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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卡特里娜时代的新奥尔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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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图像小说'5(G((洪水之后的新奥尔良)是纽费尔德*7&PN ;AW@AO%+创作的一部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历史叙

事作品" 小说在画面性与飓风的公共记忆之间讲述飓风亲历者的故事!挑战了有关卡特里娜的视觉档案资料!以非虚构

作品的形式在视觉上客观再现了创伤现实经历" 同时!纽费尔德将卡特里娜事件作为解读他者遭遇创伤的伦理框架!其

间交织着诸如种族%地域等复杂社会问题!邀请读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其中!解读城市文化内涵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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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G(!洪水之后的新奥尔良* "09<9! ;(K

S)1(#$*0'%()%6(<(1",(# !##+$是纽费尔德"7&PN

;AW@AO%$根据七位新奥尔良居民访谈记录而创作

的图像小说% 这是一部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历史

叙事#将复杂的个人叙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了发生

在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卡特里

娜飓风期间#当地民众从预警撤离到经历洪水直

到流亡他乡的经历% !##2

3

!##+ 年#这部漫画形

式的作品首先以连载形式在)史密斯* " 28D>A

8#,Q&$($发表网络版#而后于 !##$ 年由万神殿出

版社"MI/KNA&/$出版%

&图像小说'">JIHN'./&RAO$这一概念流行于

埃斯纳"h'OÒ 'P/AJ$的短篇小说集)上帝合约*

"0?.$%)#/%K&%6 R.-# #$- S%6()>($(5($%2%.)&(*#

"$2+$出版之后% 这部作品以漫画形式描绘凡夫

俗子的日常生活#但采用&图像小说'的自我定位

从而与传统漫画拉开距离#销售的成功确立了这

一文学创作的新形式% &图像小说' 涵盖非虚构

与虚构作品#被定义为&一种现代成年人的漫画

形式#需要读者给予与传统漫画故事不同的解读

方式与阅读态度'#当代漫画的形式继承了 !# 世

纪 1#年代以来的漫画传统#同时展现出一些独特

性!

% 它能够&运用一切优秀艺术家与作家可利

用的工具思考复杂深奥的问题'

"

#如摩尔"5OI/

T&&JA$的)守护者* "P#%/65($# "$+1$提出战争

何时结束的严肃问题.斯皮格曼"5JK9H'A>AOLI/$

的自传性图像小说)鼠族* "8#"*# "$$!$讲述了

作家父母在大屠杀中的经历#以及自己作为儿子

的心理挣扎% 然而#这两位图像小说界的重量级

人物当年却对这一新生文类的未来不甚乐观% 斯

皮格曼于 "$++年在)印刷*"B)&$%$杂志上撰文认

为&图像小说'这一称谓不利于这类艺术形式的

发展% 尽管大批装帧精美的漫画书籍进入正规书

店#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不过是路边漫画书#整

个文类鱼龙混杂#早晚会再次被驱逐出书店#

%

摩尔持有相似观点#认为从文本结构复杂性(篇

幅(范围(主题严肃性来看#)鼠族*可以被称为小

说% 但&图像小说'的概念接近于&昂贵漫画书'

的同义词#&我感觉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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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图像小说作为一种概念和一种出

版现象#对漫画(文学(影视等其他媒体形式都产

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 "$$! 年#)鼠族*就获得了

获普利策奖#!#"*(!#"1 两届诺贝尔文学奖花落

传统&文学'概念之外的作家#令图像小说获诺奖

不再&遥不可及'

!

