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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后&6($$'小说的国家认同阐释

朴玉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

摘4要#美国后%6*$$&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尤其表现为对%国家认同&这一公共领域中核心议题的批判

性介入" 作家们就国民身份强化#国族记忆建构以及国家身份选择等议题进行探讨!他们不仅捕捉超越种族#阶级#文化

差异的共同体情感!表征不同族裔对于美国国民身份的认可!还倡导基于国族身份探寻理想自我" 后%6*$$&小说关于

国家认同的多重阐释!对于多民族国家内部个人身份建构#族裔群体团结#国家意志强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小说$后%6*$$&$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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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美国后(64$$)小说作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

文类#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 学界充

分肯定作家们后现代写作特征#从创伤叙事&族裔

书写&文化冲突等方面探讨(64$$)小说的创作

主题和写作风格#但较少关注蕴含于作品的意识

形态表征问题% 张和龙认为#对于(64$$)文学

的研究不应脱离当代国际政治现实语境#忽视文

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杨金才也撰文指出#国

内学者未能很好凸显新世纪文学的复杂性与多面

性"

% 两位论者不同程度地论及新世纪美国小说

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创作机制#颇具启示意义%

毕竟作家都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有着无法割

舍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基于某一群体立场阐发观

点#表达对于公共领域中核心话题的批判性介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认同问题#作为美国公

共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引发广泛关注% 譬如#奈

"W)K):GA$指出#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跨国

认同&国家融合&次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亨廷

顿"KIJ@AEC)[@0?(0<?'0$直言!(美国国家认同问

题迫在眉睫#移民&跨国身份等诸多因素都导致美

国认同危机%)

$上述观点直指全球化时代重新审

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国家认同#是一

个人形成对于国家身份的归属意识#关于国家主

权和国族利益的主体意识#以及对于国家身份的

集体文化想象#他"她$与其他社会成员分享亲近

感和心理稳定感#并依据被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

约束自己% (64$$)小说在创伤叙事&族裔书写

以及跨国书写中都饱含着对(国家认同)的思考%

作家们以(64$$)事件为契机#透过文学想象#重

新思考历史&现实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对

于国民意识&国族记忆以及国家认同选择等问题

的关注%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后(64$$)小说

所蕴含的国家认同思想%

一4&6($$'想象与国民情感强化

作为新世纪开端的(64$$)事件#给美国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作家们纷纷就事件表达他

们的 立 场 和 观 点% 在 罗 森 鲍 姆 " \DI0A

'̂>A0RI@J$看来#(沉默是对于-64$$.最响亮的

声音)

%

% 这种(沉默)的背后所表征的是语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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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劫难及其恐惧的苍白无力% 而对于德里罗等选

择(言说)的作家来讲#他们考虑最多的是(怎样

说)的问题% 德里罗在长文*在未来的废墟中+指

出#双塔倒下的天空#为作家留下想象空间#赋予

其意义!

% 以德里罗为代表的美国作家想象灾难

现场&描摹受创心理&建构文化创伤#作品倡导超

越种族&阶级&性别差异的共同体意识#并通过对

于文化他者的想象书写表达政治立场%

国内外学者往往从创伤展演角度对(64$$)

小说展开研究#解读受创者的记忆幻像和压抑情

绪% 其实#作家们看似观照创伤个体#实则表征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受难者% 德里罗的*坠落的人+

"I)$$#16 9)1$被视为(64$$)定义之作#就体现

了这种现实主义特征% 作品开篇以全知视角展现

(64$$)当日都市景观#并以(街道不复存在#已

然另一个世界)

"开启叙事#浓烟&世贸塔&四处逃

生的无名者等意象为读者建构一个想象空间% 作

品将纽约地标建筑倒塌与小人物命运建立直接联

系#强化事件的不可预见性#使得情节更具冲击

性% 德里罗并未急于引出主人公名字#只以(他)

指代#强调基斯只是幸存者中的一员#引发读者心

理共鸣% 安德森指出!(最能鲜明表达现代民族

文化的是无名者#那些被刻意塑造的无名者形象#

无不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情感%)

