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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作为一种跨域的建构，华文文学缠绕着历史的、人文的、政治的等多重向度议题，因此具有

深广的阐释空间。本书以北美、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为讨论的中心，试图进入华文文学的多种表

达形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及其存在的现实语境，围绕华文文学的美学形态和美学价值、华

文文学的“离散”叙述与文化认同、华文文学与“承认的政治”等问题，提出具有实践意义和学理

价值的命题，从而勾勒华文文学的发展形态和美学经验，探察华族群体的文学想象及文化认同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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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承

“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强调了华文文学是以汉语作为语言表达工具的语种

的文学，以汉语书写和想象为纽带建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因此，以语言为媒介，

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为内蕴，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表达了对母国文
化或认同或依归或焦虑等等复杂情愫。应该说，华文文学的发展、演变、以至于慢
慢走向成熟，都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为华文文学创
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想象支撑，同时中国文化也维系着离散华人作家的文化
认同和身份意识。华文文学一方面反映了海外居住国的社会生活、人文景观、自然
景观以及华人离散者的心理特征，一方面又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血脉，表现
出特有的对中华文化的体认与思考，是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

一、华文文学与中国 “儒”文化

作为流散海外的华人肯定自我存在的方式，华文文学始终离不开中华文化的

滋养。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的伦理观
念，以及礼乐的行为规范，如同每个人身体中的遗传基因一样，深深地植根于中
国人的生命之中，并且伴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始终。随着中国移民持续不断
地移居世界各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被深受儒家文化
熏陶的中国移民带到了各个移居国。因此，儒家文化不仅成为华文文学的文化纽
带与精神坐标，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内核注入华文文学之中，延续并强化着中
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说，“儒”意识建构了海外华人的自我生成，也
流淌于华文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华文文学普遍追求的自觉精神向度。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民族、集体、家族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个人的意义。因
此，对国族利益的维护、对中华文化的执着认同、对本民族的自信自尊，以及对
故土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就成了海外华人的一种共同特征和难以释怀的情愫。

尤其在早期的华文文学中，深切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文化人情结始终是华人的一种
情感内核。在儒家传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 “修身齐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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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天下”等思想的影响下，早期华文文学普遍表现出 “感时忧国”的情怀，在
悲愤与感伤的基调下书写对国家、民族不可割舍的深厚感情，并以集体 “大我”

的方式述说 “流浪者”的文化乡愁。某种意义上来说，以 “儒”意识强化自身的
行动准则，一方面是华人对 “自我”与 “中国人”“中国文化”关系的认同，另
一方面也是华人面对双重文化语境寻求自我定位的心态表征。

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家庭伦理。和西方个人本位相对，儒家文化
倡导 “家庭本位”和 “人伦本位”。中国家庭内部 “父与子”关系强调的是父亲
的绝对权威，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而 “慈”“孝”“敬”“爱”等家庭伦理观
念又使得这样的父子关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 “家国同构”的理念之下，

家庭内部的秩序规范牢不可破，成为支配中国人关于血缘、宗族、尊卑礼仪等方
面的准则。几千年来 “儒”意识的家庭伦理观念，制约着中国人的价值理念，也
同样是曾经浸染其中的华人自觉遵从与维护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说，华人家庭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华人子女最早就是
从家庭受到启蒙教育的。在家庭里，子女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而享受天伦之
乐是华人父辈的极大心愿和要求。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华文文学中 “父与子”

的关系是庄严而神圣的，与家庭、宗族、国家的传承和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
时，父亲的形象高大威严，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力量，父亲也是纯朴温良、勤俭坚
韧的性格化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父亲负责把中华文化传统
传输给下一代，而子女则被要求顺从和接受父辈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儒家的人
伦教化和文化积淀，转化成了华人家庭的内部规约，也是华文文学的普遍美学
追求。

现今，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精神危机，越来越多的华文
作家开始呼吁儒家文明中富有人性的因素，追求心物合一、内外合一的创作心态
和境界。弘扬 “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及兼济天下，与自然和人类相容共存
的精神，逐渐成为当代华文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以新一代华人移民为例，

他们在知识与技术的掌握方面远远胜过前几代移民，也因此更能适应移民社会的
生存环境，他们的创作于是表现出了面对跨文化语境更加从容的心态。除了承继
母国文化传统，也愿意融入异国文化，表现出对多元文化共存格局的宽容心态，

能够以一种主动的、活跃的姿态来表达华人散居者的生存状态及文化处境。因
此，新移民文学的主题涵盖了中华文化传统、移民共同经验和个人漂泊经历等诸
多因素，融汇了体现中国意识的民族性、逾越地域时空的世界性，以及表达个人
品位的独特性。处于文化夹缝的沉痛基调慢慢被一种淡定飘远的风格所取代。这
样的文化立场与思考维度不仅有助于提升华文文学开放多元的文化品位，也表明
了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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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习俗

