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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的$中国想象%

唐莹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2$""%

摘5要#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多出自第二&三代华裔作者之手" 相比传统华美作品!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在表

征和功能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这种改变表现在当代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中国书写的三个维度上" 探讨华裔青少年

文学作品如何展开中国想象!有助于品察本民族经验怎样在异域文化空间生根!并借以重新定义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发

展和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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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肇始于 !$世纪初#历经

百年#在作品的主题,文类,风格,读者接受度等方

面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 !%世纪以来#

主要由第二代,第三代中国移民构成的作家群体

突破了初代华裔作品的家国记忆,生计艰难,文化

冲突和异邦歧视等选材#以全新视角为中国形象

塑造另辟蹊径& 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尤其是年青

一代在青少年文学!领域也开辟出一席之地& 与

其他族裔文学相比#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是否表

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 当作为第二代,第三

代移民的华裔青少年文学作者缺乏对中国语境的

一手经验时#他们如何在作品中想象中国'

相比早期的移民叙事#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作

品中传达出不言自明的*美国味+

"

& 他们倾向于

将个性融于共性中#从自我族裔身份的体认审视

身处全球变革中的人类共同命运& 他们*从认识

论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现存经验里的中国赋予具体

的现代解释& 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想象呈现出

饶有意味的阐释空间+

#

& 本文试图探讨华裔青

少年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想象如何展开#品察本民

族经验怎样在异域文化空间生根#并借以重新定

义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中所发

挥的历史作用&

一5作为文化之根的中国

在创作传统上#华裔青少年文学发展对应华

人移民史的两个时间节点!%& 世纪中期的淘金热

和 %&2#年(移民和国籍法)的实施$

& 着眼华人

移民史的这类作品重在表现海外华人的寻根历程

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但同时客观叙述了华人

如何克服族裔背景的影响努力融入美国社会的过

程& 叶祥添";@RA>0/>a>?%的*金山记事+系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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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7̂aY%!%

作者简介#唐莹"%&3,- %#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

青少年文学"a(R0K@'RGBG)B>A@BRA>%是为 %!到 !$岁的读者所创作的文学& 现在#青少年文学经典以及每年数量众多,题材丰富的

新作不仅出现在中小学生的课堂和业余生活中#还进入了文学评论家的视野& 美国国家图书奖自 %&&2 年开始设立*青年文学奖+

"a(R0KE>(?G>TH;)B>A@BRA>%& !$世纪 &$年代以来#对青少年文学进行主题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这种类型小说的文学研究价值开始获得

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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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唐莹!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的*中国想象+

