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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华裔文学界说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绵延不断的文本历史。近现代中国移民漂
洋过海，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把这种文学传统带到了全世界。“华文(华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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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文学”、“华裔文学”，多种术语出现在媒体和学术界。这些术语在概念上多有
模糊之处，内涵上常有重叠的地方。因此，什么是“华裔文学”，还需要做一个界说。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华文(华语)”、“华人”还是“华裔”，都是近现代的词汇
，是中国人在近现代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走向世界的产物。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文学
文本，不管是以什么文字写作，我们都统称为中国文学。它的历史久远，与“华文(华语
)”、“华人”、“华裔”并无直接的关联。
然而，随着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移民，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华文(华语)主要指汉语，
它随着华人侨民、移民的脚步走向了全世界，并且成为大部分第一代华人侨民、移民表
达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所思所感、心路历程的首选语言。因此，“华文文学”主要指在中
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用汉语简体字和繁体字写作、出版的文学文本，开始主要在东
南亚各国，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了。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华文(
华语)文学开始涵盖中国文学，泛指世界各地用汉语写作出版的文学文本。随着华文的地
位在世界各地不断提升，各国人民学习华文(华语)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不排除在不
久的将来会出现外国人(非华人血统)用华文(华语)创作出版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到那时
，他们的文学作品只要是用华文(华语)写作出版的，都可以归入“华文(华语)文学”的
范畴。由此可见，华文(华语)文学的核心区分点在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上。无论作者的
国籍、出版地点、读者对象、主旨意趣是什么，只要是用华文(华语)写作出版的文学作
品，都可以归入华文(华语)文学的范畴。
同样，“华人”的概念和“华文(华语)”经历了相似的演变过程。“华人”开始专指海
外中国侨民、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现在其涵盖面已经包括中国人、海外中国侨民和已经
归化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代。通俗地说，华人包括大陆人口、台湾同胞、香港
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华人同胞。所以狭义而论，“华人文学”专指海外华人创作出版
的文学文本；广义而论，“华人文学”泛指一切由中国人和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创作出版
的文学文本。它的核心区分点在文学创作的作者身份上。无论作品出版地点、读者对象
、主旨意趣、写作语言是什么，只要是华人写作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入华人文学
的范畴。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华裔文学界说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
和绵延不断的文本历史。近现代中国移民漂洋过海，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把这种文学
传统带到了全世界。“华文(华语)文学”、“华人文学”、“华裔文学”，多种术语出
现在媒体和学术界。这些术语在概念上多有模糊之处，内涵上常有重叠的地方。因此，
什么是“华裔文学”，还需要做一个界说。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华文(华语)”、
“华人”还是“华裔”，都是近现代的词汇，是中国人在近现代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
，走向世界的产物。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文学文本，不管是以什么文字写作，我们都统称
为中国文学。它的历史久远，与“华文(华语)”、“华人”、“华裔”并无直接的关联
。 然而，随着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移民，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华文(华语)主要指汉语
，它随着华人侨民、移民的脚步走向了全世界，并且成为大部分第一代华人侨民、移民
