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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华文学中不同代际的纽约书写

陈涵平 吴奕铸

内容提要 在美华文学近百年的发展进程中
，

每一代作家都展开过
“
纽约书写

” 。

他们在

叙写各自对纽约的不同体认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展现出自身所处时代的诸多特色
。

因此
，

纽约书写
，

就不仅仅是华人移民个体生存经验的展示
，

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心

灵史的叙述
。

从 ��世纪初赴美移民被拘禁在天使岛时写就的
“

木屋

诗
”

算起
，

美华文学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

近百年来的

美华文学
，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
�

�� 世纪初叶至三四十年

代为第一代
�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湾赴美的留学生为第

二代
�

加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为

第三代
�
新旧世纪之交赴美的为第四代

。

在这四个代际的

美华文学中
，

每一代中都有作家进行过
‘

纽约书写
” ，

而且

他们在展示各自对纽约的不同体认的同时
，

又不约而同地

展现出自身所处时代的诸多特色
。

众所周知
，

纽约是美国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

也是美国

所有城市中最富于全球化气息的大都会
，

纽约因此成为了

代表美国甚至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

所以
，

不同代

际的美华作家都对其给予深度关注
，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

事情
。

本文所谓的
“

纽约书写
” ，

是指不同年代的美华作家

有意识地以纽约为其主人公生活与活动的背景
，

藉此叙写

他们不同的生存形态
、

情感方式
、

文化碰撞和身份重建
，

以及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对纽约的认识
、

期待
、

回忆和想象
。

也就是说
，

这种
“

纽约书写
”

并不仅仅指涉

以纽约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

而且还进一步指向书写者对纽

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
。

因此在这样的
“
纽约书写

”