品"9(G'>0 P(R0B@)0 NFA(0)/G>H%回顾了美籍华人

自 %&世纪中期的移民历史#歌颂了他们对于美西

开发做出的重要贡献& 以 %,,! 年美国国会通过

的(排华法案) "=/-")2)CO(1A2-%" 8'<%为代表的

政府行为和一百五十年前恶劣的旅行,生活条件

构成了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主要障碍& 而华人凭

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排除万难#在异国扎根并

以自己的民族传承影响了当地社会的文化面貌&

在具有家族自传性质的作品(龙子---天使岛的

故事)"./)5$'9%"12=/-1*! :>&%$;%3:"9)1M21'"*

!$$,%中#叶祥添以叶家父辈的移民记录为素材#

叙述祖辈在 !$ 世纪初如何从广东历经艰苦的远

洋航行来到旧金山港外的天使岛羁留中心#接受

移民官员的严苛盘问#最终获准进入美国国境的

历程& 作者叶祥添的祖父是第一代生于美国的华

人#但是他仿效其父辈#在广东老家的小村庄娶妻

生子#如候鸟一般在相距遥远的中美两地往来&

他在旧金山做白人的仆役#攒下钱衣锦荣归#在故

里摇身变为人人称羡的乡绅& 他将生于中国的儿

子一个个带到美国谋生#父子在陌生环境中无法

沟通理解#最终分道扬镳& 作为一个在文化裂缝

中生存的个体#祖父无法割舍中国传统礼教中的

父父子子#却又在情感上更依恋美国生活的现代,

舒适与自在& 令华人闻风丧胆的移民官面试集中

体现出美国国家机器对华人的敌意#天使岛移民

羁留中心记录了早期华人移民的血泪史& 虽然

(龙子)是虚构作品#却取材于叶祥添的家族史和

美国官方移民记录#真实反映出早期华人移民在

文化上和自我身份上的割裂状态&

叶祥添的大多数青少年文学作品以东方文明

为底蕴#记述华人少年在接触母国文化后的种种

奇遇#突出了中华传统的博大精深和神秘莫测&

(老虎的徒弟)"./).-9)$12:00$)"&-()!$$+%中#华

人少年汤姆跟着谙熟易经八卦,具有神秘*中国

法力+的祖母生活& 祖母是凤凰卵的守护人#住

宅中布满象征*东方力量+的符咒与结界& 汤姆

苦于在学校被视为怪胎#被同学嘲弄,霸凌& 在祖

母遇害后#汤姆跟随着祖母的徒弟老虎#经过一系

列的磨难#最终成长为肩负维护世界和平重任的

守护人&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叶祥添写道#自己年

少时十分喜爱骑士战恶龙式的西方幻想故事& 来

到旧金山的唐人街#他才得知#龙在东方并不是邪

恶的象征#而是能呼风唤雨的祥瑞神兽!

& 叶祥

添的双重文化传承使他致力于以典型西方少年历

险故事的形式讲述东方传奇#扭转西方世界对中

国文化和华人生活的歪曲认知& 对于以叶祥添为

代表的幻想文学作家来说#青少年文学中的中国

书写重在正本清源#还华夏文明以本来面目#向西

方读者传达东方文化的丰蕴#这正是华人在美国

社会获得一席之地的凭借&

二5作为文化景观的中国

无论是笼罩在东方神秘色彩之中的古典奇幻

风物#还是象征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现代都

市风光#景观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甚至奇观#

出现在新生代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在

推动叙事进程的同时担负着象征功能& *通过文

学想象的地理叙事#建构较真实世界更加典型化

的空间关系#文学中的景观,地域成为折射价值观

念和社会关系的象征系统+

"

& 景观叙事赋予典

型地域以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在萧又宁

"NFA)HB)>\H)@(%的幻想文学作品(彩虹岛之旅)

"J%A$");&%G'-"?%<M21'"* !$%+%中#主人公友宁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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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K%是典型的集美德与天运于一身的女

孩#在保护家园彩虹岛的斗争中历经各种奇遇&

作品点缀着具有东方情调的景观描写#讴歌了真

善美& 主人公凭借心中大爱#克服了自身的弱点

完成使命#获得成长&

(彩虹岛之旅)是东方色彩包装下的励志成

长故事#而 !$%& 年出版的 (仙鹤的后裔) "5)7

2()"*'"&%3&/)=$'")%则完全采用了古代东方背

景& 作者何琼"7(@0 \>%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辅

修中国语言历史#作品讲述了一位燕国公主何思

娜"\>H)0@%在父亲神秘死亡后登上王位的传奇故

事& (仙鹤的后裔)糅合了复仇,权谋,玄幻,言情

等各种流行元素#完全可以看作是以英文写作的

古代言情作品& 故事中的人物身着汉服,襦裙$使

用紫檀,黄花梨的家具$听着古筝,琵琶演奏的音

乐#下象棋,打马吊$进行缫丝,织布等劳作& 更重

要的是#由作者设计出的,与古代汉语近似的象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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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红菲!(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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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成为主人公揭开家国命运谜团的关键& 作品

的吊诡之处在于#在这样一个完全古代中国的背

景下#女主人公一方面信奉巫术#密会具有神秘预

言能力的巫人"H((BF%#听从他们的指令寻找杀父

真凶$另一方面又选择以现代法庭辩论的方式来

破解故事的中心矛盾---父亲的被杀之谜& 代表

东方神秘的玄学与表征西方理性的逻辑以奇妙的

方式杂糅混合#创造出文化奇观& (仙鹤的后裔)

中的东方情调首先装点出承载人物行动的场所#

更重要的是#*景观又可以被视作一种符号#具有

象征性含义#以此构成景观解读的实质+

!

& 在年

青一代美籍华裔作者的笔下#华夏风物由*背景+

转为*前景+#诉说东方文化传承#渲染出作品的

异国情调& 与此同时#作品中的景观架构也代表

了当代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的一种典型范式!东

方情调装饰下的西方内核&

三5作为文化无意识的中国

与单纯搭建东方场景的作品相比#部分青年

华裔作者的作品继承文化冲突主题#他们的作品

集中反映出新世代华裔美国青少年独具特色的成

长烦恼& 华裔美国青少年所面对的成长问题与一

般美国青少年并不存在巨大差异#但是华裔青少

年作者不可避免受到*文化无意识+的影响& 按

照顾明栋的定义#文化无意识是*有意识的无意

识心态或是无意识的有意识心态的矛盾结合

体+#*是跨文化研究和知识生产中隐而不现的内

在逻辑+

"

