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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论&剑桥'中的

奴隶制历史

池慧仪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

摘4要$*水土适应+关乎在热带的生存与移居!标志着殖民主义的根本面向$ 卡里尔#菲利普斯的(剑桥)挖掘了

*水土适应+母题的双重内涵!即殖民病学和丧失性流散!从后殖民逆写走向当代历史书写$ 小说首先将*水土适应+再

现为殖民病学!揭示腐败理论"神经理论的两大范式是英国废奴辩论的病学基础!并构建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

它更以僵尸叙事重构*水土适应+为丧失性流散!复现黑人族群的丧失!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 尽管(剑桥)彰显*新奴

隶叙事+的当代视野!却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暴露强化帝国叙事的政治局限$ 它也成为评估当代奴隶制书写

政治意义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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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英国加勒比裔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AGHPB

ZQ(BB(TJ# )9",' $以其沉郁%悲悯的历史书写蜚

声文坛& 他坦言自己在重述(同一个故事)

!

#奴

隶制历史正是其创作的核心关切& 他的代表作

+剑桥,"I)"?$/@8.# )99)$重返英国废奴时期#讲

述了种植园主之女艾米莉.卡特赖特 "fK(BP

AGHLRH(DQL$在加勒比某小岛的见闻与黑人剑桥

"AGK@H(&DC$的为奴经历& 不过#其中的奴隶制书

写颇受争议#何卫华认为小说看似众声喧哗#实则

暴露(新殖民主义)

"的政治无意识-尤吉达.戈

雅尔"j'D(LGX'PGB$则批评作者以跨种族共情消

解了历史的复杂性#

& 学界从权力关系审视固然

有其洞见#却忽略(水土适应)

$

"8CGJ'0(0D$的隐

秘母题& (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适应了水土便

安全开启热带生活**全然投身生产美洲蔗糖的

日常商业&)这句话恰恰暗示着解读奴隶制历史

的病学视角& (水土适应)保障殖民者与奴隶的

身体健康#是种植园生产的先决条件#它指身体适

应特定环境#尤其是(酷热地带)

%

"M'HH(& S'0C$

所经历的疾病状态&

&

在英国文学中#(水土适应)是重要母题#关

乎白人在热带的生存与移居!简.奥斯汀的+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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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池慧仪")992'$#女#广东广州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美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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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GJ'0(0D)常与(G//B(KGL(̂GL('0)"也写做(G//B(KGL(JGL('0)#(G//B(KGLGL('0)或(G//B(KGL('0)$混用#后者指人为将动植物等有机体引

入不同于原生地的环境使其存活并繁殖#而人口移居与定居的殖民活动则称为(Q>KG0 G//B(KGL(̂GL('0)"[(O(0DJL'0C# +"9$& 然而(8CGJ'0?

(0D)是殖民病学的重要部分#特别关注殖民进程中人体对环境的有机适应& 类似+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的(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它

指向环境影响论& 取其文化共通之意#本文将( 8CGJ'0(0D)译为(水土适应)#其中(水土)泛指地域性的自然环境& 参见 [(O(0DJL'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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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地带位于北回归线与南回归线之间& 在欧洲殖民概念中#它以充足的日照和高温天气成为相对于温带"MCKTCHGLCS'0C$的气

候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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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池慧仪!(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论+剑桥,中的奴隶制历史

斯菲尔德庄园, "C)(1+/.*@ =)$B# ),)#$制造了健

康英国乡村与病态加勒比的文化对立-夏洛特.

勃朗蒂的+简.爱,"&)(.!%$.# ),#%$则描绘了居

留过加勒比的欧洲人给英国带来道德败坏和疾

病& 然而#菲利普斯立足加勒比裔身份逆写该母

题#探究其创伤面向!(水土适应)话语迫使黑人

走上(丧失的航道)

!