% 如今在美国#图像小说已经

摆脱了文化排斥#获得了普遍尊重% )守护者*于

!##$年 由史奈德"UI.0 9/Q%AJ$拍成电影问世#

'̂/%OA等数字媒体的推波助澜也令视觉文学得到

广泛传播#&任何对当代阅读感兴趣的人都不应

错过图像小说'

"

% 哈佛大学图像小说研究者楚

特":'OOIJQSNWKA$认为#图像小说已从最低级的(

最不受尊重的艺术表现形式发展为具有艺术价值

的文学形式# &激发起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兴

趣'

#

#&这是最新的文学,艺术类别#也是当今最

令人兴奋的人文研究领域之一'

$

%

图像小说的形式为作者创造了超越直白如实

报道的空间% 纽费尔德在被问及)5(G(*创作动

机时答道#因为漫画可以直达故事的核心#&我可

以直接将读者带到真实人物在飓风(暴雨和不断

上涨的洪水中挣扎的那一刻#回到被摧毁的家园

和社区所经历的创伤%'并且由于漫画需要读者

积极地领会文字(图像以及画里行间暗示的行动#

&确实能使故事在他们的想象中变得栩栩如

生'

%

% 国内学者王维倩在分析呈现 $-"" 灾难

之创伤的)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图像叙事时指

出#图像叙事成为 !" 世纪之典型特征#是当代文

化之重要表达方式&

% 纽费尔德的图像小说在作

品的画面性与飓风公共记忆之间讲述飓风亲历者

的故事#完全以视觉语言书写卡特里娜飓风事件#

挑战了有关卡特里娜的视觉档案资料#再现创伤

现实经历% 正如&当代美国作家将 $-"" 事件从

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在创作中巧妙地处理文学

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 文学创作与历史叙

事( 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

'

#纽费尔

德将卡特里娜作为解读他者遭遇创伤的伦理框

架#其间交织着诸如种族(地域等复杂社会问题#

邀请读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其中#解读城市文化内

涵并采取行动%

一4图像小说与视觉档案

纽费尔德在故事中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了五个

部分!暴风#城市#洪水#流散#回归% 精心挑选的

七个人物跨越性别(阶级(种族(年龄#以及是否撤

离(是否遭受飓风侵袭的界线% 他们既代表了新

奥尔良的各类人群#又象征着卡特里娜影响的广

泛性% 其中#丹尼斯是非裔美国人(咨询师#在飓

风中逃离位于中城的公寓#克服经济和情感两方

面的困境#最终于两年半以后回到路易斯安那的

另一座城市巴吞鲁日"]IK&/ f&W>N$% 雷奥和米

歇尔是提前撤离了的年轻白人夫妇#借住在朋友

和亲人家中#在三周后回到新奥尔良#发现公寓和

财产都毁于一旦% 阿巴斯是中年伊朗裔男性#他

的妻子和孩子们提前撤离#自己则留守在原地#期

望保护苦心经营的小超市% 他的非裔美国人朋友

达内尔与他共守超市% 两人与飓风洪水战斗了几

日#终因达内尔哮喘发作而由救生船送出城外%

阿巴斯在飓风过后一周回到新奥尔良#在其后三

年间慢慢重建生意#而达内尔选择移居亚特兰大%

夸姆是新奥尔良东部非裔美国高中生#与家人一

起提前撤离到弗罗里达#飓风后家人把夸姆和弟

弟送到加州上学#后在俄亥俄州读大学#他们的房

子在飓风三年后仍在重建之中% 医生布罗布森是

中年白人男性#他与同性伴侣在法国区的高档住

宅内熬过了飓风和洪水% 其后他邀请朋友到毫发

未损的家中举行飓风聚会#并为法国区附近的人

们提供医疗援助%

多数关于飓风的新闻报道和纪实影片都采用

了全景俯瞰的形式#对悲剧场面进行简便(连贯的

讲述% 在创造视觉效果方面#)5(G(*借鉴了新闻

摄影照片的效果% 例如#在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

高过头顶取景的画面中#人们聚集在避难的会展

中心门口#以一种全能视角创造出类似于新闻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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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的震撼效果!

