特任准教授、国际医疗中心副召集人。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 日到 3 日在台湾辅仁大学召开，主题为翻译与知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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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在翻译学科中的地位不言而喻，翻译人才的培养更是离不开方法论的训练。“方法

论是学者进入一个研究领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一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蓝

红军，《译学方法论研究》 XV）。穆雷认为在翻译教学，尤其是研究生的翻译教学中，“大量的

理论学习和严格的研究方法训练，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她特别指出，“翻译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四个意识，即

敏锐的学科意识、方法论意识、自觉的理论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挑战和创新意识”（《翻

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43-46）。廖七一也明确提出方法论课程在翻译理论教学中的重要

性，认为翻译理论教学应该包括四大板块，即翻译技巧与方法，与翻译相关的理论，翻译教

学理论和翻译理论（研究），其中的翻译理论（研究）除了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之外，还应包括

翻译研究方法论的教学（《MTI中的翻译理论教学》 25）。事实上，目前“有关方法论的讨论逐

渐趋多，这表明翻译学在获得独立学科的身份后对学科内涵建设的关注”（蓝红军，《翻译学

方法论基本概念》72）。由此可见，开设方法论课程是培养翻译研究储备人才的重要途径，也

是翻译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

一、国内外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开设概况

在国外，开设研究生翻译方法论课程的高校较为普遍。穆雷就曾提及，“在美国研究生读

书期间写论文，与其说是作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作方法论的研究”（《翻译研究方法概论》VI）。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高校如英国华威大学翻译专业开设有“方法论与研究技巧”（廖七一，

《当代英国翻译理论》423-29），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开设有“翻译学研究方法”（柯平、鲍川运 

62），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开设有“研究方法”，等等。陈艳红调查了包括英国、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 24 所高校的翻译研究生课程设置，发现其中的 18 所设置了研究方

法论课程，其中 44%的高校研究方法论课程为必修课（29）。

就国内情况来看，杨晓荣考察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各翻译系（所）的理论课程设置

情况，发现理论课程的设置颇为系统和完整（33）。诸如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翻译研究导

论”（柯平、鲍川运 59），台湾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开设了“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和“研

究方法与语法理论”（何瑞清 39），澳门大学开设了“翻译研究方法论”等。相比之下，中

国大陆许多高校的翻译研究生课程设置却不如人意，开设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学校寥寥

无几。有的甚至只是在“翻译学导论”课程中略有提及，但“大部分内容是蜻蜓点水”（文

军 76）。

当前翻译教学的紧迫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翻译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合理地设置翻译专业（方

向）课程（陶友兰、强晓 55）。这一点在穆雷对中国翻译教学体系的构建中作了更为具体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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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在翻译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翻译学硕士应“具备翻译学研究基本能力”；翻译学博士应“掌

握规范的研究方法”，“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而翻译硕士专业除了“加强实践环节”外，也

应“安排必要的理论课程”（《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44）。方法论课程在翻译人才，尤其

是翻译人才储备力量的培养方面意义重大。就笔者所知，目前大陆高校开设翻译方法论课程

的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复旦大学。下面就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一门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

入手，关注多元化课程设计和基于实践的课程实施，并在期末通过调查问卷、师生访谈、课

程论文的形式对课程设计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以期对有意开设方法论课程的教师和

初涉翻译研究领域的学习者提供些许借鉴。

二、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设计

本研究涉及的课程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开设的“翻译研究方法论”，授课对象为外文学院

翻译系研究生，包括翻译学博士和部分翻译硕士。教师设计课程之初秉持社会建构主义的教

学理念，在课程实施中推行全方位“卷入”（involved），让学习者置身真实的“问题”情境，

观察、模仿、探索翻译研究方法在具体案例中的实施。同时构建合作学习的模式，学习者在

生生、师生互动，与其他研究者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和内化自己的知识，提升研究方法的应

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扮演了推动者（facilitator）的角色，在“最近发展区”指导下搭

建支架，帮助学生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Tao 296）。

（一）课程内容多样化

课程设置为每周 2 学时，共计 15 周。教学参考著作包括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等九本［1］，在方法论的学理介绍上以第一本为主。具体内容学时分配如下：

第一周 课程介绍和实证研究概述

第二周 问卷调查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三周 问卷设计及点评

第四周 观察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五周 文献计量分析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六周 访谈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七周 行动研究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八周 案例分析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九周 期中学习交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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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 语料库研究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第十一周 语料库翻译学：缘起、内涵与意义（课堂讲座）

第十二周 个人研究经历和成果分享暨小组展示文献阅读心得

第十三周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

第十四周 国内外译学期刊分析及论文发表

第十五周 课程总结和反思

本学期的教学主要围绕实证类研究方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翻译

研究方法，指的是“从事翻译研究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可操作规则或模式”（穆雷，《翻译

研究方法概论》1）。翻译研究方法论，是“对翻译研究方法的研究，即对如何研究的研究”（蓝

红军，《译学方法论研究》XV）。该课程在内容上融汇了方法和方法论两个范畴概念：前八周

教学注重翻译研究方法，通过论文案例分析、“做中学”等教学环节引导学生探究方法在翻译

研究中的实施原则和步骤；后七周从学者的方法论演绎、学术论文规范化写作指导，以及个

人学期成果汇报三个维度展示方法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方法提供了方法论的体系基础；

方法论则为研究者规范化选择、使用方法提供依据和指导，从而使研究趋于严谨和科学（李

惠红 28-30）。

（二）课程设计多元化

方法和方法论的融汇对课程设计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该课程在传统课堂的基础上营

造了创新的课堂，涵盖课堂讲座、学术论坛、培训活动、座谈交流等形式。在课堂讲座中，

胡开宝教授从语料库翻译学的缘起、内涵与意义娓娓道来，梳理了语料库方法在翻译学中的

应用及未来展望。在翻译研究系列讲座中，诸多学者从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发，展示了典籍英译、

中医翻译、法律翻译、外宣翻译、联合国口译等诸多翻译研究前沿领域的研究，生动呈现了

方法论运用得当所带来的事半功倍的效果。学期中，教师组织部分学生参加了第三届全国翻

译批评高层论坛、外语实证类研究培训，以及质性研究培训会议，部分学生在论坛上宣读了

自己的论文。这些创新课堂上的交流为学生实施具体方法的应用（如开展访谈活动等）、近距

离了解其他学者的方法论演绎，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此外，教师利用参加新

中国翻译事业 70 年论坛暨 2019 中国翻译协会年会的机会，以座谈交流的形式为学生带来翻

译研究领域的最新资讯，翻译信息化、技术化、职业化发展给翻译教学、翻译研究所带来的

改观，鼓励学生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拓宽研究视野和学术视野。

形式多样的创新课堂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束缚，崭新的方法论课堂推动了学生课后对课内

知识的吸收和内化，反过来助推了课堂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良性的课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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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实施

良性循环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其性质决定了必不能照搬传统的讲授模式，而必须在

课程实施中遵循社会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注重方法论在真实情境中的可操作性，聚焦学生在

知识建构和内化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具体教学实施中，课程注重课前、课中、课后环节

的紧密衔接，遵循实践性指导原则，在教学策略上关注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学生在教

师引导下践行“做中学”的学习策略，共同建构了积极有效的方法论课堂。

下面笔者以 2019 年秋季学期课程为例，通过自然课堂观察、师生访谈、课程反思等途径，

探究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

（一）基于实践的教学策略：以问题为导向

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将方法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去。许钧在接受

访谈时曾多次强调翻译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祝一舒、许钧 3-7；黄新炎 61-65；冯全功、

许钧 104-11）。蓝红军更是从翻译理论发展史和翻译理论研究史的视角对翻译理论研究所经历

的、面向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翻译研究所面向的问题首先就是实践中的问题，既包括

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包括社会实践中的翻译问题（《面向问题的翻译理论研究》3-4）。

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作为一门“授人以渔”的工具性课程，首先要引导学生发现“问

题”，才能认识、分析、解决问题。这个从认知到实践的过程蕴含思辨能力的发展，包括概

述的能力、考证的能力、判断的能力、布局谋篇的能力和反思的能力（参考教师访谈录音）。

学生是课堂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活动的推动者。故而在开课伊始，教师就向所有学生明确：

本课程不设旁听，所有学习者一旦加入必须全情投入、全力以赴，完成所有相关文献阅读、

方法实践、课堂陈述、小组讨论，以及期末考核任务。第二周课上发生了些许人员的变动，

一位波兰籍主修汉语文学的留学生和一位口译方向的翻译硕士选择退出，由此看出课程的

难度与压力。但这恰好说明只有认同教师的教学理念且持之以恒的学生才能将这门课程的

研习坚持下去。

1. 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输入

在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师从文献导读开始就贯穿以问题为导向的理念。在阅读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之前，引导学生首先查阅Notes on Contributors，了解作

者和合作者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展望。学生可以从感兴趣的作者或者主题入手，

阅读最经典的著作。在文献阅读时，提醒学生做好笔记，记录问题与反思，文中的观点是否赞同、

论证的条理是否清晰、结论部分有否脱节等都是深度阅读中可以挖掘的东西。这种良好的思

辨能力也是对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何刚强 39）。

做一个会提问的读者并非易事。譬如，在探讨案例分析法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的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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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学分为课前输入、课堂内化和课后输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对如何提出问题做出了

要求。在课前输入环节，除了阅读两部理论著作中关于案例分析法的相关章节，掌握研究方

法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常见应用之外，教师与学生还通过微信线上讨论确定了课堂讨论的 11

篇国内外期刊论文。选取的论文从宏观到微观，从翻译教学、法律翻译到文学翻译，研究主题、

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此环节要求学生按照第一节课的文献阅读要求做笔记、写想法，提出至少 2~3 个问题。

研究生课程的课前环节，已经能够基本完成传统课堂讲授的大部分理论内容的输入。教师

要求学生对他人研究的逻辑层次作进一步探究、对阅读的文献进行深入查证、思考、判断

甚至质疑。课前输入的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设计思路，为课内教学

提供认知基础。

2. 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内化

在课堂内化环节，以案例法教学为例，教师将班级分为两人一组，就如何将案例法引入

口译课堂展开讨论。姚斌和任文的论文从口译的忠实（诚）观着手，通过五个情景案例的讨

论分析，引导学生从不同层面关注口译忠实（观）（20-25）。教师引导学生思考：除了作者的

切入点，是否还可从其他视角开展课程研究？小组课堂讨论结果列举部分如下：

小组A认为可以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开展课后问卷调查及师生半结构式访谈，对课程教

学效果进行验证。开展口译课堂的行动研究，聚焦实施案例教学的实验班级与未实施案例教

学的对照班级教学效果的对比。

小组B对本次的案例教学提出质疑：该课堂只有案例讨论，缺乏情景的真实 /模拟体验。

建议通过归纳分类的场景模拟让学生亲身体验口译情境，增加多模态口译案例，实境考查学

生的口译策略。

小组C在小组B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提出“案例法有助于口译课堂的忠实（诚）度教学”

的假设，通过实验班级和对照班级的调查数据比对，发现实际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选

取的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只适用特殊情境等，最后对该实验进行完善。

可以发现：小组A将量化和质性方法应用到课堂实证研究，小组B注重情境体验的建构

和归纳总结，小组C将演绎法运用到证实 /证伪的研究。这无疑是对“以问题为导向”教学策

略的最好检验。

讨论结束后，以小组为单位陈述讨论结果，教师有针对性地点评并作出补充：关于教学

的研究应包括课程目标、课程设计，无论是开展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最后都要对教学效

果进行验证，检验其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发现了哪些问题，提出了什么建议，这样才构成

完整的研究过程。经历了这样一轮从自我反思到小组讨论再到教师引导的过程，学生对案例

法是什么、怎么用，有了科学的认知。教师还对案例法的使用原则进行了介绍，包括案例的

多证据来源，研究资源的多样性，资料技术的多样性，研究案例的选择性和案例呈现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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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引导学生将眼光从翻译课堂拓展到其他翻译研究领域。从一门课、一种译本、一项练习、

一个词语到一位译者，都可以成为案例分析的对象；课堂教学、文本分析、法律翻译、师资研究、

翻译的职业化发展，都可以进入案例研究的设计。

本次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课后巩固的任务就是选定一个案例，运用学过的研究方法进行

设计，将研究设计形成文本，以一对一交流的方式向教师汇报。

有学生在期末访谈时，对这次课的印象依然十分深刻，她这样评价：

感觉自己的思路一下子被打开了，问卷调查、观察研究的学习让我关注到了翻

译课堂、翻译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文献计量法让我把目光聚焦在文献的搜索和利用

技术工具进行统计分析，这次的案例分析从课堂走向了更多元的主题，原来一个课

堂都可以有这么多的切入点啊。现在觉得翻译根本不是没什么好研究的，而是可研

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二）基于实践的学习策略：“做中学”

如果说教学策略解决了“发现问题”的难题，那么学习策略则是针对“解决问题”打下

坚实基础。翻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体现在不仅能发现问题，还能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从

“发现”到“解决”并非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做中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做中学”，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吴青 39）。

在翻译研究方法论的课程中，“做中学”贯穿了课程实施的三步骤：阅读文献、知晓方法；

研习方法、熟谙应用；选对方法、实施写作。

1.任务设计

学生通过阅读推荐著作（以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为核心），了解一种研

究方法的定义、来源、应用范围及优缺点，从理性上认知方法，针对研究方法的特性进行任

务设计。

譬如在“访谈法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课堂上，为了检验学生“阅读文献、知晓方法”的成果，

教师特别安排了任务设计——两人一组的模拟访谈，限时十分钟。学生可以针对感兴趣的主

题展开访谈，要求：提问有逻辑连贯性，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事实上，笔者观察发现多数

小组未在既定时间内完成访谈任务。

吴青认为，在翻译理论课程中实施“做中学”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任务完成后教师对

学生书面或口头汇报的反馈”（39）。这就意味着教师在扮演课堂推动者时，如何引导学生

思考任务设计的成败十分关键。模拟访谈结束后教师从访谈者和受访者两个层面引导学生

一步步发现如何进一步提高访谈的质量。譬如作为访谈者，首先要规划好访谈时间，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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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间内尽可能信息挖掘最大化。教师以自己访谈功能语言学派代表人物诺德（Christiane 

Nord）的亲身经历，说明时间的把握是访谈的重要技巧之一。访谈者要善于“追问”，同时

注意提问的方式方法。在个人分享中，依据“最近发展区”的支架指导原则教师一步步引

导学生思考自己访谈未完成的制约因素，如访谈出现了较长的沉默，在访谈出现偏离原主

题时访谈者未能及时回归等，受访者的心理期待、“暗示”、即兴发挥等突发事件等都对访

谈节奏的把握提出了挑战。

对上述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后，学生做出如下访谈法的应用总结：适当访前“热身”、

必要沟通、系统准备访谈提纲、明确访谈目标、注意聆听、适时打断、把握节奏等是访谈任

务达成的关键。

2.熟谙应用

这一步骤具体来说，就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阅读应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中外学术论文，分

析其中的方法应用，通过概述论文、列举提纲、分析思路等途径，从感性上熟悉该方法的具

体应用。

在访谈教学课堂上，为了拓展学生研究的思路教师从中外期刊上的访谈论文出发，旁征

博引，指导学生学会观察他人访谈中问题设计的逻辑思路。譬如，学生在对魏泓访谈美国著

名汉学家杜润德教授的论文内容（94-101）进行概述后，用Xmind思维导图的形式对作者如何

从《史记》的翻译到《左传》的翻译，到中国典籍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以及中西方在中国

