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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聚焦少数族裔主人公青少年时期的迷茫、顿悟与成长，以身份政治、性别问题、少数
族裔文化等内容为核心，是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形势演变和少数族裔作家离散身份凸显，２１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呈现新特征，在叙事结构、人物刻画及成长主题等方面发生关键变化：小说时空叙事外延扩

大；主人公自愈能力增强，成人仪式更具隐喻和族裔特色；成长主题更具民族性、时代性和社会教化意义。这些新特征，

对理解美国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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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ｙ），聚
焦少数族裔主人公的青少年阶段，描绘他们的出

走、迷茫、顿悟及成长，以身份政治、性别问题、少

数族裔文化等内容为核心，是美国民族成长的集

体隐喻，最能代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的成长

与族群认同主题。如果说２０世纪美国族裔文学
充斥着对种族冲突的不平和抗争，那么２１世纪的
族裔文学沿袭了其种族书写的主旋律，但却在现

实关切和文学自由之间取得了折衷①。有的描绘

了美国族裔文学的整体情况②，有的着重阐述了

美国族裔文学的某个支脉③，有的探讨了美国成

长小说的发展历程与叙事特征④，有的则挖掘了

华裔美国小说的成长主题⑤。然而，对美国少数

族裔成长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并不多见，对其在２１

世纪呈现的新特征更是鲜有挖掘。本文尝试集中

探讨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对欧美传统
成长小说的传承与借鉴，主要撷取美国国家图书

奖等重要奖项获得者的作品，以期从他们的代表

性作品中见微知著，揭示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
长小说的新特征。

一　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概述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是指由美国非白种少数族

裔作家群体用英语进行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美

国非裔文学、拉美裔文学、印第安裔文学、亚裔文

学、犹太裔文学和阿拉伯—伊斯兰裔文学。美国

的少数族裔作家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族裔性，在

其文学创作中往往把族裔身份融入其中，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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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形成显见的文化痕迹①。随着社会结构和

观念的演变，少数族裔文学逐渐跻身美国主流文

学，在美国多元化文学体系中的位置渐趋显著②，

这不仅为少数族裔作家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为

整个国家的文学传统拓展了新的视野。一些在美

国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ＴｏｎｉＭｏｒｒｉｓｏｎ）与
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ＳａｕｌＢｅｌｌｏｗ），都借笔下
人物深刻地描绘了少数族裔的生活体验和内心世

界，发出了凸显族裔性的声音。

美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成长小说，

其创作历史几乎和美国文学的历史一样长，成为

解读美国文学的一个独特切入点③。但直至 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成长小说才作为术语在美国文学批
评中崭露头角④，之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ｙ常被用作德
文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成长小说）的英文对应词，在文
学评论中广泛应用。如果说，欧洲传统成长小说

的最大共同特点是，整体上以社会为本位，在面对

个性追求与社会现实矛盾冲突时，主张个体向社

会妥协⑤，美国传统成长小说则更注重个人的发

展与突破。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经久不衰，

不仅有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也跟美国的国民性

格、人口的流动性、疆域的广袤性和国家的年轻度

不无关系⑥。

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特指作家为身居美国

的少数族裔，且主人公是移民或流亡在美国的少

数族裔人群的小说类别。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从母

国文化中汲取力量，意图借笔下主人公的成长历

程消解自己在“大熔炉”中生存的迷惘与困顿，寻

求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与社会认同。美国少数族

裔成长小说的发生、发展，与作家离开家园后迁

徙、流落的离散语境密不可分，呈现了不同族群的

文化和伦理认同。少数族裔的身份、族群和国家

认同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重要议题⑦。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及少数族裔作家离散身

份的凸显，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在继承欧美传

统成长小说艺术经验与叙述框架的同时，在叙事

结构、人物刻画、主题意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

索。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Ｋｈａｌｅｄ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华裔作家伍绮诗（ＣｅｌｅｓｔｅＮｇ）、非裔作
家杰斯明·沃德（ＪｅｓｍｙｎＷａｒｄ）和印第安裔作家
路易斯·厄德里克（ＬｏｕｉｓｅＥｒｄｒｉｃｈ）是２１世纪美
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作家的重要代表。他们延续