% 作者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说

明#读者只能获得&人山人海'的粗略印象#对灾

民遭受的痛苦也只能拥有大致的体会% 同时这幅

画面没有聚焦具体事件(具体个人#个体身份与个

体事件都湮没在大众人群之中% 全景展现中自上

而下的视角更易于描绘灾后场景#并且可以立刻

唤起读者早已通过媒体接触过的情境记忆% 可以

说#)5(G(*中的画面是现实主义的#却不是照片

现实主义的% 首先#小说没有一直遵循全景总括

视角#而是在具体人物与大众之间寻找着平衡#视

角从全景俯视拉近为人群之中#创造了幽闭恐怖

的效果#如丹尼斯的封闭空间充满了孤立与遗弃

的意味"

% 其次#图像中的不同色彩被用以唤起

特殊的情感内容% 金色用来讲述风暴前平静幸福

的岁月#随着风暴迫近#画面换成了具有凶兆意味

的紫色#炎热的夏季由红色表现#绿色则代表洪水

中的挣扎%

纽费尔德在网络版中回应读者评论时承认#

&大约一半的画面直接来自照片#其余的也以照

片为灵感来源'% 除了摄影记者们的航拍图像资

料#他本人在做志愿者和采访期间也拍摄了大量

照片% 桑塔格"9WPI/ 9&/KI>$认为#照片的意图是

激起读者将它们完全接受为事实再现的冲动#即

便是在电子媒体&包围'我们的时刻% 事件对于

&那些身在别处的人(在看到图片后将其视为0新

闻1的人而言是真实的'

#

% &照片就像一段引用

或格言#每个人脑海中都存储着成百上千张照片#

随时随地被立刻唤起记忆%'

$不幸的是#这个过

程往往引导我们否认照片主体性(将他们视为

&残酷'却客观地&向眼睛做出的事实陈述'

%

%

于是#大众媒体提供的图像使事件本身发生错位#

再现变得与原状难以区分% 亨宁格 " ÎKNAJ'/A

:A//'/>AJ$指出#&如果卡特里娜的照片以非常真

实(毁灭性的方式展现真实状况#那么他们更多地

会展现#一种文化的建立迅速让位给后来者'

&

%

在她看来#贯穿)5(G(*始终的力量在于#当一幅

摄影作品的技巧会逐渐模糊为历史记录时#图像

小说中的画面明显不同地属于艺术创造的产物%

并且#当公共档案中卡特里娜的图像资料在)5(

G(*中得到重新创造时#二者的并置展现了二者

各自拥有独立的艺术性%

)5(G(*对一般性卡特里娜视觉档案的艺术

再现在序言&暴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序言的

画面中没有人物(对话(过多的文字#只有简洁的

日期标注(地名% 镜头从上方进行从墨西哥湾到

新奥尔良的航拍式缩放#之后拉近到位于法国区

波旁街生活的鸟瞰图% 这些画面很快被地面视角

所打破#风暴进入并通过墨西哥湾#日期标明卡特

里娜登陆新奥尔良的进程% 然后是堵塞的交通(

涌向出城方向的车流% 暴风来袭#会展中心里聚

集着避难的人群% 怒号的狂风(决口的堤坝紧随

其后% 最后是面朝下漂流在洪水中的尸体#以及

洪水中城市的全景'

% 序言中的沉默无声创造了

震人心魄的效果#表现了破坏的不可避免性与作

者对语言言说意义的拒绝% 序言不仅将故事置于

历史语境中#还要求读者重新思考那些先前作为

事实文件的图像资料%

同时#文本叙事中不断穿插对照片的重新创

造和修改% 视觉再现的对象#是读者早已接触过

的大量视觉资料#)5(G(*试图重新创造(修正改

进已经成为公共意识一部分的图像% 例如#丹尼

斯在会展中心等待救援的恐怖日子% )时代花

絮* ">&5(*

3

B&/#3"$($ 的摄影记者杜克 "]JAKK

GW0A$在 !##*年 $月 "日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人们

拥挤在会展中心外人行道的一角#与)5(G(*中描

绘丹尼斯(母亲(侄女(孙女的画面拥有相同的视

角与构图(

% 另外一处恐怖场景展现了人们因争

抢一瓶饮用水而大打出手甚至动枪的画面% 本来

充满男性气概的争夺#最终却以其中一人跪地为

怀中婴孩祈求施舍的软弱与恐惧收场)

% 这一幕

的原型来自杰克逊"VA% 7I.0P&/$ )时代花絮*的

摄影作品#二者虽然同源却存在明显区别%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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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姚成贺!创伤的视觉阐释!)5(G(*与后卡特里娜时代的新奥尔良

中父亲身后死去的女士在)5(G(*的叙事中化名

为威廉姆斯#在事件第二天死去!