典籍研究上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在内容概述和思路梳理之后，可以看出访谈者在整个

访谈过程中逻辑清晰、主题明确，在“一环扣一环”的巧妙衔接中深入挖掘信息，达成了成

功的访谈。

教师进一步梳理了当前翻译研究中卓有成就的研究学者，分析他们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

以及在前沿领域研究做出的贡献。同一位受访者，主题设计不同，访谈可以从多视角、多层

面展开；同一个主题，访谈人物不同，落脚点和感悟点自有差异。随着翻译信息化、职业化

的推进，除了传统的访谈对象和访谈主题，对翻译工具、翻译技术、翻译行业、译员培训等

领域领军人物的访谈也随着教师的引导不断跳入学生的视野。

3.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做中学”的最后一步是掷地有声的实施：学生结合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或课题，尝试

应用这种研究方法，提出未来可行的写作计划书。“做中学”的宗旨是在方法实操中激活头脑

中已有的理论知识，对理论输入中的已有问题和实践操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重新认知、深入分析、

加以思考、归纳总结，从而获取新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目标。在翻译研究方法论的

教学实施中，课堂的结束仅仅是“做”的开始。学生需要在本学期的研究方法中选择一种或

几种，应用到自己的课程论文写作之中，与教师进行一对一沟通协作计划，在课程结束后提

交完整的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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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在实施中践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课堂上，“愤”与“悱”源自

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思考，而“启”与“发”正体现了教师适时的介入与引导。“做中学”，

极大地考验了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和研究视野。教师作为课堂的推动者，需要敏锐地发现

学生在任务设计中的问题，点透其中的门道，举一反三式拓展，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中有“做”，

“做”中有学。“做中学”，也对学生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通过“做”，学生很快就意识到方法

实施中的问题，在接受教师的正面点评后，更容易激发成就感和对知识的渴求，从而增强学

习的自我效能。

五、翻译方法论课程效果

从课程设置目标的完成情况来看，该课程旨在通过中英文论文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国

内外行之有效的翻译研究方法，让学生接受深入系统的研究方法学术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的

学科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培养批判性思辨的能力，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笔者以课程目标为核心，设置了自我评估问卷调查表，针对课程目标的五个评价指标

进行了 1~5 分的自我评估，其中 1 分为最低，5 分为最高，问卷于学期论文提交前完成。从学

生的自我评估来看，该课程较好地达成了学期初设置的目标。学生对批判性思辨能力、问题

意识、学科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的评分均高于平均值 3 分，说明经过一个学期深

入系统的研究方法学术训练，学生普遍培养了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了设计并

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对规范的学术话语有了深入的了解，这将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后续研

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范意识的评分更是达到 4 分以上，可以看出方

法论教学的显著成果。当然，批判性思辨能力的培养、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是一

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考虑到该课程的样本数量有限，问卷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

笔者对学生和教师分别开展了半结构性访谈。

从对学生的半结构性访谈来看，考虑到该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翻译学博士和部分翻译

硕士，为小班教学模式（9 人），笔者在期末以课程目标为核心设计了半结构性访谈提纲，对

参加课程的全部九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提纲主要涉及选课初衷、当前对方法论的掌

握情况、未来研究目标、课程满意度等。笔者发现，尽管学生的选课初衷不尽相同，但在期

末无一例外地表示收获很大。学生坦言：通过案例研讨、小组讨论、课堂陈述等活动培养了

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论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通过探究国内外论文中方法论

的演绎、写作规范的分析逐渐掌握了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对翻译学研究的领域和未来发展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以下是学生在访谈中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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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是两条腿，两条腿都不能缺。之前上过翻译概论知道一点

翻译理论、翻译流派，但是方法论这块是缺着的，一锅粥。现在一学期下来，整个

就清楚了，知道什么方法、用在哪儿、怎么用，有些可能以前也见过别人论文写了，

但是太零散，轮到自己操作就还是无从下手。现在就是你知道有这些方法是怎么回事，

自己写的时候就知道说从这里选择合适的方法去用，就更规范更系统了。

受访学生均表示会将方法论应用到自己的课程论文中，部分下学期要去国外交流的学生（5

人）坦言会在交流院校中继续选修相关方法论课程，从不同层面来夯实自己的理论基础。

从对教师的深度访谈来看，教师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本学期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完成

了七种方法的理论教学和实际操作，通过三本理论著作的导读提高学生对翻译学科和翻译理

论的系统认知，通过国内外期刊的分析与思考引导学生以问题为导向，在对比观察、质疑反思、

归纳综合与模仿创新中，树立科学、规范地做研究的意识，并将学到的方法真正落实到自己

的科研之中。课程论文虽小，却是学生初涉科研领域的第一步，夯实这一步的基础对他们来

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生除了在方法和认识上的收获以外，最大的成效莫过于他们的期末课程论文。从教师

提供的学生课程论文完成情况可以看出：九篇课程论文的研究主题多样，涉及文学翻译、媒

介翻译、翻译教学，以及译者能力研究等领域；论证方法各有特色，涉及计量法、语料库研究、

问卷调查、观察法、焦点小组及访谈、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不少论文注重将量化和质性研

究方法相结合。以下是授课教师给出的综合评语：

很欣慰，大家的课程论文从选题、研究方法的应用到论证过程中的条分缕析和

引经据典，以及学术规范都超过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每一篇论文略加修改后都可

以去投稿发表。有两篇论文比我平时审稿的C刊论文都好。

六、结语

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多元化的课程设计，以实践为原则的课程实施，

通力贯彻以问题导向和“做中学”的教学策略，向我们展示了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授人以渔”

的魅力。但是通过对教师和学生的深度访谈，笔者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方法论课程的教学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仍可以探索更多有效的思维训练方法。

正如教师深度访谈中所提及的，翻译研究必须要有方法论的支撑才能走得远，但现在的问题

是许多研究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研究、怎样科学地开展研究，这就说明思辨能力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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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开设存在很大的迫切性、必要性和艰巨性。本学期的方法论训练信息量庞大，很多学

生坦言，这一门课程的阅读量比过去一年都多。虽然训练量不少，但是阅读思维训练中“笔

记不少”“落笔不够”的问题不在少数。课上定期要求学生写一些总结性陈述，可以是一篇期

刊论文或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全文总结，也可以是对他人研究方法的简要归纳，这样既训练了

学生的判断能力、反思能力和总结能力，也可以督促学生通过“勤动笔”培养布局谋篇的能力。

其次，课程在实施中遵循了建构主义理念，贯彻了从实践出发的原则，将“做”中学贯

穿始终，但是迫于学时限制，一些方法的实践还不够细致，往往尚未“尽兴”就不得不开始

下一个方法的教学。“不过瘾”，是笔者听到的最多的评价。因此是否可以在第三次课结束前

每人选定研究主题，根据主题“匹配”后续研究方法，每周跟进汇报，一则通过具体的方法

论操作可以将自己的想法真正落实下去，让自己真正“卷进去”，才能“过把瘾”；二则每周

的汇报是压力也是动力，到了期末成果也就水到渠成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乃研究之器，因此“年轻学者在从事翻译研究工作

之前接受系统的研究方法的训练与指导，掌握翻译学研究工作的一般程序、操作技术与研究

设计的方法，无疑会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造出研究成果”（曹佩升 88）。笔者也在此呼吁，建

议所有的翻译研究生培养计划中都应开设翻译研究方法论的课程，帮助广大学子夯实方法基

础，引导他们走上翻译研究的道路。

注释 ［Note］

［1］教学参考著作为以下九本：Claudia V. Angelelli and Brian James Baer,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Routledge, 2015; Jemina Napier and Raquel de Pedro Ricoy, editors,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Special 
issue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Research . vol. 9, no. 1. 
Derived from a panel from the 2016 EST Congress in Aarhus, 2017; Jan Engberg Łucja Biel, et al., editors, Research 
Methods in Legal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Crossing Methodological Boundaries. Routledge. Derived from a panel 
from the 2016 EST Congress in Aarhus, 2019;  Lucile Davier, et al., editors, Methods in News Translation. Special issue 
of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19, no. 2, Derived from a panel from the 2016 EST Congress in Aarhu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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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女性话语指文本中涉及女性的所有用语，也就是围绕女性主人公形象展现、性

格发展、命运推进等使用的所有话语。宽泛而言，“话”是作者基于创作意图借助环境描写、

人物形象、内心刻画等语篇手段，对女性人物的间接言说；狭义而言，“语”是具体故事情节

中女性人物自己的直接言说。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女性话语”。沙博理（Sidney 

Shapiro）作为国家翻译实践、国家叙事对外传播的践行者，五十余载辛勤翻译，产出千万字

的小说、诗词、散文、剧本英译，被誉为“翻译英雄”（Ren, “Hero of Translation” 18）。他的

翻译行为可归纳为“标本式翻译”，即翻译选材皆是符合国家外宣目的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

作品。他所翻译的小说共计 111 部，其中长篇 14 部、中篇 10 部、短篇 77 部。这些作品中不

乏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小说，其中有写受封建社会男性、礼教等黑暗现实压迫的底层女性，

如《小巫》、《月牙儿》、《贞女》、《小城三月》、《夏夜梦》；有展现“五四”后自我意识觉醒的

新女性，如《春桃》、《二月》；有写解放时期农村女性革命与恋爱故事的《星》，女性劳动叙

事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还有歌颂新中国妇女优秀精神品质的，如《卖酒女》等。这

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个性鲜明，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女性，且作品皆具有较高的

艺术与思想价值。如杨振声的《贞女》通过描写一位少女嫁给象征新郎的木头牌位的故事揭

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性，起到“‘改革社会的器械’的战斗作用”，为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开拓

道路”（张华 247-54）。老舍的《月牙儿》通过描写旧中国母女两代人为生活所迫、相继沦为

暗娼的故事，强烈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柔石的《二月》中的女主人公陶岚蔑视旧思想，

是“五四以后某些具有叛逆性格的青年女性的一种典型”（陈骏涛等 65）。本文以这三部现代

小说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书写女性情态、性格、命运演变的独特话语，通过文本对比研究，

试图发现译者翻译的独特之处。

一、沙译本中的创造性写作

创造性在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首先从语言层面讲，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系统的转换，

其词类、句法构造、文法与表达习惯、修辞格律等皆有所差异，很多情况下没有共享的、现

成的对应结构和表达方式，而译者又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能不拘泥于形式而着眼于目的

或效果进行灵活变通。再从文学角度讲，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不确定性，译者首先作为读者，

在理解和阐释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自我，其自身的文化烙印、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都

会影响译者的创造性理解并无意识地表征于译文中，相当于译者的“译内隐性显形”（任东升、

王芳，《译者显形与译本呈现》 137）；最后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讲，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社会

风俗习惯，翻译背后的赞助人、意识形态、目的语的政治，翻译所面对的读者期待、读者认

知、目的语诗学等都会盘旋在译者周围，译者需要适应整个生态系统并与多个主体对话、协商，

为保持系统平衡而采取创造性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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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创造性写作不仅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因语言、文化、交际、政治、意识形态等

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制约而做出的必要的妥协与灵活变通，还有译者主观体验原作人物角色、

深入分析原作精神主旨后主动进行的创造性写作。它带有“写”的性质，“写”一方面指译文

流畅优美、毫无译痕，犹如原作者创作般；另一方面指译者“写”（创造）出有别于原文内容

的译文，这种创造不同于无中生有，而是在忠于原作整体精神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及

部分内容、偏离原文程度较小的创造性再写或再创，是对作品人物及主旨思想的再现及表现。

它体现出译者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不仅译笔优美，还善于运用艺术手法对原作进行有价

值有意义的创造性发挥与再造，比原作更好地传达原作描写对象及精神内涵，对原作有增值

功能。

同时也可见，它与“译创”（transcreative）在创造度上有所不同，后者是 translation（翻译）

和creation（创造）的结合，常用于市场营销和广告行业，需要高度的创造性甚至是对原作的

改编（Vieira 7），偏离原文较大，有时甚至无原文可依。

而沙博理本人也认同文学翻译是一种可取的创造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观点（310），

这一点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皆有体现。沙博理为妥协于语言、文化、政治、赞助人等客观原

因所作的创造性写作笔者已有所研究，这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皆有体现。如对于政治讽刺诗

的翻译，用“拟译的翻译方式‘创作’一首新的英语诗歌”（任东升、王芳，《沙博理政治讽

刺诗》 5）；为避免弱化红色小说的“崇高”叙事目标，对原作过度的血腥暴力描写“去腥化”

处理，达到“雅化”原文的效果（任东升、连玉乐 55）；为“净化”英雄人物形象而缩减、

改编革命战士的粗俗语言（任东升，《“萃译”之辩》 18）,等等。而对译者主动进行的创造性写

作研究还不足，本文将把此部分纳入研究，以他所翻译的小说中的女性话语为研究对象，进

一步分析沙译本中的创造性写作。

本文选取的三部小说皆具有较高的艺术与思想价值。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内心情感丰富

而微妙，如“五四”新女性陶岚的热情奔放、《月牙儿》中少女的美好悸动，在作品的女性言

语描写及极具诗意的景物描写中皆可寻；其肖像描写细致生动，活现女性神态；其隐晦深刻

的思想主旨“触及了时代本质”（范亦毫 46）。这些均在沙译本的创造性写作中得到重现与再

创造。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

（一）精选措辞，角色表现

文学创作讲究炼字，古人作诗常常“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翻译同样如此，严复“一

名之立，旬月蜘躇”，只有经过一番推敲与斟酌才有可能产生佳译。三位文学大师笔下的女性

人物内心情感丰富，其抒情方式也不一而足，或“言”为心声，或借“景”抒情。我们不妨

从他们对女性人物的言语描写入手，窥视沙译文对词语的创造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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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原文：（可惜我当时不知道就是萧先生，假如知道，我一定会冒昧地叫他起来……

萧先生……）我们失去了一个聚集的机会，以后我们可以尽量谈天了。（柔石 18）

译文：We missed a chance to meet before. In the future we must chat together often. 

