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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弗卢努瓦)特纳之屋*中的

底特律城市叙事

刘启君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

摘4要#非裔美国作家安吉拉)弗卢努瓦凭借小说*特纳之屋+再现了她的家乡底特律当下的暴力犯罪"阶层壁垒"

种族矛盾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并探讨了城市空间分布和资源配置与权力"阶级"种族的关系$ 小说是部典型的城市

文学作品!分析文本中的城市叙事"打通文学中的城市和现实中的城市这两个地理空间!可以一窥半个多世纪以来底特

律城市发展中的痼疾和走向滑坡的原因!以及现代工业文明裹挟下城市居民的奋斗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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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城市和文学的共生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研究

的热点& 文学给城市带来想像性的现实#城市的

变化则反过来促使文学文本进化改变& 理查德2

利罕"H'-JAE% 7CJA.$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

指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

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

!

因此#城市叙事不只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写#

更重要的是它帮助阐释和塑造了这些地方& 美国

非裔作家安吉拉2弗卢努瓦"5.?CBAcB&OE.&G$创

作的长篇小说 -特纳之屋. "8%&8)*#&*K/)'&#

!$#0$就成功地把大众的目光再次转到了底特

律"这个后工业石棺上#与读者一起反思这个城

市到底怎么了&

作者在采访中坦言!%当下的城市文化图景

中#底特律就是废墟(毁灭的代名词& 但我想描述

的是我所看到(经历的底特律& 它一点也不完美#

可住在这里的人们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笑着(哭

着(努力地活着&'

#弗卢努瓦的文字没有粉饰太

平#她向读者展示了底特律的暴力犯罪(阶层壁

垒(种族矛盾和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但她更想为

生活在这里的%底特律人'正名& 在她看来#底特

律的滑坡与当地城市居民无关#而是城市扩张之

初就埋下的恶果!过度依赖制造业即汽车行业发

展起来的经济不堪一击#一旦出现问题#大量人口

失业(无家可归+人口组成比例失衡(种族完全没

有融合#导致骚乱冲突不断+历史上的住房歧视政

策和后来矫枉过正地一边倒倾向黑人的福利#加

剧了种族纷争& 无辜的%底特律人'成为城市野

蛮发展的牺牲者#只能在废墟上慢慢摸索#寻找

希望&

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2布鲁姆

"=AE&B% SB&&N$所言!%城市是文学的主题#更是

文学必不可少的元素&'

$

-特纳之屋.中的底特律

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更是小说中最核心的

角色#为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并赋予故事最重要的

主题& 弗卢努瓦在特纳家族史的编纂中#凸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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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的各种社会问题及背后历史成因#探讨了

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和权力(阶级(种族

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小说中的城市叙事作为研究

对象#打通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中的城市这两个

地理空间#将二者都纳入%文本'层面#从而一窥

半个多世纪以来底特律社会发展的痼疾和病因#

以及底特律人的奋斗和挣扎&

一4底特律#流浪汉之城

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迈克2克朗"D'/C

<EA.?$指出#现代城市生活的书写由两个关键词

统领!%现代性'和 %流浪汉'

!

& 对于现代人来

说#城市是人们主要的生活环境#与传统的乡村相

比#城市对人具有更为强大的塑造功能#是%锻造

人的工厂'

"

& 乡村生活的可预见性让位给了城

市生活的%现代性'#即不确定性+紧张而碎片式

的城市生活使人孤独(加剧了彼此的陌生化#无依

无靠的%流浪汉'们应运而生& 底特律正是当下

最知名的%流浪汉'之都& 自 !$#) 年宣布破产以

来#这里有一半的劳动力没有固定工作#越来越多

的人流离失所#

&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像幽灵

一样出没在空空如也(豕分蛇断的大街小巷&

小说正是围绕着对家园的眷恋和割舍这一主

线展开的& 故事开篇是黑人大家庭中特纳兄弟姐

妹 #)人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处置家中老宅& 房

子坐落于底特律东区#!$$*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萧

条#这里变得颓败不堪#成为城市中治安最差的

地方!