% 作者以此提

醒读者这些事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照片常常

带给人们这样的错觉% 这一处修改既提醒读者

)5(G(*叙事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又强调照片主体

性#二者拥有不同的视角#且都无法独立完整回放

事件的真实情形%

二4)5(G(*中的卡特里娜创伤叙事

在遵循非虚构叙事传统的同时#)5(G(*还满

足了非虚构作品再现创伤现实经历的需要% 小说

人物雷奥通过互联网看到家园景象时一脸绝望.

回到旧居#亲眼见到葬身洪水的漫画收藏时#内心

波澜起伏"

% 与其他人的家园(财产损失甚至失

去生命相比#这并不会令读者过于震惊% 尽管如

此#他仍感觉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留在那些被洪水

毁掉的漫画书中#因为那些收藏(搜集的过程(带

来的影响都已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一环% 雷奥并

不是唯一的受灾者#每个灾民家园和财产付之东

流后都难以避免会引起对自我存在的恐慌和

疑虑%

拉卡普拉"G&L'/'.0 CISIHJI$指出#&创伤本

身是一种分崩离析的经历#会扰乱甚至威胁人们

整体或视觉言说生活的经验'#&创伤被看作一种

脱离语境的经历#令人们失措并扰乱对当前语境

的理解'

#

% 对拉卡普拉和其他创伤理论家而言#

&当前语境'可以包含熟悉的叙事甚至语言本身%

因此#创伤经历的言说异常艰难% 丹尼斯在会展

中心的经历和灾后努力恢复正常生活成为)5(

G(*中典型的创伤事件% 在会展中心#丹尼斯被

一张张惊愕恐惧(汗水涟涟的面孔所包围#展现被

困灾民幽闭恐惧的画面#她的愤怒最终演变为放

弃与绝望$

%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会展中心外的

狭窄过道上#但书中每一幅画面仅描绘丹尼斯家

庭成员之一#他们身后的空白空间将自己与新奥

尔良的其他市民#以及这所建筑物外的社区其他

成员隔离开#更加深了这种孤立感% 每个人都是

千万人之一#但每个人都孤独地经历着灾难% 婴

孩无声地哭泣#丹尼斯苍白无力地自语!&他们要

把我们全都杀掉'

%

#告诉读者这些灾民被孤立的

根源所在% 在她看来#新奥尔良之外的多数人已

经放弃了这个避难的群体#由他们自生自灭% 丹

尼斯眼中飓风后的城市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废墟景

象% 灾难发生一年后#在巴吞鲁日&人道主义'居

住区#她写道#&我讨厌这里#但我恐怕更厌恶新

奥尔良#然而#我不愿意厌恶我曾唯一认为是家的

地方'

&

% 她继续道#&这不是我的生活#这是我都

不愿同其握手的人的生活'

'

% 她的愤怒(落魄和

自我厌恶展现了新奥尔良灾后几近毁灭的状态%

与他者的疏离感是创伤事件的主要特征% 这

类画面展现的创伤经历在事件过后仍余音绕梁#

破碎不堪的自我意识已无法再重构完整的与他者

互动交流的自我#以至于无法形成连贯的叙事%

灾民们相信#只有自己才了解恐怖的事实#任何连

贯的经历都只是令人愉快的虚构% 霍弗"5/KN&/Q

:&A@AJ$指出#麦克劳"9.&KKT.SO&W%$关于漫画作

品的批评与理论同创伤研究存在许多共通之处#

二者首要关注的均是如何从彼此分离的碎片化事

实中建构连贯叙事(

% 图像小说的读者需要作出

从一图到另一图的阐释跳跃#从而完成个人连贯

世界的建构% 麦克劳认为#&我们的感官只能揭

示碎片化和不完整的世界#我们对现实的0领悟1

是信仰式行为#以片段为基础'