（Jou 10）

例 2 原文：你应告诉我你底思想［……］你也应该告诉我你底将来，你底家乡

和家庭等。（柔石 67）

译文：You must tell me your ideas. . . .You must also tell me of your future plans, and 

about your native village and your family. （Jou 31）

原文是《二月》中陶岚对心上人萧的言语描写。例 1 中陶虽三年前曾在外地偶遇萧，但

二人不曾相识，如今萧来陶镇里教书并来她家（即校长家）拜访，陶对他一见钟情。原文情

态动词“可以”表示一种“建议或提示”（朱冠明 132），因为如今萧在此地定居，客观条件允许，

可以常来聚。而译文并未以表建议或提示的 can译之，而是选用must，这样一来，情态量值

升高（Halliday 362），说话人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看似违背原文，实则更符合人物心理情感：

此时的陶内心相识恨晚并期待以后能频繁来往，高情态值更能表达她内心渴望之热切、情感

之炙热。例 2 来自陶给萧的一封表白信，渴望进一步了解他。同样，原文中的“应该”，译

文并未直译为 should，而是再次选用must，凸显陶渴望了解心上人的强烈愿望。这一系列连

续使用的must似乎是陶内心无法压抑的爱浪汹涌袭向萧，又似乎是“用爱丝来绕住他，使

他几乎不能动弹”，将一位“感情奔放”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柔石 67）。

可以看到，译者并非是由于语言、文化、社会等因素的限制被迫选择改写，而是出于主

观目的——更好地表现人物情感及形象下的主动选择，虽逆于原文形式及内容，但忠于作者

整体表现意图，是有价值的创造性写作。深入思考此例，不难发现，若非译者深入人物角色

进行表演、体验其内心感受，很难创造出如此佳译。文学创作是作家进入其所塑造的人物角

色中进行表演的过程，译者也是创作者，同样也需要表演，只不过“是有着特定剧本”的，

即他需要先考虑作者的创作目的，再深入其所创作的人物角色，想象他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

最后将其用目的语转述出来（穆雷 131）。转述并非是将原作丝毫不差的照搬过来进行字面上

的再现，而是要用恰当的译语对作品人物进行“表现”，真正为其代言。

（二）译语写作，原作再生

文学翻译最核心的问题是文学性或审美效果的传达。原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译作也应是

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心理的不同，汉语表达较曲折委婉，句式呈“流

散型”，重语感而疏语法，句读简短，组合自由，形散神聚，是综合型的直感语言；而英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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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则直白坦率，句式呈“聚集型”，形态特征明显，主次分明，结构齐整，是分析型的理性语言。

如此相异的语言表达习惯使中外读者产生不同的阅读审美心理与接受期待。这就要求译者翻

译时关照到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和阅读期待，不拘泥于与原作相同的字面意思、表达方式和语

篇结构，而是追求“神似”与文学意境的传达，采取灵活变通与取舍的策略，使译入语读者

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美的体验。且看下例：

原文：（这时他却睁大两眼，一瞬不瞬地看住她。）（1）可是他却看不出她底别的，

（2）只从她底脸上看出更美来了：（3）柔白的脸孔，（4）这时两颊起了红色，（5）润

腻的，（6）光洁的。（7）她低头，（8）只动着两眼，（9）她底眼毛很长，（10）同时

在她深黑的眼珠底四周衬的非常之美，（萧仔细的觉察出——他底心胸也起伏起来）。

（柔石 42）

译 文：(His eyes widened and he stared at her.) ①He could see only that the blush 

on the cheeks of her beautiful fair face heightened the tender glistening texture of her fine 

skin. ②Only her black eyes moved; ③ the long lashes framing them were lovely. (Hsiao 

found that his breathing had become more rapid.) (Jou 20)［1］

此段是对陶岚肖像的细致描写，生动刻画出她被萧问住时羞涩的神态。原文句（1）属于

汉语小说典型的迂回表达，译文并未对此做出转换，可能是考虑到英语世界读者偏好开门见

山的描述。如此一来，译文不仅满足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也由“看”这个动作直接过渡到

具体看到的内容，与前文承接更加紧密；原文（2）—（6）句对陶脸颊的描写随萧的观察自

然铺开，原文娓娓道来，句式松散，共 5 句零句（赵红军 134）。而译文仅用 1 句英语主从复

合句（句①）来转换：句（2）为主干，句（4）化为从句的名词性主语，句（3）（5）（6）分

别以 4 个简洁传神的形容词（见注释）巧妙恰当地配置于从句，避免了逐字直译可能造成的

译文臃肿及原作韵味的丢失，实现了原文“语义信息与美感因素的整体吸收与再造”（姜秋霞、

权晓辉 27）。原文句（7）属于无大必要的外部动作描写，译文并未译出此句，如此使陶岚的

肖像描写从脸颊自然过渡到眼睛、睫毛，内容上前后更加连贯，也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原文（9）

（10）句为两句，而译文呈现为一句（句③），如此一来，句③与句②并列，形式上显得对称、

整齐。纵观整个译文，在要义未失的前提下，通过句式调整、零句删减与合并，不仅忠实传

达原文韵味；内容上还承接紧密、前后连贯；形式上也紧凑流畅、均整对称。

我们不妨看看沙译文的回译：他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只见她美丽白皙的脸颊

上那抹红晕将她细腻的皮肤衬得更加柔嫩、光润。只有她的黑眸在闪动；上下睫毛又长又美。

萧感到自己呼吸加速。如此读来，沙译文似乎比原文还要优美，这也说明“好的文学翻译不

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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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许钧 272）。

（三）修辞妙用，增值原作

创造性写作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对原作的增值功能，即创造出优胜且益于原作的译文，强

调“优胜且益于”是因为它并非指译者可以无所顾忌地率性发挥而造成对原作的歪曲或毁坏，

如有些汉译者为“美化”原作而一味使用四字词语，破坏了原作风格。对于批判性文学作品，

其语言贵在含蓄，常常言在此而意在彼，隐晦而深刻。译者如能根据作品特点迂回曲折地再

创原作深意，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如小说《月牙儿》、《贞女》沙译本中通过妙用修辞手法，

如象征、双关及明喻创造艺术意象深刻揭露封建社会男权或吃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我们先

看象征、双关的创造性使用：

原文：［新娘］抬头看见面前的几丛芍药，花已谢了一半，那些未落的花瓣儿在

花萼上翩翩舞动，也大有不禁风吹之势。（杨振声 67）

译文：She gazed at the peonies. They had shed half their petals. Those that remained 

clung precariously to their calyxes, a prey to any passing breeze. (Yang 81) 

《贞女》的女主人公新娘午睡后无聊到花园散步，此句是对她观赏芍药花的行为描写。原

文刻画出花瓣儿“翩翩舞动”的美好姿态，译文却未完全求真地译为“fluttering and flicking 

in the wind”，而是以“clung precariously to their calyxes”译之，突显的是花瓣危险地附着在

花萼上摇摇欲坠的姿态。笔者认为译文此处颇具创造性：下文中女主人公选择自杀以了结这

条被封建礼教压抑束缚的孤单年轻的生命，而译文此处花瓣摇摇欲坠的姿态正好象征着女主

人公此时如花般命悬一线、危险的生命状态。再看后半句中“不禁风吹”的翻译，译文用“prey”

一词，该词可喻指一个人成为某事物的牺牲品（陆谷孙 1551），前后文联系不难体会译文一

语双关，花瓣不禁风吹（被风所侵害）实则成为艺术化的意象，暗指新娘这个十七八岁花样

少女的生命就这样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猎物），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性”，隐晦深刻，

耐人寻味。

除象征、双关外，沙译文对原文的增值性还体现在明喻的创造，以《月牙儿》对女主人

公的行为描写为例：

原文：我打扮得简直不像个人，这才招的动那些不文明的人。（老舍 238）

译文： Only by painting my face like a clown could I attract the uneducated 

customers. (Lao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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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儿》的女主人公被逼为娼以求生存。“我”的打扮“不像个人”，译文并未直译，而

是用明喻手法将“我”比作“clown”（小丑），小丑并非只是相貌丑得不像个人，更有“取悦

于”观众的目的。因此相比原作，译文“小丑”这一物象更能引起读者深思：作为暗娼的“我”

不得不像小丑般取悦于男客人，一针见血地点明在“失去了男人就意味着失去了社会”的封

建男权社会下女性身份地位之卑微（孙绍先 64）。

可见，沙译文的创造性写作并非率性而为，而是在深入分析原作人物命运及主旨思想的

基础上，巧用艺术手法实现原作精神内涵的再创，体现了对原作的增值性。

（四）适当增补，一石二鸟

上文中提到，文学语言，尤其是批判性作品，贵在含蓄，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深

文隐蔚，余味曲包”，婉曲含蓄是文学作品美的基本形态之一。文学翻译应忠实再现原作此种

风格，但译作又是面对读者的，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如果译文语言过于含蓄隐晦而导致读

者无法解读作者留下的“空白”来完成意义建构，就没有达到审美的目的。因而，对于此类

语言的翻译，译文既不能丢失原作含蓄之美，又要“务实”于读者，即拿捏好“译出来”的“度”，

这是风格审美再现中很微妙的一部分，我们看沙博理是如何做到的，且举一例来说明：

原文：她有饭吃，我有自由；她没自由，我没饭吃，我俩都是女人。（老舍 228）

译文： She had food, I had freedom. She had no freedom, I had nothing to eat. We 

both were women. Both were frustrated. (Lao 86)

原文是《月牙儿》中女主人公的独白，但由于此文是作者以女性第一人称自叙，所以此

话语也是作者的话语。文中身为情妇的“我”将自己和正妻“她”对比：她虽为人妻有人养，

但丈夫朝三暮四，她却仍得恪守封建社会“从一而终”男权思想的羁绊、失去自由；而“我”

穷，在当时的社会，精明的男人是不会娶我的，更无女子独立谋生之路，要吃饭“我”只能

卖身。作者借我俩的生存状态要表现的是封建男权社会下整个妇女阶层艰难的命运。原文“我

俩都是女人”点到为止，其言外之意“女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艰难”由读者自行揣摩。而西方

读者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女子的生存状态，他们很难理解作者的弦外之音。沙译文是如何呈

现的呢，我们发现译文增补了“Both were frustrated”——“我俩都是艰难的”，由此形成“我

俩都是女人”（A）——“我俩都是艰难的”（B）——“妇女的命运就是如此艰难”（C）线性

三段论，目的语读者根据A、B前提自然可推理出C结论，从而领会作者的交际意图。同时我

们可发现，译文的增补并非完全明示，而是适度显化，仍能像原作般给予目的语读者“曲折

地”品味原作深意的机会，增补得恰到好处，一并照顾到了原作隐之美与译语读者的审美体验，

可谓一石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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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创造性写作是对原作风格与目的语读者审美感受综合权衡后的选择，正如沙博理

本人所言，“翻译像走钢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行。能够表达风格，而且外国人可

以接受，那就可以了”（洪捷 63）。

通过分析沙译本中对小说女性话语的创造性写作，我们发现译者不仅能如原作者创作般

用母语写作，还善于运用艺术手法对原作进行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性发挥与再造，并精选措辞，

艺术性地表现作品人物形象及主旨思想，且兼顾原语风格与读者接受，体现出译者高超的翻

译艺术，值得其他致力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借鉴。

注释［Note］

［1］译文中“fair”指肤色之白；“tender”指肤质之柔；“glistening”指肤之润、光洁；“fine”指肤之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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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趋向虽有合理成分，但亦存在着对翻译复杂性的简化认识。本文从文本类型、原文杂合性和翻

译方向等层面对零翻译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零翻译虽为原形移译，但不能否定译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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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翻译是随着全球化语境下日益广泛的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接触而不断凸显的一种翻译现

象，自邱懋如于2001年提出这一概念来，零翻译就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发展。2002年贾影发表《“零

翻译”还是“不可译”——试与邱懋如教授商榷》，从“不可译”的内涵剖析中反对引入“零翻译”

概念（77）。2017 年彭利元发表《零翻译非翻译——兼与译界同仁商榷》，与学界同仁进行商

榷，意欲从学理上否定零翻译的合理性（86-91）。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零翻译’的概

念指代不明，逻辑不清，在译界使用较为混乱。［……］建议慎用这一术语”（覃军 104）。然而，

更多学者从语言发展的事实和翻译实践的角度肯定零翻译的合理性，并从不同理论角度对其

加以认识（孙德平、赵国强 107-14；冷姿颍、贺爱军 9-12；吴建国、秦闻佳 76-81，94；石春

让、杨蕾 82-85）。随着对零翻译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和丰富的认识，李丹（以下简称“李文”）

又与彭利元展开商榷，在系统梳理近 20 年的零翻译认识的基础上，从学理的角度深入探讨了

零翻译的内涵与外延、本质属性、研究价值、翻译方法体系中的定位，深化了零翻译的研究

（120-27）。常言道：真理愈辩愈明。严肃的学术争论是好事。真理和智慧的火花，都是在争论

的摩擦碰撞中迸射闪光。本着学术争论的精神，笔者认为，李文将零翻译窄化为“原形移译，

指将源语符号原封不动地移入译语（符）的全译方法”（126）仍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未能充

分考虑翻译作为跨语际转换这一复杂活动的各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零翻译进行进一步探讨，

推动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翻译现象与方法。

一、零翻译是全球化语境下语符翻译的一种形态

诚如李文所言，零翻译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就已经出现过，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下，随

着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规模扩大和日益频繁，这一现象更加得到了凸显。正如王宁所言：

“不管我们欢迎与否，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进入了我们

的日常生活，并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文化上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向。”（89）在科学技术与经济等专业领域中，在全球化

的影响下，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趋同性已然成为主流，大量数据、图表、表达式、代码、

行业术语等信息无须翻译就可以被各领域内的专业技术人员所理解。即使是在大众文化领域

中，“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语言的萎缩和图像的扩张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91）。

今天人们的交际联络中，语言文字不再是唯一的交际手段和工具，图像及其他符号已经大行

其道，零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图像及符号交流方式之一也必然会在当代翻译实践中

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就语言符号而言，全球化助推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越来越多的英语

词汇与表达不经翻译直接进入到其他语言之中，全球化时代下的翻译也相应呈现出了新的特

征。可以想见，语言和非语言符号零翻译的实践会越来越普遍，零翻译的规模也会因此不断

扩大。这里我们认同李文“零翻译所译对象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观点，是对全球

化时代翻译呈现出的新特征的准确把握。的确，经过十余年的理论探讨，零翻译的概念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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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窄，也越来越清晰，所指越来越明确，不再同音译、省译、直译等概念相混淆，并开始有

了体系性的建构（李家春 93-96），零翻译的理论形态初步形成。然而，过于窄化的概念具有

较强的排他性，无法涵盖和解释与其不相容的现象，在理论上会形成不完备的认识，在实践

上会导致不当或错误的行为。我们认同零翻译是“原形移译”，这是零翻译不同其他近似概念

最本质的区别，但对其“原封不动地移入译语（符）”却不能苟同，认为这一定义存在着对翻

译活动的一种简化认识。我们认为，零翻译既包括原文语言符号“原封不动移入”，也包括一

定程度的变动移入，而这变动的原因对丰富零翻译的理论资源有积极意义。

二、零翻译与文本杂合性

零翻译产生于应用文体的翻译实践，在符号趋同性的语境下“原封不动”这一唯一形态

获得了狭窄的自洽性。在实践层面上对零翻译应用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学界的研

究大都着眼于零翻译在应用型文本中的运用（王甜甜、程昕 6-8；黄德先、黎志卓 110-14；张

立丽 33-35，15；刘明、石春让 108-10；袁宜平 13-17）。应用翻译领域的普遍共识在固化对零

翻译偏狭认识的同时，排除了其他表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零翻译可应

用的文本类型。我们认为，文学翻译中零翻译的运用也是零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文学翻译中，与零翻译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文本语言的杂合性。文本的语言杂合性是指“文

本除了主要的叙述语言之外，还混合使用了其他语言的成分，因而具有杂合的特征”（韩子满 

23）。西方文学中语言杂合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简·爱》（Jane Eyre）中的人物对话就使

用了一些法语词汇或短语，而《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外语成分比例更高。中国文学夹杂

其他语言成分也并非个例。韩子满指出：“从晚清开始，外语成分，主要是英语成分就开始在

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后来有些文学作品，如《围城》中的外语成分更多，外语成分

所属的语种也更为多样化，到了当代，夹杂外语成分的文学作品更加常见。严肃的、先锋派

的文学作品中，经常用到一些英语等西方语言的词句，而且这种现象在通俗作品中也很常见。”

（52）如前所述，全球化已经渗入到大众文化领域，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

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在我国，由于英语普及化教育，英汉语言混杂不仅出现在人们的日

常对话中，也开始进入到文学创作中。新世纪生活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如 80 后张悦然、

笛安、苏德），相对于前辈作家（如 50 后、60 后），受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

进程影响，在题材上热衷于城市生活的书写。他们的写作语言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互为一体，

