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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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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之后的回归超越之后的回归
□□王王 凯凯

谭恩美谭恩美《《奇幻山谷奇幻山谷》：》：

2005
年，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凭借她在

小说《拯救溺水之鱼》中所再现的不

同于以往的主题和题材，实现了个

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超越和转型。对9·11事件不无警醒和

反思的她不仅以拯救溺水之鱼的寓言深刻批判了美国穷

兵黩武的对外政策，还对媒体所营造的虚假的奇观世界

及其对世界的操控给予了强有力的驳斥。相对于以往她

所观照的母女关系、代际矛盾、族裔身份等主题，在《拯救

溺水之鱼》中，谭恩美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宏大的政治与

哲学话题。

然而，在沉寂了8年之后，谭恩美又复归了她驾轻就熟的

母女关系、姐妹情谊和族裔身份，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非

凡的讲故事能力，创造出了《奇幻山谷》这部史诗般的鸿篇巨

制。纵观谭恩美的小说创作，几乎每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与她

的家族史，尤其是家族中的女性息息相关。《奇幻山谷》也不例

外。尽管这部小说未像《喜福会》《灶神之妻》《百种神秘感觉》和

《接骨师的女儿》那样具有强烈的传记色彩，直接脱胎于她外婆

和母亲的亲身经历，但在创作上却仍旧与她的外婆有很大关

系。谭恩美在接受《出版人周刊》的采访时，曾谈到外婆的一张

与众不同的照片是如何影响这部小说创作的：“看到当时的女

人摆出这种姿态……你会不由得心生这样的想法，她绝对不可

能是个恬静、老派的女人。”就这样，照片中外婆“离经叛道”的

形象深深映入谭恩美的脑海，并赋予她极大的创作灵感。她不

禁大胆猜测，“也许，像当时百分之一的上海女人一样……外婆

曾经也是一位高级妓女。”于是，谭恩美改弦易辙，几乎推翻了

先前所写的一切，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惟妙惟肖地勾勒出高

级妓女的风月场。

《奇幻山谷》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拉开帷幕。母女三代可歌

可泣、感天动地的情感纠葛和心

路历程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故事

主线。路西亚出生在旧金山的一

个教授家庭，但父亲热衷于举办

艺术沙龙，母亲沉溺于研究昆

虫，从小缺少家庭关爱的路西亚

渐渐走上了纵欲的道路，以弥补

内心的空虚与孤独。不想，一位

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客人改变了

路西亚的生活轨迹。这位中国客

人名叫陆成，是位油画家，他的装束和他临摹的名为“奇幻山

谷”的画作使路西亚对他和中国产生了深深地迷恋。为逃离家

庭生活的死寂和冷漠，路西亚在怀上陆成的孩子后毅然追随他

奔赴上海。路西亚非但没有获得陆家的认可，儿子泰迪也被陆

家抢走。万般无奈之下，路西亚只好带着女儿薇奥莱栖身他

处，与好姐妹金鸽共同创办了一家高级妓院赖以维生。在薇奥

莱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永远是风月场中左右逢源的交际花，根

本无暇顾及她那颗备受冷落的心。无意间得知陆成就是她的

父亲以及弟弟泰迪的存在后，薇奥莱的自尊受到了无以复加

的打击和伤害。而这才仅仅是她悲惨命运的开始。路西亚被情

人费尔韦瑟骗上驶向旧金山的远洋渡轮后，薇奥莱被卖给一

家高级妓院。在富商方忠诚的引荐下，她结识了为人诚实敦厚

的美国人爱德华并享受了一段甜美的爱情生活。但好景不长，

生下女儿芙洛拉后不久，爱德华就身患西班牙流感而离世，芙

洛拉被爱德华的妻子抢走，从此与她天各一方。重操旧业后，

薇奥莱不幸遇到道貌岸然的诗人常恒。常恒花言巧语将她骗

到了他的安徽老家月塘村，薇奥莱才发现自己稀里糊涂地成

了他的三姨太。常恒一改往日的儒雅，不仅把薇奥莱的珠宝首

饰全部据为己有，还对她百般凌辱。薇奥莱终于忍无可忍，和

好姐妹宝葫芦、二姨太香柚千方百计逃回上海。薇奥莱在上海

再次和方忠诚相遇，成为他公司的翻译。薇奥莱女儿芙洛拉的

童年生活几乎是外婆和母亲的翻版。她从小便失去了父母的

关爱，而养母密涅瓦对她讨厌至极，从未真正关心、疼爱过

她。芙洛拉的内心同样充斥着孤独和寂寞。所幸在小说的结

尾，薇奥莱在父亲陆成的帮助下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路西

亚和女儿芙洛拉，母女三代在上海重逢与团聚，横亘在她们心

头的误解和积怨化为过往的云烟。

《奇幻山谷》延续了谭恩美一贯的主题：母女关系、姐妹情

谊和族裔身份。

在母女关系中，谭恩美特别关注母爱缺失对女儿的影响。

《喜福会》中，许安梅的心灵创伤源自母亲的不辞而别；《灶神

之妻》里，母亲的缺失不仅使薇妮丧失了对母性和女性的认

知，还给她的女性身份建构带来了重重困难；《灵感女孩》中，

缺乏母爱的童年造就了奥利维亚扭曲、破裂的人格；《接骨师

的女儿》里，露丝头脑中可怕的死亡意识皆是从母亲而来；甚

至在《拯救溺水之鱼》这部不以母女关系为主的小说中，谭恩

美也借陈璧璧之口表达了母爱缺失的问题：“我意识到我总是

无法表达激烈的感情，而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我在成长的过程

中缺失了一位合格的母亲。”在《奇幻山谷》中，谭恩美同样没

有忘记对母爱缺失的关注。在谭恩美笔下，母爱缺失既是母女

矛盾的导火索，又是导致三位女主角悲惨命运的根源所在，其

影响之深、伤害之重恰如薇奥莱被迫与母亲分离时所形容的：

“我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我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浮萍，

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不是薇奥莱，不是薇薇，也不

是紫紫。从今往后，我就活在一个由自己逐渐微弱的呼吸构成

的无形空间里，没人能看见它，所以也就没人能将我从它里面

拽出来。”