中国文化习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
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深
受中国习俗浸染而后移居海外的华人，并不因为生存环境和文化土壤的改变而背
离原有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相反，他们将传统中国习俗带入异域，包括节
日、祭祀、庆典、饮食、服饰、社区、会馆，等等，以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方式
重温母国的种种文化习俗，彰显对中华文化的执着传承。与此相应的，广大华人
作家把海外华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融入华文文学创作之中，使得华文文学弥
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

唐人街 （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是初到异国的华人的聚居地。“唐人街”也称华埠，是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一块文化 “飞地”。唐人街保留着传统的中国城市风貌，那儿
有红檐绿瓦，有匾额楹联，有亭台楼阁，有庙宇寺院，也有酒楼、茶馆、中国书
店和专营中国百货、食杂及传统工艺品的商店。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以及与国内
相似的文化环境，让许多海外华人觉得生活在类似祖国的环境里而感觉自在。
“住在同胞们中间，能减轻由于跨越太平洋后突然变化造成的不安。在这样的飞
地上，他们见到的是华人的脸，听到的是汉语，在这种熟悉的环境中他们心里产
生一种安全感。”① 唐人街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来说，是早期海外华人为适应异
域文化所选择的一种特定方式。它不仅指称华人社区，还指向着一种文化价值、
种族认同与精神坐标，是广大华族寻找精神慰藉、身份建构与心灵庇护的所在。

在许多华人作家笔下，“唐人街”由于含蕴了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诸多方面
而成了后者的代名词并被反复述写。各种节日庆祝方式、中国旗袍、华人学校、
家庭会馆、中药店、戏剧演出、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等都在唐人街及唐人街华人
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一上演。 “唐人街提供了一种延续于移民母国的生存方
式，……大量的华人社团，诸如同乡会、宗亲会、兄弟会等在这里建立，发挥着
华人移民族群的分类整合和社区自律的作用，意味着华人移民族群的一种自我建
构方式。而在唐人街社区中发展与传播的华文教育与华文报刊，则又成为移民抵
抗文化失忆和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唐人街同时也作为华人移民文化
保存的一种精神方式。”② 当然，唐人街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盆景”，③ 内
部也有许多帮派斗争、权力纠葛以及落后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许多华人作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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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唐人街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是早期华族寻求族裔
属性时所认同的那个具体的 “共同体”，而更多的华人后代面对家族、家庭的压
力却可能选择 “出走唐人街”。在一系列 “唐人街”书写里，唐人街是海外华人
活动的现实语境，而且是形塑华人文化性格的特定场域。从对唐人街的风俗描
绘，到审思唐人街的生存方式，甚至是挖掘唐人街的悠长历史，“唐人街”想象
表明了华人作家通过对中国文化习俗的绘写，历史地建构华人族属性的自觉
意识。

中华文化习俗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海外华人 “归纳”在一起，而作为母国
文化习俗载体的 “唐人街”的文化意蕴则成为海外华人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

文化习俗一方面形构了华人在海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延续中华文化的一种自
然状态。华文文学中的 “唐人街”想象，事实上是海外华人文化行为的一种隐
喻，从华人学校、华人社团、华文报刊到华人家族，等等，华族在对中国文化习
俗的自觉传承中寻找实现族裔与文化整合，以抵御异域文化对本族群和文化的压
迫与消解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华文文学对中华文化习俗的书写以及相关的
“唐人街”想象可看成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华人对自己族裔的历史记忆与文
化生存状态的铭刻与建构。不过，多数华人作家的 “唐人街”写作无法绕开其写
作的悖论，即当他们试图以异国情调的眼光来描写唐人街，迎合主流社会的想象
品味时，正好表征了其 “少数者”身份的尴尬处境；而当他们试图开掘唐人街错
综复杂的历史命脉时，其远离中国文化却意欲从中寻求文化资源的支撑，反而可
能陷入另一种困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想象素材的唐人街书写在所在国主流文
化看来是一种少数民族文学，而华人作家对中国文化场域的隔膜又使得其唐人街
想象成为远离中国文化语境的 “域外写作”。总之，在记录自己独特生存历史与
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悖论中建构了迥
异于母体文化的独特性格与色彩，同时也因了母体文化资源的支撑而拥有自立于
母体文化的文学价值与生命。