表达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所思所感、心路历程的首选语言。因此，“华文文学”主要指在
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用汉语简体字和繁体字写作、出版的文学文本，开始主要在
东南亚各国，现在已经遍布全世界了。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华
文(华语)文学开始涵盖中国文学，泛指世界各地用汉语写作出版的文学文本。随着华文
的地位在世界各地不断提升，各国人民学习华文(华语)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不排除
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外国人(非华人血统)用华文(华语)创作出版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到
那时，他们的文学作品只要是用华文(华语)写作出版的，都可以归入“华文(华语)文学



”的范畴。由此可见，华文(华语)文学的核心区分点在文学创作使用的语言上。无论作
者的国籍、出版地点、读者对象、主旨意趣是什么，只要是用华文(华语)写作出版的文
学作品，都可以归入华文(华语)文学的范畴。 同样，“华人”的概念和“华文(华语)”
经历了相似的演变过程。“华人”开始专指海外中国侨民、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现在其
涵盖面已经包括中国人、海外中国侨民和已经归化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代。通
俗地说，华人包括大陆人口、台湾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华人同胞。所以狭
义而论，“华人文学”专指海外华人创作出版的文学文本；广义而论，“华人文学”泛
指一切由中国人和具有华人血统的人创作出版的文学文本。它的核心区分点在文学创作
的作者身份上。无论作品出版地点、读者对象、主旨意趣、写作语言是什么，只要是华
人写作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入华人文学的范畴。 相对于“华文(华语)”、“华人
”过于模糊的词义和过于宽泛的内涵，“华裔”的语义似乎更加明确和单一。没有人把
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和他们的后代称作华裔，也没有人把台湾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
胞称作华裔。“华裔”似乎专指海外华人的后代。由于他们出生在海外，已经归化当地
国籍，生活、学习、工作均使用外国语言，他们在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上已经完全不同
于他们的先辈，不同于那些还坚持使用汉语、坚守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第一代移民。华裔
中的一部分，已经完全同化于所在国家的主流文化，在语言、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行
为举止、价值理念甚至文化情感等方面，都已融入当地文化。但是，华裔中的大部分还
多多少少保留着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族裔特征。因此，本书所定位的“华裔文学”，主
要是指那些具有华人血统、外国国籍的人，用外文撰写的、主要表现华裔族群生存状态
的文学作品，而且它们的读者对象主要定位于其所在国家的读者，而非中国读者。它的
核心区分点是作品的文学旨趣和族裔文化色彩。只有那些包含和表达了华裔族群的生活
状态、思想情感、观念意趣和喜怒哀乐的作品，才能视作典型的“华裔文学”。那种由
华人或者用华语写作的科幻作品、侦探小说，如果缺乏族裔文化色彩，恐怕就不宜视作
华裔文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它缺少对族裔文化传统的表达和探索，虽然它的作者可
能是华人，或者它的写作语言可能是华语。 本书希望通过研究海外华裔文学，了解中国
文化的海外传播，了解用英语等其他外国语种书写的、传递给国外读者的中国文化和华
裔信息。所以，考虑到本书的主旨是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我们的研究中也包
含了少数第一代移民的作品，如严歌苓、哈金、裘小龙用英语撰写、主要针对西方读者
的几部作品。我们之所以没有选择用汉语书写的移民文学，完全是因为本书的主旨所限
。用汉语书写的移民文学，其隐含的读者对象基本上是针对使用汉语的华人，它们的海
外影响十分有限，因此没有被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海外华裔文学在其所在国属于族裔
文学的一个分支。“族裔文学”，顾名思义，是凸显了族裔特征的文学作品。因此研究
华裔文学通常也离不开族裔性和文学性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研究作家如何通过文学作
品的艺术呈现，来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的族裔生活和族裔文化。正如外国学
者雷利在论述族裔文学时指出的：“将族裔文学看作是族裔生活的直接反映，等于否认
文学形式的意义；另一方面，把族裔文学简单等同于种类繁多的其他文学，又会割断文
学与生活的联系。”(Reilly，1978：3)他同时指出，族裔文学是作家选择以族裔为创作特
色的结果。目前，有海外华裔作家提倡去族裔性，以实现华裔真正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
的目标。其实，能否真正融入，不只是作家是否选择描写族裔性，而是华人是否真实体
验到了他们与所在国其他民众、其他族裔之间已经不存在思维、观念、文化和社会身份
上的差异。只要有差异存在，族裔文学总是会存在的，除非文学创作不是源自于现实生