中外语言的混杂是一种常态而非奇观，成为这一群体独特而鲜明的标识。尤其是近年来成功

“出海”的科幻文学，本身就包含了许多通行于科学文艺领域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这些作品

的外译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是否及如何保留语言杂合特征的问题，也就必然涉及零翻译的运

用。因此，零翻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应用文体的局限，成为各个文体翻译的一个“客观”事实。

相应地，对于零翻译的具体应用，也应该结合更广阔的文体范畴和文本杂合的具体形式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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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察。我们认为，涉及零翻译的原文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单语文本（monolingual text）。此类文本翻译中出现的零翻译是译者出于语义、语用、

文体等特殊需要，将原文中某些语言文字符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让读者进入源语语

言文化环境认知并理解这些语言文字的特殊内涵，导致的结果是译文具有了源语和译入语的

双语杂合特征。

二是英语为主要叙述语言混用其他语言。在此类文本的翻译中，由于大多译文读者并不

熟悉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单纯使用零翻译虽然可以达到再现多语原文的面貌，但却会造成

读者无法理解，或者需要查阅其他参考资料才能理解的效果，最终影响阅读的流畅性，在语

言混杂程度较高的时候尤其如此。在此情况下，零翻译和其他补偿方法如注释相结合是有效

的解决办法，在当前英语多语文学文本的翻译中占主导地位（韩子满 41），结果是译文也具有

杂合特征。

三是汉语为主要叙述语言混用其他语言。这种语言混杂性又以汉语中混杂英语或拼音文

字最为多见。这种文本的翻译又以英译为主。在这种文本的英译中，零翻译实际上是原形回

译，即原文中只用了一种外语，而且这种外语恰好是译入语。其结果是译文不具有杂合特征，

变成了单语文本。在这种零翻译过程中，英语成分由原文叙述语言中的特殊状态回归到译文

叙述语言的常态，失去了在原文中的杂合语境效果，其具体形式就须符合英语使用的基本规

范。针对原文中一些具有特殊语用效果的英语混杂成分，作为翻译活动中行为主体的译者，

也可以在译文中对这些成分加以变通调整，译成译入语中具有特殊功能的语体成分，从而传

达与原文相同的语用效果。因此，这种情形下的零翻译就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转移。目前，

零翻译在此类文本中的应用与研究还不多见，但一方面随着中文创作中汉英语言混杂程度的

不断增高，另一方面随着汉译英规模的不断扩大，零翻译的应用也会相应增加，因此有必要

先从理论观念上确立对零翻译的恰当认知。

三、零翻译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移译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针对上节所描述的第三种情形，即汉英混合文本在英译时使用的

零翻译来深化对这一概念的微观认识，选取科幻短篇小说《开光》的英译为例来具体说明，

以弥补零翻译理论传统上受限于应用文体翻译和单一翻译方向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偏颇与不足。

《开光》由科幻作家陈楸帆创作，曾获得 2015 年第六届科幻星云奖短篇小说金奖，同年由美国

著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全球知名电子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 

Magazine）上。虽属于科幻文学，但其内容把中国当下极具现实感的 IT行业、市场营销、网

络生活等流行产业和文化生活拼贴在一起，十分贴近时代。这篇小说的语言诙谐幽默，使用

了不少时下耳熟能详的科技和文化流行语。小说一个明显的语言特点就是外来语，即英语不

经汉化直接出现在行文中，语符混杂程度很高，因而在英译汉时必然涉及回译式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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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译文中的确存在一些“原封不动移译”的例子［1］：

（1）原文：……可他像个自动答录机又回到开始“……1 月 4 号象限仪流星雨……”

     Mission failed.

     我们只好失望地悻悻离开。

  译文： But like a stuck answering machine, he started again from the beginning: 

“The Quadrantid meteor shower will come on January 4. . . ”

     Mission failed.

     Disappointed, we left him.

（2）原文：大家思考了片刻，一个女孩怯怯地说：“开……开过光的……”

     “Bingo ！”

  译文： Then, one of the girls timidly speaks up, “Something that’s been con 

consecrated . . . um, you know, when the light has been—”

     “Bingo!”

在这两个例子中，译者翻译时将原文中的“Mission failed.”和“Bingo!”直接移到了英语中，

属于语篇层面的零翻译。《开光》英译文中类似于这样“原封不动”的零翻译还有很多，有力

地证明了零翻译已超出应用专业领域，进入到非应用型文本中的翻译当中。

然而，哲学上说，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也谈到：“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

向同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211）同理，一旦某个知识超出其所产生并且

普遍适用的某个领域，进入到其他领域，就会出现适应性问题。就本文所考察的文学文本翻译，

除了上述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封不动转移”外，还有一些“动”的处理，其背后有着学理上

的依据。

（一）零翻译应符合译入语的语言规范

零翻译概念的中心词是“翻译”，在翻译这个前提下，翻译过程是否完成要看译文能否有

效地传达至目的语读者。李文将零翻译置于移译的下级范畴（126）。而黄忠廉等在移译的定

义中明确说明该方法要“照顾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而转移原文语言单位”（72）。其中，“照顾

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指的就是要遵循译入语的语言使用规范。也就是说，在运用零翻译时，

当源语符号本身符合译语结构和表达习惯时，就是“原形移译”；反之，当源语符号与译语结

构和表达习惯相抵牾时，则要按照译入语的要求进行调整或改动。众所周知，英语是形合语言，

具有形态变化，其语法规则是强制的，而汉语是意合语言，语法规则相对自由，词句之间的

顺序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因此在英到汉的翻译中就会出现“句法消失”的现象。这种句法

消失现象主要包括英语单复数，时态和语态，冠词等的隐化表达（林超伦 5）。而在从汉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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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中，为了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译者必须将隐含的句法词法补充出来。零

翻译既然属于翻译，那必然也应遵循这一语言使用的基本规范。例如：

（3）原文： 据说德塔大师曾经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高材生，由于开悟得证，

放弃了斯坦福、耶鲁、加州伯克利等常春藤名校的Offer，受戒皈依，

遁入空门。

  译文： Supposedly, Master Deta had once been a promising student at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owever, as a result 

of his enlightenment, he gave up offers for graduate study at Stanford, 

Yale, UC Berkley and other ivy-clad campuses, took up vows, and became 

ordained as a monk.

这个例子对“Offer”一词的处理充分体现出英汉两种语言对复数概念的表达不同。汉语

不能通过改变词形本身来传达复数概念（费成志 122），复数含义可以通过词汇手段（在名

词前面添加数词或量词）、语法手段（在名词前填加“些”“群”“们”等词）（张斌、胡裕树 

134）或者其他语境信息来传达。在这个例子中，原文中的“Offer”前有“斯坦福、耶鲁、加

州伯克利”这些名词，并且出现了“等”这一表示复数的语法标记，因而可以明确是一个复

数概念。由于汉语形式模糊的特征，“Offer”虽是英文词汇，在汉语书写中其具体形态不影响

汉语的语言规范。但在回译成英文时，这个词却必须要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也就是名词变

复数的语法，否则就是错误。译文在语言单位原封不动移过来的基础上，不仅首字母大写改

为小写，还在词尾添加上复数词缀“-s”，使译文首先在语法上是正确的，照顾到了译入语的“表

达习惯”。

（4）原文：万总做出来的App叫“有真相”。

  译文： Mr. Wan’s mobile app is called “Truthgram.”

在英文的书面语写作中，有对于英文单词何时大写的具体规则，这也成为了英语语言使

用习惯的一部分。在该例中，“App”虽是专业术语，但由于移动科技在日常生活的普及，这

种缩略语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通词汇。由于该词出现在句中，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

这些词在互联网科技中的普遍性，并没有像汉语那样采用大写给予突出强调，而是按照英语

行文的习惯全部改为小写呈现，提高了译文的易读性。

因此，以上两例充分说明了零翻译并非全然都是“原封不动”地转移语言单位。为了符

合译入语的语法，原封不动基础上的改动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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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翻译不能否定译者能动性的发挥

在以往关于零翻译的讨论中，彭利元认为零翻译不属于翻译，只是一种语码混用。因为

看上去译者只是将原语符号直接挪用到译语中而已，没有发挥翻译的作用，也就否定了译者

的能动性（90）。多数学者虽然承认零翻译属于翻译，但将其限定为“不操作”（熊兵 85）、“不

加处理”（李家春 95）、“原封不动”（李丹 126），也同样否定了译者的能动性，忽略了译者因

素。在应用文体的翻译中，虽然“准确性”和“忠实性”的要求大于能动的“再创造”，但这

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定译者的作用，对于原文中不清晰或不准确的地方，译者应该有责任给

予明示或修正。众所周知，文学翻译并不是原文在另一语境中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介于“隐身”

和“显身”之间的再创造。基于原文甚至高于原文的主体能动性通常被视为是最高境界的忠

实。我们认为，零翻译虽然是一种源语符号的转移，但在翻译中也可以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做出一些“再创造”的处理。例如：

（5）原文： 托了老徐的福，我们这小破公司接下万总的单，花着这个天使那个

PE的ABCD轮美钞欧元澳币，……

  译文： Due to Lao Xu’s persistence and luck, our little agency managed to land 

Mr. Wan as a client. We are supposed to spend the euros, dollars, yen, and 

yuan flowing in from angel investors, from private equity funds, from 

rounds A-B-C-D . . . 

在这个例子中，译者在译文中根据语境对英文缩写“PE”进行了还原，避免了该缩略词

对译文读者可能造成的意义不明或理解混乱。笔者以为，这种缩写与其全称具有完全相同的所

指意义，因而也应被视为一种零翻译，具体而言，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换。另外，在“ABCD

轮”中，译者在零翻译原封不动转移的基础上给源语言单位添加了连字符。英语中的连字符很

灵活，具有很强的构词功能。连字符可以自由地连接不同的词素或者不同词性的单词，旨在避

免文本呈现的混乱和误读，使其更清晰更易读（李凤东 120）。在这个例子中，译者为了避免

英文字母与前后单词呈现的混乱，以及突出作者原文中的自造字母词，发挥主观能动性，添加

了连字符，使译本呈现得更为清晰。这两处中，译者都不是对零翻译采取一种机械挪移的态度

与做法，而是在原形转移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修改调整，更好地服务于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接受。

（6）原文：NPC。媳妇儿吐出一个词。

     啥玩意儿？

     Non—Player—Controlled Character。非玩家控制角色。

  译文：There are always NPC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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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Player Characters.

在这个例子中，“非玩家控制角色”是计算机游戏中的一种角色类型，其正确的英文对应

表达是“Non-Player Characters”，而原文中的“Non-Player-Controlled Character”，是小说中的

人物对这个术语的错误解释。由于小说在这里并未刻意表现人物对游戏的非专业知识，为了

文本表达的正确性，译者通过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在译文对这一词组的零翻译中进行了勘误

式的改动。

（7）原文： 就像那些在雍和宫外佛具商店里购买电子佛盒的人们，摆在家里，

按动按钮，它便会开始诵读经文，每逢正点或者设定好时间，还会发

出跟庙里敲钟一样空旷幽远的“duang”一声。

  译文： In a way, I’m not too different from the throngs of shoppers at the 

Buddhist shop outside Yonghe Lamasery vying to buy electronic “Buddha 

boxes.” They bring the box home, push a button, and the box starts 

chanting sutras. On the hour （or at designated times）, the box will even 

emit a tranquil, meditative duannnnng, like the ringing of the bell in a 

temple.

在这个例子中，原文中的象声词“duang”是为了描述寺庙敲钟发出的深沉悠远的声音，

这一声音词的表达在中文读者脑海中可以很容易地浮现出来，但大部分英文读者对“duang”

所要传达声音特色却是陌生的，为了更好地传达这一音响特征，译者不仅通过零翻译进行原

形转移，而且还创造性地在单词中添加了四个“n”。鼻音 /n/是低沉的，连续不间断的鼻音会

产生一种浑厚、悠长、共鸣的音响效果，正似轻敲钟声所产生的效果。译者所增加的这几个“n”，

看似简单，但却独具匠心，可视为一种音韵修辞手段，形象贴切地向英文读者传达出了钟声

余韵连绵不绝的声响效果。

综上，我们认为可以对“原封不动地移译”这一零翻译的定义进行修正，使其能够真正

体现出概念的包容性与拓展性。综合上述考量，零翻译的概念可界定为：按照译入语结构和

表达的规范与习惯要求，在不改变符号性质的前提下，将源符转移到译符的翻译方法。具体

来说，零翻译中未发生变化的仅是符号本身的属性，其具体形态是否改变 ,以及如何改变要以

其所在的语境（包括语篇和文化语境）为参照，即使“不作任何处理”，也是译者在思考和权

衡之后所采用的一种翻译方法。我们认为，现有零翻译的定义过于强调“原封不动”，正是对

零翻译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所难以认同的。从本文所讨论的实例可以看出，零翻译并不完全是“照

抄不译”，“没有翻译”“原封不动”仅是零翻译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所修订的定义侧重翻译

过程中符号属性不发生变化，可以适用于理论研究者关注零翻译的多种表现形式，有助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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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此外，在翻译方法上，如果译者抱有零翻译即“不作任何处理”的认识，

在翻译实践上就会对原文特殊语言符号采取简单机械地跨语际挪移，忽视对其功能和效果的

分析，可能导致不当翻译的出现，这样的定义无疑也是有害的。本文所做的修正将零翻译纳

入到“译”作为翻译方法和现象的范畴，不仅从实践上肯定了零翻译中有译者行为的体现，

而且要求译者在运用零翻译时应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指出了该定义在翻译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迅猛，各国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随

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英汉语言，甚至汉语与其他

语系语言之间的相互混杂也会越来越普遍（刘学、薛笑丛 107-10）。在此背景下，零翻译作为

一种翻译方法，在解决由于语言混杂而难译的问题上很有研究价值。作为翻译现象中的一种

边缘存在，我们应该重视对零翻译的研究，从而推动零翻译在实践中的深入应用，推动翻译

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由于现实的翻译实践具有客观性和复杂性，零翻译既然属于翻译，那其定义的精

准性和完整化的探索必然是道阻且长。语言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反映，也随着新的社会实践而

不断丰富，只要社会在发展，必然会有新的翻译现象产生，翻译应用中也会不断出现新的情

况，新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漠视，应重视对特殊的探讨，对特殊的反复推敲，这也能促进

我们对以往所忽视的特殊现象的全面理解，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相应领域的理论实践体系的完

善，进而推动学术不断进步。

注释［Note］

［1］文中所有译例选自《未来镜像：〈克拉克世界〉中国科幻作家作品》。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其中下划线
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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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全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地处西亚、南亚、中亚交汇处，被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

和通向南亚大陆的“锁钥”，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节点，它是当今“一带一路”沿线

的重要成员国。从地缘政治上看，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延伸的大陆桥，并且是对“一

带一路”倡议意愿强烈的合作伙伴；从地缘经济上看，阿富汗地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

中巴经济走廊的交汇点，是连接“一带”与“一路”两条线路的重要通道，亦是影响未来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的关键外因。阿富汗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领域广、

基础好、契合度高（李青燕 14），在推进 “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发挥独特作用。 

“一带一路”，语言铺路；国家出行，语言先行（李宇明 2-9）。了解和研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对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者对于阿富

汗有大量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在为数不多的涉及阿富汗语言问题

的研究中，斯齐夫曼（Harold F. Schiffman）探讨了阿富汗及其邻国的语言分布及语言政策

（31-52）。与国外相比，国内的阿富汗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主要为几部通史和概况类的专著，