《奇幻山谷》中对姐妹情谊——“女性之间超越一切的友

谊”——的刻画极易使人联想起《灶神之妻》中主人公薇妮的故

事。在《灶神之妻》中，薇妮在姐妹情谊的呵护与激励下，逐渐从

懵懂走向觉醒，从幼稚走向成熟，从懦弱走向勇敢，最终成长为

一名具有自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现代女性。而薇奥莱则在香柚

和宝葫芦的陪伴下，逃离苦难，收获真爱，找回自我。香柚是常

恒的二姨太。初到月塘村时，薇奥莱和宝葫芦对她处处小心，生

怕遭人暗算，引来祸端。但为了逃脱常恒的魔爪，她们“彻底成

了难姐难妹，丢弃了一切猜忌，保证绝不彼此陷害”。在逃离月

塘村的途中，香柚为保护她们的安全，杀死了常恒，姐妹三人获

得了自由。宝葫芦之于薇奥莱就如同杜姨之于薇妮。在《灶神之

妻》中，杜姨就仿佛是薇妮的母亲，那只不同寻常的蓝色香水瓶

就是最好的明证。薇妮小时候，亲生母亲曾送给她一只晶莹剔

透的蓝色香水瓶。对薇妮而言，这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不仅

是母亲留给她的惟一信物，也饱含着她对母亲满满的回忆。无

论何时何地，薇妮总是小心翼翼地将香水瓶带在身边。有了它，

薇妮仿佛可以感受到母亲的存在，感受到母爱的温暖。抗战结

束后，在离别之时，薇妮把香水瓶送给了杜姨，以这种独特的方

式把杜姨放在了母亲的位置。在薇妮悲惨的生活中，杜姨的确

尽到了母亲的职责，危难之际，她总能挺身而出，保护薇妮脱离

险境：是她帮助吉米·路易探听薇妮被捕后的处境，是她在法庭

上大义凛然地为薇妮作证，是她在解放前解救薇妮出狱，还是

她劝说薇妮赴美求生。《奇幻山谷》中的宝葫芦，就如同杜姨一

样，被薇奥莱视为母亲。薇奥莱在与她的相处中渐渐意识到：

“她不仅是我的娘姨、我的朋友，也不仅仅是我的姐姐。对我而

言，她就像是我的妈妈。她为我担心，想方设法保护我远离危

险，引领我过上最好的生活。她为我的将来打算，评估每一个进

入我生活的人的价值。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她已经把我当成

了她的人生目标，把我当成了赋予她生命意义的人。她的爱一

直都伴随在我身边”。

谭恩美对混血华裔身份的探讨同样有先例可循。在《灵感

女孩》中，女主人公奥利维亚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中国人；

她的丈夫西蒙则是“一半夏威夷——中国人的血统，一半英国

人的血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混血身份“体现着诸如美国

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文化混杂”。在他们的生活中，文化混杂的身

份带来一种无归属感。不过，奥利维亚分裂的身份最终在邝的

故乡得到统一。就在她踏上长鸣的土地时，她不禁感叹道：“在

这里，我感到自己被隔膜成两半的生命终于融合为一。”和奥利

维亚一样，薇奥莱也曾为自己的混血身份而彷徨、迷惘过。为了

掩饰自己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她会滑稽地只和下人们说洋泾

浜英语；为了解释为何没有人爱，她会牵强地把这一切归咎于

自己的中国血统；就连外婆把与她名字相同的紫罗兰花说成是

杂草，都会勾起她内心深处的伤痛。然而，随着方忠诚的出现和

爱情意识的萌发，薇奥莱终于醒悟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

抗拒自己身体里属于中国的那一半。我厌恶它。但是此刻，我终

于不再需要在两个身份之间摇摆。我一脚跨过了那道分隔我身

体里中国和美国的两个部分的门槛，却猛然间发觉，这条分界

线不过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罢了。我还是我自己，没有变化，而

且我不需要因自己本来的样子而否定自己。”在小说的尾声，薇

奥莱又想象着代表两种文化的自我互相对望，象征着中美两种

文化在她的身上和谐互融。

《奇幻山谷》是谭恩美沉寂8年之后的作品，她没有延续

《拯救溺水之鱼》中的创新与超越，继续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而

是回归到她所熟悉的文学主题——母女关系、姐妹情谊和族裔

