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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悬空》的流动性政治

张国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悬空》绘制了一幅２０世纪美国意大利裔中产阶级家庭的流动性图景，呈现了２０世纪美国复杂纠缠的流动
性政治，解构了美国的流动性神话。小说人物的流动性实践揭示了族裔、性别和阶级在流动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意大

利裔的族裔身份削弱了他们的流动能力，限制了他们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物理流动性和向上流动性，使他们处于美
国社会底层；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既是流动性性别差异的标志，也反映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成为两性争夺流动性权利、

建构两性权力关系的武器；作为阶级标志的品味区分和建构阶级，阻碍了中产阶级内部的自由流动，反映了白人中产阶

级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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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流动性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物蒂姆·克雷斯韦尔（Ｔｉｍ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认为“流动性
按照族裔、阶级和性别被不平等地建构”①，形成了

流动性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流动性政治是
“流动性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的方

式”，包含“阶级、性别、族裔、国族、宗教群体的关系

及其他形式族群的关系”②。美国当代韩裔作家李

昌来（ＣｈａｎｇｒａｅＬｅｅ，１９６５—）斩获２００６年美国亚
洲／太平洋文学奖（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ｗａｒｄ
ｆｏ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小说《悬空》（Ａｌｏｆｔ，２００４）就是一
部反映２０世纪美国社会流动性政治的典型作品。
这部小说没有延续作家驾轻就熟的移民同化、身

份危机等亚裔小说的常见题材，而是采用郊区小

说的形式，以年过花甲的男性叙述者杰瑞（Ｊｅｒｒｙ
Ｂａｔｔｌｅ）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美国意大利裔中产阶级
家庭将近百年的家族流动史，描绘了这个移民家

庭追求流动性神话（ｍｙｔｈｏｆｍｏｂｉｌｉｔｙ）过程中遭遇
的流动性政治，展现了族裔、性别和阶级因素在流

动性中单独或共同发挥的作用，解构了美国鼓吹

数个世纪的流动性神话。目前学界多聚焦小说中

的种族、白人性等议题，鲜少关注小说呈现的少数

族裔移民家庭在美国百年间的流动性主题。因

此，本文将结合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围绕

小说《悬空》呈现的流动性政治，从族裔、性别和

阶级三个维度探讨意大利族裔对意大利移民流动

性的限制性影响、现代交通工具与两性流动性的

关系和品味与中产阶级内部的阶层流动性的联

系，揭示族裔、性别、阶级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流动

性政治的运作机制。

一　流动能力与族裔流动性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习惯于将其所能

提供的强化的流动性视为其独特之处，即来去自

如、随心所欲和创造新生活的机会”③，这正是美

国自建国起就宣扬的流动性神话。然而，《悬空》

中美籍意大利裔杰瑞家族在种族主义猖獗、排外

情绪高涨的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追寻流动性神
话的家族历史不仅揭示了族裔对于流动性的限制

性影响，也解构了美国的流动性神话。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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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杰瑞的祖父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人生

机遇从意大利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然而，应许

之地美国并未张开热情的怀抱迎接这些新移民，

等待他们的是排斥、歧视与拒绝。为了在美国立

足，杰瑞的祖父在抵达美国后将姓氏从巴塔利亚

（Ｂａｔｔａｇｌｉａ）改为巴特尔（Ｂａｔｔｌｅ），“因为简单易记，
族裔特色不鲜明”①。“族裔特色不鲜明”揭示了

父辈们更改姓氏的真实原因———规避种族歧视、

实现自由流动、谋求生存发展机会、融入以白人盎

格鲁—撒克逊清教徒（ＷＡＳＰ）为主体的美国。置
于当时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巴特

尔家族改姓合情合理。２０世纪初，来自意大利南
部的贫农怀着赚钱发财的梦想潮水般涌入美国，

这些宗教、语言、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美国本土

文化迥异的新移民多数不会讲英语，违法犯罪事

件时有发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抵制。１９１２
年，美国国会关于移民限制的听证会做出限制意