活。况且，族裔文学如果真失去了族裔性，那么它也就失去了族裔文学赖以存在的根基



，而完全成为所在国主流文学的一部分，读者就不会再感受和考虑它作为族裔文学的价
值。 第二节华裔文学的独特性 华裔文学的独特性源自华裔作家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的时空
环境。华裔移民因其文化背景的独特性，其生存和发展有别于其他文化背景的移民。正
如劳伦斯 格罗斯伯格所指出和引证的那样：人们是处在某个特定的位置来体验世界的，
他们的出生地和居住地决定了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Grossberg，1996：100-101)。华裔作
家在移居国的独特经历及文化碰撞，决定了他们的文学题材和文学气质，具体地说，决
定了其作品表现的思想主题、意识形态、文化特征、叙事语气、叙事特征乃至理想和追
求。 华裔文学是海外华人对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自然地理的描述，也是对外
在环境作用于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每一个外来移民都面临着融入移居国社会的难题，
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以什么方式融入，以及融入过程的体验，是移民文学永恒的主题。
而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融入体验与其先辈已有很大不同。作
为移民的生活体验和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海外华裔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也不
同于移居国的主流文学，而是一种具有独特文学内涵和杂糅文化特征的文学形态。 研究
亚裔美国文学的著名学者张敬珏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有些中国学者根据华裔美国文学
对于中国文学的忠实程度加以评断，而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其实并无意于只是复制或承续
中国的文学传统。有些人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华裔美国文学，把它当成‘分支’(br
anch)、‘旁支’(offshoot)，或者更糟的是，把它当成中国文学的变种(aberration)——而
不是另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学(aseparate literatureal together)。”(单德兴，2006：318)海外华
裔文学不仅不是中国文学的旁支，他们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反映的中国文化，常常也经
过了异域意识形态的过滤或者杂糅，添加了许多虚构和猜度的成分，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已经经不起客观标准的衡量。因此，认识海外华裔文学的杂糅特质、独立地位、虚构本
质、移民色彩是十分必要的。 华人社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第一代移民由于忙于生计，
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加上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因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很少。等到他们
的后代在移居国长大，消除了语言障碍，有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时，却又与中国文化
传统和现实生活有了很大的疏离感，其关于中国的知识来源往往受限于父辈移民的选择
性记忆和主流社会的霸权话语(如东方主义)。因此，他们作品中的中国图像和中国文化
往往是一种印象似的、片面的甚至是误解的。他们虚构的中国图像带有浓厚的移居国意
识形态色彩。例如，谭恩美在《喜福会》(TheJoyLuckClub，1989)中把从先辈那里道听途
说来的割肉治病的迷信传说，移植到小说人物身上，以此表达中国人孝心的极致，其实
这种民俗是极为少见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有所耳闻，甚至闻所未闻。无独有偶，叶祥添
在《猫头鹰的孩子》中也编造了一个中国孝道传说：一个儿子在灾荒年间，将自己身上
的肉割下给父母吃，身上的肉没有了，他甚至跳进了汤锅，将自己煮成汤，以解父母的
饥渴。而在黄哲伦的戏剧《舞蹈与铁路》中，龙给马讲述了一个中国传说，劝他不要学
习演戏，这个故事完全就是对中国习语“肺都气炸了”的戏剧性呈现。这个传说讲了三
个儿子的故事，他们的父母要他们出去学艺，三年之后他们返回了家乡： 老大说：“我
现在是一个铜匠。”父母听后说：“很好！二儿子，你呢？”“我现在是银器匠。”“
很好！小儿子，你呢？”“我是一个演员。”父母听后非常悲伤，母亲跪在地上直撞头
，大地为之动容，裂开一道缝，把她吞了下去。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胸中的气积压起
来，一下子爆炸了。几天后，人们发现他的皮肤碎片还挂在树上。(Hwang，1990：59) 
这类传说恐怕在中国也难以听到。这些在国外已经享有名气的华裔作家，都是早期移民
的后代，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一些人作品中的中国还停留于奇风异俗的传说中。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在它背后还有一个文化背景和传统的问题。华裔文学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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