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写作传统，持续关注身份认同、

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重要议题，秉持对本族裔的自

豪感，致力于打破文学的种族界限，在文学创作中

寻找普世的价值观念。下文将深入分析卡勒德·

胡赛尼的《灿烂千阳》和《追风筝的人》、伍绮诗的

《无声告白》、杰斯明·沃德的《拾骨》以及路易

斯·厄德里克的《圆屋》，以窥探 ２１世纪美国少
数族裔成长小说的新特征。

二　叙事结构的传承与创新
成长小说作为一个类家族概念，对情节设置、

主题思想乃至文本的结构和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较

为明确和固定的要求⑧。成长小说大致依循“诱

惑———出走流浪———迷惘困惑———顿悟”的叙事

结构，讲述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涵盖了其身体、心

智和情感等方面的成长历程⑨。成长小说强调主

人公发挥主体能动性，在人生经历中实现道德与

心智的成长。读者群体则在阅读过程中，跟随小

说主人公一同经历人生洗礼，收获人生成长。成

长小说需遵循固定的时间节点，其时间形式较为

简单，基本通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果律组成的

线性秩序实现事件描述。成长小说主人公需要在

不同的空间里应对不同文化的碰撞，经历身份的

探寻，寻找身份的认同。小说主人公常以移民或

流亡者的身份，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居，或

重复跨国往返或旅居。这种大范围的空间跨越给

成长小说主人公带来了两难处境，一是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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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流浪儿身份，二是难以回归的故国情怀。

线性的时间秩序与移动的空间秩序，是成长

小说历经历史流变，仍未改变的叙述特征①。然

而，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新世界格局的形

成，在移民众多、族群分布广泛的美国，空间流动

已经从传统欧美成长小说中由乡村到城市、由外

省到内省的流动，扩展为跨国和跨区域的流动；时

间变化则由青少年时期扩展为从幼年时期到成人

时期的全过程。一般而言，成长小说的描写对象

是１３岁到２０岁出头的青少年，这是因为成长一
般指在人生发育的鼎盛时段化蛹为蝶般的巨变，

而该巨变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即人生观和世界观

初步定型的时候。然而，与欧美传统成长小说相

比，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成
长时长变得更为宽泛。究其原因：其一，全球化、

移民潮、文化交融等现象使得少数族裔主人公的

成长背景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成长过程也随之

延长；其二，少数族裔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不仅要

面对个人成长问题，还要面对族群身份、族群关系

和文化传承等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需要长时

间的探索和思考，甚至需要跨越整个成年阶段才

能得到解决。

２１世纪初，卡勒德·胡赛尼凭借“阿富汗三
部曲”一举轰动美国文坛，一跃成为世界文坛新

星。胡赛尼的作品往往在恢弘的历史叙事中触及

最细腻、悲悯的瞬间，他以深刻的洞察力、感人至

深的叙事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赢得了读者的喜

爱，成为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典型代表。
胡赛尼的《灿烂千阳》（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ｐｌｅｎｄｉｄＳｕｎｓ，
２００７）以阿富汗的动荡历史为背景，用细腻的笔
触，描绘了两个家庭背景迥异的女子在战火与男

