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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5喜福会6突出地再现华裔女性的主体构建问题。小说通过 /母亲0与 /文化0的

文化隐喻, 以及母女关系背后的文化斗争, 揭示了美国华裔女性在种族、性别夹缝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从而指出

华裔美国女性主体建构中的矛盾与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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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认识过程中, 主体是自我认证的最重要

环节,是获取自我存在认证的先决条件。而自我意

识其实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 它代表着人类对

自身存在意义的总体把握, 这种把握是以个性意识

的显现为表征的。 /认识你自己 0不是根本目的,它

只是认识他人与人类的同义语。自我意识的两种层

次,一是康德、黑格尔定义的局限于认识、精神本体

层次, 一是心理活动层次, 二者结合才有了现代文化

层次上的自我意识。也只有进入文化里, 自我意识

才能充分地达到对于人类自身总体把握与个性意识

显现的结合。把这一思想拿到谭恩美的作品中去分

析华裔美国女性主体建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十分

适用。只是在谭恩美的笔下,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

和困惑、否定和反否定。本文将以后殖民女性主义

文学批评为理论基础, 通过其变化发展的母女关系

来分析新一代华裔美国女性是如何在这种极其矛盾

复杂的大背景下迷失, 又如何在异族文化中最终艰

难地构建其主体。

一 背离文化  主体迷失

追寻 /自我0,发现 /自我 0是近现代文学中的重

要母题。二战以后,西方价值观念崩溃,发生文明危

机,美国出现了 /迷惘的一代0、/跨掉的一代 0青年。

而美国的少数族裔作家由于种族性别、出身等各种

原因, 其所代表的阶层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业又使他们与主流社会密

切联系。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失去自我的感觉,不知

道自己是什么人,应当属于哪个阶层,在社会生活和

个人精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感到精神分裂

的痛苦。在文学创作中, 这种反映自我失落的主题

随处可见。

朱迪丝# 巴特勒在 5肉体之尊 6一书中,借用黑

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存在于两种对立的力

量之中,任何一种存在状态都是对立双方此消彼长

的结果。她认为,主体形成的过程就是对 /卑劣0成

分坚持不懈的否定过程。
[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

5喜福会6中, 为了说明新一代华裔的内心世界, 说

明异质文化对华裔的限制以及她们所处的边缘位

置, 作者采取了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话语方式,即母亲

不断地述说,女儿不断地重说。在这种以女儿为主

来反映这种复杂的内心世界时, 双方都在不停地摒

弃依附于自己主体内核上的 /卑劣 0成分。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 5喜福会6中的母亲形象

就是华族文化的隐喻,而女儿则是美国文化的缩影。

对于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 在她们的主体中首

先要摈弃的就是她们的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华族

文化,这样她们才能够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在她

们对抗母亲,蔑视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过

程里,在对母亲们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教育、中

国式的家庭亲情、中国式的喜悦幸福视而不见时,表

现得非常自然;她们处处都想证明自己除了皮肤的

颜色没法改变,其他一切都与华裔无关,自己是地道

的美国人。这种向往同化的思想在故事中表现得最

明显的是,女儿们都毫无例外地找了白人男性作丈

夫。正如许露丝在审视自己的婚姻时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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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讳言,特德最初能引起我注意的,恰恰就是

