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8+/+"%"

9"':!! ;":!

<&$:!"#$

&'(!#")#%*+!,-)./0()#12!

3

2+%*)!"#$)"!)""+

#疾病翻译者$%文化边界上的异化

和失常欲望!

任海燕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6#""+#$

摘4要%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里的多数故事具有跨界这一后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新特征"其短篇小说$疾病翻

译者%通过讲述发生在文化交界处的假性浪漫故事"诠释了后现代语境中异化呈现出来的新形式! 生长于美国的印度裔

游客达斯夫人和印度当地导游卡帕西先生均是经历了重重异化的主体"二人在(压抑的复现)以及(受媒介操控的欲望)

这两种欲望模式的作用下误解了对方意图"进而产生了短暂的相互吸引! 通过讽刺这种假性浪漫"拉希里将批评的矛头

直指异化这种疾病!

关键词%异化#欲望#失常#$疾病翻译者%#裘帕'拉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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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边界上的异化现象

跨界"Q'E&>E

3

.E'GG(/?$是后现代文学的特征

之一#作家往往通过讲述发生在不同国家或文化

之间的故事#来呈现跨民族或跨文化的主题' 这

个)界*#有时是事实上的国界#有时仅存在于人

们头脑之中#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跨界的特征在

当代印度裔美国小说家裘帕0拉希里" =̂JHRD

D̀=(E($的作品里表现明显#自出版首部短篇小说

故事集 %疾病翻译者& "?+(#9E9#(#9152)0)3*#&#

#$$$$起#拉希里就不断尝试以文学为载体#再现

文化边界上的故事' 有时#她在再现人性的温暖

之余#试图探究文化交融的可能性#如%最后也是

第三个大洲&的故事' 但更多时候#作家着眼于

当代世界的)疾病*#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荒

诞问题化#通过讽喻带给人启示#%疾病翻译者&

故事集的同名短篇正是这样一个故事' 它以强烈

的反讽对照#再现了文化边界上的失常欲望#将批

评矛头直指后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异化'

)异化*是现代哲学和文学中的高频词#它高

度概括了弥漫于现代世界的种种病态现象' 从词

的构成来看#异化的英文DA(>/DI('/所内含的DA(>/

表示陌生人(异类(怪异#同时# DA(>/DI('/ 又和动

词DA(>/DI>相关#指相对于某人(某事(某种环境

变成陌生者#或变得怪异(不合常规' 由是#一个

人可能异化于他人(异化于群体(异化于自己的文

化或其他文化(异化于工作等' 马克思是现代异

化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 在%#+66 年经济哲学手

稿&中#他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入手#深入分析了

商品生产如何使劳动者异化于自己的工作#异化

于生活#并最终异化于人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

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

把他本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把他的生命活动

异化出去#从而也就把类从人那里异化出去*

!

#

这意味着异化令人失去成其为人的属性#失去人

的本真#换言之#)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

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

' 马克思的论断深

刻揭示了现代的异化归根究底是自我异化#亦即

人性的异化#而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面对异

国文化和)他者*#人性异化的因和果#在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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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呈现出了新的形式'

在%疾病翻译者&中#拉希里采取以小见大的

叙述策略#在跨界的语境中#讲述印度裔美国人达

斯一家五口#在印度导游卡帕西的带领下#前往位

于科纳拉克的太阳神庙游览的故事#以此诠释后

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的异化' 她从日

常生活(男女交往和儿童心理中挖掘深层次主题#

以平实的口吻#叙述一段看似平淡无奇的旅程#展

现出鲜明的女性写作特点' 旅途中#卡帕西因误

解了达斯夫人表现出来的好感#心中泛起涟漪#而

当达斯夫人向他敞开心扉倾吐心事时#卡帕西却

发现自己不过是一厢情愿地想入非非' 故事到这

里戛然而止'

%疾病翻译者&中的边界既存在于国与国之

间#也存在于达斯一家222尤其是达斯夫人222

和卡帕西代表的两个文化之间' 从这个意义上

说#虽然拉希里的小说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偏爱旅

行主题!