大利移民的裁决，因为他们不是“血统纯洁的高

加索人”②。意大利移民被视为“低劣的非白人种

族”③“不可见的黑人”④，受到美国社会的排斥、

歧视与迫害。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移民“取代爱

尔兰人成为美国老生常谈的反天主教的主要目

标”⑤。当时美国经济形势不佳，失业率居高不

下，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意大利移民对美国工人

形成就业竞争、威胁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切身利益，

激起他们强烈的仇视情绪。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

散布意大利移民“堕落、无知、懒惰、肮脏、赤贫、

暴力、迷信和有犯罪倾向”的负面形象，他们被视

为美国社会构成和生物构成的威胁⑥。在排斥、

歧视与迫害意大利移民风气猖獗的美国社会，意

大利移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遭到威胁⑦。杰

瑞的父辈改为“族裔特色不鲜明”的姓氏是迫于

现实压力与谋生需求的无奈之举。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族裔因素成为限制
和削弱意大利移民流动能力（ｍｏｔｉｌｉｔｙ）的重要因
素，体现在横向的物理流动和纵向的向上流动

（ｕｐｗａｒ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上。“流动能力”是社会学家考
夫曼（ＶｉｎｃｅｎｔＫａｕｆｍａｎｎ）提出的衡量流动性高低
的概念。流动能力指“人流动的能力”，即“个人

利用流动性领域的可用资源并将这种潜能用于个

人活动的方式”⑧。流动能力受族裔、性别、阶级

等因素的影响。在物理流动方面，憧憬美好生活

的杰瑞父辈漂洋过海，完成跨大西洋的流动，踏上

美利坚大地，体现了他们高度的流动性。然而，在

美国，他们的流动能力却受到了限制和削弱，难以

在广袤的美国国土自由流动。２０世纪初，多数意
大利移民定居在纽约、新泽西、宾西法尼亚和新英

格兰南部多元化的城市地区⑨，避开种族主义猖

獗的美国南部。为了生存下去，杰瑞祖父选择在

种族关系相对缓和、社会氛围相对包容的纽约安

家落户，居住在生活条件简陋、公共服务不便、社

会治安较差、隔离在白人主流社会之外的意大利

移民聚居区。他们的居住条件恶劣，杰瑞家族三

代人半个世纪蜗居在狭小逼仄的房屋内。杰瑞家

的男人们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基本上是工地和家

两点一线的固定、重复流动；女人们在家操持家

务，几乎处于不流动的状态。他们的日常生活局

限在封闭的意大利社区，与本族移民交往、通婚，

与外界鲜有往来。意大利的族裔身份限制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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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南方的路易斯安纳州、密西西比州等地，意大利移民生意被破坏、生命被威胁的暴力情况屡见不鲜：１８９１年，１１名意大利移

民在新奥尔良被处以私刑（参见ＬｅｖｉｎｅＲａｓｋｙ，Ｃｙｎｔｈｉａ．Ｗｈｉｔｅｎｅｓｓ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ｐ．１２６．）；１８９９年，５名意大利移
民在路易斯安纳州塔卢拉（Ｔａｌｌｕｌａｈ）被处以私刑；１９２７年，意大利移民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ｃｃｏ和ＢａｒｔｏｌｏｍｅｏＶａｎｚｅｔｔｉ卷入马萨诸塞州的抢劫案，虽然
缺乏有力证据，但他们被定罪并处死，该案被美国意大利群体视为是仇视意大利人的铁证，引发了美国民权组织的抗议（参见 Ｇｕｅｌｉｅｌ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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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的流动能力，阻碍了他们自由的物理流动。