那些与我的哥哥和我所认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

之处:他的鲁莽, 他的执着, 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

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颀长的身材, 他的壮

实的手臂,还有, 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

中国的天津。

白人男子的 /执着0、/自信 0、/颀长的身材 0和

/壮实的手臂 0映衬的应该是中国男子的刚毅不足、

缺乏男子气概和体格瘦小。露丝意图通过婚姻来进

入美国中产阶级和主流社会。然而若干年后, 当勇

士遭遇苦难一蹶不振,再也不愿扮演骑士之后,王子

与公主的美满婚姻童话就濒临破灭。

再来看薇弗莱。她的第一任丈夫马文,斯坦福

大学的高才生, /打得一手好网球,有着突出的小牛

腱一样的肌肉 , , 笑声极有魅力,很性感 0, 就是这

样一个在她眼里完美无缺的男人在她的母亲眼里却

是:懒惰,没有家庭责任,瞄女孩的大腿,对家人小气

, , 这样的论断让女儿怀疑这是母亲的一种诅咒,

甚至觉得正是这种诅咒坏了她的婚姻。当薇弗莱把

她第二次找到的完美男人里奇带到母亲眼前时,母

亲似乎又一次用她 /多端的诡计 0, 将里奇从一个完

美的人变成了一个有一身毛病、令人烦心的俗不可

耐的凡人。在母女矛盾冲突的过程中, 薇弗莱将恋

爱失败归咎于母亲, 许露丝陷入白人男子英雄救美

的情结,这一切都表明女儿们急切地想将她们身上

的华族成分剔除干净, 从而建构自己的美国认同。

然而, 结果是什么呢? 婚姻失败,爱情失败, 一个个

的同化梦破灭,女儿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生存的尴尬。

在母女关系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谭恩美暗示华裔美

国人主体性的迷失和分裂:

我看着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

出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一个是中国式的,

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舍其一,取其一,

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 考虑取舍。

龚琳达的迷失, 正是小说所极力要表现的在文

化冲突之下华裔女性主体的迷失。小说中的吴精

美、薇弗莱、丽娜、许露丝也包括作者谭恩美在内的

所有远离本土,生活异域的年轻一代女性,她们的生

活是西方式的,但潜意识里的文化方式却是东方的,

尽管她们对自己 /根0的文化很陌生, 甚至排斥, 然

而有意无意之间,潜在的传统文化意识总会悄悄袭

来,使她们既不同于美国女性, 又有异于中国女性。

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错, 造成了她们主体迷失。她

们必须要走出另外一条路, 重新构建属于自己的女

性主体。

二 回归母亲  建构主体

在探索女性语言的女性主义者之中, 无论是埃

莱娜 #西苏的 /身体写作 0, 露丝 # 伊瑞格瑞的 /女

人腔 0,还是朱丽娅 #克里斯蒂娃的 /符号学0,都是

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伊瑞格

瑞提出, 女性的颠覆力量要建立在 /女性谱系 0之

上, 在这种女性谱系中, 女性与女性之间是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新型关系。
[ 2]
在向女性自我回归, 向母亲

回归这一点上,西苏与伊瑞格瑞的理论立场一致,她

认为: /女性文本应该彰显女性写作同母亲之间的

紧密关系,这些女性文本应该强调 -声音 . ,而非 -目

光 . ,母亲的声音、她的乳房、奶水, 永远环绕在她和

她的读者周围。0
[ 3 ]
由此我们看到女性写作的颠覆

意义是:通过写作回到与母亲合二为一的前俄狄浦

斯阶段,也就回到了未经父权制文化扭曲的原初的

女性自我。
[ 4]

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在自己风雨人生的经历和

白人社会的现实遭遇中, 在感受到处于双重文化的

尴尬之后,已到中年的女儿们终于发现自己身上的

族裔特征,纷纷重新转向母亲这一头,开始认真倾听

母亲的故事,感受母亲的爱, 体察母亲的苦心。许露

丝在心力交瘁, 面临崩溃之时, 是母亲对她说: /你

必须挺起身子 , , 唯有这样, 你才能长得挺拔强

壮0;龚琳达教不会女儿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

父母, 听妈妈的话, 凡事不露声色, 不要锋芒毕露

, , 却终于让女儿明白对她的指指点点只是源于对

她的爱;映映# 圣克莱尔也因为爱,决定用痛苦的尖

角触痛女儿, 让她醒悟过来, 让女儿终于恢复老虎

/斗 0的本性,敢直面事事都与她平均付帐的白人丈

夫;只能在母亲去世后才去试着了解母亲故事的吴

精美,也最终返回中国和在中国的两个同母异父的

姐姐见面。当她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内心中涌现

的亲切感就显得格外强烈和可信: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 向我挥着手,

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 , , 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

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

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 我们

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 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

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开始成为现实 , ,

至此,母女的认同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国界和文

化, 地域的中国在女儿内心终于转换成一种情感的

中国。这成了 5喜福会 6主题表达的最强音。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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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母亲更是一个大写的 /母亲 0形象,她既是中国