#的确#关于普

通人的故事无不激发阅读者的集体想象#唤起身

临其境之感#恰如作品所言!(受伤的基斯#不是

曼哈顿选民#不是纽约人#是美国人%)

$由此#基

斯作为(64$$)风暴中心的当事人#他的多重角

色被规约为(美国人)这一共同身份#而他在事件

之后的应激反应也与其他美国人一道#被建构成

集体创伤%

创伤问题研究专家埃里克森 " Ì(\D'&'M

cM(1>'0$特别强调集体创伤的负面影响#并认为

它打击社会生命组织#损害人们普遍的集体意

识%

% 其实#集体创伤也可以转化为受创者团结

彼此的凝聚力% 在福尔&麦凯恩等作家笔下#满目

疮痍的纽约被视为疗伤之地#都市人超越多重边

界#介入社会交往空间#与更多群体成员建立情感

联系% 在*特别响#非常近+ "20+/.?.$8G%,- )1-

L1(/.-#E$8=$%&.$中#6岁男孩奥斯卡的父亲在双塔

中丧生% 奥斯卡在偶然打碎的花瓶中找到一个写

着(布莱克)的信封#信封里面有一枚钥匙#由此

引发他(寻找布莱克之旅)% 奥斯卡在纽约地图

上标记每一个布莱克的方位#与每一位布莱克言

说经历&修复创伤#这种理性沟通使得每个人不再

是心灵孤岛#纽约城也变得充满温情% 同样地#麦

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G.++".Q/.)+P%/$-

*'#1$也将故事场景设置在纽约#并以 !# 世纪 %#

年代社会生活影射(64$$)之后的美国现实% 五

个越战阵亡士兵的妈妈定期聚会#分享关于儿子

的记忆#帮助彼此消解消极情绪#她们当中既有富

人区的白人&贫民窟的黑人#也有普通工薪阶层%

交往之初#种族&阶层差异都是沟通屏障#然而丧

子之痛成为共情纽带#她们摆脱都市生活带来的

异化和疏离#彼此成就积极自我% 在保罗4奥斯

特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O".5/%%3$81 I%$$#.&$

中#布鲁克林俨然世外桃源#失意者汇聚于此#在

流动&变幻的生活中慢下节奏#建立密切人际关

系% 新世纪美国作家们在满目疮痍的都市里建构

理想交互空间#颇具乌托邦色彩#此种愿景未必达

成#却辉映着共同体理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4$$)小说除了传递(我们'受害者)思

想#还对施暴者进行他者想象#表征作家的文化意

识和政治立场% 与德里罗的域外他者想象不同#

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O.//%/#&+$将视线转向国

内#透过对国内恐怖主义的探讨#言说规训异端文

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 $, 岁伊斯兰教信仰者

艾哈迈德被宗教组织洗脑#他意欲开着装有炸弹

的卡车摧毁林肯隧道#最终在辅导员杰克的劝说

下放弃行动% 在杰克看来#包括艾哈迈德在内的

美国青少年缺乏对(美国人)这一身份的认识#他

质问艾哈迈德!(我俩都是美国人#他们没在中学

教过你吗0 美国爱尔兰人#美国黑人#美国犹太

人#甚至美国阿拉伯人#都是美国人%)

&

(他们在

中学里没有教过你吗)直指公立学校在公民教育

方面的缺失% 按照盖尔纳"cM0A>?;AEE0AM$的说

法#国家认同是(高级文化)#需要借助学校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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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育体系进行传播!

#而公民教育并非独立机

制#它与其他国家机器一起构筑国家安全防御体

系% 而艾哈迈德最终放弃行动#也并非全凭老师

教化#其中牵涉国土安全部&情报人员等机构的协

作% 作品描写国土安全部部长及其下属监视阿拉

伯社区#监听可疑人员#检查信件和包裹//在提

到国土安全部长之时#省去他的姓名#只以(部

长)称呼#表征其行为的官方立场% 而厄普代克

对于成功解除恐怖危机的情节设计#暗含他对国

家安全策略的肯定%

安东尼4史密斯指出#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为

民族成员提供神话和记忆"