#它带来的是流散创伤而非

有机调整& 这在他的 +高地, "A/8E.$J$#'(@#

)9,9$和+渡河, "I$#11/(8 -E.3/>.$#)99#$中也有

所体现& 不过#论及+剑桥,中的流散创伤#提莫

西.贝维斯"M(K'LQP6CRCJ$特别指出它不仅是

主题或语境#还关乎文本的当代意义"

& 因此#本

文从(水土适应)母题切入#探究小说如何逆写殖

民话语并发掘该母题的当代政治价值& +剑桥,

发展了(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即殖民病学和丧

失性流散#从后殖民逆写走向当代历史书写& 小

说首先将(水土适应)再现为殖民病学#揭示腐败

理论"Z>LH(& LQC'HP$%神经理论"YCHO'>JLQC'HP$的

两大范式是英国废奴辩论的病学基础#并构建奴

隶相应的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 它进而

以僵尸叙事重构(水土适应)为丧失性流散#复现

奴隶从人到(非人)的丧失#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

观& 由此#+剑桥,彰显(新奴隶叙事)的当代政治

视野#却将奴隶制历史作为结构性创伤#暴露强化

帝国中心的政治局限&

一4自利之辩$腐败理论的变形与挪用

(水土适应)母题与英国废奴运动息息相关&

小说设定在 ),$%年废除奴隶贸易至 ),++ 年废除

奴隶制的历史时期#其中艾米莉的政治动向正是

澄清语境的关键& 她原出于人权平等反对奴隶

制#后基于种植园见闻转而维护该制度!(仅仅出

于感性谈论对这些人的买卖#却未透彻思考普遍

的经济事实#这完全是愚蠢行径&)就此#作者暗

中抛出事关(自利经济)和(同情感性)的废奴辩

题& 废奴运动兴起的一大驱力便是自利趋向和同

情美德之间的博弈#

#主张平衡二者以发展高效

率又符合道德的国家经济& 不过艾米莉对废奴主

义和奴隶主义的暧昧态度更暗示读者大胆思考!

二者或许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同气连枝& 值得注

意#其同一性为小说的(水土适应)母题所印证&

小说首先重现(水土适应)的病学话语#说明废奴

辩论以腐败理论%神经理论为病学依据& 借此#小

说质询殖民话语并以奴隶的反殖民实践探索抵抗

的可能&

(水土适应)原本描述殖民者适应北美自然

环境的过程$

#经由 )%%), 世纪盛行的腐败理论

发展为殖民病学#意味促成殖民主体改进自身和

环境的疾病考验& 腐败理论可追溯到希波克拉底

"=(TT'/HGLCJ$强调气候变化主导体液平衡的(体

液说)

%

#认为湿热的气候扰乱体液平衡令人体松

懈#加速动植物腐败并产生有害的瘴气和沼泽&

+剑桥,以医学话语重现了腐败理论#并通过种植

园场景回溯(自利经济)辩题& 由此小说揭示腐

败理论为殖民话语的病学基础#并以奴隶的本土

挪用进行抵制&

小说中医学话语标识疾病区域#并提出健康

规约#这体现了腐败理论的影响& 麦克唐纳医生

"VH*F/V'0GB&$将艾米莉的身体不适解释为高温

引起的水土不服& 山上的种植园大宅保持通风%

遮阳和清洁#有利于殖民者远离腐败环境& 腐败

理论便认为欧洲人要到山地躲避高温#并绕开滋

生腐败和瘴气的沼泽%树林&

& 此外#殖民者通过

合理布局%改变作息逐步适应热带气候& 大宅配

备躺椅%棋盘以及望远镜#便于人们避暑%监工和

娱乐& 他们需要调整生活习惯与饮食#(减少体

液的容量与浓度)

'

& 医生建议艾米莉避免阳光

直射#早晨九点过后不进行身体锻炼#也不能(饮

用椰子水%麦芽酒或苹果酒)#如此度过(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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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单词(JCGJ'0)的法语词根(JG(J'00CH)指(使"木材$变得成熟和干燥)#自 )"世纪中叶(8CGJ'0(0D)演变为描述殖民者适应北美

自然环境的过程"AQGTB(0 )")

3

)"!$& 殖民者的身体如同从旧世界运往新大陆的木材#在舟车劳顿和开土中变得坚韧无比方能在未知的

环境存活& 人体与贸易商品共享能指#这为(水土适应)确立了殖民贸易的原初语境& 见AQGTB(0# W'P/C*f*N'?Q.9-C)--.$! D.9E(#*#8%# -E.