三、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符号

移居海外的华人在面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下，为保持或维系族群

的密切联系，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海外华人的 “自觉”行为，他们广泛的文化
认同正是基于这种 “自觉”的文化传承建立起来的。因此，早期华文文学中的
“中国想象”大体上是一种原乡记忆，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价值的体认在广大
华族中形成了普遍共识。而这时的 “中国文化符号”即包含了 “乡土中国”与
“美学中国”的糅合、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对母国文化在兹念兹的情结、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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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记忆的执着迷思以及认同母国文化的强烈意识。

但是海外华人基于血统和遗传建立的族群认同并不能维系稳定、牢靠的社会
关系，这集中体现在文化身份与代际关系上。“大致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移居海外后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希望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精神抚慰；另一种是受到居留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逐渐地与中国传统文化拉开了距离，这往往是华裔的第三代、第四代。”① 随着
母国与移居国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动，许多华人不得不逐渐完成其身份的转化，即
从 “落叶归根”转向 “落地生根”，开始以移居国公民的身份融入移居国的生活
和政治文化规范之中。因此，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移民的后代，常常为摆脱所在
地 “少数者”的民族身份，逐渐远离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家庭和华人社区，“出走
唐人街”也成了多数华文文学共同关注的主题。

对于多数华人后代而言，祖辈的中国文化传统仅仅是其作为 “华裔”身份的
背景和注脚。多数华裔出生于移居国，自小受本国文化熏陶，思想和行为方式也
完全本地化。即使有些华裔在中国出生，但童年的中国文化印象也渐渐模糊。因
此，华裔作家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 “中国情结”，但他们 “中国想象”的灵
感要么来自于父辈的规训，要么来自于家族故事和传说，甚至有时就完全从中国
古典书籍而来。更多的时候，这三者相互融合，形成了华裔作家关于中国文化的
现代思维与想象。可以说，当 “原乡记忆”转变成 “原乡神话”之后，传统中国
文化的价值观念常常被消解、甚至被颠覆而成为所在国的一种 “他者文化”。这
时华文文学内部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毋宁是一种抽离了本源文化的符号。

可见，谈论华文文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时，政治环境、话语环境是不能
回避的话题。这种传承，一方面应视为华文文学的文化自觉行为；另一方面当海
外华人所在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相融合时，文化传承
就会被推动，而当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与所在国的主流文化相冲突时，文化
传承就会停顿下来，其文化也会不断地被边缘化。如果华文文学的 “中国想象”

呈现了植根于母国文化语境的价值预设，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就是一种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延续；而当 “中国想象”经历了 “本土化”历程，这种想象的
维度便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缺失从而表征中国文化的符号基础之上了。换句话
说，第二、三代华人或华裔所认同的是一种既区别于中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本土
文化的 “第三文化”，这种文化生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异变。

当然，随着更多的华人移民活跃于跨文化、跨种族的日常生活，从边缘人迈
向国际人，华人离散文学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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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批活跃于北美的新移民文学日益显现出移居地本土社会流
变、互动、融会、杂化、交易等杂碎和拼盘式多元文化特质。许多饶有意味的文
化主题都一定程度得到了挖掘和表现——— “海外华人个体与族群的生存经验和精
神状况；跨越国界和文化藩篱的华人移民流动复杂的生命形态与心灵历程；祖国
文化与移居国文化相互接触、碰撞、交流、融合等日常生活现实，以及不同的人
群对此做出的种种反应；华人的生存状况、婚姻爱情和代际关系，华人移民美国
的历史以及少数族群的处境与话语权问题，华人性与美国社区文化，公共知识分
子式的社会批判与人道关怀……”① 新一代移民开始重新审视和认知自己的文化
身份，“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
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② 因此，华文文学又将在中华母体文化意识与居住
国文化意识处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状态中建构其 “中国想象”，并在 “中国想象”
的谱系中对一系列中国文化符号进行重新编码，从而呈现变动不居的文化传承与
文学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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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认同”到 “承认”

———海外华人文学的文化政治诉求

长久以来，海外华人的文学想象充满着边缘人的孤苦与漂泊情结。相对于主

流社会，挣扎生存的少数族群要么遭受不公正待遇，要么变成 “沉默的大多数”。

因此，海外华人文学的主题常常在追寻文化身份认同与抗议种族歧视之间徘徊，

去国离家的孤独感和文化边缘人的角色常常使作品染上沉重的凄凉的基调。

在北美华文文学的历史脉络里，自２０世纪初期反美华工禁约文学开始，《苦
社会》、“天使岛”诗歌等就以抗议歧视、恳求宽容形成早期华人移民文学的呼
声。而五四前后的旅美留学生文学、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旅美台湾文群、旧金
山的华人移民作家群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新移民文学，也都不同程度地在想象
中国的跨域书写中发出边缘群体或低沉或激昂的心声。当然，如果把视野再转向
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世界，人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夹杂在厚重的热带雨林气息里那些
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情愁。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人或华裔而言，他们的文学想象与
书写除了承载着双重文化经验与文化身份的复杂版图，更蕴含着这些特殊群体寻
找认同空间的艰难与辛酸。