的具象,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毫无疑问,这个充满

希望的结局在暗示 ) ) ) 女儿们最终都部分地回归她

们的中国文化传承。

斯图亚特 # 霍尔在论及有关认同的观点时说

过,认同本身是一个寻觅与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 由于处于文化的夹缝中, 华裔美国女性不仅是

美国主流眼中的 /他者 0, 也是中国人眼中的 /他

者 0,在成长过程中她们想要保持一种完整的自我

人格, 无疑要经历种种误解、苦闷, 甚至难以忍受的

情感痛苦和心路历程。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 她们

都曾进行过激烈的抗争:曾试图挑战母亲截然不同

的思维模式,也曾反对过母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

持,但最终发现, 拥有她们的家族、她们的母亲并不

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相反, 倘若失去了她们继承的中

国文化, 她们就会象露丝那样, 整日感到 /糊里糊

涂,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是黑蒙蒙的0,
[ 5]
只有重新认

识她们身上的中国部分, 并重新建构她们的文化认

同,才能成为一个能够被接受的的文化意义上的华

裔美国人。

文化、族裔终于得到认同, 但作为女性,华裔美

国女性的主体建构不仅仅涉及民族文化的的身份认

同,而且涉及到性别认同。在女性认同问题方面,我

们可以由母女两代的歧异看出。母亲一代:吴素云、

许安梅、龚琳达、映映 #圣克莱尔,在旧中国时,由于

她们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卑微,长期逆来顺受,自我意

识单薄。到美国后,她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角色

转换得很彻底。她们再婚,有了新的生活和家庭,对

自己和家庭生活有了一定的自主性, 虽然她们身上

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女性含蓄退让、谦虚隐忍的美

德,但也许是因为当年在中国, 她们受到太多的压

抑,以至于在后半生, 这些母亲非但不再是逆来顺受

的玩偶,而且被塑造成具有强烈支配欲和占有欲的

女人。她们一再地拔高对女儿们的期待, 强迫她们

实现高不可攀的目标, 其结果是 /高得离谱, 我们除

了失败,别无他途 0。

女儿们的女性认同又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精美

认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女孩子, 分数达不到 A

级,当不上班长, 进不了斯坦福大学, 她认为她就是

她自己,而不是成为天才的料;薇弗莱小时候就宁愿

放弃下棋天赋,也不愿成为母亲到处出风头的工具,

长大后和母亲所反对的男友马文私奔,之后婚姻失

败独自带着女儿做着单身母亲;许露丝虽然曾沉迷

在一种英雄救美的童话式的婚姻幻想中,但最终露

出虎的本色, 和白人丈夫说 /不0;丽娜则一直和自

己的白人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分摊着每一毛钱, 显示

着自己的独立 , , 在母亲眼里, 女儿们的这一切也

许都是叛逆、不懂事,甚至不可理喻,但不可否认,在

与母亲鲜明的对比之下, 女儿们无疑显示出了第二

代华裔美国女性坚强、独立, 英勇面对困难, 积极解

决问题的新女性气质。

华裔美国女性的主体建构离不开族裔、文化、性

别的身份认同,三者之间相互依存, 互为影响, 抛弃

任何一方, 其主体性必将是不完整的、分裂的。在

5喜福会6中,我们从华裔美国女儿们的人生际遇,

看到了华人女性离家去国后异乡生活的艰辛, 看到

父权制、种族主义俯视下保持独立主体性的不易。

现代女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个性觉醒,能自觉地

选择,不为外力所左右。从一定程度上说,现代女性

不再仿效男性行为方式,而成为执拗、充满自信, 具

有个性追求的人。谭恩美的作品以其明朗洒脱的文

笔为现代文学创造了聪颖、开朗的具有一定个性的

现代华裔女性新形象。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不仅最终

放下了社会和传统给予她们的心灵负载,而且学会

了用女性真挚的内心体验去充盈女性平静的自信。

女性现代意识已经不是一种警戒与敏感,而是真切

融入女性身心,坚强冷静地承受生活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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