身份。尽管这种缺乏新鲜感的回归不免会使读者感到小小的失

望，但谭恩美与生俱来的讲故事能力却从来不会使读者失望。

8月25日，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

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

英语文学已经走过四个阶段：起初是英国

文学的一枝独秀；随后是美国文学跻身世界文

坛后的花开两朵；然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新

西兰、加勒比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英语文学的

众声喧哗；再到风格独特、具有特殊文化品性、

美学蕴涵和伦理指向的非洲英语文学崛起后

的“喧宾夺主”。非洲文学有独特的文化蕴含

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

义。在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亿的非

洲大陆发生的文学现象不容忽视，而作为非洲

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国际上受到关注的非

洲英语文学，也应该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

之一。有鉴于此，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

中心日前举办了“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

研讨会”，来自国内高校院所的80多位相关学

者深入探讨了非洲英语文学的基本概念与研

究范畴、非洲英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非

洲英语文学的文化表征与美学特色、非洲流散

文学研究、欧美国家非洲英语文学研究、非洲

英语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以及非洲英语

文学研究的走向及意义等议题。

由于使用了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非洲英

语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分裂属性。上

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将非洲英语文学总结

出三大特征——本土表征、流散表征、混杂

性表征。所谓“混杂性表征”，正是体现在非

洲英语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之中。一方面，英

语为非洲文学家提供了便利、迅捷地从欧美

文学中汲取给养并走向世界的金钥匙；另

一方面，非洲文学的英语写作又不可避免

地被打上殖民历史的烙印，这是与当代非

洲文学家们力图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愿望

相冲突的。

会上，非洲文学学者李永彩提出，在非洲

英语文学研究中，需要注意非洲作家写作中的

口语痕迹。非洲英语文学中的一个特征时常

被忽略：大量的非洲英语文学创作过程正处于

口语向书面语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英语的

强势介入加速了这一特定的历史进程，但却无

法完全消除非洲英语文学写作中存在的口语

化特质。通过文本中口语化痕迹的探寻，有助

于我们揭示英语文本遮蔽下的本土文化来源，

从而真正地理解文本的精神、风格和思想。北

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孙晓萌则通过对非洲本土

豪萨语的研究，发掘出了当地深厚的豪萨语传

统，揭示了一片不为人所知的殖民文化统治前

的新世界。尽管非洲殖民当局利用种种形式

将西方文学体系输入殖民地，但盛行百年之久

的豪萨语文学书写使当地的英语书写具有了

极强的本土化色彩。不少豪萨语地区作家的

英语文学作品，甚至是先运用豪萨语创作，之

后再由本人翻译为英语。这一非洲文学传统

的发现，又与朱振武对非洲英语文学“源与流”