权压迫下，历经磨难，相互扶持，坚定追求幸福和

希望的心路历程。小说主人公玛利亚姆和莱拉的

年龄跨度远超传统小说范畴，从幼年到中年，她们

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精

神的成熟。小说时间范畴的延展，展现了少数族

裔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与成长，更深刻地揭示了

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灿烂千阳》在叙事结构上的创新还体现在

主人公空间流动范围的扩大。小说围绕两个女主

人公展开叙事，两条主线彼此交叉。玛利亚姆经

历了“幼年困顿（泥屋）———幻想破灭（赫拉

特）———命运滑落（喀布尔）———从容赴死（监

狱）”，她身体的流动范围虽限于城市和乡村，但

心理的空间流动范围则被远远扩大。玛利亚姆经

历了出走后的困惑、婚姻的不幸、家庭的冷漠以及

丧失亲人的痛苦，她一生渴望逃离这个牢笼，内心

从未放弃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最终以赴死的方

式成全了莱拉，实现了自我价值，获得了尊严与

爱。通过这种对比，小说凸显了阿富汗社会在不

同历史时期的冲突和转变，更显人物的悲惨命运。

相较而言，莱拉则是经历了“童年幸福（家园，喀

布尔）———惨遭欺骗 （拉希德的房子，喀布

尔）———逃离战火（巴基斯坦）———回归故国（阿

富汗）”，更广阔的空间流动不仅揭示出她个人的

流亡经历，也反映了阿富汗在战乱中的剧变。这

种空间叙事为故事赋予了多时空动态感，凸显族

裔性的同时更添以世界性，使读者更深入地感受

到阿富汗战乱时期的动荡、对女性的束缚以及人

物命运的缥缈。

三　人物刻画的多样与求变
莱斯利·菲德莱尔（ＬｅｓｌｉｅＦｉｅｄｌｅｒ）从美国国

民性和文学史的角度论证了美国作家对青少年的

青睐，他认为，由于美利坚民族历史短暂，美国作

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没有深厚的文学传统可以参

考，只得构建全新的写作历程，而这一点与青少年

的成长经历近似，因此往往就更倾向于将其作为

主人公进行叙事②。在 １８世纪下半叶教育小说
（成长小说）出现之前，长篇小说主人公通常作为

常数存在，而所有其他因素，如社会环境、人物命

运、人物身份等都是围绕主人公的变数③。成长

小说主人公突破既有设定，成为小说中的变数，主

人公的变化即赋予了情节意义，使其得到再认识

与再构建。从哲学意义上来看，成长是对“主体

之谜”的解密，人成长的标志就是寻求主体的

觉醒④。

通过成长小说“诱惑———出走流浪———迷惘

困惑———顿悟”的叙事结构及凸显主人公心智成

长的写作主旨，可以推断成长小说具有四个典型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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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晏杰雄：《小历史空间中的个体精神成长———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Ｆｉｅｄｌｅｒ，Ｌｅｓｌｉｅ．Ｌｏｖ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ｏｖｅｌ．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ｐ．２６．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２７—２３０页。
侯金萍：《华裔美国小说成长主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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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一是成长中的疏离感，即主人公与周围环境

的隔阂，产生被孤立的消沉情绪，故而选择出走流

浪；二是成长中的顿悟，使主人公突然醒悟的事

件，预示着叙事的高潮；三是成长引路人，引导主

人公走出困惑、走向顿悟的小说人物；四是成人仪

式，某种蕴含象征意义的仪式，以突出主人公的成

长蜕变①。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成长

过程通常伴有具备强烈隐喻色彩和族裔特色的物

件或仪式，如阿拉伯裔成长小说中的“风筝”与

“女性互助意识崛起”、亚裔成长小说中象征“东

方力量”的符咒与结界②、犹太裔成长小说中的

“弥赛亚呐喊”等，这些物件以民族身份提醒的方

式，促成了主人公的成长与蜕变。

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在构建人物
形象和描述人物成长经历时，均具有类似的要素，

但与不同族群主人公和多元主题交织后，为小说

情节注入活力和鲜明特色，使小说叙述充满张力。

不同于欧美传统成长小说主要关注阶级的影响，

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更突出当今社会
环境下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对主人公成长的影

响。主人公既有欧洲传统成长小说主人公的性格

特征，如迷茫与困顿，也有因种族、阶级、性别等因

素带来的新特征。他们多了些不属于青春期的烦

闷和困惑，少了些年少时期的恣肆与不羁，其性格

特征非常相似，如敏感、勤奋、求知欲强。主人公

主要依靠自身对社会的观察与感悟获得成长与顿

悟，主人公的自愈程度更高，成长仪式更为抽象。

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ＴｈｅＫｉｔｅＲｕｎｎｅｒ，
２００３）以历经战乱的多民族国家阿富汗为背景，
描述了主人公阿米尔在阿富汗的童年、流亡美国

和重返祖国完成自我救赎等经历。童年时期，阿

米尔自认得不到父爱而心态扭曲，看到忠诚的仆

人哈桑因自己而被强暴时选择逃跑，并在事后逼

走哈桑。从此阿米尔的内心笼罩在愧疚的阴影

中，阿米尔要成长，就必须解开愧疚的心结。流亡

美国期间，阿米尔通过努力，克服了因流亡带来的

挫折和困难，获得了事业和婚姻生活的幸福，但在

内心深处，他始终“做不回一个好人”。为了突破

自身成长，步入中年的阿米尔在得知哈桑的儿子

索拉博已落入塔利班恐怖分子手中时，发挥主体

救赎性，毅然回到阿富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救出

索拉博，还肩负起抚养他长大成人的责任。阿米

尔通过成长过程中获得的努力和勇气，完成了自

我救赎，获得了成长与顿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

引路人逐渐隐形，成长仪式变得抽象。小说通过

情节叙事与主人公心路历程描写，展示了一个人

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内心成长史，也呈现了一个国

家的苦难史、一个民族的灵魂史。

伍绮诗是美国８０后华裔新生代作家，却已凭
处女作《无声告白》（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ｅｖｅｒＴｏｌｄＹｏｕ，
２０１４）斩获多项文学大奖。伍绮诗擅于运用多元
写作视角，以生动而细腻的语言描绘人物情感，叙