其他专题著述还不多见。研究文章多以现状为导向，主要关注阿富汗的重建、地区安全、反恐、

毒品、大国政治、民族关系等，以及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黄民兴、陈利宽 16-

31；朱永彪、魏丽珺 100-16），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仍是空白，尤其针对阿富汗语言问题，缺乏

专门性研究，多附带于民族问题的个别章节中（寇耀清 10-13；闫伟 147-51）。因此，阿富汗

语言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课题。本文旨在深入研究阿富汗语言国情和

语言政策，分析其政策演变特点，并以语言问题为抓手，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底蕴，为我国语言

规划及与周边邻国的互联互通奠定语言文化基础。

一、阿富汗语言概况

阿富汗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和民族迁徙的走廊，自古以来就以多民族、多部

落、多语言、多方言为显著特点。根据阿富汗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3 月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阿富汗人口为 3160 万［1］，包括约 30 个民族，其中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乌兹别

克族为四大主要民族，分别约占 40%、25%、19%、8%［2］。阿富汗境内还有一些人数较少的

民族，如艾马克人、土库曼人和俾路支人，约占 4%。其他民族如基齐勒巴什人、努里斯坦人、

帕萨伊人、古加尔人、帕米尔人、吉尔吉斯人、布拉灰族等，约占 4%。

阿富汗民族构成呈分裂性，没有一个民族占绝对多数。此外，阿富汗是中南亚地区主要

的跨境民族聚居区，其主体民族也不例外，跨境民族人口比例之高、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

广为其他国家所不能比。

阿富汗约有 30 多种语言，涵盖了印欧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和闪含

语系四大语系，如表 1 所示。其中，印欧语系的使用者最多，占人口的 80%。印欧语系中的

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是官方语言，也是阿富汗使用最广的两种语言，分别约占 7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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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政府的一切正式文件、法律、法令、条约、协议均以此两种语言为准。

表 1 阿富汗境主要语言情况表［4］

印欧语系 普什图语、达里语、俾路支语、努里斯坦语、帕萨伊语、基齐勒巴什语、达尔迪克语等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蒙古语等

达罗毗荼语系 布拉灰语

闪含语系 阿拉伯语

普什图语又称帕图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普什图人的民族语言。普什图语使用人

口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东部、南部、西南部和东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首都喀布尔即

在普什图语区。普什图语有众多方言和土语，按照语音和词汇等特点，分为两大方言系统，

即以白沙瓦为中心的东部方言系统和以坎大哈为中心的西部方言系统。 

达里语又称“阿富汗的波斯语”，亦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阿富汗族际交往的通用语言，

广泛应用于公共领域。操达里语的民族主要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哈扎拉族、基希尔巴什族、

艾马克族，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中西部、中北部和东北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地区。达里语

与伊朗使用的现代波斯语可相互理解，但由于使用环境的巨大差异，两者在用词、发音和使

用习惯上有所不同。达里语的语法结构并不接近现代波斯语，而是更接近现代塔吉克语。达

里语方言大体上可分为阿富汗西部和南部及伊朗呼罗珊地区居民讲的达里语和阿富汗北部及

中亚地区居民讲的达里语两大区域。 

阿富汗其他语言还有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主要分布在阿富汗的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地区。两种语言均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阿富汗另

有俾路支语、努里斯坦语、帕萨伊语、基齐勒巴什语、吉尔吉斯语、布拉灰语等少数民族语言。

其中使用俾路支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使用

帕萨伊语、努里斯坦语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阿富汗东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英语主要在阿

富汗中上层通用，西部与伊朗临近省份的民众能听懂波斯语，北部部分地区居民可用俄语交流。

二、阿富汗语言政策演变

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是“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国家整体的所有语言

实践、语言信仰和相关管理决策”（8）。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国家

利益方向，反映了各利益阶层的关系（李雅 74）。语言规划通常是某种语言政策的体现，是国

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开展的各种工作的统称，是对语言文字问题做出的有组

织的、主动的反映和调节，它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功能规划等（赵蓉晖，《中

国外语规划》1-7）。语言政策与规划不仅事关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稳定，而且对经济、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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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各方面发展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按照阿富汗建国后的年代顺序，根据阿富汗官方语言的变化情况，分成五个主要历

史阶段来梳理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为更清晰、直观地阐述其过程，现将主要内容列

表如下：

表 2 阿富汗语言政策历史演变的主要阶段、政策及影响

阶段 主要语言政策 官方语言变化 影响

第一阶段：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 纪 30 年
代中期

1. 阿曼努拉国王统治期间颁布第一部宪法
（1923 年），用普什图语书写，官方译成达里
语和其他语言； 
2. 穆沙希班王朝统治期间，政府将普什图语
设为官方语言和国语（1936 年）。 

官方语言发展
时期，首次确
立了普什图语
为唯一官方语
言和国语。

1. 普什图语得到优先发展，但
达里语在政治、经贸和文学等
领域处于主导地位； 
2. 由于未做好语言习得规划，

致使政府和教育系统出现混乱。

第二阶段：

20 世 纪 40 年
代中期至 80 年
代初

1. 十年宪政时期，1964 年宪法规定：普什图
语为国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为官方语言；

国家实施有效措施强化国语；

2. 在教育系统推行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双语教
育政策。 

普什图语和达
里语双语并行
时期，两种语
言均成为官方
语言。 

1. 政府着力强化普什图语在经
济、文化和社会中的影响，虽
效果不佳，但该语得到发展；

2. 达里语在教育体系、商业交
往和行政管理中仍占据主导地
位。

第三阶段：

20 世 纪 80 年
代至 90 年代初
期

1.人民民主党主政期间，1978 年政府发布政
令：所有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将七大民族
的语言都设为国语；

2. 1987 年宪法规定：国会的法律和决议及法
庭审判使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发布，也可使
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发布。  

多种官方语言
并行时期，七
种语言均设为
国语。

1. 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参与政治，

鼓励少数民族学习母语和出版
报刊书籍；

2. 普什图语失去了重点发展的
优势，国歌由普什图语改用达
里语演唱。 

第四阶段：

90 年 代 中 期
至新政府成立
（2004 年）前

1.塔利班统治期间，普什图语是实际上的官
方语言，首次成为政府机构唯一使用的语言；

2. 反塔联盟时期，达里语获得大力发展。

普什图语和达
里语使用此消
彼长。

1. 政府机构单独使用普什图语
引起诸多不便和不满；

2. 达里语的使用更加普遍。 

第五阶段：

2004 年新政府
正式成立至今

1. 2004 年新宪法规定：普什图语、达里语和
一种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同为官方语言；国歌
以普什图语写成，且用普什图语演唱；

2.《教育法》（2009）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选择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之一；提供学习
第三官方语言机会。

三种官方语言
并行时期，宪
法没有规定国
语 

1.重点保障普什图语和达里语
的官方语言地位；

2. 兼顾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权
利，通过语言政策团结不同部
落和族裔群体。

在第一阶段，阿富汗政府从没有明确规定官方语言到规定一种官方语言，政府主要对普

什图语的地位进行了初步规划，这也是普什图语蓬勃发展的时期。1747 年阿富汗建国后，达

里语一直在重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自 19 世纪中叶，普什图语走上了发展之路，出现了大

批有影响的作家。阿富汗国王希尔·阿里·汗（Sher Ali Khan）时期（1863—1866，1868—

1879），波斯语被认为是外来语言，因此开始在政府和军事部门推广普什图语，将其用于正式

场合。20 世纪初，随着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兴起，改革和独立成为两个中心议题，关于语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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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争论凸显。拥有阿富汗“报刊之父”称号的代表人物马赫迈德·贝格·塔尔齐（Mahlmud 

Beg Tarzi）在其 1911 年创办的达里语半月刊《光明新闻》中多次发表关于语言问题的文章。

在塔尔齐看来，普什图语是在阿富汗“马赛克”民族社会中构建统一国家和统一民族的重要

一环，阿富汗应当推广普什图语，并提高其地位。他的这些想法也得以付诸实践，在哈比布

拉·汗（Habibullah Khan）时期（1901—1919），普什图语被定为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

在第二阶段，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ed Daoud）主政时（1953—1963），为构建

统一的普什图观念，推行了政府公文普什图语化运动。一些非普什图语的政府人员，在传递

达里语文件时，需先找人译为普什图语。如果接收方同样是非普什图语的使用者，又得把这

些文件再译回达里语。在多次转译过程中，难免出现讹误，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普什图语获

得了一定的发展，在电台节目和新闻媒体中的使用率大幅度提升。“十年宪政”时期（1963—

1973），语言问题再次凸显。1964 年宪法是阿富汗颁布的第一部涉及语言政策的法律，该宪法

第 3 条规定了国语和官方语言（张敏 380）。在这一时期，阿富汗将原先的波斯语更名为达里

语，以示与伊朗波斯语的区别，突出本土性。政府规定，讲达里语的公务员必须参加普什图

语业余培训课程，成绩不达标的将扣工资；普什图语是发行货币和打印银行账单的唯一用语；

具备普什图语读写能力成为出国的基本条件等。此外，政府还发起了普什图语文化运动，但

这些举措成果非常有限。

在第三阶段，人民民主党上台后（1978—1992），尤其是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执政时期（1979—1986），阿富汗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深受苏联的影响。1978 年，人民

民主党革命委员会宣布所有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将阿富汗七大民族的语言（普什图语、达里语、

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努里斯坦语、帕萨伊语和俾路支语）都设为国语（Schiffman 43-44），

普什图语成为多个官方语言之一。在此之后的纳吉布拉（Najibullah）政权沿袭了民族语言平

等政策。1987 年宪法第 98 条规定：“法庭审判使用普什图语和达里语，或者当地多数居民使

用的语言。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懂审判时使用的语言，有权通过翻译了解案件的相关材料和文件，

也有权要求法庭使用自己的母语。”政治权力的丧失导致普什图人在语言文化领域的影响衰落。

以普什图语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出版的报刊大幅下降。而此前，普什图语和达里语在公

共媒体的使用率几乎各占一半。苏联的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持续到 90 年代初期。这种

以区域、民族为基础的语言政策，突出了一个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差异性，为民族和语言的地

区分裂提供了平台，不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

在第四阶段，以普什图族为主体的塔利班统治期间（1996—2001），虽没有颁布语言政策，

但普什图语实际上是官方语言。“9·11”事件以后，塔利班政权土崩瓦解。讲达里语的反塔

联盟（即由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等民族的武装力量组成的“北方联盟”）迅速崛起，使

达里语获得了大发展，使用更为普遍，而普什图语呈现出萎缩局面。

在第五阶段，阿富汗新宪法第 1 章第 16 条规定普什图语和达里语为官方语言。同时，在

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帕夏语、努里斯坦语、俾路支语和帕米尔语主要分布地区，以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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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种语言可作为第三种官方语言，但其使用必须遵守法律。国家将制定方案发展所有语言，

在出版和大众媒介中可自由使用所有语言，但学术界和国家行政部门的专门用语保持不变。

三、阿富汗语言政策特点

（一）阿富汗语言政策不稳定，实施效果乏力

纵观阿富汗百年来的语言政策，往往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息息相关，并随着社

会、政治情况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具有不稳定性。其官方语言的规定也从推行一种官方语言

开始，到推行两种乃至多种（七个），最后演变到目前的三种官方语言。政府在宏观层面对官

方语言的地位进行了规定，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语言主体性的发展，强化国家认同，提高民族向

心力。语言不只是人与人沟通的工具，还有政治关联性，语言政策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语言

政策作为民族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调解民族关系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阿富汗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来说，如何通过语言政

策来强化国民的国家概念，增强民族意识，提高凝聚力，成为紧迫的问题。

 由于国家长期动荡、国民受教育程度低、国家意识淡薄等原因，从整体上看，历届阿富

汗语言政策的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严重滞后于地位规划，因而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无法实现政府期待的“语言统一下的多样性”。从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出，政治

社会稳定是语言政策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同时，国家的经济状况、良好的语言教育也是语

言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和语言和谐发展的社会基础。阿富汗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语

言本体和语言习得的规划力。

（二）优先发展普什图语，但受到达里语严重挑战

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1978 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建立及现在的新政府统治期间，阿富汗

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发展和推广普什图语为主。政府重视普什图语的研究和应用，基于

以下两个原因：讲普什图语的民族比例最多；它体现了主体民族普什图人的特性。总体上看，

普什图语得到有力发展，达里语受到压制。

普什图语和达里语虽同为官方语言，但达里语的使用和影响更为普遍，一直保持更高地位。

达里语是所有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共同的书面语言，能说达里语被认为是身份的象征。虽说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从杜兰尼王朝建立到现在，普什图

语基本只局限于普什图人使用。达里语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名副其实的“族际间的

交际语”。阿富汗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虽然普什图人长期处于政权的中心，主导国家政治，

但其语言和文化却不占优势，其人口也不占绝对多数，因而使用达里语的人口远多于使用普

什图语的人口。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富汗的语言政策致力于提高普什图语的地位，

强化普什图语在政府机构和教育系统中的应用，同时减弱达里语的影响，以便扭转看似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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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结构。

在阿富汗，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的象征性（身份标志作用）和实用性（交际作用）处于矛

盾对立状态，因而普什图语与达里语一直存在官方语言地位之争。直到今天，竞争仍未分结

果，没有一家可以独大。一种语言文字的地位，归根结底并不取决于法律政策所体现的决策者、

当政者的态度和感情，而取决于该语言文字能否承担起法律与政策赋予它的人际交流、信息

承载、文化传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周庆生、魏丹 2）。语言问题如同民族问题一样，它

的解决需要遵照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

四、对我国语言规划的启示与建议

中国和阿富汗两国山水相连，同为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研究阿富汗的语言

状况和语言政策，可为我国的语言规划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重视国家通用语言，促进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治国安邦的重器。通过语言规划实

施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使用共同语言对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是最

佳选择，因为使用共同语言能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加速共同心理的形成，提高人民的

凝聚力，提升国家的认同感，推动国家稳定统一。无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都

非常重视语言的统一与和谐。阿富汗政府虽然在不同政治时期推行不同的语言政策，但在建

国后大部分时间里，普什图语都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政府致力于通过语言政策的调节，来

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统一。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 70%，约

70%的人口掌握汉语拼音，95%以上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为保证国家的政令畅通和经济发

展提供了条件，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架设了沟通桥梁。2016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

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发展目标。为确保这一目标实

现，两部委于 2017 年发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强国必先强语，

强语助力强国”，“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的方针策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富裕，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国家通用语绝不是哪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母语”和各民族之间的族际共同语。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

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二）加大跨境语言研究利用，进行安全语言战略规划

阿富汗与中国共同边界为 92.45 公里，与中国存在着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吉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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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跨境语言，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了解和研究它们关乎我国与周边国家之

间的文化交流、语言管理、教育合作和情感联系。赵世举认为，跨境语言是独特的语言资源、

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政治资源，是联系邻邦的独特桥梁，维系边疆民族团结的粘合剂和

特殊的安全资源（1-11）。语言是把双刃剑，“正确对待和有效利用跨境语言，有利于增进民族

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7）。我国需要科学规划国内跨境语言，建立跨境语言资源

数据库，并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跨境语言活力，提升跨境

语言服务国家大局的能力。

语言政策不只是用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或是与本国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问题，外

语教育规划还必须紧扣国家安全这个主题，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有力武器（赵蓉晖，《安

全视域的外语规划》 16）。语言规划的得失，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首先，我国要制定

关键语言计划，储备相应的外语人才。我国外语关键语种规划中应包括世界较为热点地区且

与我国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以及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官方语种。但目

前我国与阿富汗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开设普什图语专业的高校仅 3 所，

开设达里语专业的高校仅有 1 所（北京外国语大学），而且是近年新增专业，尚无毕业生，高

校培养的语言专业人才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其次，要大力扶持语言交叉学科，加快“外语+”

复合型语言人才培养，尤其要加强有关热点地区文化知识的深度学习，形成综合一体的语言

文化和区域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最后，还应建立国家安全关键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对维护

战略语种人才储备发挥积极作用。

阿富汗是我国西部边陲的重要邻国，是彼此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基于睦邻友

好、建设“一带一路”，还是维护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阿富汗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我们应充分利用与阿富汗地缘、民族、语言联系的优势，丰富两国教育合作形式，将“语

言相通”打造成为打开“民心相通”大门的金钥匙，在此基础上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人民开展的合作与交流才会更加富有成效。阿富汗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让我们充分感受到，

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不单纯是语言选择与实践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

文化利益的重大问题。制定语言政策，筹划语言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需

要充分认识语言的多重功能，加强对我国的语言管理，重视国家通用语言的主导地位，有效

发挥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之力在促进国家认同和提高民族凝聚力中的重要调节作用，建立国

家安全语言规划，构建主体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和谐语言生态秩序。

注释［Notes］

［1］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阿富汗动态”，2019 年 3 月 13 日， af.china-embassy.org/chn/afhdt/t1653970.htm

［2］“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国别（地区）指南，阿富汗（2019 年版）”，fec.mofcom.gov.cn/article/gbdq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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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IA, The World Factbook: Afghanistan, 11 Oct. 2015, 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
geos/af.html.