中
，

纽约就不只是一个背景
，

也是一个对象
，

还是一个意义丰

富的载体
。

正是在此种理解的基础上
，

本文试图以林语堂
、

白先勇
、

周励
、

裔锦声的四部小说为例
，

既探究四代作家

如何展开对纽约的不同书写
，

更力图挖掘这种书写背后所

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味
。

一 林语堂的 《唐人街》—迁徙中的持守

林语堂作为近百年来赴美第一代华文作家的重要代

表
，

其在海外多年的文学创作
，

始终致力于向西方社会介

绍中国文化
，

他的 《吾国吾民》
、

《京华烟云 》 等作品在海

·

���
�

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
。

他的长篇小说 《唐人街》 ，

着重描写

在纽约生活的一个华人家庭�� 年代的生活经历
。

故事的开

始是冯太太带着一双小儿女�汤姆和伊娃 �从中国广东来

到纽约
，

与已经在美的丈夫冯老二团聚
。

一家人团圆之后
，

冯氏夫妇就为全家立定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
，

那就是
�

搬

进唐人街并在那里开一家中餐馆
。

尽管小说也展示了冯家

为这一目标而不懈奋斗的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命运

遭逢
，

但作者的主要目的还是试图借此揭示这样一个重大

主题
�
通过与西方文化的对比来显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

，

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向往
。

这一主旨在作品中的渗透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

这主要

体现在对汤姆和他的两个哥哥的婚姻的描写上
。

大哥秉承

父亲勤劳节俭
、

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
，

和父亲一起兢兢业

业地操持着洗衣店
。

他与意大利姑娘弗罗拉结婚后
，

两人

相亲相爱
，

不久顺利生子
，

两人的婚姻幸福美满
�
二哥深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

染上了西方社会爱慕虚荣
、

追求物质

享受的恶习
，

并且不择手段地追求风月场上的摩登女郎
，

尽管两人最终走到一起
，

可不到两年
，

因男的沾花惹草
、

女的感情不贞而宣告婚姻破裂
，
冯家的大儿媳弗罗拉是美

籍意大利人
，

她的身上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气息
，

嫁进冯

家后多次对丈夫提出要过西方式的独立自由的小家庭生活
，

但在丈夫的劝导和影响下
，

加上大家庭中互谅互助
、

其乐

融融的亲情感染
，

最终深深地喜爱上了这种大家庭生活
。

汤姆与艾丝的相爱和结合是小说着墨最多的内容
。

汤姆之

所以爱上来自中国内地的艾丝
，

首先是因为
“

她的外貌像

极了中国传统仕女图上的美女
” ，

其次是艾丝身上深厚的中

国文化素养使汤姆非常迷恋
。

汤姆是带着敬畏的感情走近

艾丝的
，

因为在他的心中
“

艾丝就等于中国
，

等于中国文

学
， ① 。

汤姆在艾丝的影响下投人地学习 《老子》
、

练习书

法
，

进而生发对中国文化的无穷热爱‘ 汤姆对艾丝的爱在

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汤姆对中国文化的深深依恋和热切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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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
，

不管是大哥
、

二哥不同婚姻的对比
，

还是大嫂前

后态度的转变
，

抑或是汤姆本人对艾丝的追求
，

都在在彰

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可贵与伟大
。

作品题名 《唐人街》
，

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上述题旨的

暗示
。

唐人街
，

是海外华人的聚居区
。

在这里
，

华人的生

活习俗
、

语言习惯
、

文化传统依然多从母国旧制
，

因而形

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生活和文化圈子
。

这一特色使唐人街

在其历史变迁中
，

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位置
，

而且

还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

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

国社会在海外的延伸
，

成为借他族空间保存自身传统与文

化的独特区域
。

因此
，

在林语堂的文学传达中
，

华人在异

域的拼搏
，

无论在物质境况上如何得益于西方社会的工业

文明
，

但在文化选择上最终仍然是向母国文化回归
。

作品

的这种处置显示出
，

当林语堂的目光扫描
“

纽约
”

的时候
，

他的焦点却还集中在中华文化的聚集地—
“

唐人街
” 。

林语堂所生活的�� 世纪初期
，

既是中国战乱频仍
、

内

忧外患的时代
，

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代
。

那一代知识

分子出国留学
，

大都自觉地担当着振兴中华复兴传统文化

的重任
。

因此
，

他们的文化立场始终没有离开本土
，

对西

方文化的取用目的始终以母国为中心
，

并将自己创作的核

心定位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
，

这

一批留学异国的知识分子
，

不仅在国外积极扮演中国文化

代言人的角色
，

而且回国之后大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
、

文

化领域中的重要角色
。

这就不难理解
，

林语堂在创作以异

国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唐人街》 时
，

并没有将主要精

力放在表现美国社会或美国文化上
，

而是将视野集中在保

存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纽约唐人街
，

因为
，

在他们那一代人

的心目中
， “

唐人街
”

是中国人在异域坚守中华文化的象征
，

是流徙他乡的中国人的心灵归宿
。

二 白先勇的 《纽约客》—放逐中的冲突

《纽约客》 是白先勇旅居美国之后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

集
。

集中共有 �篇小说
，

除 《香港—一九六零》 外
，

其

余均为描写在美华人的生活故事
。

这是一批在特定时代迁

居美国的华人
，

他们身上明显地刻印着时代所赋予的
“
边

缘人
”

的痕迹
。

对于这种边缘身份
，

白先勇有着清醒的认

识和深切的体验
，

而 《纽约客》 就是对这种认识和体验的

生动诊释
。

《芝加哥之死》 是这部小说集的开篇之作
，

也是白先勇

赴美后创作的第一个短篇
。

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吴汉魂从台

湾来到美国
，

经过六年苦读
，

获得了文学博士的学位
。

在

获得学位的当晚
，

面对极度的寂寞和突然的松懈
，

情不自

禁地接受了一个老妓女的引诱
， · �

倒在她的怀抱之中
。

事

后他的精神崩溃了
，

随即在绝望中投湖自尽
。

小说的故事

轮廓比较简单
，

然而其中所包孕的精神内涵和情感内蕴却

较为复杂
。
吴汉魂在求职信的

“

自传
”