R#@%# )(@ N9/.(9.#( -E.F(8*#TF".$/9)( 6$#(-/.$# )"$$')2%2*AGK@H(&DC! =GHOGH& NZ# !$$)#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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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氏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构成#并受季节%饮食和行为等影响而呈现干湿冷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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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便能逐步适应当地气候&

除了个体的健康规约#小岛上的种植园系统

还依赖以制糖业为核心的自利经济& 这说明腐败

理论是(自利经济)辩题的基本依据#并且暗示其

种族%气候变量为奴隶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迥异

调用& 艾米莉转而为奴隶制背书#以生理适应性

论证自利经济是必要性的#强化种族而非气候的

影响& 她认为现行分工合理#因为黑人比白人更

适合热带的劳作环境#没有必要适应水土& 种植

园监工布朗指出#黑人的生产效率远超牲畜和机

器#却容易受凉一病不起& 奴隶主义将机体种族

化#预设白人需适应高温#黑人则警惕低温& 这在

腐败理论中有依据#黑色皮肤能迅速排出热量和

腐败物质!

#要克服凉快而非炎热的气候"

& 奴隶

主义者以此论证黑人的劳作优势#赋予种植园分

工的生理前提&

小说中#自利经济不仅设定种族化适应目标#

还要求家长式管理& 家长式管理首先承认奴隶也

需要适应热带气候& 看似矛盾的是#艾米莉否认

奴隶有必要水土适应#实际管理却作出让步#而这

有其历史依据& 受废奴运动影响#(自利经济)的

讨论转而强调英国对非洲奴隶的道德与经济责

任#

& 废奴主义者借用腐败理论#强调气候对水

土适应的主导作用& 希波克拉底"=(TT'/HGLCJ$就

将肤色%疾病%性情等归为四季变化和水土的影

响$

#身体可自行调整至动态平衡& 威廉.威尔

布福斯"e(BB(GKe(B@CHE'H/C$突出气候的普遍影

响#反驳了白人需适应高温#黑人则惧怕低温的说

法#超过三分之一的奴隶正是在与非洲类似的气

候下死于水土适应%

& 面对质疑#奴隶主义者以

家长式管理促使奴隶适应水土#自证大英帝国对

落后种族的人道关怀& 小说中#种植园为奴隶设

置专用小屋以适应热带气候#提供医疗服务与空

余土地种植作物& 如此诉诸 (他们的自利心

态)

&

#以劳动换取生活保障从而发展种植园商

业& 自利经济的核心为道德经济#即(经济人需

要的社会秩序应当容许#道德上正当个人自由以

满足其自利的需求)

'

& 一旦(黑奴明了在主子的

统治下他们过得有多自在)#便会努力劳作以改

善自身的处境& 这样一来#奴隶付出(恒常%稳

定%并且从不间断的努力)

(

#获得在非洲难得的

生活保障& 有奴隶直言!(要自由做什么**病

了的时候#主人让医生来照顾我&)这些举措有其

历史原型#比如詹姆斯.格兰杰"WGKCJXHG(0DCH$

首次规范了黑奴的适应流程#种植园主应当提供

充足食物和保暖衣物#减轻其劳动量#并预留至少

一年的水土适应期)

-)%9, 年英属背风群岛"[CC?