那些到处流浪的混混在墙上乱涂一

气#各种脏话不堪入目#发泄着对操蛋生

活的不满% 长时间无人打理#藤叶爬满

外墙#鸟儿衔来种子落在屋内地板缝隙

中#肆意生长#眼看房屋将被成片的灌木

丛掩埋% 木头早已剥落#铁皮一层层锈

蚀#人类曾经生活的痕迹无处可寻#植物

和动物占山为王% 能腐坏的都已腐坏#

剩余的不再有变化%

$

这样的街区房价跌到了谷底#老宅当下市值

连未结清贷款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接着供贷很不

明智#他们只能选择断供后由银行把房子收走贱

卖掉#那样一分钱都拿不到#但至少不用承担其中

差价& 看这本书#人们对房产泡沫对底层人民戕

害的认识会比读那些商业周刊(经济报告来得更

直接(更彻底& 底特律这个率先在美国实现住宅

私有化的城市#因为过度依赖汽车行业#导致经济

和房价崩盘#成了剥夺抵押住宅赎回权之都#出现

大量被遗弃的房子%

&

特纳之屋早已失去居住功能#它的存在更是

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家园#但特纳人还没有准备好

与精神家园割舍& 与此同时#家族最小的女儿莱

拉因深陷赌博泥潭#欠下巨额债务#连物质意义上

的家园也没能保住#加入了都市%流浪汉'大军&

都市%流浪汉'这一文学形象最早出现在 #6 世纪

中叶的文学作品中& 以波德莱尔描写巴黎诗中的

%流浪汉'为例#这个人物很闲#注视着城市生活

的高速运转#冷眼旁观被工业文明异化的同类&

&

波德莱尔通过%流浪汉'的%注视'构建起城市空

间的转变& 同样的#故事中的莱拉开车仓皇而逃#

读者跟着她一起成为了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和家园

的追寻者&

莱拉首先来到中心城区#衰败即刻映入眼帘#

这里成了%荒废建筑物的博物馆#城市探险者的

天堂#因为城市野蛮扩张而失去生存空间的植被

和野生动物回来了#土狼出没于这个昔日人声鼎

沸的地方'

'

& 驶出中心城区#她一路穿过那些废

弃的厂房(住宅#来到了格拉希厄特大道"YEAF'&F

5RC.OC$#发音为%格拉2稀特'

(

& 这是通往底特

律东区贫民窟最主要的道路#路上不见汽车(公交

和行人& 目力所及是支离破碎的店面#粗俗的妓

女#四处游荡的狗#和不会给这个城市精神面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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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人把YEAF'&F这一街道名字的发音简化为YEA

2

IJ'F#以表示对这条大街的厌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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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任何改善的教堂& 小说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

表达了对底特律当下糟糕境况的认知#在这里#

%家'的感觉#正被%无家可归'感取代&

故事中的所有人物要么是局外人(他者#要么

就以人群中孤独者的形象出现#比如莱拉的两个

哥哥!查查和特洛伊& 查查的生活看似光鲜#但童

年成长中父爱的缺失及身为长子的重压#让他一

直没法和过去言和#企图在荒唐的婚外情中找到

自我#一步步摧毁了辛苦搭建的%家园'& 特洛伊

身为警察却不按规矩行事#总想着用旁门左道实

现阶层越迁#他得到过很多爱#却一次次用背叛逼

走身边人#驾着警车流浪在这个城市& 作品用多

条叙述线描绘不同场景来展现城市日常生活的多

元与荒诞#读者跟着莱拉看到了赌场里生活无望

的人们孤注一掷背后的凄凉+跟着查查体会到当

地制造业坍塌后#蓝领工人生活的艰辛+跟着特洛

伊感受到职能部门在高犯罪率面前的不堪一击&

弗卢努瓦让文学写作和城市书写有机结合#用文

学的主观虚构加上城市书写的想象力#凸显现代

城市生活对人的异化& 碎片化的城市地理空间反

映出的是都市人生活的疏离#每一个人都%流浪'

在家园之外&

二4底特律#暴力骚乱之城

简2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

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对城市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

作用#他在罗列了美国众多大城市发展弊端及其

原因后指出#一个城市的扩张如果不能充分考虑

人口组成(种族融合状况(工业布局(产业定位等

因素#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局!%大城市沦为大杂

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具

行尸走肉&'

!底特律这个曾经最能代表美国的城

市如何成了一具僵尸/ 它的滑坡是发展之初就注

定的结果#还是后续一系列内外政策使然/ 社会

学家们达成了共识#认为底特律像一个注定会破

产的%暴发户'#它的建设和运转都是短视的一次

性模式& 可以说#底特律成也汽车#败也汽车#早

在亨利2福特初建这个城市时它就在走下坡路+

汽车产业推动了城市扩张#最终也逼得有能力的

人逃离这个遍地烟囱(工厂(焖烧罐的肮脏

地方"