#但她已经超越了移民文学创作传统'

小说中的旅行是广义上的旅行#它引出的是跨民

族(跨文化的情境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如经由异常

欲望所表现的异化' 达斯夫人与卡帕西之间所谓

的)浪漫*#不过是建筑在误会之上的短暂性相互

吸引#如果刨根究底#那是因为异化导致正常的欲

望受到压抑#蛰伏在日常生活中#随着主体进入跨

文化交际的语境#日常生活暂时中断#受压制的欲

望以异常的形式表达出来' 这一表达既在意料之

外#又在情理之中'

达斯一家同卡帕西一家虽然都是印度裔#但

国籍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相异' 拉希里再现他

们的问题#并非意在关注白人主流文化对族裔文

化的歧视这个常见主题#而是探讨后现代语境下

异化现象的普遍性' 无论是小说中出现的自我异

化#还是相对于他者的异化#或是文化之间的异

化#折射出的均是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代

文明的异化' 从字面上看#)疾病翻译者*指的是

卡帕西#因为他在一家诊所里为说古佳拉提语

"印度一种地方语言$的病人做翻译#但作为标

题#它意味着小说揭示的那些)疾病*需要读者对

之进行解读"(/I>ERE>IDI('/$' 本文试图还原拉希

里小说的逻辑#从两个家庭中失常的欲望开始#探

索这些欲望如何在文化边界变得)浪漫*起来#而

拉希里又是如何通过讽刺这种)浪漫*#将批评的

矛头直指后现代的异化现象'

二4主体的重重异化

%疾病翻译者&中最大的反讽乃是以)浪漫*

邂逅的形式展现达斯夫人和卡帕西之间的误会#

而造成这一误会的直接原因是主体的欲望遭受压

抑和扭曲#从而导致自我异化以及家庭内的异化'

王丽亚曾指出#)个人对家的渴望与失望*是拉希

里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

' 理想中的现代家庭是

个体的庇护所#家庭成员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

尊重彼此的欲望#但达斯夫人和卡帕西却均面临

着欲望困境!全职主妇达斯夫人在家中遭到丈夫

的朋友性侵#生下儿子鲍比.而卡帕西则在婚后数

十年#连妻子的背部都没有见过' 两人在家庭中

长期受到压制和扭曲的欲望#在文化的边界上爆

发出来#并由此剥开了两个家庭在表面的和谐之

下的重重异化'

达斯夫妻的异化首先表现在家庭认同感的缺

失上' 故事提到一个细节#当到达旅行目的地太

阳神庙后#达斯先生忙着拍照#达斯夫人陷入沉

思#不仅)数次无视丈夫提出的摆拍要求*#就连

对待孩子#有时也)好像他们是陌生人一般*

#

'

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家庭本应是达斯夫人最重要

的情感交流和沟通空间#她对家人尤其是孩子的

漠然看起来不近情理#但却是对家庭生活极度失

望的表现'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达斯先生#深受父

母影响#持有典型的印度式男性中心思想' 从某

种意义上说#他与以卡帕西为代表的印度男性没

有区别#不仅在家里十指不沾阳春水#还丝毫不体

谅妻子的辛劳和因为与外界隔离#生活压力无法

排遣而产生的挫败感' 达斯夫人对家庭的失望在

遭受性侵后达到顶点#尽管她精神上饱经折磨#丈

夫却全然未察' 在妻子的伤痛里#暗藏着拉希里

的女性主义批判'

达斯夫妇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家庭内#还反映

在对母国文明的冷漠无知上' 他们以)在美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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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大*

!为荣#对于印度文化既知之甚少#又兴

味寥然' 在旅途中#妻子表现得极不耐烦#)好像

她这辈子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旅行*

"

#而丈夫的行

事做派俨然是游客#他不断翻阅封面上印有)印

度*二字的旅游手册#毫无感情地摄取关于当地

的知识'