RGH& (JBG0&J$更是通过+改善法案, "N*)>.$%F".*T

/#$)-/#( F9-$优化加勒比殖民地奴隶的生存环境#

规定他们享有经济权益和充足的衣物%食品%医疗

供给&

尽管腐败理论是(自利经济)论战的病学依

据#它也为奴隶挪用以扰乱种植园经济& (大多

数人"奴隶'''笔者注$乐于刺激并保持旧的溃

疡#制造新的伤口或使用自制的秘方#想尽办法偷

懒&)甚至以叙事虚构疾病#治病用的蓖麻油也被

黑奴拿去烹饪& (热带医生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

黑鬼想象出来的怪异病上面&)可见#(水土适应)

既展现自利经济的病学话语#也是黑奴的生存策

略& 黑奴对殖民医学的价值内化有意利用文化差

异#并威胁规范化知识& 他们将(水土适应)变形

为主动患病的能力#利用殖民医学话语对抗种植

园体系#谋取利益和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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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池慧仪!(水土适应)的双重内涵!论+剑桥,中的奴隶制历史

二4感性之辩$神经理论的焦虑内核

神经理论于 ), 世纪 9$ 年代取代腐败理论#

成为(水土适应)的主流范式& 它关注炎热气候

对大脑的病理影响!湿热气候产生的腐败物质造

成神经衰弱#加速血液流动导致发热& 如果说腐

败理论中(水土适应)意味着良性调整#那么神经

理论则以其为病变甚至种族退化过程& 关键在

于#神经理论围绕(感性)"JC0J(@(B(LP$概念形成种

族化病学话语#并介入(同情感性)的废奴辩题&

小说重访感性议题#揭示神经理论与废奴辩论的

关联#并从感性区隔和节制感性凸显双方对热带

殖民地政治%道德失序的焦虑& 依据神经理论#奴

隶主义者区分感性的种族差异#暴露对身体与道

德双重退化的恐惧& 而双方的(同情感性)辩论

都提出要节制感性#试图建设保守的政治道德#体

现 ),世纪末的保守政治转向& 由此小说反思废

奴运动的政治道德#并以奴隶的感性叙事标记反

殖民权力&

感性是(基于大脑和神经的有机感知力)#暗

示着(敏锐的道德与美学感知)(精确的情感与肢

体感受)以及(对微妙情感的易感性)

!

& 个体的

神经结构越精细或松弛#感性愈是发达& 依据神

经理论#黑人由于颅骨更小#其智力发展受限且缺

乏感知力"

#如动物具有刺激的"(HH(LG@BC$肌肉反

应#而非敏感的"JC0J(@BC$神经体验#

& 艾米莉观

察到他们(最为奇异强度)的情感表达并归结为

(动物欲望)& 他们对苦役和病痛有着惊人的耐

受力#适合在种植园劳作& 然而麦克唐纳认为黑

人畏惧疼痛#却由于懒惰放任感染导致截肢& 自

相矛盾的反应体现着种族定型并戳破了神经理论

的伪科学叙述&

而白人易感且脆弱#需要避免在热带的殖民

活动威胁感性健康& 一方面#他们应节制情感#否

则会神经衰弱乃至丧命& 艾米莉脆弱的神经在加

勒比备受考验#因此 (应当克制并掌控**情

绪)& 另一方面保持敏锐的道德感知#防止种族

退化与社会混乱& (动物历经数代能适应变化的

环境#而人们移居热带#其后代却逐渐退化&)

$常

年高温会造成肌肉纤维松弛#损害神经系统并破

坏行动能力#滋生懒惰和享乐的陋习%

& (在这方

水土#什么都可能发生&)艾米莉感叹许多英国人

自甘堕落#终日游手好闲& 医师建议避免接触女

奴以防道德观退化#而布朗先生的朋友仍与女奴

厮混#因感染(雅司病)"PGRJ$而身心痛苦&

此外#小说还通过艾米莉的节制同情主张引

出(同情感性)的废奴讨论#并说明双方将节制从

感性健康上升为政治道德& 同情是利他的感性#

它意味着(对任何激情的感同身受)