&

小说中随处可见弗卢努瓦对故乡坍塌原因的

反思#她的叙事时间跨度有半个多世纪之长#自

#63$年代年轻的老特纳夫妇从阿肯萨斯州移民

来到底特律开始#一直写到 !# 世纪初#这与底特

律由兴起走向衰亡的时间吻合& 作者巧妙地把城

市变迁和每个特纳孩子的成长糅合到一起#借由

他们的眼睛和生活实践记录下底特律不同时期的

模样& 来自中下阶层的特纳一家从事着各行各

业#有克莱斯勒货车司机#通用汽车技术员#盐矿

工人#警察#教师#护士#当然也有瘾君子#赌徒和

酒鬼#他们用切身经历描摹出都市%文本'的肌

理#告诉我们!在这里发生的犯罪(腐化和管理不

善#让底特律远离了权力中心& 这是一个充斥着

彷徨(愤怒和暴力的城市+人们相互掠夺#只不过

是为了生存下去&

法国文化理论家米歇尔2德索托认为#通过

对都市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分析#尤其是普通人的

行走#可以总结出城市生活的基本体验#城市可以

看作是一个个行走的实践者组成的文本#

& 读者

跟着特洛伊和他的警车看到了这个城市里最不堪

和残暴的画面#有人在废弃大楼里发现了尸体#这

种血洒满地的死亡现场#在大多数城市都会令人

窒息& 可在底特律却司空见惯#人们一边吃着早

餐#一边冷漠地浏览骇人的报纸头条& 尸体没人

认领#警方%努力地'找%证据'把一起明显的凶杀

案归类为自杀案#草草了事& 特洛伊还有一项重

要的工作是向供不起房的人下达驱逐令#他曾亲

眼看着刚被通用汽车公司裁员的员工拿到驱逐令

后转身跳了楼& 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的不作为滋生

了特洛伊的叛逆情绪& 他伙同同事以权谋私#认

为绕着本就不公平的法则走和暴力犯罪是有差别

的& 底特律的司法体系已烂到根里#如果一个城

市的执法部门都不把法律当回事#又怎能奢望这

个城市是有序的/

兄弟姐妹中只有弗兰西念完大学#谋得了一

份历史老师的教职& 作者借由她之口#在历史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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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穿插讲述了底特律三次伤亡惨重的暴乱& 第

一次暴乱发生在独立战争期间#一位白人女孩指

控一个皮肤黝黑的酒馆老板强奸& 报上说这个老

板%流着黑鬼的血'#但事实上老板是西班牙人和

印第安人的后裔#所以皮肤黑了些& 对于失去理

智的白人暴徒来讲#%少量黑鬼的血'就足够让他

们勃然大怒#挥斧砍掉老板头颅#放火烧毁大量建

筑!

& 第二次暴乱发生在世界大战期间#传闻一

位白人姑娘被黑人帮派强奸#尚未得到证实#就引

爆了混战& 黑人街区被纵火#无辜的黑人被毒打#

)3人丧命& 第三次暴乱发生于 #601 年#在很长

一段时间是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暴乱事件& 当时

警方突袭了一家无牌照的黑人酒吧#与旁观市民

起了冲突#事态愈演愈烈(很快蔓延到全城#造成

3)人死亡#1 $$$ 多人被捕#! $$$ 多座建筑物被

毁"