母国成为异国#这是当代移民中并不罕见的

一种异化现象' 达斯透过相机的取景框和透镜来

)观看*异国#一路行来#看到猴子要拍照#看到路

上行人也要拍照' 相机切断了观者和被观看者之

间的直接联系#使观察变成带有猎奇性质的窥视#

这种心态不啻为异域情结">F'I(.(GH$的表现' 茨

维坦0托多罗夫"PWL>ID/ P'&'E'L$曾经将异域情

结定义为 )3因为4不了解 3他者而发出4的赞

美*

#

#这种赞美背后是高下贵贱的)暴力的等级

关系*

$

#是处于高位的一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发

出的赞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卢梭笔下的)高贵

的野蛮人*' 正因为如此#异域情调只是满足了

在高下等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的猎奇心

理#并不能实现文化间的交流' 在跨文化的语境

中#达斯先生作为西方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域情调

已经是个问题#而他除了是美国公民#更是印度

裔#他带着)异域情调*的好奇心态来窥视母国的

举动#是一种双重的异化'

让人觉得尤为讽刺的是#作为在美国土生土

长的二代移民#达斯夫妇一方面同祖先的文化疏

离#另一方面并未能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少数

族裔的身份挑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之间的

依存关系#因而他们缺乏文化认同带来的归属感#

而正是这种归属感#能够通过)对某一特定身份

的关注丰富人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

互助#并且可帮助人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

的生活*

%

'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文化语

境中的文化异化导致了达斯夫妇的自我异化和家

庭内的异化'

虽然背景相异#卡帕西夫妻间的疏离与达斯

一家如出一辙' 卡帕西的大儿子七岁那年因伤寒

而早夭#给妻子造成无可挽回的心理创伤' 卡帕

西没有想过倾听妻子的痛苦#与她一同面对#而是

选择以物质方式来安慰她' 讽刺的是#卡帕西为

了增强物质购买力转行去儿子曾经就医的诊所当

)疾病翻译者*#他的工作时刻提醒着妻子丧子之

痛#夫妻间的愤懑越积越深'

卡帕西的自我异化和婚姻危机在跨文化的语

境中得以凸显#而拉希里通过这种种异化#在跨文

化的边界上编织出后现代的新小说' 在全球化的

大环境中#卡帕西无需踏出国门就能近距离接触

西方文化#他曾经勤奋自学各种西方语言#立志做

政要的翻译#行走于文明之间#帮助解决地区和民

族争端' 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使卡帕西意识到自身

生活中对于欲望的过度压制' 即使是现代印度社

会#女性身体依然高度符号化#她们必须将身体包

裹严实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像达斯夫人

那样光着腿下车买东西#只会招来路边男性的各

种轻佻回应' 对女性身体的这种束缚并不局限于

公共空间#在私密空间中依然存在' 卡帕西结婚

数十年#从未见过妻子的背部#也从未像欣赏达斯

夫人的腿那样看过妻子的腿就是证明'

卡帕西是忽然意识到这种过度压抑的' 拉希

里将卡帕西的领悟置于太阳神庙的背景中#其讽

刺寓意显而易见' 太阳神庙是修建于 #% 世纪的

古代婆罗门教圣地#其外形颇似金字塔#实则是太

阳神苏利耶的战车' 神庙底座南北两边刻有十二

对巨大的车轮#象征生命之轮#展现了生命的诞

生(延续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循环往复'

太阳神庙一方面肯定时间流逝中的生命轮回#一

方面肯定人的繁衍生存本能#其外壁刻有大量性

爱浮雕' 这是古印度人崇拜自然#将对两性关系

的认知放置于时间和生命的背景中理解的结果'

神庙所代表的古代印度人顺应天时和自然的开放

态度同卡帕西的过度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而神庙

荒废失修#出入口早已堵塞的事实似乎意在表明#

现代人忘记了先人的价值观' 这些现代子孙既包

括夫妻生活充满了禁忌与压抑#背离了太阳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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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生命价值的卡帕西夫妇#也包括在太阳

神庙面前近乎于文化失忆的达斯夫妻'