［4］资料综合整理自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UP, 1980, pp. 66-74；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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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地处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东连印度，西接伊朗，南邻阿拉伯海，

北隔阿富汗“瓦罕走廊”，西北与阿富汗交界，东北与我国新疆地区毗邻，是南亚第二大国。

巴基斯坦整体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北部和西部多山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东部为印度

河平原，经济相对发达。1947 年 8 月 14 日，巴基斯坦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1956

年 3 月 23 日，巴基斯坦正式建国。

巴基斯坦是我国通向南亚、中亚、西亚，以及海湾地区的十字路口。从地缘政治角度看，

巴基斯坦是我国推行南亚和中亚政治的桥头堡；从地缘经济来看，是中国连接中亚、南亚的

能源和贸易通道。中巴两国长期以来建立了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双方始终致力于推进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

“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是从我国西部推进至欧洲、波斯湾、地中海、

印度洋等地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是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至欧洲。“中

巴经济走廊”正是打通“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两个战略的连接区、

交汇区、受益区。巴基斯坦则处于“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方向和核心范围。

巴基斯坦是我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但国内学界目前对

巴基斯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治、经济、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对于

巴基斯坦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现有研究主要有：田莎从语言状况和宏观

语言政策两个维度，概述和分析了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1-6）；满在江等从语言与民族关系

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乌尔都语被确立为国语的原因及乌尔都语与英语、乌尔都语与孟加拉语

之间的关系（16-20）；官忠明、王锐俊从语言规划的视角介绍了巴基斯坦建国后语言规划所

经历的几个阶段和由此产生的一些语言问题（60-64）；官忠明以语言问题的维度介绍了巴基

斯坦建国后乌尔都语的地位规划历程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59-62）。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研究更

多关注乌尔都语，全面梳理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状况的研究还比较少；对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

研究多集中在地位规划方面，对其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都鲜有涉及。本文以语言生态理论和

语言规划理论为基础，尝试描述和分析巴基斯坦的语言国情，以加深我国对巴基斯坦语言政

策和语言状况的了解。

一、理论基础

语言生态这个概念始于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他认为“语言所处的环境受

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影响。语言数量、人口、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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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构成社会环境；地理分布、动植物状况、气候等影响着自然环境；而人们对语言态度和对

语言的选择则是心理环境”（325）。因而语言的发展壮大或是消亡是语言使用者根据自己所处

的语言生态环境做出的相应选择。豪根提出的语言生态观点为语言规划研究添加了生态学的

视角，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去探究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变化能更好地解释其政策背后的

动因。

库帕（Robert Cooper）认为，“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包括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

三部分。语言的地位规划就是划分语言的功能（如指定国语、官方语言等），确定语言的地位，

使得它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语言本体规划则是发展语言的文字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习

得规划，其主要内容是确定教学媒介语［medium of instruction］及规划本国语言及外语的教育”

（30-31）。语言政策实际上是通过立法或者政府调节手段，对本国的语言生态（一种语言或者

多种语言）进行调节。

哈尔曼（Harald Haarmann）提出，应该在以上三个维度上增加另外一个维度，即声望维

度。他认为“语言规划发生在政府活动、机构活动、群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等四个不同的层级中，

这些层级反映不同的声望，代表不同的组织影响的效率”（103-26）。周明朗进一步提出语言秩

序的概念，他认为“语言秩序实际上就是多语秩序，即使在语言比较单一的社区或者国家也

存在着标准语和非标准语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多语秩序中，语言有不同的等级”（48）。语言

声望和语言秩序的提出，有利于学者根据语言的流行程度和中心度，来判定语言的交际价值

和语言地位。

语言生态学使语言规划理论从聚焦单一语码变量扩展到多变量参与的语言生态中来，在

研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同时考虑语言生存、发展、功能等社会生态环境因素。通过语言

生态学的视角，可以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现存语言存在的历史动因，以及语言政策制定、实施

过程中语言所处的环境，从而解决语言冲突和矛盾，构建更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

二、巴基斯坦的语言生态

（一）巴基斯坦主要民族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据世界银行 2018 年统计数据显示，巴基斯坦总人口为 2.12

亿［1］。按民族所占的人口分布来分，主要有旁遮普族、普什图族、信德族和俾路支族。

旁遮普人是第一大民族，人口约 7600 万。旁遮普人主要聚居在旁遮普平原，旁遮普省也

是巴基斯坦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旁遮普人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

计旁遮普人在高级文官中约占 80%，约占军队将领人数的 70%，所掌握的工商业资产约占全

国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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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什图人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民族，在巴基斯坦生活的普什图人约有 2600 万。巴基斯坦

国内的普什图人与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人属于同一民族。普什图人惯常以部落形式生活，在

巴阿边境的普什图人，其民族认同感强于国家认同感。

信德人是巴基斯坦的第三大民族，主要分布在信德省，巴基斯坦的原首都卡拉奇也在信

德省。信德人多从事农业，种田放牧。近年来随着卡拉奇等大城市的城市化不断推进，部分

信德人开始务工经商。

俾路支人聚居在俾路支高原，自然条件较差，经济比较落后。俾路支人也属于跨境民族，

且与普什图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二）巴基斯坦主要语言概况

巴基斯坦是个多语言的国家，目前国内主要使用乌尔都语（Urdu）、旁遮普语（Punjabi）、

普什图语（Pashto）、信德语（Sindhi）、俾路支语（Balochi）和英语；此外还有超过 59 种少

数民族语言。

1.巴基斯坦国家语言：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乌尔都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乌尔

都语共有 54 个音素，其中元音 12 个，辅音 42 个，采用波斯语体阿拉伯语字母书写。同一字

母在单词的前、中、后位置都用不同的书写形式。动词的时、体、态在不同语境中也都发生变化，

名词和部分形容词也有性和数的变化。

乌尔都语最早起源于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军队，“乌尔都”本意为军队，它是北印度德里方

言的一种，后来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乌尔都语逐渐吸收了波斯语、阿拉伯语的发音和词汇，

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词汇系统。如今的乌尔都语中约有 40%的词汇来源

于波斯语，20%来自于阿拉伯语，约有 15%的词汇来源于英语。它在经历了德干时期、德里时期、

勒可瑙时期、拉合尔时期后发展成为南亚次大陆一种重要的语言。乌尔都语的诗歌尤其丰富，

因此乌尔都语也成为了“诗的语言”。

然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乌尔都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英国出于分而治之的理念，将当

时的“印度斯坦语”划分为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划分的依据则是乌尔都语更多使用波斯语和

阿拉伯语词汇，而印地语更多地使用梵语词汇。印巴分治之前，印度穆斯林认为乌尔都语能

代表他们共同的身份，将其视为连结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之间的纽带，而印地语则代表着印

度教徒。随着两个教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乌尔都语和现代印地语逐渐成为了现在的两种

语言。

1947 年英国实行印巴分治以后，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成立了巴基斯坦。因此，虽

然巴基斯坦只有不到 8%的人以乌尔都语为母语，但是乌尔都语却被认为是能够唤起巴基斯坦

民族意识、象征民族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本土语言，被确定为国家语言。一方面，乌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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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作为国家语言有其历史原因，另一方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也通过不断立法，强调乌尔都语的

国语地位。

2.巴基斯坦官方语言：英语

英语随着英帝国对南亚次大陆的入侵，被强加于南亚次大陆。1861 年，英国统治者在南

亚次大陆推行新的法典，采用英国的诉讼程序和司法基本原则，并以英语作为法庭语言和官

方语言。“因此，全印度的政府公职人员为了工作，不得不学习英语。而随着这个政策带来的

改变是英语学习不但为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手段，而且使他们更加接近统治者”（刘成琼 72）。

正如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说：“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

乎总是追随着权力。”（7）以巴基斯坦国的创建者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为首的巴基斯

坦知识精英，一方面认同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对南亚次大陆的重要作用，不断强化乌尔都语

的国语身份，以更好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放弃西方社会在巴基斯

坦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传承，他们比普通穆斯林民众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先

进性。英语作为西方社会在巴基斯坦的文化缩影，已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工具，更是一种文

化认同和权力身份的象征。巴基斯坦建国之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大力推行乌尔都语。但

是由于历史和科技的原因，英语作为权力语言的这一现象并没有减弱，巴基斯坦大量私立学

校的出现，精英阶层对英语的纯熟掌握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在显性层面上，语言地

位受制于不同执政党的政治考量，乌尔都语和英语的地位之争此消彼长，但是在隐性层面上，

英语始终是精英阶层象征这一点从未改变。

3.巴基斯坦主体民族语言

旁遮普语是旁遮普人的母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与乌尔都语相似。

旁遮普语有 35 个字母。由于旁遮普人宗教信仰的差异，所以不同教徒分别采用不用字母进行

书写，故而旁遮普语有天城体、师成体和波斯体 3 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旁遮普语是旁遮普省

主要族际交流语言，广播电视均有旁遮普语节目，拉合尔还设有旁遮普语学会，致力于旁遮

普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研究。

信德语是信德人的母语，主要通行于信德省、俾路支省东部和印度古吉拉特邦。信德语

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印度语支。信德语有 54 个字母，其语音系统复杂，受阿拉伯语影响

强烈，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语使用波斯体阿拉伯语字母书写。信德语在信德省的地位也

很高，是该省的官方语言之一。

普什图语是普什图人的母语，在巴基斯坦主要流行于开普省、俾路支省和联邦直辖部落

区。普什图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普什图语的语法与梵语相似，词汇中大量

吸收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地语词汇，其中波斯语词汇最多。普什图语有 40 个字母，

其中 8 个为纯普什图词汇，剩余为阿拉伯语字母和波斯语字母。在开普省，普什图语和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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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语并用，中小学一般使用普什图语授课，省内出版大量普什图语书籍、报纸和杂志。

俾路支语是大部分俾路支人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是波斯

语的一种方言，采用波斯语字母书写。俾路支语在俾路支省政府的支持下，也作为该省的中

小学教学语言使用（孔亮 137-39）。

三、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

（一）巴基斯坦的语言地位规划

巴基斯坦自建国以来，语言政策一直受到历届政府的权力影响，语言政策缺乏连贯性和

一致性。真纳在 1948 年的达卡会议上宣布乌尔都语为巴基斯坦的唯一国语。他指出：“巴基斯

坦的国语只能是乌尔都语而非其他语言，任何试图误导巴国人民（否认乌尔都国语地位）的

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150）而 1956 年政府又接受东巴基斯坦的要求，将孟加拉语也确立

为巴基斯坦的国语，不再强调乌尔都语作为国语的唯一性（官忠明、王锐俊 60-64）。1956 年

的宪法规定，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分别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英语是官方

语言。

1971 年孟加拉国独立之后，巴基斯坦于 1973 年颁布宪法明确了乌尔都语为国家语言，英

语为官方语言。1973 年宪法第 251 条规定：（1）巴基斯坦的国家语言为乌尔都语，在 15 年内

乌尔都语将成为官方语言并用于其他领域；（2）根据第一条，在乌尔都语取代英语之前，英语

仍作为官方语言；（3）在不轻视国家语言乌尔都语的前提下，为了促进本省语言的使用，省级

议会可自行确定本省的教学语言。

2015 年 9 月 9 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发布命令，要求政府部门将乌尔都语确定为国家官方

语言，全面取代英语的地位。最高法院要求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及 4 个省份不可做不必要的拖延，

要计划在 3 个月内完成“官方语言转换”工作。最高法院方面同时表示，“巴基斯坦国民不应

该因为不懂英语错失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机会”。

（二）巴基斯坦语言的本体规划

乌尔都语的地位规划，实际上始于英国殖民时期。1813 年第一本乌尔都语的海军术语词

典问世。19 世纪 40 年代，用乌尔都语教学的德里学院新创了很多表达科技思想的乌尔都语词

汇。建国以后，为了支持和发展作为国语的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在 1952 年成立语言委员会资

助乌尔都语研究，并组织翻译、出版了大量书籍，同时还根据英语创新乌尔都语科技新词语，

出版乌尔都语词语手册等。1973 年宪法颁布之后，特别是穆罕穆德·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主政之后，利用宗教和语言统一思想，努力提高乌尔都语的地位。1979 年成立的

国家语言局，进一步促进了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的使用，将英语中有关科学和法律的词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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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乌尔都语中，促进新的乌尔都语词汇的产生。在现代乌尔都语中，很多科技名词都是从

英语直接转写而来，字母采用乌尔都语字母，而发音基本和英语一致，以此来推动本土语言

在科技中的应用。

在语言的现代化方面，由于乌尔都语字母在单词的拼写中需要根据字母在词首、词中和

词尾的具体位置变化书写形式，且字母高度不一，这些给乌尔都语输入法带来了巨大困难，

制约了计算机本土语言化的普及。1980 年，科技大学率先发明了乌尔都语输入法，并将其应

用于报纸排版中。1995 年，国家语言局采用了巴基斯坦数据管理服务商（PDMS）研发的计

算机输入法系统。1998 年，计算机中的乌尔都语编码系统标准化。2002 年，计算机可以辅助

乌尔都语和英语进行相互翻译。随后巴基斯坦政府网站中乌尔都语网页也正式上线。巴基斯

坦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措施推动了乌尔都语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乌尔都语与国际先进技术

接轨。 

（三）巴基斯坦的语言教育政策

巴基斯坦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不同教育领域的侧重点不同。按教学语言的不同，巴基斯坦

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乌尔都语学校、英语学校和宗教学校。

巴基斯坦的公立学校大多数采用乌尔都语作为教学语言，英语只是一门课程。公立学校

虽然由国家出资，但是由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仍需缴纳学费和课本费。即便如此，公立学

校的教学师资和教学水平都难以保证，因此学生多来自中下阶层。

在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鼓励私人办学。私人学校教学条件设备优良，师资

优秀，学费昂贵，学生大多数来自中上阶层。这类私立学校采用西式教学，引进国外课文，

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而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独立于政府，由宗教组织或私人管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