因此，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属性是贯穿于海外华人文学写作与研究的
重要课题。作为少数族裔的华族，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追寻一方面是其边缘状态的
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离散华族遭受主流话语压制的结果。当离散作家遭遇异质文
化的冲击，必然面临自身存在与认同的危机和拷问，即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的困惑与选择。如果说，“离散”是某种后现代普遍的人类文化特
性或生命状态的话，那么不安于这种状态，追寻某种生命归属意义的完整一致，

便是离散写作的内在动机。“离散”揭示了这种追求和追问的精神特质和哲学处
境，而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生活的描述。因此，海外华人文学的离散经验，不仅是
华人个体可能面对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而且是 “少数者”关于身份认同的整
体性追问。

随着各民族和人群在世界范围内的移动，以及全球化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
族文化、经济活动空间的压缩，跨越疆界的移民、放逐和迁徙，形成了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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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独特的、全球性的 “离散”现象，并且带来了空前突出的包括身份问题在内
的文化 “认同危机”，从而也使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在文化研究领域内成为
聚集了众多矛盾、论争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认同”这一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
的广泛使用应该是在 “文化研究”转向以后。全球化及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后
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纷纷把边缘群体的话语权、种族差异、移民问
题、性别差异、性偏好等许多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于是，弱势群体如妇
女、移民、少数民族、第三世界等边缘角色的身份问题成了理论关注的焦点。面
临同一性和差异性这个议题时，“认同”这一概念恰好是处理个体怎样融入群体、

获得身份的有效术语。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和个人，他们的 “认同”危机以及文化
身份的建构，是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试图处理现代性、全球化以及差异性问题的
思考，试图揭示被遗忘、被遮蔽的问题，从而带来解放的意义。

然而，“认同”理论首先假设了获得身份的主体是单个的人。个人是身份的
占有者、建构者，是 “认同”的能动力量，并且具有先验的合法性。也即是说，

人们通过 “认同”的建构，获得一个关于自我身份的认识，而并非一个具体的共
同体。在这里，人们争取的是一个差异的个体。然而当代多元文化主义政治的核
心和趋势是微观的政治、“差异的政治”，是对某种文化特质与文化结构的承认，

诉诸于一个集体的目标。“认同”理论所追求的文化政治空间便显得有些狭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承认”问题在哲学、政治等领域日益突显。哲学家
阿克瑟尔·霍耐特在其代表作 《为承认而斗争》中认为，所谓 “蔑视”就是拒绝
承认，是对承认的否定与剥夺。个人自身完整性、荣誉或尊严的被伤害是不公正
感的规范内核，而缺乏承认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公共社会。加拿
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 《承认的政治》中也指出，我们的 “认同”部分地
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就
会对人的认同形成消极影响，甚至导致自身被蔑视。蔑视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
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伤害，使被伤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所以，正当
的承认不是人们赐予别人的恩惠，而是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

在 《承认的政治》一文，泰勒指出，对于承认的要求， “代表了少数民族，
‘贱民’群体和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的这种要求，成为政治，尤其是所谓 ‘文化
多元主义’政治的中心议题。”① 泰勒认为，普遍主义政治强调公民的平等与自
由，而并不诉诸保存文化差异这样的集体目标；差异政治则强调每个人独特的认
同，是对于特殊性的承认，而文化承认对于一个移民社会而言已经成为非常重要
的问题。因此，泰勒把问题从 “认同的政治”转向 “承认的政治”，认为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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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认同不能得到他者的承认，或者受到扭曲的承认，都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尽
管泰勒的观点遭到了来自文化多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但他关于尊重差
异、“文化承认”的观点却值得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者做深入的思考。随着全球政
治文化语境的嬗变，海外华人作家所孜孜以求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意识，不仅仅应
该是 “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更应是积极建构少数族裔主体性，以一种 “差异的
美学”寻求文化他者的承认，并以此反抗不平等的压迫。这也是作为 “少数者”
之华人文学的文化政治诉求所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海外华人文学呈现了不同的精神内涵，越来越多的华
人作家开始学会坦然面对多元文化语境，以一种较为轻松和自信的姿态，试图开
拓宽容与自主的族裔生存空间。当然，追求宽容并不是向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妥
协，“宽容”包含了 “战争”，希望通过不懈的文化抗争改变 “少数者”沉默不得
发声的状况进而获得发声的权利。以多元民族和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为例，文化
“大熔炉”理论或者 “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已不再适用，压制或融化少数族裔
也不可能是明智的政策。在少数族裔的不懈努力与抗争下，单一的文化叙事渐渐
被多元宽容的声音所取代。这是如华裔美国文学一样的 “少数文学”进行弱势论
述的有利语境，也是 “承认的政治”得以实现的可能性空间。