在文化的边界#在太阳神庙前#卡帕西和达斯

夫人看似找到了彼此梦想的浪漫#实际上却各怀

心事' 所谓的浪漫邂逅不过是黄粱一梦#二人终

归还是陌生人' 英语中的DA(>/和DA(>/DI('/#既指

陌生人#也指异化#一语双关'

三4异常欲望的两种模式

拉希里在故事中频繁使用)浪漫*一词指涉

卡帕西和达斯夫人之间短暂的假性浪漫#讽刺由

某种内在欲望唤起的幻觉和稍纵即逝的兴奋感'

这看似)浪漫*的欲望不过是各自内心的投射#其

对象并不真实#是异化了的异常欲望' 二人的异

常欲望虽有共性#却以两种模式呈现'

达斯夫人的欲望具有明显的病态#是典型的

遭受压抑的欲望的复现' )压抑的复现* "E>IJE/

'EE>.JEE>/.>'BI=>E>RE>GG>&$是弗洛伊德心理分

析学说中的重要概念#米歇尔0德0塞尔托

"C(.=>A&>N>EI>DJ$称之为)弗洛伊德各种发现的

核心*

!

' 与弗洛伊德对于压抑和无意识的界定

相呼应#这一概念与似乎被遗忘的记忆有关#它将

主体预设为处于心理历史的不断变化中' 暗恐

"J/.D//M$就是一种压抑的复现' 有学者曾经总

结列举了它的若干特征#认为它包含了)非家和

家的并存*#是)忘记状态下的+记忆,*#近乎)一

种再创造*

"

' 拉希里正是以之为叙事策略#再现

了达斯夫人病态的压抑复现'

于达斯夫人而言#人生中最大的痛楚乃是在

家中遭受性侵并产子的经历#此事因为长期受到

压抑而成为一块心病#看起来似乎已被遗忘在日

常生活的琐碎之中' 不过#在卡帕西这个陌生人

的)疾病翻译者*职业的诱导下#这段家的隐痛在

非家的情境中复现出来' 达斯夫人表现出对卡帕

西动心#可视为心病发作' 彼时#后者无意间提到

在诊所工作时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患者#他们以形

象却不同寻常的话语倾诉身体部位的苦楚#例如#

有位嗓子疼的患者说)喉咙里长着长长的草*

#

#

再如#)有个年轻姑娘吐诉她的脊梁骨里有雨珠

滑动的感觉*

$

' 这些描述虽然缺乏现代医学的

精准#但却异常生动鲜活#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

果#在达斯夫人心中引发了共鸣'

自然#达斯夫人并不是真的对卡帕西本人动

心#只是他这个陌生人是她压抑复现时的)复影*

"&'JQA>$#她从中看到了自己熟悉却无法用言语

形容的心病' 于是#当卡帕西称自己的工作不过

是虚度年华时#达斯夫人带着迷离的神情直说

)真浪漫*' 显然#拉希里在故事中反复提及浪

漫#意在通过反讽提醒读者#达斯夫人眼中的浪漫

非但不浪漫#还是一种病态'

对疾病翻译者职业的赞许#反映出长期受压

制的心病意欲寻找渲泄口的欲望#负面情绪特征

明显' 而达斯夫人认为卡帕西在诊所中的责任同

治病开方的医生一样重要#不断要求他多讲些病

痛细节的举动更像是对待心理疾病的)谈话疗

法*"IDA0(/?.JE>$#即患者通过与心理医生对谈#

找出心病的症结和释放方式' 达斯夫人从未向任

何人透露过自己的心病#当她从陌生的他者口中

听到各种千奇百怪的疾病描述时#获得了一种奇

怪的满足感' 达斯夫人选择在陌生的国度(向陌

生人倾吐最为隐秘的私事#乍听起来#这一做法似

乎不近情理#但细想之下#恰恰这种陌生感能带来

安全感' 她在陌生中感觉到的熟悉#其实是对谈

话疗法的饥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帕西无意间

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于是#达斯夫人对卡帕西

的态度迅速由冷转热#将其视作长辈#希望从他那

儿得到)类似解药的建议*

%

' 不过#无论达斯夫

人对卡帕西表现出何种程度的亲近意图#从始至

终#她对他毫无基于同情同理的认同#对于达斯夫

人而言#卡帕西这个他者#初识时是陌生人#倾吐

时是陌生人#到最后分别依然是陌生人'

尽管缺乏对他者的同理心#达斯夫人却希望

获得对方的同理认同' 在潜意识里#达斯夫人渴

望卡帕西这个疾病翻译者对患者有同理的理解力

和感受力#这样#她心中的秘密才可以向这个如心

理医生一般的陌生人透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6

!