& 这次动乱特纳一家亲历其中#老特纳手持

长枪在门口把守#生怕杀红眼的种族主义分子入

室行凶#可几个男孩为了到炸毁的建筑中捡 " 美

分一块的砖头#溜出家门在枪林弹雨中攒零花钱&

底特律成了充满戾气的城市#暴力事件此起

彼伏#好似有种无法遏制的力量深深潜伏在失望

与不安的人群中#这种力量会随时被点燃(爆发#

人性的凶残和乖戾暴露无遗& 骚乱是这个城市独

有的面貌!关闭多年的工厂留下的乌黑烟囱#一幢

幢坍塌的建筑物构成的废墟群#无以计数的小人

物步履蹒跚地走过满目疮痍的街头巷尾#意志消

沉的警察对雪片般的案宗麻木不仁#曾居住在这

里的白人目睹城市的灾难扭头离开& 德国哲学

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2齐美尔"YC&E?K'NNCB$

在文章-大都会与精神生活.里指出考察都市就

是要突出它的视觉变换之快(知性至上(算计性和

个人的反抗情绪等几个主题#

& 这与文学对城市

的书写几乎一致#弗卢努瓦的底特律城市叙事探

究的正是现代生活秩序和大都市这样的城市结构

对自我认知的建构和塑造& 这样的探究势必要回

答城市居民如何适应外部混乱(如何调节自身的

问题& 底特律的暴力骚乱是每个底特律人无法逃

避的外部现实#特纳一家对故乡怀着既痛恨又眷

恋的复杂情感#有人选择逃离#有人选择同它一起

毁灭#也有人选择殊死搏斗后自我救赎&

三4底特律#种族纷争之城

!$世纪中叶是底特律的鼎盛时期#城市人口

达到 #*$多万#可现在人口锐减到 1$ 多万#是美

国半个世纪以来人口流失最多的城市& 人口组成

中#白人占比不足 #$r#零散地居住在郊区甚至

更偏远的地方#而所有的黑人聚集在市中心$

&

莱拉的旧友邀请她去住所顶层酒吧#这里可以一

窥城市全景#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文艺复兴大楼上

通用汽车醒目的标志+接着让莱拉为之一振的是

绕城河边河狸忙碌的身影#经济停顿后#工业废水

大量减排#河狸回来筑巢了+最后莱拉的目光不可

避免地停在了那条著名的%* 英里之路'

%

"* D'BC

H&A%$上& 白人和黑人心照不宣地住在了这条路

的南北两侧#%一边是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一边

是废弃的教堂(火车站和博物馆+一边是父母领着

参加社交活动的安逸小孩#一边是满头脏辫(遍体

纹身的黑人男孩#污言秽语#聚众吸食大麻+一边

是人头攒动的喧闹街景#一边是衰败腐朽的死寂

沉默'

&

&

很多底特律白人以从未越过%*英里之路'为

荣#而对于大多数底特律黑人来说#这条分界线是

他们终其一生都无法逾越的藩篱& 格雷格2克莱

斯勒"YEC'?<EGIBCE$教授在-城市叙事!建筑话语#

城市规划和环境建设.一书中指出#城市里作为

横轴的街区和道路一方面发挥着生态过渡带的功

能#消解了人造空间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限#可另

一方面又人为地将城市人口按场域和阶级惯习进

行划分'

& 弗卢努瓦没有像其他非裔作家那样#

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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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刘启君!安吉拉2弗卢努瓦-特纳之屋.中的底特律城市叙事

从文化殖民(人权侵犯和叙事声音被剥夺等角度

来写种族政治#她另辟蹊径#以不同种族人群地理

居住空间的分裂和黑人在住房市场受到的不公待

遇#来凸显底特律的阶层壁垒和黑人的生存困境&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2萨格鲁"PJ&NAIKO?@

EOC$在-城市危机的起源!战后底特律的种族和不

平等.一书中说到#底特律街区白人黑人完全割据#

丝毫没有融合的局面#房产市场上的歧视政策难辞

其咎+甚至可以把底特律的滑坡归咎于种族主义和

法定的住房抵押贷款契约!