& 对美籍华裔作家作品中文化无意识

问题的探讨多集中在对于中国经验有一手经历的

移民作家#而在作为二代,三代移民出生于美国的

新生代华裔作家的作品中#文化无意识是否是一

种显性特征呢' 从一般文类研究着眼#华裔美国

文学中的*中国+似乎停滞在了过去#而部分华裔

青少年文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呈现更加着眼于中国

现状和未来发展#为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

了更加及时的,积极的更新& 刘汉波指出!*中国

想象并不是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范畴内的

学理判断#而是审美上的经验重构#是基于他们自

身的中国记忆以及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理

解&+

#对于当代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家来说#*作为

一个文化上的概念#0中国1铭刻了海外华人的生

存体验和文化纠结+

$

#以中国文化传承的特色融

入美国主流文化话语中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动创作

策略&

潘湘如"_C)GI *̂b*E@0%于 !$%, 年出版的

(惊色来生)"./):2&%"-2/-"9 =%1%$%3:3&)$%采用了

与大多数青少年文学作品十分迥异的魔幻现实主

义题材#反映悲悼,丧失,创伤等心理问题& 主人

公蕾";>)KF%的家庭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母亲和来

自美国的白人父亲组成& 在蕾 %#岁时#母亲罹患

抑郁症自杀& 少女在极度的震惊和悲痛中看到母

亲幻化成一只红色的大鸟#似乎在向她传达重要

的讯息& 蕾的父亲是汉学家#通晓中文#却在有关

母亲的话题上躲躲闪闪#讳莫如深#这使成长期的

女儿遭遇重大的精神困境& 为了理解母亲的极端

选择#追踪失落的文化传承#蕾来到母亲的故乡#

与之前从未谋面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蕾出生

以来并未系统接触过中国文化#对中文也只有一

知半解& 在中国台湾#蕾对传统,神秘的文化进行

了探索#追溯母亲的一生#最终在血亲,生死等重

大人生论题上与母亲,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盖建

平在论述华美文学中的*母亲之死+这一母题时#

将*母亲之死+视为华人移民对母国文化的一种

安放#以*再生+ "身份的成功调适%或是*死亡+

"调适的失败%为终结%

& (惊色来生)中母亲所

幻化的浴火重生的凤凰正是对于以上揣测的积极

注脚& 该作品在东方神秘主义和具有艺术天赋的

少女神经质的思维交织的背景下描摹了非典型的

成长烦恼#破除了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社会偏见&

作品对亚美联合家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刻

画#得到了少数族裔和双重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深

刻共鸣&

海德利"7RHB)0@NF>0 \>@'G>I%是华裔青少年

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目前已出版 3 部青少年小

说& 她的作品多以华裔"或是半华裔%少女的成

长经历为主题#通过讲述主人公如何克服自身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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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平#周奇林!(景观言说与记忆书写---.天堂/中的景观叙事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年第 %期&

顾明栋!(文化无意识!跨文化的深层意识形态机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期&

刘汉波!(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民族文学研究)!$%,年第 #期&

欧阳婷!(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的意义,局限与进阶路向)#(求是学刊)!$%&年第 #期&

盖建平!(跨国的艰难!论美华文学中的*母亲之死+)#(华文文学)!$%&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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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身体伤痛或是社会歧视后修复自我,重建身

份#最终与华裔文化背景以及精神传承达成和解&

这类作品真实反映青少年的成长烦恼#贴近现实

生活#语言轻松诙谐#又因作品独特的中国文化底

蕴而兼具异国风味#受到各种文化背景的读者的

欢迎& 海德利的成长小说不仅关涉青少年自身#

也涵盖了中产阶层家庭关系,华人的*模范少数

族群+"P('>GP)0(A)BI%情结以及华人受到的隐性

歧视等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只有真话"和几

个白色谎言%) 7B%&/-"9 ?A&&/).$A&/ "'"* ' P)<

+/-&)8-)2%#!$$28的主人公派蒂的母亲是中国台

湾来的移民#父亲是白人#在她出生后父亲抛弃了

家庭& 母亲因此对女儿要求严格#并且极度反对

她与白人交往& 派蒂表面上遵从母亲的规范#实

质十分叛逆#抗拒中国文化并对华人具有刻板印

象& 但是她中西混血的外貌象征了她既不被东方

文化也不被西方主流文化接纳的悲惨处境& 在派

蒂不再试图隐藏自己的高智商#学会以混血身份

为荣之后#她终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成熟& (美丽

之北)"B%$&/ %3F)'A&-3A1# !$$&%中的泰拉是典型

的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与一位生于中国,被白人

母亲领养的华人男孩杰克伯相识相爱& 两人各自

带着母亲结伴去中国旅行#到杰克伯当初生活过

的孤儿院探访& 在男孩的寻根历程中#泰拉也获

得勇气#与曾经软弱的母亲一起反抗自己的暴君

父亲& 在这部小说中#现代的,高速发展的中国气

象与点缀其中的古色古香成为主人公获得实质成

长的催化剂#也使(美丽之北)成为当代少有的,

以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视角描摹真实中国的青少年

作品之一&

早年的华美小说经常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描述为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压制的桎梏& 谦卑,