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也通过就业限制削弱了

意大利移民的向上流动性，将他们禁锢在美国社

会底层。美国新移民主要通过从蓝领到白领的职

业上升、经济条件改善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而

意大利的族裔身份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的职业选

择、阻碍其向上流动。英国地理学家彼得·阿迪

（ＰｅｔｅｒＡｄｅｙ）指出“流动性形塑我们的人生机
遇”①，意大利移民受限的流动性减少了他们的人

生机遇，降低了他们通过就业机会实现向上的社

会流动性的可能性。意大利移民流动性差，遭遇

严重的歧视与拒斥，难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

薪资福利，职业选择受限，多为待遇差的蓝领职

业。一些雇主认为意大利移民不可靠而不愿雇佣

他们，意大利裔移民不得不从事报酬低廉、白人不

愿从事的体力工作，工资待遇也低于白人和黑

人②。第一代和第二代意大利移民职业流动性很

小③。《悬空》中，杰瑞的祖父到美国后成了一名

工作累、工资低的建筑工人，他的父亲子承父业，

第三代的杰瑞继续在建筑行业打拼。职业限制和

报酬不公影响了杰瑞家族经济条件的改善，限制

了他们通过成为白领实现向上流动性的可能性。

意大利族裔身份削弱了意大利移民的流动性，减

少了他们的人生机遇，压制他们处于社会底层。

美国族裔史学家戴维·罗迪格（ＤａｖｉｄＲｏｅｄｉ
ｇｅｒ）用“居间人口”（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ｓ）④描述 ２０
世纪上半叶爱尔兰、东欧和南欧移民在美国社会

所处的夹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模糊位置，“居间

人口”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意大利移民在美流动能

力差、流动性受限、难以流动的流动性困境。在种

族主义、民族歧视与排斥迫害笼罩的２０世纪上半
叶的美国，一方面，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削弱了意

大利移民的自由流动，限制了他们横向的物理流

动性，他们被迫蜗居在与白人主流社会鲜有来往

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另一方面，族裔又通过限制

职业选择和削弱职业流动性降低意大利移民通过

改善经济条件实现向上流动性的可能性。

二　现代交通工具与差异的性别流
动性

在西方文化中，基于公共／男性和私人／女性
分离领域（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ｐｈｅｒｅｓ）的划分，男性多与流
动性相联系，女性成为静止和不动性（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的同义词，流动性的性别差异由此产生。学者蒂

姆·克雷斯韦尔和尤腾（ＴａｎｕＰｒｉｙａＵｔｅｎｇ）探讨
了性别与流动性的复杂关系，指出“女性流动性

不同于男性流动性”，这种不同“重新确立和再生

产生产这些差异的权力关系”⑤。性别与流动性

是相互建构的关系，“性别以多种方式建构流动

性，又以多种方式被流动性建构”⑥。简言之，流

动性的性别差异影响了性别关系，发挥了确立、巩

固、颠覆和再生产性别关系的作用；两性的权力关

系反过来也影响了流动性的性别差异。流动性研

究尤其关注现代交通工具、流动性与两性权力关

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代交通工具使用的性别差异不仅反映了流

动性的性别差异，更折射了两性的权力关系。二

战后，汽车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普及为增强个

体流动性提供了物质条件。作为流动性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ｂｉｌｉｔｙ）的汽车赋予个体高度的流
动性，被视为自由和进步的标志；然而，不同性别

使用汽车的机会和频率却存在较大差异。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

式”回归美国社会⑦，完美的郊区家庭主妇形象受

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宣传和赞美。“女性对

家庭义务的责任限制她们的日常出行，男性使用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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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ｄｅｙ，Ｐｅｔｅｒ．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ｐ．１０６．
据统计，１９１０年，美籍意大利男子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男子或黑人男子，参见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史》，沈宗美译，中信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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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ｂ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５，ｐ．９６．
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Ｔｉｍ，ＴａｎｕＰｒｉｙａＵｔｅｎｇ．“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ｄｓ．ＴａｎｕＰｒｉｙａ

Ｕｔｅ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ｇ：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８，ｐ．３．
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Ｔｉｍ，ＴａｎｕＰｒｉｙａＵｔｅｎｇ．“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Ｅｄｓ．ＴａｎｕＰｒｉｙａＵｔｅｎｇ

ａｎｄＴｉｍＣ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ｇ：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８，ｐ．５．
王恩铭：《二十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２页。



第２６卷 张国庆：论《悬空》的流动性政治

汽车更多，他们自己使用汽车，而不是为他人使

用”①。汽车也被视为男性的特权。“汽车与男性

气质和男性流动性相连”，而“女性使用汽车的权

力和能力都受到质疑”②。汽车在提高男性流动

性、增强男性气质的同时，却未提高女性的流动

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流动性的障碍。

《悬空》中，杰瑞和妻子黛西（Ｄａｉｓｙ）是典型的 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夫妻，丈夫杰瑞负
责外出赚钱养家，妻子黛西负责相夫教子。汽车