& #6)3 年#联邦住房

管理局"cC%CEAB=&OIC5%N'.'IFEAF'&.$颁布了极具

歧视性的住房抵押贷款规则#不给购买白人区住

宅的黑人提供贷款服务#直到 #63*年美国高等法

院才宣布废除此规定& 然而#即使在民权运动深

入发展的 !$ 世纪 1$ 年代#底特律郊外的白人业

主和房地产商依然排斥黑人购房者& 底特律第一

次大规模扩展期#约有 "$万黑人从密歇根南部的

棉花地向北迁徙#进入底特律市& 老特纳就是在

这时抛下妻小来到心中的%梦想之乡'#盲目地以

为只要找到工作就能买上一栋属于自己的洋房&

来了后才发现#由于限制性房地产合同#黑人没有

选择住处的自由#只能租住和购买%黑底'"SBA-/

V&FF&N$和%天堂溪谷'"=CARC. 9ABBCG$等街区的房

子#那里人口密集#没有暖气#老鼠猖獗#下水道腐

烂的气味挥散不去&

整部小说可以看作特纳一家的搬迁史#我们

跟着特纳夫妇及他们的孩子走过底特律的大街小

巷& 从%黑底'区榆树街">BNX&&% KFECCF$搬到离

白人区不远的乐梅大道"7CNAG5RC.OC$#最后来

到亚罗街区"]AEE&XKFECCF$的老宅#能让男孩(女

孩分房而睡& 查查和妻子蒂娜婚后的第一个家在

范戴克街"9A. \G/C$#这里治安糟糕#每个妻子

都不知道今天出了门的丈夫还会不会完整无缺地

回来& 第二个家来到了哈珀街"=AEUCEKFECCF$#住

宅两侧都是烧焦的楼房#商店老板怕被打砸抢#每

天只敢营业两小时& 查查在克莱斯勒不分日夜运

输汽车#终于带着家人住到了郊区的富兰克林村

"cEA./B'. 9'BBA?C$#同白人成了邻居#也因此拉远

了蒂娜和小姑子们的距离& 查查的妹妹们觉得住

那样的街区#不会再有琐碎的婚姻问题和育儿麻

烦& 介绍蒂娜时#称谓由之前的%我姐妹'变成

%我嫂子'& 街区(住房造成的社会隔阂不仅是地

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哪怕同宗同源同肤色的亲

人间也不能避免&

黑人地位的提高发生在科尔曼2扬"<&BCNA.

5(]&O.?$执政时期& 扬是底特律历史上第一位

黑人市长& 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老特纳和儿子们

针砭时弊的谈话中以及特洛伊同事对政府领导花

边新闻的八卦里& 如果说 #601 年的城市暴乱拉

开了底特律坍塌的序幕#那么扬执政时期在对黑

人政策上一边倒的状况则加速了底特律的分裂和

衰退& 彼时的底特律#黑人享有全国范围内最高

水平的福利#吸引了大量黑人聚焦到这个城市#越

来越多的黑人面孔出现在议会(法院和警察局等

重要职能部门#白人纷纷外迁"

& 用老特纳的话

说!%整个国家都在嘲笑我们#这里之所以衰败#

是因为由一群懒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蓝领无能

者掌管&'

#但一味指责黑人执政能力欠缺有失公

允& 事实上#扬的政绩毁誉参半#他努力想把城市

建好#只是郊区白人不愿跟他们有任何瓜葛#把经

济政治化#从根本上抵制(制裁(孤立了底特律#这

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是致命的$

& 郊区的白

人市长甚至靠着%我的城市里不会有一个黑人'

这样的竞选承诺#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

& 种族

纷争加剧了底特律的滑坡#留下黑人们困在这里

看着辛苦搭建的故乡一步步陨落&

四4底特律#未来希望之城

如果说欧茨笔下 !$世纪 0$年代的底特律是

压抑惨淡的(让人窒息的#那么弗卢努瓦描摹出的

新世纪底特律则多了一点温暖的光芒& 故事的结

尾#作者虽没明确交代老宅的命运#但 #) 个兄弟

姐妹从全国各地回来了#回到羸弱的老母亲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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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身边& %特纳之屋两侧的房子早被烧毁#大雨

冲刷干净后#紫罗兰(豚草(酸模叶野蛮生长+这里

本是街道第三户人家#如今成了唯一的街角一景#

整个街区最牢固(最坚实的地标&'

