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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新移民文学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发展的, 因此, 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

发展进程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对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融入, 不仅改

变着本土国人的生活,也对全球的华人移民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都在某种程度上

回应着这种变化。针对华人移民的研究也进入了跨国主义时代。多数新移民写作者的文学事业建基于以中国内

地为中心的汉语文化圈,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和文学活动而建立起了一个跨国、跨文化的社会场域。在跨国主义

视野中审视新移民文学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从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发展到以文化自

信为底色的文化观察与思考。二是在从边缘融入主流的过程中,对底层关注渐趋减少。这两个趋向是新移民文学

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挣扎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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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移民文学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发展的, 因

此, 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有着

微妙的对应关系。上世纪的新移民文学, 主题集中于两类,

一是 �文革 叙述, 二是新移民在移居地的生存窘迫、文化震

撼或成功炫示。这正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契合的。

对刚刚走出 �文革 阴影不久的中国人而言 , 需要记录和倾

述。新移民作为脱离了原有国度的政治管控和意识形态笼

罩的华人群体, 可以以更为大胆的方式表述他们的 �文革 记

忆, 疗治精神创痛。于是, 从英语文本的 !上海生死劫∀、

!鸿∀、!红杜鹃∀、!一滴泪∀、!红浮萍∀,法语的!巴尔扎克与

小裁缝∀,到汉语文本的!白蛇∀、!天浴∀、!人寰∀等均致力于

此 #。后一类主题在汉语文本中数量最是蔚为壮观, 从较为

通俗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到严肃的 !丛

林下的冰河∀、!少女小渔∀、!美国戏台 ∀、!曾在天涯∀等, 均

属此列。这些作品记录着从国门初开的落后发展中国家初

抵西方最发达区域的新移民的窘迫、悲欢与文化不适。

进入新世纪之后 ,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对全球化进

程的进一步融入, 不仅改变着本土国人的生活, 也对全球的

华人移民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

心态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这种变化。 20世纪 90年代, 美

国移民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跨国主义理论,提出了 �跨国移民 

的概念, 与传统移民的 �叶落归根  和 �落地生根 相区别,

�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

场 ∃ ,史学界华人移民研究领域根据这一理论, 也相应地提

出了 �跨国华人 的概念。

在新移民作家群体中, 非汉语写作者往往倾向 �落地生

根 , 如高行健、戴思杰、哈金、李翊云、闵安琪等等,他们虽然

无一例外地在书写 �中国故事 , 但在文化身份认同上往往倾

向居住国, 他们的 �中国故事 在题材选择上同样无一例外地

以西方的阅读口味、政治倾向为取向, 叙事语言具有浓厚的

意识形态色彩, 也因此, 他们在汉语文化圈中获得的承认度

较低。而汉语写作者,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引起关注的作者,

则大多属于跨国华人群体。知名度最高的严歌苓、虹影等

人, 每年都有半数以上的时间生活于国内,参与国内的各种

文化活动, 虹影甚至被重庆人票选为形象大使; 曾经的伤痕

文学代表卢新华, 也已经回国经商并参与国内文化学术活

动; 近几年才引起关注的施雨、秋尘、吕红分别在福建师大、

北师大、华中师大攻读了文学博士学位, 施雨并已返回上海

居住; 张翎因作品 !余震 ∀被冯小刚改编为电影 !唐山大地

震∀而知名度骤升;苏炜、刘荒田、章平、林湄、王性初、少君、

李彦、陈谦等都经常返回中国内地参与作品出版推广、学术

研讨会、笔会、大学讲座等文化活动; 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则

已经筹办了几届美中华文文学论坛, 与中国内地的文学研究

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 这些新移民作家的作品

基本都是在中国内地或港澳台出版发行,并获得大量的文学

奖项。因此, 虽然身体已经移民, 但他们的文学事业却完全

建基于以中国内地为中心的汉语文化圈。他们通过自己的

文学书写和文学活动而建立起了一个跨国、跨文化的社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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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新移民文学是以记录新移民生活历程为己任的。在跨