隐忍,孝顺等传统美德被视为悲情的自我牺牲#浸

润于美式自由主义的个体必须要克服,摒弃这些

说教才能获得发展与自我实现& 在当代多样化的

思维框架中#青少年文学作者更多地注意到中华

传统意识的积极之处#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颠覆

刻板印象#而是将本族文化视为自我身份的一部

分#与之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 格洛丽亚3赵

"9G(A)@NF@(%目前出版的三部青少年文学作品都

讲述了当代美籍华裔少女在家庭高压统治下追求

自由与爱情的故事& !$%, 年的(美国熊猫) ":7

4)$-('" #'"*'%,!$!$年的(爱途多舛)"!A$+';7

<'$* P'&)%以及 !$!% 年的(租借男友) "G)"&'

F%;3$-)"*%既表达了作者对*模范少数族群+情结

的反思#又以华裔刻板印象为笑点& 小说并不把

对东方传统的抛弃和彻底的*美国化+作为主人

公实现自主的途径#而是对似乎牢不可破的古典

观念进行现代中和#并且用作品中推介的中国文

化吸引到众多读者& 斯黛茜3李"OB@/>I\*;>>%

是又一位多产的华裔青少年文学作者#她在创作

中采用了青少年文学中非常流行的悬疑风格以及

较为少见的美国历史元素#塑造出聪慧,果敢,坚

强的华裔少女形象#对于*失语+的东方女性传统

角色塑造进行反拨#强调华人对美国历史进程和

多样性社会的贡献&

四5华裔青少年文学的困境与挑战

对刻板印象的处理是美国华裔文学面临的主

要问题& 它基于实际生活经验产生#带有强烈的

族裔文化特征#导致针对少数族裔的文化认知偏

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刻板印象与少数族裔的

文化推广相辅相成#在当下美国社会呼唤*多样

性+的文化建构中成为民族特征的鲜明体现& 批

评者指出华裔学霸人物塑造只会加强刻板印象#

对东方神秘的渲染是在走谭恩美的老路& 上述批

评自有其中肯之处#而突出文化身份是多数华裔

青少年文学作者的选择&

身份问题是青少年文学的永恒主题#它与族

裔问题叠加#构成了华裔青少年文学作品的底色&

*身份选择并非个体主观的单方面行为#或纯粹

理性层面的自我定性#而是包含特定时代条件下,

特定人群对其被0分配1的,客观的社会身份的自

我调适"包括接受与不接受%#是客观条件与主观

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着眼于当代社会华裔青

少年生存现状的作者*不把族裔身份和精神流散

视为一种前置的在场性体验#弱化0我在1与0他

在1的对峙+

"

& 他们的作品更多地聚焦私人生活

体验和成长经历#作品中既有全球青少年共有的

*疼痛青春+#也涉及中国文化体验#后者可称为

3#

!

"

盖建平!(跨国的艰难!论美华文学中的*母亲之死+)#(华文文学)!$%&年第 +期&

刘汉波!(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民族文学研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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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主人公自我身份定义操演过程中的华彩篇

章& 华裔青少年在母文化和获得文化的角力中挣

扎#其成长过程和身份建构既有典型性#更具有特

殊意义&

在活跃于 !% 世纪文坛的青少年文学作家眼

中#中国是他们没有亲自经历却代表了自己身份

定义的重要部分#中国元素成为其作品中异国情

调,东方神秘的表现工具&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

类社会是流动的社会#观光者是主动游历,主动体

验和主动接受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漂移,漫游过程

中避免固定,重复和同质化#不再受困于某种固定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

!作家们*不同程度地

积极回应,参与或批判全球化进程+

"

& 对于从二

手渠道获得中国文化体验的美籍华裔作家来说#

中华文化主要表现为后天获得的,具有异域风情

的,碎片化的,象征性的符号集合& 正如赵文书所

指出的#*新华美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有表面化的

倾向和表演性特征+

#

& 这种集合也许不够系统,

不够深刻,不够真实,不够有代表性#但是作者自

身认知结构内的关于中华文化的物件,习俗,技巧

和景观等内蕴的伦理意义和历史价值却仍然可以

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积极展演& 在当代

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中西文化的处理不能用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粗暴

对抗一言以蔽之#而在于促成中国文化与美国话

语的相遇& 但更重要的是#作品的立意在于超越

文化的狭隘界定#以理解战胜偏见#以人类共通的

情感特质和精神需求为钥匙#开启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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