!特纳一家看

着孩子们在嬉闹#享受着传统的南方美食#跟着黑

人的音乐舞动狂欢& 这幕温馨的画面里#弗卢努

瓦似在帮困境中的底特律黑人找寻救赎的答案&

曾经在南方#他们通过几代人学会了在宗教(家庭

和亲人的帮助下生存下去& 尽管这些南方的文化

元素#像是音乐和美食#可能非常朴素#但它们代

表着希望#因而具有无法估量的心理上的价值&

如今#他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讲话变得冷冰冰#

甚至以前的爵士乐也被取代& 一旦不存在任何可

以依靠的东西和信仰#加之城市制度不完善#人将

变得一无是处& 当黑人失去了共同体意识#他们

也就失去了可以用来抵御无常的屏障& 弗卢努瓦

为废墟上的底特律人指明了方向!从自己的根(从

剥离不了的过去汲取能量&

希望之所以能在这里滋生#除了因为特纳家

族血液里涌动着南方黑人的音乐(美食(文化等滋

养的力量#还因为他们绝不屈服的傲气和让人敬

佩的尊严& 男性们在逆境中表现出了铮铮铁骨#

不祈求陌生人帮助#靠蛮力横冲直撞#住最脏的地

方#干最累的活& 女性们同样有着独立的人格和

强大的内心& 为了不让儿子在处处受歧视的南方

长大#维奥拉努力攒钱离开& 蒂娜用爱和耐心包

容着丈夫的失意#却在发现情感被背叛时优雅离

开& 莱拉早已失去住处#却能一边处理糟糕的生

活#一边收拾好情绪帮助女儿看护孩子& 自尊心

支撑着特纳家族每个人走过低谷& 弗卢努瓦笔下

的底特律黑人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高举政治正

确的旗帜#强调他们黑人的身份#而是专注于自身

的改变适应都市的变化& 他们不在乎外界的眼

光(白人的注视#生命不再受%证明自己同样有价

值'这个执念所扰&

生活的洪流裹挟着特纳人向前#当他们为了

家人不得不对命运妥协时显得更加英勇& 老特纳

对种族歧视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他在底特律的

第一份工作是盐矿工人#常年不见阳光的劳作让

他想起-出埃及记.里那些希伯来人是如何在埃

及人的采石场上被奴役的& 后来他终于得以爬出

矿坑#谋了份为富人开车的工作& 同事们为能和

富豪有所接触洋洋得意#孤傲清高的特纳显得格

格不入#很快受到排挤被撵走& 可为了让子女在

底特律这个城市扎下根来#他还是磨光了棱角#对

领导唯命是从#对警察低头哈腰#顺应城市的游戏

规则& 都市生活像梦魇一样#一旦踏入滚滚红尘#

心中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信仰#只剩下埋头苦干&

文学作品的一个终极母题就是解决个人如何在社

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

独立和个性#这样的冲突在城市生活中更加明显&

城市文学关注的正是工业文明下城市生活所引发

的后果#并寻求解答像大都会这样的结构在生活

的个人性因素与超个人性因素之间所建立的均等

化问题&

特洛伊同事纹在身上的两句拉丁语浓缩了弗

卢努瓦对底特律的期望#一句是底特律市旗上的

%我们期盼着更好的未来#它将从灰烬中崛起'

"KUCEANOIDCB'&EAHCIOE?CF<'.CE'VOI$#还有一句

是%我们会保卫家园'"POCV&E$

"

& 底特律曾是美

国崛起的先锋#美国生活方式的发源地& 在这里

诞生了汽车(批量生产(水泥道路和高薪的蓝领工

作& 现在底特律人希望它能成为美国振兴的先

锋& 尽管当下的城市破败#然而美好的事物正在

被人遗忘的地方生长& 市区正被重新整治#企业

家们东山再起#以年轻人为主的艺术家(诗人(音

乐家和技术人员把这荒芜的城市当作寻求自由与

机会的天堂#

& 这里终于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

作者的叙事在 #633 年(#6"* 年和 !$$* 年之间来

回切换#家族的创伤#每个人的记忆片段#是把整

个家族凝结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这些过往#定义和

塑造了底特律人#也将成为把他们从泥潭中拽出(

帮他们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最坚实力量&

结语

小说-特纳之屋.在家族故事里浓缩了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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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纪底特律的兴衰史& 如果说行动或逃避(遵

循或违背(顺从或反抗(共同体或孤立#这些秩序

和混乱的形式一直是城市生活的核心#那么小说

中的底特律的秩序是脆弱的#永远隐藏着混乱&

弗卢努瓦作为一名返乡者#悲痛地发现记忆里故

乡的繁荣不再#只剩下衰败的街区(空着的住宅和

游手好闲的人们#她希望找到这个城市滑坡的原

因#帮助在废墟中的底特律人指出方向& 作者笔

下的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和人工建筑物的

堆砌#而是当地历史(文化(礼俗和传统构成的

整体& 在她的叙事中#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生

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其最根本的内涵是不同时

期历史(文化的再生& 这样的城市叙事不再是

一面单独的透镜或镜子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

也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

而是提供了认识这个城市的不同方法#将触角

伸向现实的城市#实现了文学中的城市与现实

的城市的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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