)

% 为了继续生

活#灾民们必须&跨越'那段经历#将其整合成完

整叙事#在不失其重要性与复杂性的前提下#作为

个体创伤经历者分析与克服创伤的疗伤模式% 拉

卡普拉指出#&叙事并不能帮助个体通过含糊不

清的历史改写而改变过去#而是以一种打开未来

可能性的方式克服当前的后创伤症状'

*+,

% 在)5(

G(*最后两部分&流散'和&回归'中#纽费尔德描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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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对故事人物的电话采访% 时间从卡特里娜飓

风一年半以后一直延续至 !##+ 年 ! 月% 纽费尔

德本人也参与到叙事中#向灾民提问#并以受访者

的声音说明他们的回答% 读者此时进入纽费尔德

作为访问者的视角#受访者则以他们自己的声音

同读者对话#努力从分离的叙事中获得连贯的

意义%

在历史与全球创伤的情境中#创伤经历难以

被社会同化#为了走出阴影#人们必须努力去理解

事情的真相#并采取行动% 这一过程并不需要或

产生&在过去中救赎或完全康复'#相反#&我们可

以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加以改观# 从而阻止

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带来新生的形式'

!

% 拉卡普

拉(卡露丝"SIKNQSIJWKN$等创伤理论家认为#新

的(非经验的(非线性的形式是必要的% 这种形式

不大关心现实主义和模仿#因此更适于言说反复(

混乱的创伤经历"

% 现存的卡特里娜飓风视觉档

案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已经镶嵌在人们熟

悉的媒体叙事中% 而)5(G(*在回顾视觉档案时#

将图像从语境中解放出来#以相对线性(时间顺序

的叙事和漫画形式突出了叙事的主体性和中介

性#展现真实个体的真实经历%

当然#)5(G(*中的人物并不能代表全部灾

民% 有学者提出#在仍然保留多重身份位置的情

况下#个体是否能够代表身份类别#以及群体中的

多重声音是否能够在避免多重平衡效果的同时得

到展现的问题#

% 显而易见#七位人物的故事极

具代表性#每个人物都与他者相遇#而他人的故事

需要读者的想象与参与#例如解救阿巴斯的小船(

丹尼斯看到的一家人以及许多其他场景% 他们提

醒读者#成百上千的其他幸存者的故事还没有得

到讲述% 因此#)5(G(*的叙事并不是封闭的#而

是开放的% 文本的任务不仅仅是叙事#而是要超

越叙事#提供给读者可以进入关于飓风和新奥尔

良的渠道#促使读者更积极更犀利地参与关于卡

特里娜公众记录与大众记忆之中%

三4超越文本#后卡特里娜时代的新

奥尔良

对基于历史事件作出非虚构文本创作的作家

而言#图像叙事打破了读者对画面的熟悉感#对阐

释的期待成为作者的有力工具% 麦克劳指出#所

有图像叙事都包含这样的伦理责任#在他看来#一

系列不同的图像言说完整的叙事更依赖于具有自

我意识的读者的参与阐释#&没有任何其他艺术

形式在给予读者大量内容的同时索取同样多'

$

%

与文字文本(电影叙事比较而言#图像叙事若要产

生效果#读者需在一幅画面到另一幅画面的时空

变化中做出阐释跳跃% 而在照片阐释的过程中#

读者或许会产生&照片是未经中介的真实呈现'