述流畅而富有张力，成为“继谭恩美后享有国内

外一致赞誉的华裔女作家”③。伍绮诗的《无声告

白》着力描绘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俄亥俄州一
个华裔家庭充满复杂情感和人性困境的家庭故

事，作者通过多种叙事手段揭示了家庭成员之间

的复杂关系和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小说以

“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④悬疑开篇，转

而进行稀松的日常叙事，一如莉迪亚沉入的那片

湖水一般波澜不惊，仿佛一切从未发生。随着故

事的展开，莉迪亚复杂的内心世界逐渐浮现。与

传统的静态人物形象相比，莉迪亚呈现出一种动

态的变化和内在的矛盾，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扰和

父母施加的负担使她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数，她

试图逃避家庭和社会对她的期望，追求属于自己

的生活，展现出叛逆和反抗的一面。朋友杰克的

质问让莉迪亚开始觉醒，她发现自己一直活在恐

惧之中，为达成父母期待隐瞒真实的自我，却始终

无法化解自己承受的巨大压力，此后她决心不再

沉默，实现了自我的顿悟。当莉迪亚意识到一切

从开始就错了的时候，她决然走向自己所惧怕的

水，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了新生，这是对父母无声的

反抗，亦是有力的呐喊，人物的内心在此刻变得丰

满。莉迪亚的成长不仅是在外部事件的影响下，

更是在内心深处的自我探索和觉醒中发生的。

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对主体的信
赖取代了过去西方文化如基督教教义所依赖的上

帝救赎理念。它强调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最大限度

地接近完善，这是一种深具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可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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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宏军：《英美成长小说导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页。
唐莹：《美国华裔青少年文学中的“中国想象”》，《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黄辉辉：《时间·人格·自我图式———〈无声告白〉与创伤认知叙事新范式》，《外语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伍琦诗：《无声告白》，孙璐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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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的此岸“救赎”①，是人类彰显主体能动性、

掌控自己命运的体现。

四　成长主题的包容与升华
成长小说承载着深刻的社会教育寓意，引导

价值主要体现在读者的审美体验中。小说主人公

总是在曲折的成长过程中获得自我身份建构，在

他者的确证下实现心智、情感与眼界等层面的多

重发展。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自觉地将自己

投射到成长主人公的身上，从而获得与主人公类

似的成长体验，实现自我认知的升华。拉康（Ｊａｃ
ｑｕｅｓＬａｃａｎ）的镜像理论揭示了自我成长过程中
他者确证的重要意义，成长过程中的个体正是通

过了解他人是谁，才意识到自己是谁，才能发展出

独立的自我意识。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
说对主体性的依赖愈加强烈，主题探索也愈加清

晰，突显了成长主题和身份建构问题。小说作者

通过描写处在他者文化中的主人公实现跨文化发

展与自我意识升华的过程，尝试解决主人公自我

同一性确认及与社会融合的问题。

杰斯明·沃德是当今美国文学界炙手可热的

非裔作家新秀，凭借《拾骨》（ＳａｌｖａｇｅｔｈｅＢｏｎｅｓ，
２０１１）和 《歌唱吧，未葬者，歌唱吧》（Ｓｉｎｇ，
Ｕｎｂｕｒｉｅｄ，Ｓｉｎｇ，２０１７）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获此殊荣的女作家。沃

德通过对美国南方文化和社会动荡的深刻洞察，

打破了文学作品中的传统边界，她的作品凸显了

种族、阶级和地域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她成为当代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声音。沃德

的《拾骨》以２００５年发生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
为背景，刻画了处于美国底层社会的非裔家庭的