“少数文学”的概念在德勒兹、瓜塔里看来是 “少数族裔在多数的语言内部
建构的东西……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① 这也是
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 “多元文化主义”一再坚持的 “差异政治”立场，是对普
遍主义命题的否定，对中心结构的背离，也是对多元文化形态的呼应。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作为 “少数文学”之一种的海外华人文学，既是一种文学审美的过程
和情绪的抒发，也是关于 “弱势者”的悲歌，更是 “少数者”发出的独特的抗争
声音，是追寻 “承认的政治”的文化行为。

一方面，“少数者”的文学想象是关于离散者的经验表达。自１９世纪西方殖
民帝国主义以降，移民、流亡、散居、留学等等原因造成了大量的人口移动。无
论是被迫放逐还是自我放逐，这种放逐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漂泊乡愁和故国回
望，成了现代性想象里一个重要的历史与文化命题。“离散族裔”被迫出入于多
元文化之间，“离散”在当今的语境下，比早期涉及放逐与大规模族群被迫搬迁
的悲苦情境来说，或许在某个层面上，也拥有其更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因而得以
重新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和颠覆。因此，海外华人文学的离散经验，不仅是华
人个体可能面对的精神困境，而且是 “少数者”关于身份属性的整体性追问。而
在不断的追问与建构过程中，少数族裔主体性的意识才得以渐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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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少数者”的文学写作是表述自我、再现族裔历史的有效手段。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外各国的所谓正典历史与文学场域有意忽视、遮蔽甚至
篡改华裔族群的真实存在与边缘声音，造成了华族历史的缺失和记忆的混乱。
以在美华人的情况为例，早期华工对美国西部建设的贡献并没有进入主流历史
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个人命运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与重视。因此，广大
华族作家或书写华人群体普遍受到的冷遇，或建构弱势族裔的历史脉络，这对
于对抗单一意识形态与文化体制，修复族裔文化记忆，再现与铭刻族裔历史有
着重要的文化与政治意义。早期华人移民的书写，就表达了希望得到美国及政
府宽容的愿望，并抗议遭受的虐待与歧视。这种 “恳求宽容、抗议歧视”的言
说冲动， “充满了苦涩、愤怒与哀求。”① 正如尹晓煌教授以翔实的资料论述
“天使岛诗篇”时所指出的，这些 “悲伤的心歌”是 “美国华人历史中特殊的
一章”，② 在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中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华族作为少数群体的
文学表达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以边缘的声音向中心
突围，体现了 “少数者”的文化政治诉求。对于海外华人作家而言，中国传统
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言说的素材和富含隐喻的功能，使他们能够在两个世
界、两种文化、两个声音、两种语言之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视角，审视生
命、关注存在。同时，他们又作为弱势种族和边缘文化的代表，向强势种族和
主流文化喊出自己的声音。

在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看来，叙述可以弥补历史记录，可以召唤或激发本土
文化的想象。正是在一种历史性的结构中，叙述填补了历史中的结构性缺陷。叙
述本身变成了一种召唤记忆的途径。对于一个历史被毁灭的民族来说，一则关于
过去的故事，即使它的全部或部分是虚构的，也能达到一种补偿过去的作用。而
这常常是少数族裔写作或边缘写作的策略。它不仅在于技巧或手法的探讨，而更
重要的是作为少数话语的生成方式。作为后殖民论述里的 “离散美学”，海外华
人文学仍将继续建构一个个色彩斑斓的 “想象的故国”，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斗争，
包括族裔建档、文化遗产确证、华裔社区建设，等等，以期创造一种集体的记
忆，修复被湮灭的历史，于文化记忆的断裂处找寻可以缝合情感创伤与心灵寄托
的文化家园，探寻 “家园的政治”。这也是近年来海外华人文学领域中颇为引人
关注的美国华人文学所呈现的话语方式与文化政治命题。

按照学者尹晓煌的梳理，自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水仙花的作品开始，第二
代华裔作家的自传性作品以及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从致力于在美国社会寻求一席
之地慢慢转向多元化声音的呈现。在尹晓煌看来，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永远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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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引言》第７页，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美）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第２９页，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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