% 但诸如(64$$)这

样的历史事件#并非自动地成为国家记忆的内容#

它需要被建构成国家象征符号&具有思想内涵的

记忆场% 当代美国作家对(64$$)事件进行筛

选&加工和表述#将暴力&创伤&哀悼等元素融入诗

意空间#体现文学想象参与国家公共话语建构的

功用%

二4历史拟写与国族记忆建构

(64$$)事件一旦被定义为外敌对于美国国

家权力的挑战#同仇敌忾的情绪旋即提升了国家

凝聚力% 然而#历史惊人地相似#总有别有用心者

寻找发泄愤懑的替罪羊!经济大萧条时期#拉美裔

移民被归咎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多万墨

西哥裔美国人被驱逐出境,(珍珠港)事件之后#

日裔美国人成为众矢之的#被关进拘留营,抑或当

今疫情时代#亚裔受到谩骂&袭击//诸如此类#

无不折射出族群分裂始终为美国痼疾% (64$$)

之后#阿拉伯社区和美国穆斯林受到排挤#其他族

裔群体唯恐成为下一个被打压的对象% 菲利普4

罗斯&科伦4麦凯恩等作家捕捉族裔群体的情感

结构#拟写南北战争&二战&朝鲜战争中普通人物

的命运#影射新世纪美国族群冲突#并从少数族裔

对国家身份&核心价值观&爱国情怀角度展开

叙事%

罗斯等作家特别关注后(64$$)时代族裔身

份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 美国少数族裔大

都拥有双重文化身份及其(双重意识)#譬如美国

犹太人兼具犹太意识和美国意识% (64$$)之

后#美国国内反犹主义沉渣泛起#(犹太人和以色

列是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等阴谋论言论甚嚣尘

上#作家们有感而发#表征分裂局面#言说国家危

机% 罗斯的*普通人+"2;./8?)1$&*退场的鬼魂+

"20#+Q"%&+$都有主人公收到恐吓信的情节#*反

美阴谋+"O".!$%+>6)#1&+>?./#()$甚至开篇即以

(无名的恐惧占据了心灵)定下基调#架构 $6"#

年至 $6"!年的美国历史#假想极端保守主义者林

德伯格就任总统给犹太裔家庭带来的恐慌% 在作

品中#犹太人被跟踪监视#驱散至偏远乡下#呼应

后(64$$)时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反犹)本质#

即将犹太人视为文化他者&异己力量#正如主人公

的父亲所言!(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是美国人% 他

们以为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是美国人% 这些人现在

不理解我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美国人%)

#这段

(他们3我们)话语体系所表述的是他者承认与自

我认同之间的冲突#而(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美

国人)传递的则是美国犹太人对于美国公民身份

的认同% 首先#(我)言明($6**年生于美国#恰好

那一年是罗斯福当政)

$

#以此确认(我)对于国土

的归属#以及将个人生命融入国家历史的家国意

识% 其次#主人公通过收集美国邮票传达爱国形

象% 邮票是国家象征符号#它承载国家历史文化#

培养国民文化意识% (我)在父母的引导下搜集

邮票#邮票上既有山川河流&国会大厦#也有美国

历任总统&母亲节&妇女选举权等主题#(我)徜徉

方寸世界#见识地缘风貌&政治变迁&文化习俗#接

受最生动的爱国教育% 最后#犹太人以仪式操演

坚定国家认同% 纵然(反犹)猖獗#(我)与家人依

然以敬畏之心瞻仰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通

过仪式的阈限模式#介入国家意识形态空间#再生

产国家在场的政治身份% 综上可见#作品中犹太

人遵循国族原则#对于自我加以界定% 文中既没

有论及(上帝选民&应许之地&犹太先知)等犹太

历史#也没有强调犹太文化中语言&宗教&习俗等

要素#主人公们所表征的是(共有领土#共享历史

和公共文化)的国家身份%

#并以美利坚民族共同

体成员身份表述自我%

如果说族裔群体基于自身利益更加关注双重

身份问题#那么关于国家意志与个人自由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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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的探讨就更具普遍意义% 罗斯震撼于在

