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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英国移民族群认同的发展和走向
� � � 评扎迪 �史密斯的�白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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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当代英国女作家扎迪� 史密斯的处女作�白牙�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对英国三代移

民的生活进行了立体多维而细致入微的观照和开掘。本文着重考察该小说反映的三代英国移民

对民族文化和身份问题的不同认识, 指出在文化多元主义时代, 英国移民族群认同的发展将从单

向同化、全盘英化或追求民族本真, 走向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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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以多元文化和移民生活为创作主题的

英国作家中,扎迪�史密斯( Z adie Sm ith)可

谓一鸣惊人。她的处女作�白牙� ( White

Teeth , 2000)一经发表,就好评如潮, 评论界

甚至将她与英国后殖民文学�教父�萨尔曼�

拉什迪相提并论。该长篇小说当年就获英国

橙子小说奖和美国全国书评奖提名, 并夺得

卫报处女作奖、英联邦作家处女作奖、和 BT

艾玛奖( �族群和多元文化媒介奖�的简称)的

最佳小说和最佳女新人奖。�纽约时报书评�

盛赞她�极具文采, 雄心勃勃而且信心十足;

知识广博,涉及种族、性、历史和政治;视野广

阔,从伦敦到牙买加,从土耳其到孟加拉�。

1997 年, 牙买加和英国的混血儿史密

斯,以六位数的报酬与企鹅签约她的第一本

书。那时, 她还只是个剑桥大学的本科生。

两年半后�白牙�出版,以其诙谐幽默的文风、

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漫长的历史跨度和对

移民生活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 被多米尼

克�海德誉为� 当代英国多元文化的代言

书�。( Head: 106)英国作家卡里尔 �菲利

蒲斯称它是�在为后殖民时代英国的异质性

而欢呼�。( Phil lips: 35)它具有很强的时代

性,对英国三代移民的生活进行了立体多维

而细致入微的观照和开掘, 让我们看到在文

化多元主义时代,英国移民族群认同如何从

单向同化、全盘英化或追求民族本真,走向一

个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

一、第一代移民:

内部文化殖民下的单向同化

史密斯在�白牙�中采取了多重视角的写

作手法,分别从三代英国移民不同的视角和

立场交叉透视他们在英国的艰难生活和复杂

心理。孟加拉移民萨马德是小说中第一代移

民的代表。他愤怒却无奈的形象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山姆�塞尔文的�孤独的伦敦人�中的

摩斯 �阿诺塔、卡里尔�菲利浦斯的�黑暗之
处�中的艾伯特以及汉尼夫�库瑞什的�郊区

的佛陀�中的安沃等第一代英国移民。他们

原以为移民到英国就能改善自己的境遇, 并

为后代提供一个远大的前程。可是,他们看

到的只是冷漠和歧视, 一种无归属感和错位

感在心里油然而生。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

后,他们变成分裂的人群,既无法回到过去,

也无法面对现在。�黑暗之处�中的桑佳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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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颇有洞见的概括。她对雷米说:

要是他(指艾伯特, 加勒比海移民)真的回去

了,那么他将要面临的失败是明摆在那儿的,

因为当地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是移民

的悲剧。他们比他们离弃的故乡变化得更

快,于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因回到家乡而感

到幸福。可是, 他们在移居的国家也不幸福。

因为这不是家乡。(瞿世镜: 543)

虽然 1948年颁布的英国国籍法确认原

英国殖民地属民有权移居英国,并承认他们

的英国国民身份, 但随着加勒比海、东欧、爱

尔兰、南亚和西非等英国前殖民地的难民纷

纷移居英国, 英国白人开始对国民身份的模

糊化感到焦虑。1953年, 一些政府和民间组

织开始着手统计有色移民在国内的犯罪率和

异族通婚等有关数据。这次调查的报告直接

导致 1954年英国内阁作出控制有色人种移

民的决定。( C arter: 58 � 9) 1962年, 英国联

邦移民法案规定对有色移民实行受配额限制

的雇佣担保制度。1971年的移民法限制出

生在英国的移民后代定居英国。到了 1981

年,英国白人进一步立法限制移民后代加入

英国国籍 ( Kavanagh: 32 � 4)。正如英国社

会学家彼得�弗莱尔所说, �种族主义是一步

一步地被体制化、合法化、全民化。� ( F ryer:

381)

�白牙�中的萨马德深深感到随着种族歧

视的自然化, 许多英国白人不加区分地将不

同的移民族群视为�劣等同质实体,以�黑人�
一语概之�。( Ilo na: 92)白人霸权话语丑化

阿拉伯人形象, 对他们构造出一种具有 �他

性�( o ther ness)的种族类型, (萨义德: 261)

认为他们的本质特征就是好斗、纵欲、专制、

怪异、落后。为此,萨马德在参加英军的反法

西斯战争时,曾请求他的白人朋友阿奇,以后

如果听到有人谈到阿拉伯人时说�他们都是
这样的�, 千万不要不假思索就赞同。他希望

阿奇能超越种族偏见,公正地看待阿拉伯人。

战后,萨马德来到英国,在饭店里当低薪

的侍者。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 既不是

一个孟加拉人,也不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哪一

方都不会将他视为同胞。萨马德渐渐地体会

到,所谓的文化整合仅仅意味着英国白人文

化对阿拉伯民族文化的单向同化,白人文化

的评判标准才是对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这

种内部的文化殖民, 使得包括萨马德在内的

第一代移民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强烈地感

到失落和错位。他们饱受歧视和打击:阿拉

伯商人成为种族主义者频繁打劫的目标; 巴

基斯坦移民希瓦想开个安全公司,却因没有

人雇佣�黑人�当保镖而被迫关门; 甚至连萨

马德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事实, 也被顽固不

化的种族分子斥为�谎言�。萨马德对自己的

生活产生了一种失败感。于是,他将希望寄

托在两个孩子身上。几年后,萨马德遇到白

人女音乐教师珀琵(英语中有罂粟花或鸦片

的意思) , 对她产生了恋情。这段短暂的婚外

情使萨马德感到自己被白人文明腐化了。同

时,他又觉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尊重穆斯

林传统。对他来说, �传统就是文化,文化就

是我们的根,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萨马德

无法理解英国的多元文化本身就包含着文化

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 Bhabha, 1988: 5)因

此他无法理解两个孩子在文化选择上为何没

有鲜明的民族立场。为了使孩子不受西方文

明的腐蚀,萨马德决定将他们送回孟加拉接

受�正确�教育。由于缺钱, 只有马吉德被送

了回去。孩子们长大后, 米拉特参加了一个

激进的伊斯兰宗教组织, 马吉德变得比英国

人还英国人,使萨马德的希望彻底破灭。

萨马德的故事表现了第一代移民生活中

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 无名无姓、无依无靠,

没有归属。这一代的移民无法忘记英国白人

对他们国家和民族曾进行的血腥的殖民统

治。小说中的那个女黑人疯玛丽,就不停地

向过往的行人喊� 烧啊, 杀啊, 把我们都变成

了奴隶�。她不歇不止的喊叫,正是第一代移

民脑海中无法挥去的痛苦回忆。因此,他们

对白人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而对故乡

的思念,又使得他们将民族文化神圣化,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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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演变性。他们在心里固执

地守护着虚化了的故乡文化, 使自己更加难

以融入英国社会。他们中有许多人只能在英

国打些小工, 赚的一点钱使他们根本无法返

回故乡。最终, 他们只能当分裂的人,逆来顺

受,被动同化,过没有身份、没有尊严的生活。

萨马德对这种生活有一段精彩的披露:

这些天来,我觉得来到这个国家,就像是和魔

鬼签了协议。你想赚点钱,有点立业的资本

��但是你是想回去的��谁想留在这儿?

这地方你不受欢迎,只能忍气吞声。只能忍

气吞声。就像是终于被驯化的动物一样��

但是你已经和魔鬼签了协约��它把你扯进

来,突然你就不适合回去了,也认不出你的孩

子,哪儿你都去不了。( Smith: 407)

二、第二代移民:

全盘英化和追求民族本真

马吉德和米拉特是战后第一代移民的后

代。他们出生在英国, 却强烈地感受到肤色

给他们带来的歧视和不平等。英国白人霸权

话语把他们描述为永远的外国人, 在文化上、

甚至基因上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英国人。

这种话语的扩张导致以马吉德和米拉特为代

表的第二代移民的文化身份变得模糊、分裂,

从而产生身份认同危机。这对双胞胎采取了

截然不同的态度来应对这种危机。

马吉德从小就十分羡慕英国白人孩子,

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一个穆斯林,是一件很不

公平的事。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马克(英语

人名) ,在同学面前称母亲�妈妈�, 而不是孟

加拉语�阿妈�。被送回孟加拉后,马吉德不

但没有像萨马德所希望的那样穆斯林化, 反

而在后殖民时期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下, 更

加渴望英国化。他不愿学习伊斯兰宗教律

法,而是决定学习英国法律, 当一个�比英国
人还英国人�的人。他对德裔英国基因科学

家马克斯的顶礼膜拜,使后者将他视为知音,

资助他回到英国学法律。后来,他积极支持

马克斯搞转基因试验,帮他写演讲稿,为他斟

酌法律上的问题。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在

外表上比英国绅士还英国绅士。

马吉德的同化与父亲萨马德的同化不

同:萨马德是在强烈反对,却又无可奈何的情

况下被动同化;而马吉德主动地渴望全盘英

化,是一个被� 成功�改造的殖民属民。在后

殖民时期,英国跨国资本主义通过向原殖民

地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来弱化

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同时,它还有

意识地培养当地贵族知识分子群体,使他们

认同殖民者的文化, 不自觉地套用殖民者的

理论和标准来看待事物。马吉德被送回孟加

拉后,在�西化�渗透的作用下,虽然身上流着

孟加拉人的血液,在思维、观念和喜好上却完

全英化,成了一个�黑皮肤、白面具�的模范人
物。不过,在英国白人的眼里, 他只是�一个

有瑕疵的仿制品,虽然英国化了,却不是英国

人�。( Bhabha, 1994: 85)

米拉特长大后成了一个愤怒的混混, 代

表着第二代移民对文化霸权的另一种反应:

极端地追求民族文化的本真, 甚至不惜诉诸

暴力。由于当代英国白人霸权话语一成不变

地沿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强烈

反伊斯兰情绪,因此在有关伊斯兰和阿拉伯

的新闻电影、图片、书籍和文章中,阿拉伯人

常常以愤怒的非理性群体面目出现,阿拉伯

语也被认为�它的每一个词语都与暴力有

关�, 可以�反映�出阿拉伯人头脑中� 顽固的

好斗性�。(拉路易: 367 � 8)米拉特从小在这
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 认同了白人霸权话语

所描述的�愤怒的阿拉伯人�。他明白自己在

这个国家里�没有面孔、没有声音,除非等到

像他这样的愤怒青年出现在每一个电视频

道,每一个广播频道,每一份报纸上�。

米拉特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潘德�。

潘德是萨马德的曾祖父,他的枪声曾在 1857

年挑起印度士兵的叛乱。英国历史学家认为

潘德实际上不过是个愚蠢的醉鬼,而萨马德

却认为他们在刻意丑化潘德的形象,因为他

们不愿承认印度人能当英雄。在米拉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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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潘德是印度人反抗精神的化身。他想成

为像潘德一样的民族英雄, 以此来维护自己

民族的身份, 抵抗帝国主义的文化压迫。于

是,他参加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宗教组织,既

为自己寻找一种归属感, 也为自己的愤怒找

一个发泄的方式。

可是,米拉特参加的宗教组织追求的是

民族本质主义。民族本质主义的基本假定

是:一个民族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 如

�法国性�、�英国性�、�阿拉伯性�等。(南帆:

183)这意味要将民族抛出特定的历史, 虚构

一个抽象而悬空的民族本真。事实上, 民族

的文化和历史都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斯图亚

特�霍尔曾指出, �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

史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经历

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

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变化。� (霍

尔: 211)在文化多元时代,阿拉伯各民族的文

化和身份建构,取决于它们如何参与包括英

国在内的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米拉特追

求纯粹的、静止的阿拉伯民族文化认同,这是

反历史和脱离现实的,因此也是无法实现的。

摩洛哥学者阿拉达 �拉路易在�阿拉伯

知识分子的危机�中指出,非西方人与西方遭

遇时,常常对现状表现出两种疏离:要么通过

西化来逃避过去,要么认同本民族在历史或

文化上的滞后并将之重新肯定。马吉德和米

拉特对英国白人霸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截然

相反的态度和行为, 恰恰是这两种疏离的反

映。美国学者阿里夫 �德里克指出, 这两种

疏离实际上仍陷入西方的霸权之中; 不管是

受到拒绝还是得到重新肯定, 这里所指涉的

过去仍是东方主义的一个产物,而此时却已

被东方人自己内在化了。(德里克: 2)马吉德

接受白人霸权文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丑化,

片面地拒绝自己的民族身份; 米拉特承认自

己民族的�好斗本质�,并模仿好莱坞暴力片

中的人物来进行反抗。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

们仍然处于东方主义霸权话语的控制之中。

三、第三代移民:

流动复合的身份概念

在文化多元时代, 各民族间的相互渗透

和融合,不可避免地导致异族通婚的频繁化。

在 19世纪, �杂种�意指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生

养的后代, 有很强的贬义性。( Buchanan:

174) E. D.库珀在 1890年声称, �杂种是一个

劣于白人的种族��人类最优秀的种族不能
通过与最劣等的种族杂交, 失去它经过几千

年的努力而获得的优势。�( Cope: 117) 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英国白人认为混血儿是

�道德败坏、人性退化的标志�。( Papaster�
g iadis: 257) 这种偏见使�白牙�中的艾丽

(英国白人阿奇和牙买加裔移民克拉拉的女

儿)在少年时期饱受白人孩子的歧视和嘲笑。

一次上课时,艾丽仅仅因为问老师�莎士比亚

的第 127首十四行诗中描写的黑美人是不是

黑人�, 就被白人同学骂为� 卷毛大屁股母

狗�。因此,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身份差异, 还

拉直自己那暴露牙买加血统的卷发,以迎合

英国白人的美女标准。认识马克斯一家后,

艾丽对他们�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钦羡不
已,认为他们是正宗的英国人(实际上他们是

德国和波兰移民的后裔) ,一心想模仿他们的

言行。然而,与马克斯一家的频繁接触,却使

艾丽逐渐感觉到他们生活中的虚伪和无聊,

大大减退了她对�英国化�的兴趣。于是, 她

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

艾丽回到外祖母的屋子,翻找能代表她

的过去和家乡的东西。在她的脑海里,原先

想极力遮掩的民族文化之源开始呈现出一幅

崭新的面貌。�对她来说,牙买加仿佛是刚刚

形成的土地��林木繁茂、水草丰沛,万物从

土壤里自由奔放地涌出��这里一切都简简

单单,没有编造的谎言,没有神秘的故事, 没

有纠缠不清的事情��家乡最神奇的魔力,

就是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开始

的开始。仿佛是伊甸园的第一个清晨,大洪

水过后的第一天���。( Smith: 420) 艾丽

对故乡的幻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体现了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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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理解和期盼。在这幅图景中, 她用充

满诗意的语言,把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与她的

故乡联结起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隶

属地方和精神归宿。这种联结将是一个新世

界的开始,象征着文化多元时代�不同文化之

间兼收并蓄的接触和借用�。(杰姆逊: 68)