尔都语是其主要的教学语言，学生免费入学，甚至还无偿提供课本、食物、住宿、衣物，有

些还提供免费医疗。因此宗教学校对贫困的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学生主要来源于巴

基斯坦的社会下层，一定程度上是穷人的学校。

在巴基斯坦这三类学校的教学语言明显不同，这也导致了这三种教育所带来的实际利益

不平等。

（四）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秩序

周明朗指出“在合理的、稳定的多语秩序中，每个等级的语言都有自己的位置，各种不

同等级的语言各有所责，各司其职”（48）。根据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的流行度和中心度可以看

出，巴基斯坦的高阶语言为英语和乌尔都语，中阶为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和俾路支

语这些主体民族语言；低阶语言为其他的 59 个少数民族语言。如表 1 所示，这几种主要语言

的声望呈现由大到小，逐渐变弱的趋势。虽然乌尔都语贵为国语，但英语作为精英阶层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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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望最高；乌尔都语作为国家认同的象征，是国内的通用语言；旁遮普人、信德人、普什图

人和俾路支人在各自省内和族群内都广泛使用着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族际交流；其他 59 个少

数民族语言由于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语言活力指数较低，声望值排在最后。

表 1 巴基斯坦主要语言及其作用

语种 作用 声望趋势

英语 国际通用语、精英阶层的象征

乌尔都语 国语，国家认同的象征

旁遮普语、普什图语、信德语、俾路支语 主要的民族语言，民族身份象征，族际交流工具

其他 59 个少数民族语言 少数族群的交流工具

四、巴基斯坦语言政策的特点

（一）通过语言认同来增进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国家凝聚力

从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的地位、本体和习得规划上都不难看出，在宏观层面上，巴基斯

坦的语言政策一直都在强化乌尔都语国语的地位。政府通过立法来确定乌尔都语至高无上的

国语地位；通过推进乌尔都语词汇的科技化和计算机化进程来推动乌尔都语和国际语言接轨；

在公立学校明确将乌尔都语作为教学语言；巴基斯坦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战斗报》、《时代之

声报》和巴基斯坦电视有限公司的节目都使用乌尔都语作为媒体语言。这些举措都促进了乌

尔都语的发展。乌尔都语虽然只是少数人的母语，但由于国家层面的不断支持，其国语地位

被牢牢地确定下来。在与英语的博弈中，虽然巴基斯坦历届政府的态度左右摇摆，但是乌尔

都语相对于国内其他民族语言，其地位在建国以后得到不断加强，成为巴基斯坦国内最具权

威的通用语言。 

这也反映了巴基斯坦的语言意识形态：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乌尔

都语地位的不断强化，有利于培养巴基斯坦国民共同体意识，通过语言增进民众对巴基斯坦

的国家认同，同时也可以弥合宗教、地区和族群矛盾带来的分歧，促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

（二）英语在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巴基斯坦的语言政策重视英语，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之一，独立

后的巴基斯坦仍然将英语作为其行政语言，用于政府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政府人士、国内

事务、法院，以及国家的领导阶层都通过英语来处理公务（满在江等 16-20）。虽然历届政府

都非常重视乌尔都语的发展和推广，以维护联邦政权和国家团结，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但

是在这些显性的语言政策之外，英语的语言地位却未被削弱。在巴基斯坦社会中，英语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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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地位、财富联系在一起。精英阶层表面上制定和推广乌尔都语，树立国语的地位，

但是暗地里却抵制乌尔都语。“很多精英阶层甚至乌尔都语团体的领导者都倾向于将自己的孩

子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英语）学校就读”（官忠明、王锐俊 64）。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英语作为全球语言地位的上升及巴基斯坦公立教育的不如人意，很多中产阶级甚至并不富裕

的家庭的父母们，也竭尽全力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就读。巴基斯坦民众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

强化了英语的地位，以期后代有更好的工作前景。

五、启示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国界相连，睦邻友好。两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

在对巴基斯坦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笔者也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为我国

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更多的语言助力。

（一）通过语言认同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作为南亚的重要国家，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不断提升乌尔都语的国语地位。通过乌尔都语

的普及和教育促进和增加巴基斯坦国内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个多民

族、多语言的国家在民族统一、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分歧和冲突，增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

和联系，通过语言这个纽带，打造巴基斯坦民众的国民意识。

目前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尚未完全普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农村普通话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国有些较为偏僻的民族地区，如新疆南疆地区，还存在

着只能用本民族语言交流，不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现象。这一现象有可能被极少数民族分

裂分子利用，打着所谓“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旗号，刻意强调和夸大本民族

语言的地位，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因此，我国要不断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通

过语言认同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二）培养多语种外语人才，对接“一带一路”发展

加大对巴基斯坦语言生态的研究，培养多语言人才，对接“一带一路”发展，实现“语

言铺路”“语言搭桥”。通过梳理巴基斯坦国内语言状况，不难看出该国语言生态丰富，语种

多样。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国家，中巴经济走廊更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因而对巴基斯坦的语言人才储备，除了其国家语言乌尔都语外，还应储备普什图语、俾路支

语和旁遮普语等这些族际交流语言人才，这样才能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中达到“民心相通”

的目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增强语言文字服务能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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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工作更加适宜实施国家重大战略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并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语

言学习和实用的需求”。因而，国内语言学界应加强对巴语言状况、文化状况的研究及语言人

才的培养工作。要积极培养既了解中国国情又熟悉巴基斯坦文化的高端复合型语言人才，为“一

带一路”倡议做好语言人才的储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投资不断加大，中方人员在与巴

基斯坦员工的交流中，出现明显“水土不服”，主要表现在语言不畅和文化不通融方面，这些

都对语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时期的新要求。目前我国开设乌尔都语专业的院校不足 10 所，

每年的毕业人数不足百人，且不是每年连续招生；除了我军有为数不多的通晓普什图语、旁

遮普语和俾路支语等语言的人才以外，全国通晓上述语种的人才凤毛麟角，难以适应新时期

语言人才的需求。

针对上述情况，首先应在教材更新上加大力度，加快教材开发的速度，以适应现代社会

的发展；其次更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针对有需求的企业研发不同层次的语

言课程和文化课程，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再次重视师资的培养，采取“走出去、

引进来”的办法，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以保障教学质量的稳定。

（三）增加领域语言研究，提高语言产业服务能力

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不断推进，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领

域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入，如连接中巴两国的喀喇昆仑公路的升级改造工作、投资超过 20 亿

美元的塔尔煤电项目、中国三峡公司与巴旁遮普省签署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中国水电顾问

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大沃风电项目、中国特变电工投资建设的真纳太阳能发电

站项目，等等。

但是由于对巴基斯坦各省地方政府法律政策的不了解，对巴国语言文化背景的知识掌握

不足，在不同地区的建设项目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沟通障碍，导致项目受阻。语言学界应加大

力气开展针对巴基斯坦不同经济领域的语言服务工作。我国学者沈骑提出在“一带一路”发

展中应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语言文化培训、语言智力支持和语言研究助力三个方面服务，

在跨文化语言培训、不同领域的语言培训、语言咨询和语言翻译等方面来扫除语言、文化障

碍（42）。

虽然中巴两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国情不同，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也各不相同，但“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巴基斯坦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的梳理可以为我国处理好语言国情、制

定语言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巴基斯坦与我国的人

员往来和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全面细致地了解巴基斯坦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有助于促进

两国互联互通和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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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data. worldbank. org.cn/country/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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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习得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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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比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更有利于英语语法

教学。本文基于互动假设，采用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习得影响进行了

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使用不同的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时，初中生对英语一般过去时感知效果不同，

后测结果差异明显。后测中的写作产出结果显示，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一般过去时产

出能力的影响优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尽管即时后测的结果表明内隐和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

学效果无明显差异，但是延时后测结果显示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优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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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4 年教育部确定英语为中学第一外语以来，英语课堂教学方法发生了许多变化，英

语语法课堂教学方式也因此产生诸多转变。概言之，先后出现了 3 种主要的英语语法课堂教

学方法：PPP法（Present-Practice-Produce Instruction）、过程法（Processing Instruction）和形式

聚焦法（Focus on Form Instruction, FoFI）。

PPP法易操控、易评价，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英语语法课堂教学方法 [1]，其理论基础是信息

加工理论 [2] 和技能学习理论 [3]。前者认为语言学习就是加工输入的文本，然后进行理解和产出；

后者认为技能学习就是将有关规则和系统的显性知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运用规则和系统

的技能（程序性知识）（Anderson 369-406）。此教学法中，教师首先向学生讲解某个语法知识

点，随后针对该语法知识点要求学生做口头和笔头操练，最后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交际活动机

会，并要求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尽量使用该语法知识点，提升使用的自动性和准确性（DeKeyser，

“Beyond Explicit Rule” 195-211；Doughty and Williams 49；Norris and Ortega，“Effectiveness” 

500；Sheen 226；Larsen-Freeman，“On Dynamism” 51-63）。现在对该教学法的批评，主要来自

学者们对“惰性知识问题”的认识，即学生们明白了语法规则，但在实际交际中却不能自动

地使用这些规则（Ellis，“The Structural Syllabus” 91-113；Larsen-Freeman，Teaching Language  

100-104；DeKeyser，“Introduction” 1-18；Tomlinson 1-31）。

过程法旨在帮助外语学习者克服“很难同时自动地兼顾意义和形式”的问题（VanPatten，

“Attending” 287-301），改变阻碍外语学习者准确理解输入文本的加工策略，帮助他们建立良

好的输入文本理解加工策略。该法包含 3 个关键要素：1）提供特定目标语法形式清晰易懂的

信息；2）明白易懂地讲解实施某种加工策略会导致学习者错误地理解输入文本；3）使用结构

性输入活动（VanPatten，“Attending” 287-301；Input Processing and Grammar Instruction  67-70；

“Input Processing in Second” 5-32；“Input Processing in Adult Second” 115-35；Ellis and Shintani 

121-23）。过程法对一些概念的属性特征界定比较模糊，如对输入文本的“意义”（meaning）

或是“有意义”（meaningful）、输入文本加工、输入文本的句法分析递增等概念缺乏清晰界定

（Carroll，“Putting ‘Input’ in Its Proper Place” 337-88；Input and Evidence  1-36，65-118，260-

73；“Some Comments” 297-314；DeKeyser et al. 805-23；Harrington，“Second Language” 91-

124；“Commentary” 81-94），使得该方法在教学中较难操作，变量较难控制，评价不易，不如

PPP法运用广泛。

形式聚焦法以交际教学法为基础，重视处理输入文本意义，比过程法更系统地关注语言

形式，不会干扰学习内容，因此能够加快外语学习者的习得进程，提升其最终的外语习得水

平（Long，“A Design Feature” 45-47）。典型的形式聚焦法包括：输入强化法，即通过视觉强

化（如彩色文字、下划线、黑体字等）、听觉强化（如口头重复等）等具体形式实现（Sharwood 

165-79；Wong 109-32）；针对性的大量输入（Input Flooding），即大量输入包含某一特定语法

形式的语篇（Mackey and Gass 173）；可理解输出，即迫使学习者从语义加工过程推进到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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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过程，产出可理解的语篇，习得者在此过程中，会注意到自己原先不知道的或一知半解

的语言形式特征，甚至发现自己的错误（Swain，“Communicative” 235-53，“Three Functions” 

129；White 85-113；Long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184-88；Swain and Lapkin 99-118；

Shehadeh 155-71；Toth 319-95；Long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373-94；de Graaff and Housen 

737；Shintani 36-62；Ellis and Shintani 17-20）。

国内外对于形式聚焦法的研究偏重理论延展，实证研究大多着眼于形式聚焦法与全形式

法（Focus on Forms Instruction, FoFs）对比。例如，洪炜、王丽婧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显示，

全形式法中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效果更显著（264-75）。另一些研究关注外显形式聚焦法，

发现显性教学方式比隐性教学方式更适合于我国的二语教学（李清平 399-407；李菲、孙云梅 

447-58，481），任务前形式聚焦法好于任务后形式聚焦法（徐锦芬、李昶颖，《任务前后语言形式》 

74-80）。本文基于互动假设，探讨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习得的影响。

一、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及其应用研究

（一）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的基本概念

罗昂（M. Long）和鲁滨逊（P. Robinson）首先区分了全形式法（FoFsI）、意义聚焦法

（focus on meaning Instruction, FoMI）、形式聚焦法（FoFI）在教学中的不同（15-23）；形式

聚焦法由互动假设驱动，兼顾形式与意义，在英语语法课堂教学中方兴未艾。互动假设认为，

二语习得过程既不能单纯用语言先天论，也不能纯粹用环境论进行解释。环境对习得的贡献

在于，通过选择性关注和发展二语加工能力，使得二语学习者进行调整，并且该调整在意义

构建过程中，虽非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Long, “Input, Interaction” 259-78；“The Role” 

414；Mitchell 679）。由于“形式聚焦”这个术语的理解和应用可以有多种方式，形式聚焦法

被进一步分为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Pre-emptive FoFI，或Planned FoFI）和反应形式聚焦教学

法（Reactive FoFI，Incidental FoFI）两个大类，前者是预先选择相关内容进行聚焦，后者则

需要教学者密切关注习得者在习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及时解决。在此基础上，依据显性或

隐性教学方式，可以进一步分为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外显

反应形式聚焦教学法和内隐反应形式聚焦教学法 4 个小类（Doughty and Williams 198；Ellis，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ing  271-306）。

（二）相关实证研究回顾

近年来，各种聚焦形式的教学法成为了外语习得研究者和外语教师的研究热点。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一些研究试图通过检验基于产出和输入的语法教学有效性，来验证



147陈敏哲  侯芳  钟峰婷  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习得影响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二语习得的技能培养和输入处理模型的理论主张，一部分研究则探讨纠错问题。这一时期，

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研究理解性问卷调查（Ellis，Form Focused  2）。

诺瑞斯（J. M. Norris）和奥尔特加（L. Ortega）（“Effectiveness” 417-528）对 1980—1989

年间学者们应用形式教学法进行语法教学的 49 项实验和准实验结果进行梳理，发现外显教学

比内隐教学更有效，但形式聚焦法与全形式法的教学效果差异甚微。该研究还发现，在后续

课堂教学实验中，显性形式教学占据主导地位，多数实验只聚焦外显教学，不注重对内隐教

学效果的进一步探究。

埃利斯（Rod Ellis）等学者深入研究了不同形式聚焦教学中反馈的作用［4］，他们认为反

应形式聚焦法包含外显性和内隐性两种纠正性反馈。重构（recast）是内隐性反馈的常见方式，

其缺点是干扰性较大，易分散习得者注意力，损害语言交际的流畅性；外显性反馈具有多种

实施方式，能够引导习得者注意正确的语言形式，不过却易将交际活动转化为语言获取活动。

总体而言，相对学习者外显知识，纠正性反馈对学习者内隐知识影响更大。前摄形式聚焦教

学过程中，通常通过学生向教师提问，引发教学反馈。提问虽然能弥补学生语言知识不足，

但却易削弱交际活动，并且提问学生的知识缺陷并不能代表全班学生都有类似的知识缺陷，

因此其他学生可能从教师反馈中获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也有学者通过实验证明，运用前

摄形式聚焦法，习得者的外语产出能力更好 [5]；还有一些学者集中研究了形式聚焦教学法对成

人学习者的外语语法判断能力、口语模仿能力、元语言测试等方面的影响 [6]。

国内形式聚焦法教学研究前期集中在理论综述，如俞洪亮和林梅等人梳理相关理论、定

义，探讨形式聚焦法教学的形式、特点及局限，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 [7]。刘逸峰从哲学视角