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年轻生命#他有意拉开与当

下距离#以历史长镜头聚焦美国往事#完成作品

*愤怒+"L1-#61)+#%1$!!# 世纪 +# 年代#麦卡锡主

义盛行#朝鲜战场激战正酣#$6 岁犹太青年马科

斯弥留之际#追忆人生//马科斯就读的瓦恩斯

堡大学并非真实#它坐落于作家舍伍德4安德森

虚构的瓦恩斯堡% 罗斯通过对安德森小说的互

文#隐喻瓦恩斯堡所表征的压抑氛围#始终弥漫着

美国历史% 该大学校纪严格#要求学生无论信仰

如何#必须参加 "#次礼拜方能毕业% 这类规定与

美国核心价值观所推崇的信仰自由相悖#但学生

却只能屈辱接受#原因在于学生受到*全民军训

和服役法+"$6+$$钳制#该法律规定#优秀在校学

生可延缓兵役% 换言之#倘若谁违反校规#就可能

被逐出校园#被迫从军% 罗斯忆及历史#满怀感

慨!(居然无人理解这些制度的本质#只为它们的

合理性0)

!其实#制度并不合理#只因它挟持保卫

国家之名#个人自由就暂被搁置% 无神论者马科

斯抗拒追加礼拜的惩罚#被送上战场% 临死前#他

追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一书的内容!(杰斐

逊当选美国总统和 $%%2 年一样#都堪称一场革

命% 正是杰斐逊将国家从君主政体和军国主义之

中拯救#将国家带回到共和国的质朴%)

"罗斯通

过文学文本对于历史文本的记忆#叹息(立国之

本)已被尘封遗忘#并重申历史警示!开国元勋们

已确立国家原则#此为国家亘古不变的操守#合众

国成长的动力%

在*愤怒+中#主人公战死沙场#换来国家意

志与个人自由的和解#这种和解基于他在争取个

人权利的同时#也在承担公民义务#而生活在单一

经济中的所有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国

家对(人民)的基本要求之一#

% 同样地#肯尼迪

那句经典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而要问

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很好地诠释了(国家至上)思

想关于爱国主义的解读% 这种爱国情怀成为新世

纪族裔作家特别强调的主题#如此书写#多少也为

时局所累% (64$$)事件的劫机者大多为外来

者#这就使得美国国内对于少数族裔移民怨声四

起#亨廷顿甚至放言((对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来

自移民%)

$依亨廷顿之见#外来移民大多坐享美

国经济红利#却不爱这个国家#甚至成为社会不安

定因素% 这种(移民威胁论)加剧了少数族裔的

危机感#作家们回溯族裔移民史#强调不同族群执

着于美国梦的实现#就是国家繁荣得以成就的

历史%

在族裔作家笔下#各族群移民捍卫国家&营造

家园的实际行动都是爱国主义的朴素表达% 麦凯

恩在*飞越大西洋+"O/)1&)+$)1+#($中追述 $6 世纪

爱尔兰裔移民史#塑造了爱尔兰裔女性莉莉的坚

毅形象% 莉莉在正当芳龄时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感

召#决然跨越大西洋,在南北战争中#救治伤员#送

儿子当兵#接受儿子阵亡的事实,接手亡夫的制冰

作坊#从识字开始#将制冰生意越做越大% 莉莉的

故事#不仅是她个人的历史#还是她所属族群的历

史% 麦凯恩拟写爱尔兰裔移民史#它与索威尔

"\D'JI>K'SAEE$的*美国种族简史+有着相同旨

意% 在索威尔看来#(美国人的族群历史#就是美

国人民的历史#它是由不同种族和个人一起组成

的历史#包含许多相似模式和深刻区别所构成的

故事)

%

% 其实#无论是*愤怒+中的阵亡少年#还

是*飞越大西洋+中的卓绝女性#他们虽文化不

同#但在建构美国历史方面#无不饱受磨难#付诸

血泪#成就由痛苦&自豪和成就组成的美国故事%

由此#作品将不应遗忘的历史呈现出来#很好地反

击了(移民危机论)%

作家们在进行历史叙事时#特别追求历史真

实% 罗斯在*反美阴谋+正文之后附加冗长的(参

考文献)#强调作品虽是对历史的架构#却非全然

杜撰,*愤怒+开篇之前也附加简短序言#就相关

史料来源做出说明,麦凯恩则在访谈中大谈自己

(为求真实#翻阅大量资料)