艾丽在小说中是一个过渡型的人物, 是

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她腹

中不知父亲是马吉德还是米拉特的孩子属第

三代移民)。她对自己身份的认识经历了一

个从厌恶�差异�到认同�差异�的过程。她的
混血身份,她身处其中的伦敦现状,以及崇尚

和平主义的父亲阿奇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

都使得她最终能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身份差

异。在当代的伦敦, 有 40%的孩子是混血

儿。随着种族间的交流和融合的进一步发

展,终有一天,英国的混血儿人数将超过所谓

的�纯种儿�, 种族歧视将失去它赖以存在的

种族划分基础。这也是艾丽对未来的理解和

对多元文化发展的憧憬。在幻想中,她�仿佛

看见了一个时代,一个离现在不远的时代,人

们不再在乎根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在乎,他

们不能在乎因为这些根延伸得太远太交错盘

杂也埋得太深了。她期待着这样的时代�。

( Sm ith: 527) 这样的时代,将是她孩子的生

存时代,是英国第三代移民的生存时代。他

们的身份将更加复合、模糊,因此也更加具有

流动性。他们将因远离殖民的时代而脱去历

史的沉重,他们又将因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而

学会宽容,以公平的态度对待自己和他人。

四、大结局: 多元共生时代的

新主体概念和对人文精神的坚持

� � �白牙�以基因科学家马克斯的新闻发布

会作为小说的大结局。发布会的关注焦点是

利用转基因生物技术制造出来的�未来鼠�。
转基因技术可以说是当代遭到最激烈质疑的

生物技术之一。人们甚至将转基因生物描述

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小说中的�未来鼠�,

其实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哈拉维所称的致癌鼠

( OncoMouse)的翻版。致癌鼠是一种经过

基因上的重新设计而生长癌细胞的实验室老

鼠。不像试图创造完美却一不小心创造了怪

物的弗兰肯斯坦博士或上帝, 致癌鼠的创造

者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在它的编码中写入缺

陷、疾病和短暂的生命。在致癌鼠面前,人们

无法使用过去惯用的法律和自然范畴。它的

�自然栖息地�是实验室,它的社会环境是贩

卖它的公司及制定规则和提供金钱的政府。

它的身上充满了拼接性、双重性和模糊性,使

得人们对于转基因生物的评判也变得模糊不

清了。在申请专利时, 动物权利组织强烈地

反对,认为设计一个去遭受苦难的�未来鼠�,

是对生命的践踏;而科学家们却回应说,这种

痛苦是减轻我们和我们孩子的最佳希望。

(迈尔逊: 15 � 55) 扎迪 �史密斯也没有对这

个问题做出道德上的回应,而是借这只�未来

鼠�演绎一个多元共生时代中的新主体,喻指

一个�多元、没有清楚的边界、冲突、非本质�
的新千年主体概念。(迈尔逊: 10) 她让我们

在千禧之交重新认识世界的模糊性,包括一

个人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的模糊性。

在这个大结局中, 史密斯安排阿奇作为

自己的代言人,为英国多元文化语境中各民

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提出可能的解决

办法。这个建议既不诉诸暴力来维护民族的

�本真性�,也不赞同霸权式的单向同化,而是

希望以人文主义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来和平

地对话,以宽容之心来共同建造一个各民族

和谐相处的生存环境。阿奇就是这个希望中

人性和道德的化身, 当他发现米拉特企图枪

击前德国法西斯军医佩罗特的时候,他纵身

一跃,为佩罗特挡住了这一枪。

二战时,怜悯之心曾促使阿奇瞒着萨马

德放了被抓获的佩罗特。现在,阿奇第二次

救了他,萨马德也因此知道了阿奇隐瞒四十

年的旧事。震惊之余, 萨马德说: �单单这件

事就能让我们两个老伙计再坚持四十年。这

个故事是所有故事的结局。�这是一个关于人

性的插曲,它也许确实应该是所有关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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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结局, 但阿奇对一个曾为德国纳粹研

究绝育技术的法西斯分子所表现的一再宽

容,却极大地削弱了小说的道德力量。在小

说中,人文精神并不仅仅局限于人对人,而是

同样适用于人对动物。正因为如此, �白牙�

才以这样一幅图景结束: 受伤的阿奇躺在地

上, 看着�未来鼠�在混乱中跳过他的手臂逃

跑了。阿奇在心里说: �跑下去,我的孩子。�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白牙�作者扎迪 �

史密斯站在第三代英国黑人移民的角度来讲

述一个千年之交的故事。对于第三代英国黑

人移民来说,种族差异不再限定他们的存在,

而仅仅是他们的生存底色。有人认为史密斯

脱离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背景来谈种族问题,

也有人认为她是走在别人的前面,第一次真

实地描述了当代伦敦的多元文化生活。不管

怎么说,史密斯对英国三代移民生活的敏锐

观察和现实主义描写, 她对人物心理深刻而

精确的探究, 以及她在小说构思上既纵横随

心又逻辑严谨的精心设计,使�白牙�成为当

代英国小说中不容忽视的一部佳作。史密斯

对多元文化时代族群认同的观念乃至生存理

念的追寻,昭示人们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应该提出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和复合

身份的概念, 来阐释文化身份(认同)与语境

之间的关联性,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

机�。这种流动性的文化身份概念将使得人

们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 �在本土

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自由

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之间进行灵活的选择与穿

越�。(陶东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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