国主义视野中审视其新世纪以来的发展, 可以看到两个明显

的趋向, 一是从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发展到以文化自信为底

色的文化观察与思考。二是在从边缘融入主流的过程中, 对

底层关注渐趋减少。这两个趋向是新移民文学在从边缘走

向中心的挣扎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体两面。

一

在上世纪的新移民作品中,尽管都是以移居地为叙事背

景的, 但这个背景经常很模糊, 读者透过这些文本所窥见的

往往并非是一个客观的、层次丰富的异域国度。除了生活细

节的碎片外, 当地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教育机制、文化事

件、艺术活动等,或者缺失, 或者面目模糊,移居地 �对这些作

家而言, 常常不是一个要深度描画的世界 % , 而只是移民置

放在自己现实生活背后的混沌布景。作为跨文化生存的群

体, 新移民作者最应该做的不是沉溺于故国往事、异域悲情

或者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国度之间转运西洋景和生活碎

片, 而应当从文化比较、尤其是一些制度建设、社会运行机制

等方面做更多的勾画。

进入新世纪以来 ,首先是林达、薛涌、李雾等时评散文的

写作者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有较多的建树: !带一本书去巴

黎∀、!一路走来一路读∀、!扫起落叶好过冬 ∀、!西班牙旅行

笔记∀ (林达 )、!吾讲斯美 ∀ (李雾 )、!直话直说的政治∀、!右

翼帝国的生成 ∀、!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 (薛

涌 )等大量作品出版,从政治、历史、教育、文化观念等多个领

域展开了文化比较, 影响很大。而新世纪创作出版的新移民

小说, 也同样走出了故国回望、异域悲情和浅表的文化冲击

主题, 而是更为注重对现实经验、异国情境中政治、经济、法

律、教育、族裔文化特性等重要社会层面上的文化思考, 再现

和传达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对话和沟通。在这些沟通中, 华人

移民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从单纯的反思自身到客观

地认知双方。

譬如秋尘的!盲点∀, 以一个政府部门计算机管理系统的

测试和开通为叙事主线, 描绘出美国办公室政治的复杂、阴

险, 刻画了市政官员、秘书、火警、软件公司职员等众多个性

鲜明的人物形象, 既有白人,也有中东移民、以及来自不同区

域 (大陆、香港、越南等 )的华人移民。尤其作者将泰德、内森

和约瑟夫三个性格、文化背景迥异的男性设置为同父异母、

但互不相认的同胞兄弟,更加戏剧性地表达出美国这个移民

国家的种族混杂、文化斑驳的特性。主人公凌丹在复杂的办

公室政治中屹立不倒, 所仰仗的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熟谙, 而

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以柔克刚。中国民族性格中内敛、谦让的

负面效应曾是很多新移民败退于西方文化面前的理由, 也是

他们对自己人格剧变的最合理解释。但秋尘却挖掘出这一

特性在西方语境中的正面价值,展示出文化差异和冲突之外

的良性互动。这种挖掘显示出新移民在长期移居生活中对

两种文化的透彻观察 ,以及真正的文化自信。

树明的!漩涡∀是第一部具体展示美国选举政治的新移

民小说, 它通过一个中餐馆老板刘剧阴差阳错的竞选市长的

过程, 对美国地方选举的程序、运作方式做了全面呈现。刘

剧在竞选过程中遭遇的黑帮恐吓、对手陷害, 以及种族主义

者的强烈敌视, 真实地揭示了多元文化之中少数族裔参政的

艰难。华人移民由于文化传统、生存压力以及历史上所受的

排挤等因素, 长期以来倾向于独善其身、积聚财富、远离政

治,被称为 �沉默的模范种族  , �经济上的巨人, 政治上的侏

儒 。但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 尤其是中国经济崛起后所带

来的民族自信的加强, 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许多移民史

研究、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华人移民政治热情的

日趋增加。比如美国杜鲁门大学历史系令狐萍教授在其论

著!圣路易斯华人 & & & 从飞地到文化社区∀中通过大量统计

数据指出, 目前居美的华人移民已经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

动,在目前任职于各级各类政府、议会、司法机构的亚裔美国

人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华裔∋。在多元文化、民族熔炉与种

族歧视并存的国度, 华裔族群政治地位的确立和平等权利的

维护, 直接关系到整个族群在移居地的生存和发展。华人移

民作为少数族裔, 如何参与到移居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 是