"

#

$

%

N>EI>DJ# C(.=>A&>)6#(#9101-*#&! R*&'1%9&#1+ ("#I("#9)PED/G)OE(D/ CDGGJH()C(//>DR'A(G! :/(L>EG(IM'BC(//>G'IDYE>GG# #$+1# R)%)

童明!%暗恐,非家幻觉&#%外国文学&!"##年第 6期'

D̀=(E(# =̂JHRD)?+(#9E9#(#9152)0)3*#&)O'GI'/! 8'J?=I'/ C(BBA(/ 8DE.'JEI# #$$$# R)*#)

D̀=(E(# =̂JHRD)?+(#9E9#(#9152)0)3*#&)O'GI'/! 8'J?=I'/ C(BBA(/ 8DE.'JEI# #$$$# R)*6)

D̀=(E(# =̂JHRD)?+(#9E9#(#9152)0)3*#&)O'GI'/! 8'J?=I'/ C(BBA(/ 8DE.'JEI# #$$$# R)1*)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泄露'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小

说结尾处#当达斯夫人寻求同理心失败后#即刻变

回先前那个冷漠的陌生人'

与达斯夫人不同#卡帕西的失常欲望需要用

另一种欲望理论解读#亦即何内0吉哈尔"K>/i

b(EDE&$提出的 )受媒介操控的欲望* "H>&(DI>&

&>G(E>$' 这是一种)真实*缺席的欲望'

)受媒介操控的欲望*这个概念出自吉哈尔

的专著%欺骗(欲望和小说&"R#'#*(# R#&*9#)+3 ("#

D1<#0##$1*$#是他在研究欧洲现代小说传统的基

础上提出的理论' 吉哈尔认为#主体和欲望客体

之间有两种关联模式#一种是自然欲望模式#以直

线形式表达#欲望的主客体分列直线两端#二者之

间不存在任何媒介物' 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

就属于自然欲望' 另一种是受媒介操控的欲望#

以三角形的形式表达#媒介"H>&(DI'E$处于三角

的上方' 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并非简单的直接

对应关系#主体的欲望受到某种媒介的挟持#欲望

经由媒介投射到欲望客体' 在这种模式下#欲望

似乎得到了满足#但往往并不真实' 就欲望的虚

幻性而言#达斯夫人和卡帕西倒是相同的'

加入了媒介的欲望模型有三种同义的说法!

受媒介操控的欲望"H>&(DI>& &>G(E>$(三角欲望

"IE(D/?JADE&>G(E>$ 或 模 仿 的 欲 望 " (H(IDI(L>

&>G(E>$' 文化交流领域中带有幻想的欲望大都依

循这一模式#它)从本质上来说是模仿式的#某个

特定榜样引导着将欲望指向某个被欲求的客

体*

!

' 这里的)媒介*指的是)某种3概念4模式#

或者说是几个模式的集合*

"

#它可以是流行的概

念(某个传说(某个神话化的叙述(某种价值观等

等' 换言之#主体的欲望乃是通过模仿媒介对某

个目标产生的欲望#它既不源自主体#也不直接与

客体相关#而是媒介物灌输给主体的' 吉哈尔以

%堂0吉诃德&为例解释道#那位哭丧着脸的堂0

吉诃德本来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当他视阿曼

提斯为骑士的楷模#阿曼提斯代表的)骑士概念*

就成为了他行侠仗义之路上的媒介' 于是#堂0

吉诃德)不再选择自己的欲望对象#必须由阿曼

提斯替他选择*

#

#他的欲望受到了媒介的操控'