的使用反映了杰瑞和妻子黛西的流动性差异：作

为一家之主的杰瑞驾驶汽车自由出行，拥有高度

的流动性；作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黛西却囿于

狭小的家庭空间，缺乏流动性自由。家庭主妇的

责任决定了她使用汽车的用途：去商场采购、接送

孩子上学，而非满足个人的流动性需求，她的流动

性并未被增强。男性性别赋予杰瑞较高的流动

性，在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自由流动，女性性别却

削弱黛西的流动性，将她拘禁在狭小的家庭空间

内。“流动性和对流动性的控制反映和增强权

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与流动性平等的关系。”③

杰瑞高度的流动性和黛西相对的不动性反映二者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杰瑞的主导、黛西的从属

关系。

男性也利用现代交通工具限制和控制女性的

流动性，以削弱女性主体性，实现对女性的主导、

控制和压制，维护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道琳·玛

西（ＤｏｒｅｅｎＭａｓｓｅｙ）明确指出“限制女性流动性在
某些文化语境中是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手

段”④。《悬空》中，黛西有一周的家庭支出过多，

杰瑞小题大做，认为这是对其一家之主地位的冒

犯，以“几乎禁足一周（没有汽车钥匙）”作为对妻

子的惩罚。杰瑞通过剥夺汽车的使用权、限制活

动范围来削弱黛西的流动性，压制黛西的主体性，

以此维护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杰瑞还

以贤妻良母是女性“天性”的观念为限制妻子的

流动性的行为辩解。杰瑞以房屋干净整洁、三餐

精致美味、生活井井有条作为取消限制黛西流动

性的条件，将贤妻良母等同于女性的流动性，希望

借此使黛西认同、接受局限于家庭空间的流动性，

进而接受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将女性固定在家

里、限制女性的流动性充当了控制女性的工

具”⑤，被用于维护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不平等

的夫妻关系。

小说既呈现了二战后美国中产夫妻的流动性

差异，也描绘了２１世纪女性利用现代交通工具获
取流动性、重构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努力。杰瑞和

黛西的女儿特丽萨（Ｔｈｅｒｅｓａ）就是拥有高度流动
性和平等夫妻关系的２１世纪女性。特丽莎生于
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女权运
动的推动，女性的流动性提高，从家庭空间走向公

共空间，并在教育、就业、生育等方面获得更多的

权利。与流动性受限的母亲不同，特丽莎拥有高

度的流动性，自由使用并利用现代交通工具拓展

其流动性。她驾驶汽车、搭乘火车、乘坐飞机远赴

他乡求学求职，为了个人发展，在美国国内和世界

各地自由流动。“对于个体而言，身体流动能力

既是权力的表现，也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⑥

高度的流动性标志着特丽萨的独立自主，也赋予

她获得名校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授的机会，更是

她在两性关系中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

特丽萨高度的流动性使其得以建构平等的两

性权力关系。“流动性也能（积极）改变两性关

系，主要是两性间权力关系。”⑦具体而言，特丽萨

凭借高度的流动性打破了男性／流动性与女性／不
动性的二元对立，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获得

学者甘瑟（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ａｎｓｅｒ）所言的“空间能动
性”（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ｇｅｎｃｙ），从而建构平等的夫妻关系。
“空间能动性既指通过流动性来拓展个人能动

性，也指作为德塞托（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所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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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抵抗策略来干预主导的社会—文化空间结