&

% 上述作品立足当

下#拟写历史#意在以史为鉴#昭示未来#彰显了作

家超越族群的国家命运忧患意识%

三4跨国书写与国家认同抉择

全球化带来商界&学界等各领域人士跨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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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朴玉!论美国后(64$$)小说的国家认同阐释

动更加频繁#跨国者往返于不同国家之间#对于国

家的依附貌似没有原来那么紧密#国家身份也显

得没有那么清晰% 然而#(64$$)之后#美国政府

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考量#加大反恐力度#强

化对境内非公民的管控和限制#跨国者们不得不

重新审视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约瑟夫4奥尼

尔&莫辛4哈米德等具有多国生活经历的作家们

对此感触颇深#他们敏感地捕捉到跨国者的身份

冲突问题#作品大多带有自传成分#堪称跨国成长

小说% 鉴于作家们身份游移#他们要么具有双重

甚至多重国籍#抑或拥有不同国家永久居留权#本

文暂不(苛刻)以单一国籍界定其身份#而是将长

期在美国居住#描摹美国生活的流散作家视为研

究对象% 正如杨金才所言#(有必要在全球范围

内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家在回应-64$$.方面

所采取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式)

!

#更好地呈现

不同流动群体在国家认同议题的多重面向%

!##"年#亨廷顿在*死灵魂!美国精英的去国

家化+一文中创造了(达沃斯人"XIN'>OI0$)

"这

一称谓#用以嘲讽那些四海为家&信奉世界主义的

精英们% 如今#(达沃斯人)泛指在世界范围内游

走#从事跨国跨文化活动的优秀人才% 奥尼尔在

*地之国+"C.+"./$)1-$塑造了汉斯这一(达沃斯

人)形象#籍此探讨后(64$$)语境中世界公民的

身份问题% 荷兰人汉斯受过良好教育#先后在荷

兰&英国&美国的大城市生活#他薪金丰厚#衣食无

忧#以(无国界公民)自居#(在纽约#人们很少问

你来自哪个国家#在 !$ 世纪#这类-背后的故事.

渐渐不是人们兴趣所在% -纽约人.是我感兴趣

的身份)

#

% 全球化时代#由于国际货币&贸易市

场的兴起和超级政治&军事集团的产生#包括汉斯

在内的(达沃斯人)难免产生国家权力弱化的错

觉% 殊不知#这只是国家职能从经济和军事向社

会和文化转换而已% 一旦国内外政治局势发生变

化#国家政治职能就会强化并凸显其超越其他功

能的强势地位%

(64$$)之后#美国政府对国内安全政策做

出调整#强化国家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的在场%

*爱国者法案+明确了警察和移民机构对外籍人

士的管理力度#公民与非公民的身份差异被严格

划分#普遍意义的平等也就化作有条件的平等%

作品中隐约浮现&贯穿全书的一个故事脉络是汉

斯在纽约考驾照的经历% 他在车管所受到讥讽#

在移民局被呼来唤去#并被塞到地下室上交通必

修课//这一系列程序#让汉斯感慨!(这个国家

表面光鲜#暗下不公&冷漠&霸道#一种对美国从未

有过的厌恶油然而生#将我吞噬%)

$汉斯堪称(置

身其中的局外人)#他亲身感受非公民待遇#并透

过他人#反思自我% 从特立尼达移民来的恰克即

为汉斯的镜像参照% 恰克以美国人自居#他积累

了大量美国历史文化知识#打算以(秃头鹰)命名

球场,他头戴洋基帽子#卡迪拉克轿车上插着星条

旗#贴着(支持我国军人)的贴纸% 概言之#他积

极介入美国公共文化#张扬的是扎根美国的渴望%

汉斯则不然#纽约地图上的每一个荷兰地名都唤

起他的母国记忆#脑海中闪回的是荷兰景观!舍文

尼根灯塔&海牙马薯树&海牙运河的天然冰场//

这一切在汉斯看来#(最具荷兰性)