&

& 废奴主义

者主张以同情解放主人与奴隶的人性并改进帝国

道德& 艾米莉一开始认可黑人更为(欢欣)的灵

魂#期望自己的演说册子能召唤广大听众对他们

受奴役的现状予以同情& 随后却批判大多数废奴

者滥用同情#实际(对这方水土一无所知)& 监工

布朗就指出#黑人并不苦于种植园劳动#而堕落的

白人更值得同情& 因此艾米莉的节制同情主张恰

恰体现了保守的政治姿态#即避免废奴运动带来

激进革命和帝国失权& 书中种植园频发的奴隶叛

乱似乎说明黑人皆是(假意奉承#偷鸡摸狗与凶

残横暴)之辈& 奴隶主担惊受怕#仿佛(狂风中诞

生了一曲苦难的挽歌)#哀叹自己成为大英帝国

的弃子& 法国大革命的反雅各宾风潮%塔基叛乱

"MG/1P4J]CO'BL# )%2$')%2)$和海地革命"MQC

=G(L(G0 ]CO'B>L('0# )%9)'),$+$等暴动为强调同

情的废奴叙事蒙上反动阴影#促进废奴运动保守

的政治转向& 废奴主义相应强调对奴隶的同情意

味着理性的行动而非激情#这在剑桥的废奴宣讲

可见一斑& 他指出一些英国女士拒绝使用西印度

蔗糖#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道德改造& 要节制感

性#应以理性为中介#导向有序的政治变革'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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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革命& 可见#在(同情感性)辩论中#双方看

似立场不同#却都以(节制)在政治层面重申了神

经理论强调的感性健康& 在小说中#节制感性的

要求不仅纾解英国对热带殖民造成种族%文化退

化的恐惧#更将同情建构为保守的政治道德#避免

废奴运动从根本挑战帝国的统治秩序&

然而#作者植入黑人感性#在文本层面对抗基

于神经理论的殖民话语& 他借由奥比巫术

"<@CGQ$构建感性叙事#以证伪感性的种族差异

并暗示基于流散医学的革命实践& 克莉丝蒂娅娜

"AQH(JL(G0(G$由于食土等怪异行径#被指控受巫术

蛊毒& 然而巫术张扬着黑人独特的敏感性#即联

系自然客体与主体的强烈情感& 她仿佛幻化成昆

虫蛇鼠#以身体语言传达不可名状的自然力量&

此外#其感性叙事揭示革命的潜能& (奥比巫术)

源于非洲的原始文化#经由殖民活动传至热带殖

民地并发展为本土医学和宗教实践& 奥比巫师熟

识草药和土著秘方#代表着迥异于欧洲文化的流

散医学& 正如克莉丝蒂娅娜所做的#巫师使用猫

耳%兽足%人的毛发%鱼骨等物件进行治疗#动用感

性唤起对象的奇想与激情!

& 小说结尾暗示克莉

丝蒂娅娜突然消失与剑桥的杀人案有关#她可能

动用巫术挑拨对方谋反&

三4文本症候$僵尸的忧郁回返

关于(水土适应)母题#+剑桥,不仅重现为殖

民病学#还藉僵尸叙事发展为丧失性流散& 小说

揭露奴隶主义与废奴主义共同的病学基础#构建

奴隶的反殖民实践#从而逆写殖民话语& 阿吉

兹.阿赫默德"5(.Ĝ5QKG&$曾指出#后殖民逆写

陷入对民族性经验的循环论证#而忽视包含阶级%

性别%国家%种族等因素的全球性境况"

& 然而

+剑桥,不仅是对奴隶制过去的逆写#也是朝向当

下的历史书写& 它藉僵尸叙事将这一母题发展为

丧失性流散#表达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建构其当代

政治价值& 从殖民病学到丧失性流散#小说推测

奴隶制历史在跨大西洋乃至全球场域的展演#寄

托现实观照和政治反思& 也就是说#小说以剑桥

的僵尸叙事体现黑人族群从人到(非人)的丧失

过程#构建跨大西洋忧郁史观& 这反映了新奴隶

叙事的当代关切#也暴露强化帝国话语的政治

局限&

(水土适应)是(殖民的3根本4面)