构。”①特丽萨的空间能动性赋权她建构平等的夫

妻关系。特丽萨颠覆了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夫

妻分工模式，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负责赚钱

养家，丈夫保罗（Ｐａｕｌ）则从公共空间退回家庭空
间，负责照料家庭。不同于男性支配、女性从属的

传统夫妻关系，特丽萨的夫妻关系则是女性支配、

男性从属。为了她的职业发展，丈夫随她从东海

岸迁居西海岸；她在结婚仪式、蜜月旅行、堕胎与

否等家庭事务上也具有决定权。特丽莎凭借高度

的流动性解构了男性／流动性和女性／不动性、男
性／公共空间和女性／家庭空间的二元对立，颠覆
了父权制度下不平等的夫妻权力关系。

现代交通工具既是衡量流动性性别差异的量

尺，也是两性权力关系的反映。两性权力关系生

产了流动性的性别差异，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两

性权力关系生产、巩固了男性的流动性与女性的

不动性。流动性也充当了女性建构平等两性关系

的武器，女性的高度流动性赋予女性空间能动性

和挑战不平等两性关系的权力，重构平等的两性

权力关系。特丽萨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是从

二战后到２１世纪美国女性流动性增强的写照。

三　品味与中产阶级流动性
叙述者杰瑞不仅回忆了２０世纪上半叶家族

在美国落地生根的艰难历史，也讲述了二战后一

家人从底层移民向上流动到中产阶级后因族裔和

阶层被白人中上阶层区分和排斥的经历及他们实

现阶层向上流动面临的重重困难。２０世纪六七
十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

性运动等社会运动散播种族平等、民族平等、性别

平等、阶级平等的观念，然而平等之风并未吹动保

守的白人中产社区，民族偏见和种族歧视依然根

深蒂固，且种族主义与阶级歧视形成共谋，合力发

挥区分的功能，拒绝中下层阶级融入中产阶级和

在阶级内部自由流动。

《悬空》中，经济条件大幅改善、搬入纽约长岛

以白人中上层阶级为主的社区中的杰瑞一家就是

因阶层不同被区分、难以在中产阶级内自由流动的

实例。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深入探讨品味（ｔａｓｔｅ）、区分（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和阶级间的复杂关系②，指出“作为‘等级’的特别

标志”的品味发挥“聚集和分隔作用：……它将所

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把他们

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

隔”③。换言之，人们因相似品味形成集体，通过

相异品味区分、排斥他人。在二战后美国中产阶

级扩大化浪潮中从蓝领工人跻身中产阶级的杰瑞

一家虽经济实力提升，文化品味却止步不前，仍保

留工人阶级的“必需品的品味”；而中上层阶级的

邻居们物质财富丰富，注重“奢侈、自由的品

味”④。白人中产社区通过作为阶层实践标志的

品味区分杰瑞一家，品味“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

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⑤。“喜欢曼哈顿

式的聚会、蜡烛、法国红酒、热烈、聪明地谈论百老

汇戏剧、以色列或他们喜爱的加勒比小岛”的中

产邻居们从未邀请杰瑞一家参加聚会，也“从未

赴约”杰瑞一家的数次烧烤邀请。“曼哈顿式的

聚会”和“烧烤”既区分了品味迥异的邻居们和杰

瑞家，也成为白人中产邻居们确认阶级身份、强化

与传递阶级规范和排斥其他阶级的重要途径。

中上层阶级的邻居们区分、排斥意大利下层

移民出身的杰瑞一家，拒绝接纳其融入社区，表面

原因是他们的品味不同，根源却在于杰瑞家和邻

居们的阶级差异：杰瑞所处的中下层阶级和邻居

们所处的中上层阶级。品味“象征地显示每一个

人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⑥。杰瑞家和邻居家

在品味上的鸿沟表明二者的经济实力、阶级地位

和文化层次：从下层劳工上升到中产阶级的杰瑞

一家虽具有经济资本，但缺乏文化资本，社会地位

较低；而欣赏高雅艺术、讲究生活情趣的邻居们属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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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于布尔迪厄术语的翻译没有统一译法，“ｔａｓｔｅ”译为“品味”或“趣味”，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译为“区隔”或“区分”。为了行文统
一，本文采用“品味”“区分”的译法。刘晖将“ｔａｓｔｅ”译为趣味，在引用刘晖的译文时，仍采用“趣味”。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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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文化资本》，《外国文学》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第２６卷 张国庆：论《悬空》的流动性政治

