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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简介：北美华人写作是近来人们较多谈论的一个题目。
按照传统的思路，它是一种相对于国内写作、重点传达华人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字。
在研究中，学者们喜欢把它与国内的主流写作脱钩，以突出和放大它的一些文学和社会的专有“功能
”。
我认为，无论北美华人写作有着如何不同的特质，它传达的仍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普
遍性经验。
作品里有关对中国的想像、对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思索，都是和国内新文学写作同步和一致的。
从分析北美华人的“故国想像”入手，也许是一个较好的观察这一写作的窗口，能让我们看到在现代
中国的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矛盾、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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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一个被人反复唱响的旋律。
    闻一多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像当时无数具有传统国学功底，同时又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年轻人一样，他以自己强烈的个性生命力
，自觉并且热情地沟通中西文化。
作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有着开放的国际视野；但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西方文化和社会
的种族偏见面前，他又深感受压迫的屈辱。
内心极度敏感的他用诗表现了自己流落异乡的情怀。
在把中国形容成“如花的祖国”(诗《忆菊》)的同时，闻一多把自己说成是“失群的孤客”(诗《孤雁
》)；在高歌要“投入祖国的慈怀”(诗《回来了》)的时候，又把令人痛恨的国内现实称之为“一沟绝
望的死水”(诗《死水》)。
在北美无数焦虑的思乡的夜晚，他呕心沥血地倾吐着自己复杂的心绪。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注入的如此巨大的情感，熔铸成为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重
要美学特质。
    闻一多诗歌里表现出的融自我和国家为一体的观念，无疑是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的。
这种我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我的抒情形象，也广泛出现在其他一些旅居西方的作家作品里，例子多得
几乎不胜枚举。
老舍是另一位思想和感情深植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人，他1924年开始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
旅英的经历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他对民族／国家这个话题变得十二分的敏感。
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再用一向幽默平和的风格。
在《二马》中他说：“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
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人呢?狗!”他并且罕有地大声疾呼：“中国人，你到了应该挺起腰板的时候了!
”    显然，近现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是怀着富国强民的理想，负笈远行，到工业和文化发达的西方
学习救国之道的。
这些古老中华的子孙们，从他们到达西方的第一天起，就在种族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想像中
国、定位自我这一特殊的心路历程，并形成了他们以“爱国主义”为特殊标志的海外写作。
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财富，也是他们在西方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挤，感到
屈辱的根源。
中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文字符号，还是他们每日每时难以彻底摆脱的、对他们的灵魂
纠缠不止的拷问的对象。
他们通过记忆、传说和想像等方式创造出的对故国的叙述，也一并表现了他们的骄傲和屈辱、自大与
自卑、认同与拒绝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因素。
    这的确是一群在文化和种族的炼狱里闯荡的人，他们尝遍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撞击后的精神震动
和寻觅认同的苦闷滋味。
就像闻一多所说：“留学苦非过来人孰知之?作中国人之苦非留学者孰知之?”他们曲折的个人经历调
动了巨大的内省力量，而这种内省力量又转化成一种新的精神能源，鞭策着他们成为勇敢的普罗米修
斯和新世纪的先行者，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带来光明。
赵毅衡等学者曾经讨论过，西方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现代化人才，却未必调教出多少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
究其原因，恐怕正是和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国家意识”以及他们深刻的内省精神有关。
对于这些灵魂的叩问者和思索者，中国风物和中国文化，在他们笔下被不断加以强调、翻译、解构、
移植和重建，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文本。
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想像，变为一种普遍的诗意成分和美学内容，映象在东西方文化交往的背景上，
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集体的共识和普遍的记忆。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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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研究一百五十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和美国华人创作的历史面貌
；分析美国华人创作赖以生成的文化社会土壤和作者们的主观愿望；并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对
“故国”的不同表述，从而说明“故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是一个变化的文本传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