#

& 如果

说艾米莉局限于殖民者的健康关切#那么剑桥的

僵尸叙事则挖掘奴隶的流散创伤& 小说以(僵

尸)意象复现历史丧失#化用奴役和复仇内涵抵

制回溯性哀悼#想象殖民客体共时%分裂的发生模

式& 剑桥被处死后#化为游荡在行凶现场的僵尸#

成为历史丧失的具身& (僵尸) "写做 .>K@P-

'̂K@(-̂GK@P$指(无身体的灵魂)或(无灵魂的身

体)

$

& 如琼.戴安"W'G0 VGPG0$所言#(僵尸的

幽灵'''失去自由%毫无灵魂的躯壳'''是丧失

与剥夺的终极能指)

%

& 该迷思起源于 )% 世纪的

非洲中西部#相信巫师施法让灵魂远渡异乡为奴

或者复活死尸以制造奴隶#将奴隶制解释为(生

理性存活和3社会性死亡4 )

&的非人状态& 剑桥

称奴隶为(可怜的黑色货物)#他们因环境恶劣而

殒命大海#使得(中间航道)成为(丧失的航道)&

这种丧失正是奴隶制造成的(社会性死亡)!既意

味着肉体减损#更是(生来的异化)#即对原生文

化记忆和身份的褫夺&

然而#僵尸受奴役的非人状态却有着复仇的

民族主义指向& )9 世纪#僵尸文化作为巫毒教

"n'&'>$的重要元素直接介入海地的民族独立运

动#承载被殖民者通过革命实现自由的梦想& 在

),$#年海地对法国白人%克里奥尔人的种族灭绝

中#屠杀者(让僵尸) "WCG0 S'K@($被认为是受巫

毒操纵的僵尸'

& 小说却未延续复仇传统#规避

了狭隘民族主义& 僵尸生性残忍并耽于复仇#

(迫使路人跟随他们#甚至逃离种植园)#承载着

黑奴(死后将回归非洲)的信念& 然而剑桥的魂

灵却在种植园终日彷徨#未曾返回故土& 值得注

意#民族主义往往以修通为政治目标#隐含回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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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状态寻求统一%连贯自我的逻辑!

& 它认为

历史丧失可以经由哀悼避免或修通"

#局限于同

质化的自我和集体认同#容易走向(负面的种族

主义)

#

& 另外#哀悼预设恢复过去和当下的界

限#但创伤构型的过去仍然形塑着当下& 菲利普

斯曾表示#(非洲不能治愈#非洲不能让任何人感

到完整#非洲不是精神医生)