他们移民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相应地, 新移民文学也自

然有义务书写这一重要的章节。因此, !漩涡∀是一次极为可

贵的尝试。

黄宗之、朱雪梅夫妇的!破茧∀是新移民文学中第一部深

度切入西方教育体系运行的小说。作者怀着对中国教育改

革提供参照的殷切之心和希望与越来越多寄望于通过移民

来助子成龙的家长进行探讨的恳切之情,创作了这部具有一

定纪实性的小说。虽然, 在新移民作者的随笔类文章中, 经

常可以看到中西教育比较的文章, 但多为浮光掠影的片断感

怀,较为深入的比较和思考多出自时评类著作。!破茧∀通过

几个小移民的成长过程, 特别是安妮塔和巍立的对比, 详尽

展现了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运行模式, 特别是不同阶

段、不同地区的个性化教育管理方式。在两个孩子成长的每

个阶段中, 家长的中国教育观念和美国的学校教育方式都在

进行着冲突和磨合。华人是极其重视教育的族群,子女教育

在华人移民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契合着新移民的异国

生存发展节奏 , 以记录新移民生活历程为己任的新移民文

学, 在翻过了故国往事、个人奋斗和婚恋波澜这些初期篇章

之后, 子女教育篇适时地进入了书写范围。小说中中西方教

育观念的激烈冲突, 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评价、人格塑造方式

与美国个体主义文化背景既有排斥又有契合的复杂互动, 都

是发人深思的。

此外, 余曦的!安大略湖畔∀揭露加拿大的腐败现象, 表

现了华人移民的维权斗争; 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从一起美

国医疗事故中展现了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 裔锦声的

!华尔街职场∀、陈思进的 !绝情华尔街∀透过这个世界金融

中心的波诡云谲, 来探索人性的弱点与制度的制衡关系; 黄

宗之、朱雪梅夫妇的!阳光西海岸∀对西方世界中的华人 �科

技苦力 在异域迷茫与回归故土之间的精神挣扎的思考,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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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世纪以来新移民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在新世纪以来的作品中, 回归是时常闪现的字眼。 �回

归移民 也是跨国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全球金融

风潮之中, 移民的 �回归  是极其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现

象。新移民文学不断唱响的回归歌谣,正是跨国华人群体的

心态映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 这其中的经济驱动其实远

大于文化和民族情感的驱动。作为手持 �绿卡 甚或是他国

公民身份的 �回归 者, 他们的回归行为只是作为一个游走全

球的世界主义者的正常而理性的行动,也是跨国华人生活的

真实侧面, 我们无需赋之于太多的民族情感、文化认同等等

堂皇的标签。但无论如何, �回归 之后, 作为经历过异域文

化和价值观念洗礼的群体, 他们在母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建设中, 将发挥独特的作用, �一方面,他们站在全球的立场,

致力于本土性的改造; 另一方面,他们站在本土的立场, 致力

于本土性的弘扬。 (

跨国华人构建的跨国社会场域联结着两端 & & & 移居地

与母国, 这两端通过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着紧密的关联, 产生

着越来越趋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元素,但它们毕竟是两个建

基于不同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作为穿行

于两端的跨国移民, 既有对双重情境的切身体认, 又有一定

程度上的双向情感疏离, 因而能够较为客观地认知、深度地

比较两种文化、两种制度。这种特殊发言场域的建构, 对于

行走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 是一种冷静的声音。而新移民

对之进行的文学记录 ,也将是新移民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

一章。

二

在新移民作家群体建构其跨国文学场域的过程中, 新移

民文学也从边缘走向主流。在这一艰难的挣扎过程里, 新移

民文学在获得对跨国文学场域两端的深度认知的同时, 也显

现出另一种趋向, 那就是日益远离底层。这或许是由于这个

写作群体本身社会地位的演变所致。

新移民文学崛起之初,是以身处双重边缘的跨文化视野

为主要特质的。严歌苓在十几年前还曾经颇为不平地说过:

�为什么老是说移民文学是边缘文学呢? 文学是人学, 这是

句 C lich�。任何能让文学家了解人学的环境、事件、生命形态

都应被平等地看待, 而不分主流、边缘。文学从不歧视它生

存的地方, 文学也从不选择它生根繁盛的土壤。有人的地

方, 有人之痛苦的地方, 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有中国

人的地方, 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 )其为海

外华人写作正名的愿望如此殷切。今天, 当跨国华人已经成

为中国各个领域中的活跃群体时, 这一特质其实已不复当

初。近年来, 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移民文学作品出现在中国内

地的图书市场上。海外华人写作也已经成为一个叫得响的

卖点和宣传噱头。在评论界, 谁也无法再否认华人移民文学

的地位和价值, 因为很多华人移民文学作品出版时, 腰封上

的 �强力推荐 都出自名声显赫的著名评论家。显然, 至少在

汉语文学中, 新移民文学已经边缘不再。

在新移民文学从边缘走入主流的历程中, 其跨文化的视

野依然存在, 但那种在自娱性的业余写作中所生发出的与流

俗时弊保持距离的超然性、清醒而尖锐的批判性却在一定程

度上呈现弱化和失落的趋势。很多新移民作者的精神向度

越来越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狭隘文学趣味,流泻着一种无关现

实痛痒的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随着海外华人写作日渐引

起国内各界的关注, 由国内机构举办、联合诸多海外华人参

与的所谓文化 �盛事 越来越多, 部分新移民作者开始醉心于

一些名不副实的笔会、研讨会、评奖等活动, 与一些附庸风雅

的地方权贵和利益集团合流, 卷入互相吹捧、权钱合作的狂

欢, 炮制出一干贻笑大方的文学奖项。相应地, 在这种拥抱

利益的狂欢中, 新移民文学对底层的关注也越来越少。

华人移民群体在种族、文化上有着大背景的一致性, 当

其作为一个族群面向居住国的其他族裔群体时, 自然会基于

族群的共同利益而集结起来, 发出整个族群的声音。但同

时, 华人移民如同任何一类群体一样, 有着内在的层次。作

为一个有着悠久的群体主义文化传统的民族, 华人社会十分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攀比, 而且历来以权力和财富作为成功的

最重要标杆。这种文化特质使得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阶级

差异更加容易凸显出来, 人们的阶级意识也是极其强烈的。

以美国为例, 在美国的华人社会中就有诸多不同的称谓来指

称不同华人的阶层, 比如 U ptown Ch inese指代受过良好教

育、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生活于郊区的中产阶级专业人

士, 也就是所谓融入主流社会的华人; 而与此相对的 D own�

town Ch inese,则是指英语水平不高,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业、

生活于唐人街的下层华人。两个阶层差异巨大, 极端分化 ∗。

除了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外, 还有许多因素造成华人族群内部

的阶级分化, 比如移民背景的区别。在居住国, 华人族群虽

然可以从种族的角度构成为一个整体,但其内部同时也是十

分复杂和多元的, 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东南亚诸国

等各个不同区域的移民, 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歧视和情感疏

离。因此, 经济地位、移民背景、母国的家庭出身, 尤其是当

前的法律身份 (如公民、绿卡持有者、非法移民 )等等诸多的

因素, 构成华人移民族群内部的鲜明的阶级差异性。

当跨国华人的中上层尽享全球化时代的交通便利和发

达资讯所带来的优裕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之时,

以劳工和非法移民为主体的底层移民依然需要面对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窘迫。在体味着移民的漂泊悲凉的同时, 由于教

育的匮乏、语言能力的不足, 底层移民只能从事一些较为艰

苦的体力工作。尤其是大量的非法移民,由于没有合法的身

份, 他们的生存强烈地依赖族裔网络, 但族裔网络在维持他

们生存的同时, �也将他们困限于没有出路的低薪职业中 ,

甚至是忍受血汗工厂的盘剥。当然, 国情和国力的不同, 使

得底层生活的含义也有很大区别。就美国而言, �底层阶级

与其他阶级的差异点不在于贫穷本身,而在于这一阶级的成

员不能享受普通美国人所习以为常的最基本的权力和社会

保障。 所以,他们被社会学家称为 �法定的底层阶级。 +因

此, 在华人这个共同的族裔标签之下, 依然存在着永不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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泯的层级分割线。关注底层华人移民群体的生存,关注他们