的错觉#渐渐对自己的阐释行为浑然不觉% 相反#

绘图作品不断地提醒读者#视觉感知的图像不过

是艺术家对某一想法或某一时刻的创造#画中的

成分#如动作(对话框(声效(过渡不是对事件的模

仿#而是一种修辞% 楚特指出#&对再现局限的意

识#通过边框(自我意识(双重形式等融入漫画之

中'

%

% 例如#那个跪地祈求帮助的父亲的描绘打

破了关于社区和种族的熟悉话语#画面中没有其

他人#读者成为他唯一的观众#成了他&请你们帮

帮我'中的&你们'

&

% 同样#丹尼斯在她最绝望的

时刻将头伸出画框#向读者呼救% 她对读者的凝

视与发问直接且犀利#令人过目难忘'

% 于是#读

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由叙事媒介提起的阐

释过程中%

这一读者阐释的需要呼应了)5(G(*网络版

教化读者认识新奥尔良社会与文化的努力% 在网

络版中#纽费尔德邀请读者参与调查(讨论#甚至

与人物互动#以对卡特里娜与城市进行更全面的

了解% 其中的超链接包括医生布罗布森喜欢的酒

水收据(雷奥供职的)反重力*"0$%&R)#L&%3$杂志(

法国区饭店的菜单(以及一位在杂志聚会上演奏

的音乐家个人主页% 这些都令读者对独特的前卡

特里娜新奥尔良文化拥有更丰富的理解% 同样#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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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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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姚成贺!创伤的视觉阐释!)5(G(*与后卡特里娜时代的新奥尔良

国家天气服务网站(水坝垮塌事故报道的链接使

漫画中的事件与洪水发生的时间点相联结.与布

罗布森(雷奥的访谈广播则补充了读者对这些个

人与城市关系的理解#也使读者得以与人物(作者

交流% 此外#网络版中的评论功能使读者不仅能

够发表个人见解#而且可以参与到作者创作甚至

文本主题中#纽费尔德曾根据网友评论对画作的

细节做出修改!

%

读者&链接式'阐释令更多的信息和问题经

由这些图像露出端倪#也使先前被掩盖的弥漫整

个城市甚至国家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从不同的

舞台与银幕中看#新奥尔良一直是充满特色的存

在#其文化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正是重建过程中大

规模国家投入的理由% 公共话语中图像档案的美

好印象被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充斥各种媒体的新奥

尔良 视 觉 报 道 所 打 破% 麦 克 佛 森 " VIJI

T.MNAJP&/$指出#在飓风之前#对新奥尔良的流行

再现&突出多样性#以及对游客的吸引力'#尤其

突出一些公众场所的知名度#但&对政府将这些

景点"以及那些建造(维护它们的大量贫穷的黑

人工人$置于危险之中的政策视而不见'

"

% 随着

卡特里娜之后影像资料的不断报道#旅游天堂不

复存在#&所有的种族(社会经济(有色种姓#以及

"$6*年以后的地理分界一览无遗'% 很多人在惊

诧之中不知发生了什么#城市成了&既熟悉又陌

生'的地方% 民众逐渐熟悉了关于飓风的报道#

以及关于灾难的恐怖画面% 同样#读者也熟悉了

电视新闻使用这些图像进行报道的套路#&先是

悲剧和泪水#而后是救助(重生#最后是感激涕

零'

#

%

对于图像的阐释还包括将其置于广泛的黑人

原型文档语境之中#强调种族差异% 因为这些画

面往往轻易激起其他熟悉图像文档的记忆中#提

醒人们新奥尔良这座美国南方以黑人为主城市的

独特定位% 布利策"h&O@

3

]O'K\AJ$描述超级巨蛋

中避难的人&如此贫困66如此黑'#曾引起众

怒$

% 在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视觉档案中#主题

人物以黑人形象居多#且多数是贫困居民% 福赛

特"g&PPAKK$承认#在大众媒体对洪水的报道中#黑

人居民的声音&无人倾听'

%

% 在卡特里娜飓风肆

虐时#种族问题的讨论非常棘手% )5(G(*网络版

中的链接提供了有关种族问题的介绍以及批判性

信息#最突出的莫过于所谓 &格雷特纳事件'