真实生活。小说主要讲述在遭遇无情飓风侵袭后

的１２天中，１４岁黑人女孩艾斯克与兄弟们彼此
关爱，为了家人而互相做出牺牲的故事。小说呈

现的主题是，在灾难面前所有家庭成员应同舟共

济，携手抵御灾难，彼此的自我牺牲、共同呵护与

关心可以使一个原本缺爱的家庭温暖起来，重新

燃起生活之火②。小说在描述美国底层社会非裔

的贫穷、无知、落后的同时，也用细腻的笔触勾勒

出了面对巨大灾难时，人类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的

团结与互助，让读者看到了潜藏在人性中的爱的

力量。沃德在成长过程中，不仅承袭了非裔文化

的传统，也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她的作品

展现了非裔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张力与融合。非

裔文化传统强调群体互助的精神，将为他人提供

支持视为重要的精神理念；而人文精神是西方文

化的核心，它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追求个体的独立

性、自由和尊严③。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
说在体现族裔作家民族性的同时，也对灾难、人性

和爱等时代性主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路易斯·厄德里克作为印第安裔女作家在美

国文坛久负盛名，被认为是美国当代作家中的领

军人物④。她创作的《圆屋》（ＴｈｅＲｏｕｎｄ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于２０１２年获得第６３届美国国家图书奖，也
使其成为首位摘得此奖的印第安裔作家。厄德里

克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创作风格而闻名，

作品大多围绕历史创伤和身份认同进行反思，且

常常融入神话和超自然元素，展现了其对传统印

第安文化的深刻理解。《圆屋》的故事背景设置

在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保留区，小说围绕主人公

乔的母亲杰拉尔丁遭受强暴和袭击展开，身心受

到巨大创伤的母亲不愿再回忆那日的不幸遭遇，

这件事给乔一家带来无尽的不安与痛苦。面对案

件的停滞，１３岁的少年乔决定亲自开展调查，并
由此开启了一段幻灭的成人之旅。圆屋是印第安

族裔的文化象征，乔起初无法理解圆屋以及社群

仪式之于本族裔的神圣意义，通过祖父的讲述，得

知圆屋的建造历史后，联想到母亲的遭遇以及白

人殖民者给族人带来的苦难，种族意识便开始觉

醒，最终得以在融合传统与现代思想中完成自我

身份建构，实现自我意识升华。小说通过描绘乔

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情感体验，深刻揭露了印第

安族裔所面临的身份认同、文化传承、社会融合等

多层次挑战，触及了印第安族裔文化在主流文化

夹缝中生存的生态境遇。作者对法律和宗教信仰

的探讨，以及对女性遭受性暴力问题的揭示，也使

小说成为有力控诉社会问题和文化呼吁的利器。

当世界面临不同政治、经济形势的重新排位

时，美国文学中融合与发展的思想逐渐凸显，美国

作家中一部分人开始寻求族裔特色思想支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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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宏芬：《成长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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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罗虹等：《当代非裔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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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中表现出了时代性、

民族性的价值趋同。韦勒克（ＲｅｎｅＷｅｌｌｅｋ）和沃
伦（ＡｕｓｔｉｎＷａｒｒｅｎ）认为，倘若研究者仅将文学视
为现实生活的投射或参考资料，则无法彰显其真

正价值。只有深入挖掘作品内容及其艺术手法，

具象地分析作品中生活画面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①。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
成长小说的时代性、跨域性及民族性，根源于少数

族裔作家的本族文化及其在他国的流散经历，丰

富了成长小说内涵，也丰富了美国文学类别。

结语

在从德国走向其他国家的过程中，成长小说

主人公的主体能动性未曾改变，时空叙事特征、人

物刻画描写与族裔主题特征却经历了不断的革

新。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沿袭了欧美
传统成长小说从诱惑到顿悟的叙事结构及凸显主

人公心智成长的主旨，也保留了疏离感、顿悟、成

长引路人、成人仪式等典型要素，但随着世界形势

的变化及少数族裔作家离散身份的凸显，增添了

三类明显特征，即叙事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扩展，主

人公自愈度的提升与成人仪式隐喻色彩与族裔特

色的加浓，以及成长主题更具时代性、民族性与社

会教化意义。作为美国民族成长的集体隐喻，美

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既承载了个体成长的故事，

也反映了整个社群的文化困境与自救方式。２１
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以其独特的时代性和

感召力，从美国文学中分离，形成独立的分类概

念。它继承了欧美传统成长小说的艺术经验与叙

述框架，同时不断追求叙事表达的创新、时代特色

的凸显以及主题意蕴的深入，最终形成了独具族

裔特色、时代特色及社会教化意义的艺术格调。

研究２１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成长小说，有助于了解
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的困境，理解他们在文化、历

史和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挑战与坎坷；同时为我国

青少年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激发社会对青少年心

理成长的关注，培养青少年的心灵救赎能力和民

族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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