$

&

就抵制修通而言#文本表征了忧郁症候& 剑

桥魂灵显形正是文本作为忧郁主体的复现运作#

承载了作者跨大西洋忧郁史观& 文本内化丧失对

象#通过操演使被压抑的丧失回返现场%

& 僵尸

的复现不是线性回返#而是共时存在& 它既不是

灵魂#也不是肉体#始终在显形中#超越在场与不

在场的二元对立& 从西非到西印度群岛#僵尸文

化的传播轨迹吻合(中间航道)#揭示由殖民活动

和奴隶革命推动的共时%断裂的现代历史结构&

它有别于线性%进步的帝国史观& 因此#奴隶制历

史并非有着开端和结局的事件#却沉积为系统性

日常暴力#渗入黑人心理结构#使其持续面临分裂

与丧失&

进一步看#这种跨大西洋忧郁史观体现了当

代奴隶制书写的历史关切和政治局限& 战后移民

浪潮下#为促进种族平等和融合#英国%美国分别

兴起多元文化主义与黑人民权运动#(新奴隶叙

事)应运而生& 它以奴隶制为现代历史起点#核

心在于当代视野#藉重述和政治构想进行伦理介

入和现实变革& 如托尼.莫里森"M'0(F'HH(J'0#

)9+)'!$)9$ 的 +宠儿, "R.*#>.@# )9,%$#弗雷

德.达吉亚尔"aHC& V45D>(GH# )92$' $的+喂养

鬼魂, "6..@/(8 -E.JE#1-1# )99%$#以鬼魂意象与

循环叙事等体现奴隶的创伤记忆与边缘的政治地

位#揭示共时%断裂的奴隶制历史结构& 由此#在

黑人奴隶体验#移民身份认同和跨民族主义梦想

的彼此响应中#作家们以伦理视角重返历史现场#

探索黑人文化和政治自主的可能路径&

然而#若将种族主义及奴隶制历史简化为结

构性创伤#则易走向(必须与之共存)的妥协态

度&

& 戈雅曾反思(新奴隶叙事)缺乏强有力的抵

抗书写而弱于政治施为力'

#+剑桥,便暴露这种

政治局限性& 其跨大西洋忧郁史观将奴隶制历

史作为结构性创伤#强化人们为帝国话语的产

物#却未探究其主观能动性#不免有消解斗争的

妥协之嫌& 寄希望于人们的具体实践#而非价

值判断要远为艰难& +剑桥,最终走向晦暗前

景#呈现冷峻的现实观照与政治批判& 但在种

族矛盾激化的 !) 世纪#人们有必要铭记殖民创

伤#亦需以日常实践寻求社会对话和政治突破#

以期超越时代话语的强力规训#向着平等而非

压迫的历史开放&

进入 !)世纪#无论是英美的系统性歧视#南

非后种族隔离的分裂困境#还是全球性难民危机#

都要求新奴隶叙事重审奴隶制遗产#在忧郁历史

主义和后种族进步主义之间寻求黑人与其他少数

族裔的新生(

& +剑桥,以其忧郁史观预先呼应了

这种张力& 它以(非目的和不完全)

)的后殖民哀

悼打破忧郁历史主义& 所谓(正常哀悼)以修通

遮蔽复现#陷入追寻前创伤状态的忧郁历史主义&

而忧郁(并非是**一种病态的哀悼形式# 而是

肯定性的**哀悼)

*+,

& 小说中哀悼止于复现#却

未耽于怀旧#而是预见了动荡的种族未来& 千禧

年#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似乎预示后种

族时代到来& 然而 !$!$ 年非裔美国人乔治.弗

洛伊德因暴力执法身亡事件#却重燃(黑人的命

也是命) "6BG/1 [(OCJFGLLCH$风潮& 严峻的种族

形势说明奴隶制历史远未结束#而是早已固化为

系统和制度上的日常暴力#似乎印证了+剑桥,中

共时%断裂的忧郁史观& 从被绞死的剑桥到弗洛

伊德#都在重复着(我不能呼吸)的呼喊& 无论是

)9世纪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移居#还是 !) 世纪的

后殖民定居#黑人族群仍然循环着(水土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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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从人到(非人)的结构性日常暴力&

结语

从后殖民逆写到当代性历史书写#+剑桥,围

绕(水土适应)母题#对奴隶制历史进行了病学质

询和当代重构#却未寻求具体的政治突围& 尽管

感叹(直面历史仅是徒劳)

!

#菲利普斯拒绝从暴

力%记忆和时间中漂移出去#以书写回望殖民病

学%奴隶贸易与流散创伤交织下的跨大西洋时空#

从历史重负走向伦理%政治介入& 奴隶制历史始

终是菲利普斯的核心关切#也奠定其写作的忧郁

底色#即重返创伤现场的具身姿态& 然而#+剑

桥,暴露了这种创作的局限性!它囿于结构性创

伤而缺乏政治施为力& 在 !) 世纪愈发尖锐的种

族态势下#我们需要重估其思想价值#兼顾伦理观

照和政治现实#方能铺设变革进路&

F#&'@"%%"/&/+"%. "((1-&."%+%6)! "%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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