悲喜交织的精神世界 ,同样应该是新移民文学的书写重点之

一。但多数新移民作家显然更为关注本阶层的利益与情感

诉求, 少有真正把目光投向底层的。

阶级身份的区别是移民在中西文化对峙时秉持何种态

度的重要基础。全球化时代, 大规模的、普泛的迁徙和流动,

是一种生活的常态, 许多人都处于飘零之中, 这种飘零感在

中国都市的民工群体和美国都市的华人移民群体身上在某

种意义上是相似的、甚至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

应对飘零感的策略却是不同的。在华人移民群体中, 具有知

识和技能的中产阶级, 可以通过当地的主流报刊、互联网等

各种传媒来沟通自我之外的世界,让乡愁和异域的陌生所造

成的异己感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而底层的劳工,或许只能

通过中文报纸、中文电视来确立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联, 无

法真切地触摸到移居地生活的内里。当地文化的深层元素,

如传统习俗的历史渊源, 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运作等等, 更加

无法成为他们精神世界中的新内容。移居地对他们而言, 经

常是异己的、紧张的,有时呈现为狰狞、无序和晦暗压抑的面

目, 他们成为异域场景中迷茫的个体, 疏离于周遭的文化场

域。虽然他们名义上生活于多元文化之中, 但身体移民了,

精神可能仍囿于本土文化之中, 这类人被称为 SO B& & & still

on the boat。

在华人移民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 当然都曾出现过表

现底层华人移民生活悲欢的作品,如较早的潘秀娟的!堕胎∀

曾将笔触深入到旧金山的血汗工厂,黄运基的!奔流 ∀则对华

人移民的血泪历史作了整体梳理; 上世纪末期, 严歌苓的短

篇!青柠色的鸟∀、!橙血∀、!大陆妹∀、!海那边∀、!少女小

渔∀、长篇!扶桑∀等都对不同时代的底层移民的悲凉生活有

深刻的表现。但总体而言, 新移民文学前期对底层社会的关

注, 较多地集中于留学生群体的打工艰辛。这种艰辛虽然也

有着悲凉的一面, 但由于这个群体都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

的, 他们在底层社会的工作大都是暂时谋生之举。这种艰辛

是有可以期待的辉煌未来做衬底的,并非是底层生活的真实

镜像。所以, 真切表现底层移民的作品在新移民文学中本来

就是相对匮乏的。当中产阶级跨国华人渐成新移民文学的

创作主体时, 这种匮乏更是显著。

当然, 在匮乏之中,也还是有少数作家始终目光向下, 聚

焦于底层, 揭示底层群体的精神困境。除了始终坚持的严歌

苓、刘荒田等人外, 近年才引起关注的沙石也是一个。他的

!玻璃房子∀和!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等短篇关注的都是

底层移民局促的精神世界, 以及压抑之下的心理扭曲。而树

明的!暗痛 & & & 两个中国男人在美国 ∀则通过两个本属于知

识阶层、甚至是权力阶层,却由于专业背景、语言能力等种种

问题, 在移居国沦入蓝领阶层、甚至底层的陪读丈夫陈宏志、

董克永的悲剧, 呈现出 �美国梦 的另一面。

但这类作品在数量上是无法与表现中上层移民生活的

作品相匹敌的。这种匮乏忽略了在数量上并不占弱势的底

层移民的社会生态, 也在无形之中掩饰了华人移民群体中的

阶层分化。因此, 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作品虽然在表现

移居国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更具深度, 但并不全

面。这或许是值得新移民写作群体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

新移民写作由跨文化的边缘地带, 进入到它曾经游离的

主流汉语文学的过程, 也是新移民群体从追求落地生根发展

到游走于双边的跨国华人的过程。这一过程记录了新移民

文学各个阶段的成长, 从以异域的乡愁与悲情为底色的故国

回望发展到以文化自信为底色的客观认知和深度比较, 与中

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进程相互印证, 紧密勾连。 �此

前,移民经济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主要取决于他们的

文化适应能力以及他们能否融入当地国主流社会。 而跨国

华人 �通过移民把两端的社会带到一个社会场域中 , 其成功

�则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培育出强大的跨国社会网络。 ,新移

民作者在构建这一文学写作、传播的跨国场域的同时, 不可

避免地被裹挟进名利场。当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作者投身名

利的滚滚红尘, 让时俗潮流左右创作时, 曾经作为清新之风

吹拂国内文坛的新移民文学, 将走向何方? 其从边缘走向中

心的挣扎过程, 是否会同时成为新移民文学失落其个性价值

的过程呢? 不过, 或许正因为有这种潮流,有各种名利的试

炼, 才可能大浪淘沙,最终为文学史留下几个闪光的名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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