阐释胡塞尔（E. Husserl）将前摄视为时间意识意向性，指出滞留的意向性从根本上来说仍然

是对过去的前摄意向性保持，为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提供心理及理论支撑（24-30）。后期相关实

证研究或注重任务后语言形式聚焦，如李茜研究任务类型及任务频次对产出的影响（42-48）；

或侧重任务形式聚焦教学，如徐锦芬、李昶颖对任务前后差异的对比（《任务前后语言形式》 

74-80）；或偏重显性教学，如李菲、孙云梅关于虚拟语气习得的研究（447-58，481）。研究

受试集中度较高，除少部分为教师群体（曹丽梦、朱勇 18-27；徐锦芬、李昶颖，《初中英语

教师》 12-18）之外，其它大部分实验集中在大学生群体（Gao 46-48）或成人学生为主体（周

殿军 126-29）。

此外，国内将形式聚焦教学法较少应用于语法教学，研究项目仅涉及词汇、语用和口语

教学（陈中毅 22-28），缺乏对中学生的外语习得研究，尤其是以初中生的英语语法教学情况

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运用高级检索方式，

查找我国学者近 20 年来研究形式聚焦发表的论文 [8]，共获得满足条件的论文 43 篇，其中发

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仅为 9 篇，没有 1 篇以中学英语教学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针对中学生英语学习的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效果，国内外的专项实验研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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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学习者产出能力和感知效果差异的更少。因此，本研究以八年级学生英语一般过去时习

得为研究对象，尝试回答以下 3 个问题：（1）外显和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Explicit / Implicit 

Pre-emptive FoF Instructions，EPFoFI / IPFoFI）对初中生习得英语一般过去时的感知效果产生

了什么影响？（2）两种形式聚焦教学下初中生习得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有何不同？（3）

两种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习得英语一般过去时存在哪种时效差异？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国内某中学八年级学生进行实验，这些受试来自两个平行班，A班 52 名学生，

B班 53 名学生，共计 105 名受试参与该项实验。受试均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具备一

定的英语知识和能力。两班由同一位英语教师上课，采用相同的英语教材，两个平行班分别

作为外显组（EPFoFI G）和内隐组（IPFoFI G）。整个实验周期中，其英语课程分别采用外显

前摄形式聚焦法（EPFoFI）和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IPFoFI）。英语前测成绩表明，两组受试

间英语水平差异不显著（p=0.838>0.05）。

实验前，根据初中生学习特点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版）对英语语法项目的

要求，认真筛选研究项目。我们发现，尽管八年级学生小学时就学习过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

但是因汉语（母语）缺乏与英语（目的语）对应的时态屈折标记，学生缺乏对英语动词一般

过去时的感知能力，造成理解错误；在语言产出过程中，母语负迁移现象频繁出现，一方面

忽略英语过去时屈折标记，另一方面则过分依赖过去时间状语的存现，语言产出的准确性大

打折扣。

本实验持续 8 周，每周 3 次，每次 15 分钟，学习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在参加实验前、

8 周实验后，受试各参加 1 次测试，并在实验结束 3 周后，进行 1 次延时测试。3 份测试卷测

试项目相同，均包含 20 道单项选择、15 道填空和 1 道写作题。为让受试不易揣度测试目标，

每套试卷均设计 5 道单项选择题和 5 道填空题作为干扰项。单项选择题主要针对学生一般过

去时的感知能力，在 20 道单项选择题和 15 道填空题中，15 道题有明确的时间状语，20 道题

无明确时间状语，目的是考察受试对一般过去时标记存现的依赖程度。填空题和写作题考测

受试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为让相关项评判一致，这 2 部分均由同一位教师评阅。测试时

长每次 60 分钟，总分为 50 分。

数据分析阶段，我们将前后测中包含时间状语的试题单列出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写

作成绩以 15 分计，进行四表格卡方检验，总成绩以 50 分计，也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上相

关分析由Spss 25.0 和Excel 2016 进行，数据由软件直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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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与讨论

（一）习得者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差异

实证研究中，习得者自身感知能力是影响习得的重要因子之一。在充分考虑受试英语理

解能力的基础上，依据试题中有无时间状语，对相关测试题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探

究习得者对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外显组和内隐组一般过去时感知能力测试结果的独立样本T检验

类型

外显组
(n=52)

内隐组
(n=53)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双尾）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双尾）

前测
1 .6206 .17775

.000

.5285 .13861

.0102 .3952 .12920 .4557 .14665

后测
1 .8804 .09206

.014

.8892 .10196

.1192 .8548 .08980 .8528 .13460

表 1中，均值为百分比，即测试中所包含时间状语的选择题和填空题的得分比例。表 1显示，

外显组和内隐组在前测 1（含时间状语的试题）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62.06%、52.85%，在前测

2（不含时间状语的试题）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39.52%、45.57%；在后测 1（含时间状语的试

题）的得分比例分别为 88.04%、88.92%，在后测 2（不含时间状语的试题）的得分比例分别

为 85.48%、85.28%。外显组实验前P=.000<.050，证明有无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

影响差异显著；外显组实验后P=.014<.050，数据显示：实验后有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

去时的影响依然显著，然而实验后，受试对无时间状语的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却有了极大

的提升。内隐组实验前P=.010<.050，证明有无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能力有显著

影响；实验后P=.119>.050，表明有无时间状语对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能力不存在显著影响。

上述数据显示，无论试题中有无时间状语，两组受试在实验后，对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都

提高了。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后，无时间状语的试题得分均值，外显组高于内隐组（.8548>.8528），

而实验前内隐组高于外显组（.4557>.3952）；实验前，有时间状语的试题得分均值，外显组高

于内隐组（.6206>.5285），而实验后内隐组高于外显组（.8892>.8804）。据此我们认为，此次

实验后，无论有无时间状语，所有受试感知一般过去时的能力都有显著提高。其中，有时间

状语时，内隐组感知能力上升更显著；无时间状语时，外显组的感知能力提高更显著。这也

许是因为前摄概念涵盖了时间意识的意向性（刘逸峰 24-30），使得无论哪种前摄形式聚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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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有利于提高受试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感知能力，增进了受试对该项目的理解。同时，

两组受试对有无时间状语感知能力的差异，也体现出前摄概念下，各自时间意识意向性的不同，

难分伯仲。

（二）习得者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差异

为研究习得者一般过去时产出能力实验前后的变化，我们将写作试题得分单独列出，进

行卡方检验，具体比较结果见表 2。

表 2 外显组和内隐组产出能力前、后测结果卡方检验

时间 组别 正确产出 错误产出 总产出

前测

外显组
内隐组
总数

230 282 512

249 289 538

479 571 1050

       显著性=0.658                   X2=0.196

后测

外显组
内隐组
总数

440 111 551

480 85 565

920 196 1116

       显著性=0.025                   X2=5.013

表 2 显示，前测中外显组正确产出数 230，错误产出数 282，错误产出高于正确产出；内

隐组正确产出数 249，错误产出数 289，错误产出大于正确产出。两组卡方检验P=0.658>0.05，

说明实验前，两组受试产出能力差异性不显著。后测显示，内隐组正确产出数 480，错误产

出数 85，正确产出数大幅超过错误产出数；外显组正确产出数 440，错误产出数 111，正确

产出数也大幅超过错误产出数。两组产出数据对比，内隐组的正确产出数高于外显组，而错

误产出数低于外显组。这表明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习得者产出能力有良好的影响。最后

P=0.025<0.05，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

上表显示，内隐形式教学组受试产出效果高于外显形式教学组。本组数据对比与诺瑞斯

和奥尔特加（“Effectiveness” 417-528）的研究结论相悖，即外显形式教学优于内隐形式教学。

可能的解读是，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强调输入，且过程中未干预习得者的自我习得过程，

让受试有更多时间，根据不同的语境和语义表达需要，主动注意到动词一般过去时的形态变化，

从而摆脱对时间状语存现的依赖。在此过程中，习得者逐渐学会将一般过去时的形式与其意义、

功能结合起来，形成对语言形式的准确理解。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教学中，尽管输出有利于习

得者注意并反思语言形式，进而利于特定目标的综合加工（李清平 399-407），但是若受试口

语反馈积极，教学者容易忽视受试对教学内容的真实习得程度，从而导致产出能力差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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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没有研究任务类型和任务频次对习得者一般过去时产出构成的影响。

此外，产出与理解练习的相对有效性既取决于问题结构的形态句法复杂性，也取决于练

习与测试之间的时延长度；输入练习有利于综合技能的发展，输出练习有利于产出技能的发

展（DeKeyser and Sokalski 82）。本研究表明，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输入较多，受试的综合

能力提升，产出技能也相应提高，从而产生了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受试的差异。

（三）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教学效果的对比

为更好理解实验后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对受试习得一般过去时的整体影响，我们对外显、

内隐组的三次测试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总体样本的描述性数据如表 3 所示 :

表 3 外显组和内隐组一般过去时习得总分描述性数据统计结果

时间 组别 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前测
外显组 52 17.211 4.55613 .63182

内隐组 53 17.0377 4.14154 .56888

即时后测
外显组 52 30.3654 2.79375 .38742

内隐组 53 30.3962 3.83977 .52743

延时后测
外显组 52 27.3077 4.33200 .60074

内隐组 53 28,8302 3.0111 .41361

整体而言，受试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在实验后明显呈上升趋势。与即时后测结果相比，

延时后测结果显示受试一般过去时掌握程度变化幅度不大，但两项测试的结果与前测结果相

比均有大幅提升。

实验前，外显组前测均值为 17.211，标准差 4.55613；即时后测中，均值为 30.3654，增

长了 13.1544；延时后测中，均值为 27.3077，较前测增加了 10.0967，相较即时后测下降了

3.0577。这说明外显组实验后，受试对一般过去时的习得水平有所提高，且延时后测持续增长。

外显组标准差从 4.55613、2.79375 到 4.33200，这表明习得者的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整体提升，

但其内部离散程度未发生明显变化。

实验前，内隐组前测均值为 17.0377，标准差 4.14154；即时后测中，均值为 30.3962，上

升了 13.3585；延时后测均值为 28.8302，较前测增加了 11.7925，相较即时后测下降了 1.566。

这表明实验后，内隐组的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有明显提高，且延时后测持续增长。内隐组标

准差从 4.14154、3.83977 到 3.0111，说明习得者的一般过去时习得水平在整体提升情况下，

习得者内部离散程度也未发生显著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内隐组和外显组实验前测均值差别细微，且内隐组均值略低于外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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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是即时后测还是延时后测，内隐组成绩均值均略高于外显组。为进一步说明其中

差异，我们对此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 4），分析两组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 4 外显组和内隐组一般过去时习得总分独立样本T检验

方差方程的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检验

F Sig. t df Sig.(双侧 )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前测
假设方差齐性 .024 .878 .204 103 .838 .17380 .84942

假设方差不齐性 .205 107.673 .838 .17380 .85019

即时
假设方差齐性

假设方差不齐性
5.628 .020

-.047
-.047

103
95.041

.963

.963
-.03084
.03084

.65637

.65443

延时
假设方差齐性

假设方差不齐性
5.928 .017

-2.094
-2.087

103
90.800

.039

.040
-1.52250
-1.52250

.62692

.72936

表 4 显示，外显组和内隐组前测 t=.204，取方差齐性P值，其 sig.=.838，显示两组水平无差异。

即时后测中 t=-.047，应取方差不齐性P值，sig.=.963，体现两组水平在实验后差异不显著。不过，

即时后测中内隐组均值略高于外显组，且延时后测中 t=-2.094，取值 sig.=.040，两组存显著性

差异。与此同时，外显组在延时后测中，比内隐组下降幅度大，内隐组延时测试均值高于外显组。

这个研究结果与一些学者所持的“显性教学比隐性教学更有效”观点不一致（Norris and 

Ortega，“Type of Instruction” 157；席加蕾 147-48），但与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如周殿军相近，

他认为隐性教学在学生的成绩均衡方面要优于显性教学（126-29）。陈中毅则认为只有极端隐

性的FoFI具有长期效果（22-28）。由此看来，显性教学方法与隐形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问题，

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实验来验证。但是我们推测，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教学中受试习得一般过

去时的延续性高，这可能源于学习任务聚焦性强，并能引发习得者关注，因而易被习得者吸

收掌握。同时学习过程中，附加了适当教学诱导及反馈，习得者内驱动能更高，习得结果也

更好。

本研究采用两种前摄形式聚焦法进行教学实验，实验对象为八年级学生（初中二年级），

教学内容为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和外显前摄形

式聚焦教学实验后即时测试结果无明显差异，但是延时后测结果却显示二者差异明显。内隐

前摄形式聚焦法对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教学效果优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研究结果还显

示，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教学法对受试英语动词一般过去时的产出能力和感知能力方面效果更

好。另外，当语境中有时间状语时，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的教学效果好于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

当语境中无时间状语时，则外显前摄形式聚焦法的教学效果优于内隐前摄形式聚焦法。此外，



153陈敏哲  侯芳  钟峰婷  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对初中生英语一般过去时的习得影响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教学过程中激发习得者内驱力，保持其学习兴趣，都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关切。本研究尚存一

些不足，比如样本量过小，只有两组，共计 105 人。一些影响因子未作考量，如受试性别、

学习基础、测试方式等。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实验还可采取三组研究，同时增添不同测试方式，

并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方能使前摄形式聚焦教学实证研究更深入。

注释［Notes］

［1］参见M. Celce-Murcia and S. Hilles, Techniques and Resources in Teaching Grammar. Oxford UP, 1988, pp. 27-37; P. 
Ur, Grammar Practice Activities: A Practical Guide for Teachers. Cambridge UP, 1988; P. Skeha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UP, 1998.

［2］参见R. Atkinson and R. Shiffrin, “Human Memory: A Proposed System and Its Control Processe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2) , edited by K. Spence and J. Spence, Academic, 1968, 
pp. 89-195.

［3］参见Stuart E. Dreyfus and Hubert L. Dreyfus, A Five-Stage Model of the Mental Activities Involved in Directed Skill 
Acquisition. Storming Media, 1980.

［4］ 参 见R. Ellis, et al., “Doing Focus-on-form.” System, vol. 30, no. 4, 2002, pp. 419-32；R. Ellis, et al., “Implicit and 
Explicit Corrective Feedback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2 Grammar.”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vol. 28, no. 2, 
2006, pp. 339-68.

［5］ 参 见 J. Gholami and S. Aliyari, “The Impact of Planned Preemptive Focus on Form on Iranian EFL Learners’ Essay 
Writing 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agogies and Learning, vol. 10, no. 3, 2015, pp. 234-45.

［6］参见Sasan Baleghizadeh, “Focus on Form in an EFL Communicative Classroom.” Novitas-ROYAL (Research on Youth 
and Language) , vol. 4, no. 1, 2010, pp. 119-28；L. Gholami, et al., “Formulaic Focus-on-form Episodes in Adult EFL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 System, vol. 68, 2017, pp. 72-86.

［7］参见俞洪亮：《国外以形式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研究：历史与现状》，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3 年第 4 期，第 1-8
页；林梅等：《国外“形式聚焦”理论综述》，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8 年第 4 期，第 82-87 页。

［8］设定的检索条件如下：（1）查询范围为“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I辑”“社会科学 II辑”“信息科技”和“经

济与管理科学”这 5 类论文；（2）2000—2019 年发表的论文；（3）论文的篇名且关键词中包含有“形式聚焦”；（4）
文献来源任选：匹配方式为模糊匹配；（5）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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