"<JAK/I'/.'%A/K$的指涉% 根据历史学家布林克

利"G&W>OIP]J'/0OAQ$的记录#$ 月 " 日#大约 !##

名灾民#其中 $*d是黑人#决定离开混乱的新奥

尔良#徒步穿过密西西比河到附近未受洪水太大

影响的格雷特纳避难% 在接近新月城市大桥中点

时#人群在子弹的威胁下不得不折返新奥尔良%

&他们被"格雷特纳警方$告知#0城里没有超级巨

蛋"作为避难所$1% 这实际上是说#格雷特钠不

要混乱'#言下之意#格雷特纳不要黑人&

% 这一

事件在)5(G(*中仅仅由几幅画面加以描绘#愤怒

的人群返回会展中心#遇到丹尼斯% 人群中的头

目讲述了这个故事#其他人则开始七嘴八舌解释

事件始末#&他们不让我们过去5 我们被困在这

里了5'甚至有人说出一些新奥尔良非裔美国人

的猜测!&我听到他们炸开了 $ 号堤坝#要把我们

全都冲走5'

'

格雷特钠事件和阴谋论对于种族冲突和压迫

的历史与言说都未得到过证实#)5(G(*也从未强

调这些暗示#&不让我们过去'的&他们'以及&炸

毁堤坝'并没有清晰的指涉% 但如此集中地呈现

黑人权力被剥夺#作品还是承认了灾难临头时尤

为突出的种族问题% 更重要的是#网络版提供的

链接使读者有机会去顺藤摸瓜% 只要阅读这些延

伸材料#人们就很容易弄清楚&他们'的所指#难

民们的恐慌也就更具张力(

% 在读过那些报告之

后#&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分别就不可避免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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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为种族冲突问题%

)5(G(*没有过多参与到这些意识形态的论辩

之中#也没有直接强调灾难的一系列原因及结果%

纽费尔德似乎为了避免过失或牺牲传统叙事的连

贯性而鲜有提及种族问题% 与为何如此反应相比#

)5(G(*实际上更关心大众该如何应对% 城市的多

样性体现在主要人物面对灾难时的选择中#对社会

问题的关注也包含在塑造人物的不同线索中% 例

如#丹尼斯首次出场的V恤衫印有&洛约拉大学'

"C&Q&OI$字样!

#这是新奥尔良当地的一所天主教

大学#在飓风中很多学校设施遭洪水浸泡% 她所居

住的中城"SA/KJIOS'KQ$是新奥尔良最贫困的地区

之一% 而同为黑人的夸姆则来自新奥尔良东部中

上阶层黑人聚居的社区% 夸姆在飓风后撤离到加

州伯克利一所更好的高中#然后去俄亥俄州读大

学#与丹尼斯的经历天壤之别% 这些身份标签在叙

事中不断闪现#以间接的方式展现了种族问题的复

杂性#以及种族内部的阶级问题%

结语

)5(G(*表明#图像形式尤为适合再现期望人

们亲历的场面#以及展现信息时代的创伤% 因为

这种形式不受现实主义要求的约束及语言的限

制#可以创造出回应个人与历史创伤的连贯性叙

事话语% &讲述故事不仅仅以宣泄为目的% 幸存

者必须承担发出声音的职责#以此纪念遇难者#让

他们的生命不至白白失去%'

"实际上#)5(G(*确

实伴有宣泄目的#不仅是为经历灾难的人物#也为

作者本人% 纽费尔德在访谈中坦陈!&)5(G(*对

我个人也是一种宣泄% 我居住在纽约#是 $-""

事件及其后恐怖袭击的无能为力的目击者#如果

能做一些事情那将是非常有帮助的///无论多么

微不足道的事情///去帮助受伤的人%'

#因此#

纽费尔德在卡特里娜发生后作为红十字志愿者去

往密西西比#能够&做些什么'的期待也成为阐释

这部作品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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