于中上层阶级，具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社会地位较高。

品味不仅发挥了区分中下层阶级的杰瑞一家

与中上层阶级的邻居们的作用，还发挥了阶级建

构、排斥不同阶级和阻止阶级流动的作用。布尔

迪厄指出品味还具有阶级建构的功能，“它比公

开的观点更能在无意识中建立一个阶级的统一

性”①。这种阶级建构是通过刺激某一阶级的身

份荣誉、激发其集体意识、排斥外阶级实现的。下

层工人移民出身的杰瑞一家与经济富裕、文化素

养高的中上层邻居们在生活方式、审美品味和价

值理念上存在天壤之别，邻居们借此区分、排斥和

拒绝杰瑞一家从而维持其身份荣誉和阶级构成，

在此过程中，他们的阶层认同和凝聚力得到加强，

属于不同阶层的杰瑞一家也被排除在外。老中产

阶级对新中产阶级杰瑞一家的排斥态度是当时美

国中产阶级内部分化的真实写照：老中产阶级将

新中产阶级迁入郊区视为“入侵”“洪水”和“吞

噬”②，会威胁、破坏甚至摧毁中产阶级文化与生

活理念。他们自矜身份，唯恐与新中产阶级混为

一谈，通过排斥新中产阶级彰显其身份地位，维护

中产阶级的封闭性。

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共同作用，加剧了杰瑞

一家被白人中产社区区分和排斥的现状，阻碍他

们在中产阶级内部的向上流动。杰瑞的妻子黛西

是韩国移民，婚前是英文不流利的售货员，婚后成

为全职主妇。黛西的亚裔身份加剧了一家人在白

人中产社区被拒斥的程度。杰瑞虽未言明一家人

经受的排斥、歧视和边缘化，但他坦言对具有韩裔

和意大利裔血统的一双儿女遭遇歧视和排斥的深

深忧虑：“有时我为女儿和杰克担心，因为他们不

完全是标准种族，而是混血。”杰瑞用“标准种族”

暗示作为美国种族标准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

背离种族标准的意大利—韩裔混血难以规避种族

歧视与区分排斥。

杰瑞一家在白人中产郊区被区分和排斥的经

历折射了美国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等级的复杂态

度。美国学者保罗·福赛尔（ＰａｕｌＦｕｓｓｅｌｌ）对此
有深入剖析：中产阶级不愿意谈论社会等级话题；

可是他们对于社会等级高度敏感③。他们凭借住

房、着装、饮食、休闲、运动、言谈等符号判定他人

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和生活品味，进

而决定对他人是接受承认抑或拒绝排斥的态度。

中产阶级的言行举止、生活格调和文化品味不是

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成长环境日积月累的结果，

显示了他们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和文

化品味。因此，“用生活品味考察人所属的社会

等级甚至是一个更为衡常、更为有效的标准”④。

对阶级地位敏感的中产阶级借物化的生活方式和

高雅的文化品味彰显其阶级和地位，小心翼翼地

维护其中产身份、求得群体的承认与接纳；同时区

分与排斥不同阶级，维护中产阶级群体的范围与

边界，阻碍中产阶级的内部流动性。

杰瑞家族三代人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奋斗从

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到中产阶级，然而

少数族裔身份和较低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在白人中

产阶级社区内被区分和排斥，难以实现阶级内部

的向上流动。品味发挥阶级区分和阶级建构的双

重作用。拥有高雅品味的中上层阶级凭借品味区

分与排斥品味较低的中下层阶级，并利用品味建

构与维护排他的、封闭的中产阶级，阻碍中下层阶

级在阶级内部的向上流动。杰瑞一家在白人中产

社区面临的流动性困境揭露了二战后白人中产郊

区经济富足、平静安逸的表面之下根深蒂固的阶

级意识、白人中产郊区的封闭排外与较差的内部

流动性，驳斥了白人中产郊区无阶级的谎言。

结语

《悬空》以一个美国意大利裔家族三代人在

２０世纪美国的流动性实践呈现了族裔、性别和阶
级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流动性政治，解构了美国鼓

吹的流动性神话，揭示了流动性神话受族裔、性别

和阶级等因素限制的现实。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

限制了２０世纪上半叶在美意大利移民的流动性，

９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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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他们实现自由的物理流动和向上的社会流动

的障碍，将其压制在美国社会底层。作为流动性

载体的现代交通工具既是流动性性别差异的标

志，也是两性争夺流动性权利的手段；流动性的性

别差异反映了两性间的权力关系，生产、巩固或颠

覆、重构了生产流动性差异的两性权力关系。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阶层差异仍然是中产阶
级内部自由流动的障碍。品味既是中上层阶级区

分与排斥中下层阶级的关键标准，也是他们建构

与维护封闭排外的中上层阶级、阻碍阶级内部自

由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内部分化局面的重要途径。

《悬空》的意大利移民家族三代人的流动性实践

既是少数族裔移民、中产阶级女性和不同阶级之

间流动性实践的微观缩影，也是流动性神话与流

动性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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