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种种误解#常常源于对

他者缺乏认知#彼此仅通过某种媒介想象对方#产

生并非真实的期许#由此#人的行为远离本真#严

重异化' 这是全球化时代欲望受到误导后的普遍

现象#是一种后现代的疾病'

在达斯夫人说出)真浪漫*之后#卡帕西的态

度经历了从冷眼旁观到想入非非的变化#在脑海

里构想了一出和达斯夫人的交往史#仿佛这个美

国女人再度点燃了他年少时的外交抱负#令失意

的生活重新扬起希望的风帆' 卡帕西对达斯夫人

的期待#显然是透过媒介产生的假性欲望' 他对

美国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源于一部曾经红遍全美的

肥皂剧%达拉斯&' 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德克萨斯

的一个富豪家族为背景#就财富(性(权力(阴谋等

各种吸引人眼球的话题大做文章#从 #$2% 年起#

不间断地播出了 #%年#成为 !"世纪 +"年代第一

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的美国电视连续

剧' %达拉斯&所代表的#是美国文化中迎合对钱

权崇拜而形成的媚俗现象' 对于这种文化现象#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不以为然#视之为对

美国文化的讽刺' 卡帕西恰恰通过这部肥皂剧来

习得英语和文化#并在它的影响下构建起对美国

的认知#并对剧中呈现的五光十色的权力世界向

往不已' 自然#卡帕西的认知非常局限#缺乏对美

国真实文化的认识' 正如达斯夫人误解了卡帕西

的职业一般#卡帕西也误解了美国现实#误解了达

斯夫人' 卡帕西的这种无意识的渲泄#是自己内

心的投射#与他者的真实性毫无关联#这正应了吉

哈尔所言# )三角 3欲望4 没有任何的现实价

值*

$

'

两个陌生人在文化的交界处邂逅#一时产生

了浪漫的幻觉#无论其背后的发生机制是压抑的

复现还是受到媒介操控的欲望#再现的都是当代

人的异化' 故事结尾处#当卡帕西沉浸于对婚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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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任海燕!%疾病翻译者&!文化边界上的异化和失常欲望

恋的憧憬时#达斯夫人突然坦露心扉#告知鲍比并

非和达斯先生所生' 这番倾吐惊醒了卡帕西#幻

觉顿时烟消云散#)两个陌生人分道扬镳*

!

' 如

此结局#出乎意料#却近情近理#是拉希里的点睛

之笔'

四4结语

在全球化的后现代文化里#人们的生活越来

越频繁地接触到他者的文化和现实#常常感觉到

他者带来的冲击和霍米0巴巴"8'H(O=DQ=D$所

说的)新奇感*

"

' 这一点#拉希里222这位生于

英伦长于美利坚#同时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作

家222最是感同身受' 她将自己定义为文化的翻

译者#称)我翻译故我在*

#

#正是在她的诠释或者

说)翻译*下#%疾病翻译者&再现了当代跨文化交

际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幕!互为他者的双方表面

上在进行交流#但却没有深入了解对方的愿望'

达斯一家这趟回到故国的旅行似乎毫无意义#既

未加深他们对于母国文化的理解#也没实现个人

的自我成长' 面对文化他者#需要的是诚恳态度#

而不是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病态投射之后的想入非

非' 假的浪漫背后不仅仅是对他者的误解#更有

对他者的冷漠#而这一切#究其根源#是各种异化#

尤其是自我异化的结果'

%疾病翻译者&中呈现的异化#在不同程度上

都属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失常" R>EL>EG('/$' 弗洛

伊德认为#个体的失常根植于过往经历#折射的却

是历史的问题' 同弗洛伊德一样#拉希里以小见

大#从有问题的家庭窥探社会的问题.同弗洛伊德

一样#她将失常与欲望#尤其是性欲相连#借达斯

夫人和卡帕西之间的幻想#将失常欲望背后隐藏

的人性缺失呈现出来' 拉希里借)疾病翻译者*

完成了一个讽喻#以警示跨文化交际中的异化之

疾#而作为解读当代异化之人#读者同样也是)疾

病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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