%

% 汉斯参悟

自己对荷兰的依恋#最终离开纽约#回伦敦与家人

团聚#但他始终心念荷兰#并获得心灵的宁静% 奥

尼尔以汉斯的个人经历表明#全球文化只是无记

忆的建构物#不存在基于全球性的身份认同% 唯

有国家记忆#使得(达沃斯人)成为(有根的人)%

国际学生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跨国流散群体#

也成为作家们关注的对象% 在*拉合尔茶馆的陌

生人+"O".7.$,(+)1+I,1-)?.1+)$#&+$这部作品中#

哈米德以巴基斯坦青年昌盖兹在(64$$)前后的

经历为线索#探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跨国身份的

建构问题% 为了融入美国圈子#昌盖兹刻意与美

国同学打成一片#并与巴基斯坦同胞保持距离,他

入职纽约的跨国公司#自言(我没把自己当成巴

基斯坦人#我只是跨国公司的实习生)

&

% 这种对

于母国国民身份的弱化甚至否定#只是他本人的

单向度认知% 因为对于跨国者来讲#身份认同还

牵涉他人的接受&认可% (64$$)之后#昌盖兹在

公共交往空间受到排斥和羞辱#就缘于昌盖兹被

美国社会强化的他者身份%

哈米德不仅表现青年学子与美国之间爱恨交

$+

!

"

#

$

%

&

杨金才!*论新世纪美国小说的主题特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第 ,页%

KIJ@AEC[)(XAI& K'@E>! \DAXA0I?('0IE(VI?('0 'B?DA5JAM(/I0 cE(?A)# O".C)+#%1)$L1+./.&+# !##"#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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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互动关系#还描摹主人公如何通过探求本真

建构理想自我% 能够在大型跨国公司谋得职位#

是大多数青年人的梦想% 为此#他们心无旁骛#努

力完成业绩指标#很少从伦理道德角度审视自我#

昌盖兹就直言!(我没有精力替那些即将下岗的

工人感到同情&难过%)

!如此心态#非但有可能沦

为失去价值判断的工具人#还会失去本真性% 所

谓本真性#按照泰勒的解释#(是一个人真实或正

确的品质#是内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不依照外

部一致性形塑生活#而是在内心中发现它)

"

% 对

于跨国知识分子来讲#本真性就是摒弃被工具理

性异化的自我#将(我)纳入(我们)这一共同体

中#给予内心最稳定的自我意识% 作品中特别强

调巴基斯坦的风土人情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家族

历史&画册&藏书以及诗歌都是精神财富和文化资

本#赋予主人公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奥尼尔笔下的(达沃

斯人)#还是哈米德作品中的国际学生#抑或阿迪

契笔下拥有双重国籍的青年女性#都以离开美国

而告终#彰显跨国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这一国度的

批判性认知% 而离开更是抉择#这种抉择的背后

是流散者重构国家身份的主体意识%

结语

对于新世纪作家来讲#当他们面对倒下的双

塔#意欲将(64$$)纳入文本的时候#需要破解两

个难题% 一是面对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影像#文学

创作如何超越现象#透视景观#表达深刻的思想内

涵% 二是(64$$)事件宛若昨日发生#作家如何

写出厚重历史感#而非应景之作% 后(64$$)小

说以其对于国家认同思想的言说做出了回应% 作

家们没有拘泥于(64$$)事件本身#而是通过文

学想象#将事件建构成文化创伤#倡导超越种族&

阶级&文化的共同体情感% 他们还将(64$$)事

件置于美国历史语境中#通过拟写历史#表征不同

族裔群体对于美国国民身份的认可% 作家们的超

越之处尤其体现在他们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将跨国

流散者纳入文本#探索世界公民的身份重构问题%

当今时代#人们的身份更加多元#超国家认同&次

国家认同&基于互联网形成的文化群体认同等都

对国家身份认同提出挑战#新世纪小说创作对于

国家认同的思考和阐释也更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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