的重视不谋而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罗良功

对恩古耶瓦斯扬戈作品的分析，则充分展现了

当代非洲英语文学对建立“本土性”的努力。

一方面，恩古耶瓦斯扬戈重视方言，大量运用

通俗语言，强调大众美学，力图吸取传统来克

服殖民文化，另一方面，通过简单直白的英语

清空欧美文化存量和修辞传统，装进非洲语言

元素和表意策略，实现了英语的“非洲化”，也

为非洲英语文学从“分裂”到“重建”提供了重

要样本。

徐彬、高文惠、石萍平、卢敏等学者发表了

对卡里尔·菲利普斯、索因卡、奇玛曼达·恩戈

兹·阿迪契、法拉赫等非洲英语文学作家及其

创作的研究报告。这些非洲英语文学作家的

写作都表现出英语写作所无法掩饰的本土化

特征。

朱振武还对非洲英语文学的基本概念、范

围和基本命题做了阐释。非洲英语文学指非

洲作家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非洲英语文

学的版图覆盖整个非洲大陆。作为英语文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英语文学已引起世界

关注，但我国对其文学史和相关研究资料方

面的整理和译介还相对滞后，相关资料也比

较匮乏。当前的中国学术界还需要对非洲英

语文学进行系统深入的工作，需要大量的资

料整理与翻译，从而真正了解非洲的本土文

化源流，更好的了解非洲英语文学的价值。

而对于当前的中国学术界而言，非洲英语文

学是值得挖掘的学术富矿。研究非洲英语文

学对于在世界学术范畴内建立中国独立的

学术话语体系，打造中国学术自信，有着重要

价值。

（世 文）

8月 22日，由中国诗歌学会、北

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让我们继续沉默的旅行——高桥睦

郎诗选》研讨会在京举行。黄怒波、

吴思敬、西川、王光明、田原、汪剑钊、

臧棣、孙晓娅、姜涛和高桥睦郎等与

会研讨。

高桥睦郎是日本当代诗人、批评

家。他自少年时代开始创作短歌、俳

句和现代诗。21 岁出版处女诗集

《米诺托，我的公牛》，之后先后出版

诗集和诗选集36部，长篇小说3部，

舞台剧 4 部，随笔和评论集 30 部

等。2000年，因涉猎多种创作领域

和在文艺创作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被授予紫绶褒章。近期，由翻译家

田原、刘沐旸翻译的高桥睦郎诗选

集《让我们继续沉默的旅行》由湖南

文艺出版社作为“诗苑译林”丛书之

一种推出。

与会者认为，高桥睦郎的诗作体

现出对人类处境的总体性观照，他对

虚无进行反抗，对自我的心灵不断进

行清洁。因为体认到虚无，他对主流

社会、主流文化抱着不在意的态度，

这反而让他获得一种自我解放感。

高桥睦郎不回避残酷、尖锐的题材，

但无论多么痛苦的感受，无论多么充

满内在紧张的戏剧性情感，在他的诗

里总能获得一种达观的处理。高桥

睦郎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厚重与深

沉”，是他本性的流露，是其生命的底

色，但他又追求松尾芭蕉式的轻快。

其诗歌语言越过了日语与生俱来的

暧昧性，干脆、直接、率真，直言无忌

地直抵诗意的核心。他通过语言和

意象，充分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在传

统与现代之间穿梭，以质感饱满的语

句构筑起自己的诗歌王国。

高桥睦郎表示，自己在写诗歌的

时候，从没有端着架子，然后郑重其

事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诗人”，“我

要写一首好诗”等等。诗歌存在于遥

不可知的地方，是无法预先知道的突

然访客。如果诗人必须做什么，那就

是不断地锤炼自己，以便能做好随时

迎接它突然来访的准备。

据介绍，近些年来，中国诗歌学

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非常关

注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美诗歌节，

中日、中法诗人文化交流，中俄诗歌

节等活动蓬勃开展。与此同时，促成

石江山、维尔泰等诗人来北大做驻校

诗人，策划举办谷川俊太郎、达拉斯

等外国诗人的研讨会，为促进中外诗

歌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黄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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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俄罗斯”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公布了

2016-2018年度“阅读俄罗斯”文学翻译奖

“短名单”，共有12个语种的19部俄罗斯文学

作品入围。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推荐的南京

大学教授王加兴的翻译作品《普希金之家》入

围，《普希金之家》是“中俄互译出版项目”作

品，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在8月2日评委会公布的“长名单”中，南

京大学王加兴教授和北大出版社凭借《普希

金之家》获得分奖项“俄罗斯二十世纪（1990

年代前）文学奖”提名（共 15人），中国作协

外联部原主任刘宪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凭

借《野兽的标记》，北外教授张建华和人民文

学出版社凭借《回到潘日鲁德》获得分奖项

“当代俄罗斯（1990年代后）文学奖”提名（共

15人）。

此次三位中国译者入围“长名单”的作品

都是“中俄互译出版项目”中的俄罗斯文学作

品。该项目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原总局）和俄

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主办，中国文字著作

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这

是中俄两国重要的人文文化合作项目。

“阅读俄罗斯”文学翻译奖由非营利组

织——俄罗斯翻译学院于2011年设立，每两

年颁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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