一栏中把自己定位

为
“

冲国人
” ，

昊汉魂的身份定位明显处在矛盾之中
。

当年

他抛却年迈的母亲
，

丢下温柔的女友
，

从台湾到美国来学

习西洋文学
，

是他背弃母族文化向往追求西方文化的行为

结果
。

然而他一踏上美国这块土地
，

便即刻堕人生活的底

层
，

在异质文化的挤压中苦苦挣扎
，

这一切又使他对西方

文化难以亲近
。 ·

于是
，

昊汉魂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

边缘人—他有意远离中华文化
，

事实上却难以真正割断

原有的文化脐带
�
他主动投身西方社会自觉接纳西方文化

，

西方社会却不愿接纳他
，

而且自己的内心也无法彻底认同
。

这种既无法决绝又难以彻底依附于居住国文化的生存方式

和精神态度
，

导致了吴汉魂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摆荡
，

以及

由此引起的在其内心深处推挡不开的矛盾和痛苦
，

最终决

定了他只能以死亡来完成自己的文化选择
。

这种身处异质

文化之间而无所适从的矛盾冲突
，

不仅在 《芝加哥之死》

中有着强烈的体现
，

而且也弥漫于 《纽约客》 其他篇章之中
。

如 《安乐乡的一日》 表现坚守中国人身份的母亲依萍与不

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女儿宝莉之间的尖锐对立
， 《火岛

之行》 描写具有东方传统美德的林刚与深受西方文化浸染

的女友们的隔膜尴尬
， 《滴仙记》 展示象征着

“

中国
”

的李

彤身上所具有的典雅高贵的贵族气息与美国社会低俗享乐

的大众文化的格格不人
， 《上摩天楼去》 通过两姐妹由亲密

无间变为疏远隔膜的情节来显示唯美精致的中国文化与功

利世俗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突
。

总之一句话
，

文化冲突成

为了 《纽约客》 中贯穿始终的主题
。

小说集以 《纽约客》 命名
，

一个
“

客
”

字
，

正好道出

了这一代华人移民文化冲突的根源
。

当他们在政治纷争
、

经济厄境
、

人生侄桔的多重困顿中无奈地离开家园时
，

曾

经满怀着一个到异乡寻找理想归宿的梦想
。

然而他们最终

发现
，

纽约既不是他们原先所想象的可以舒适寄寓的居所
，

也不是理想中的精神家园
。

这个屹立着自由女神的世界港

口
，

并不能为他们
“

失根
”

的精神提供一个坚实的寄托
。

他

们在这里不管生活了多久
，

都是
“

独在异乡为异客
”
的

“
纽

约客
” ，

是无法将灵魂安放在这个城市的永远的流浪者
。

正

如 《上摩天楼去》 中一段所描写的那样
� “

站在皇家大厦顶

上看纽约
，

好像从天文台的望远镜
，

观察太阳系的另一些星

球似的
，

完全失去了距离与空间的观念
，

只见一片无穷无尽
的黑暗里

，

一堆堆
、

一团团的光球在旋转
、

在晃护
。

纽约
，

在
“

客
”
居此地的这一代华人心中

，

永远是那样的遥远和

模糊
，

永远是排斥于心外的异域
。

白先勇作为中国分裂状况下迁徙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代

表
，

他和同时代许多
“
无根的流放者

”

一样
，

经历了从大

陆到台湾
、

从台湾再到美国这样的
“

双重放逐
” 。

第一次

被动放逐后由于政治隔绝造成了与故乡可望不可及的阻断
，

第二次主动放逐却又被异质文化和母体文化的双重重负挤

压在边缘而无所适从
。

因此
，

他们把自己当作中华民族在

现代史中被抛出主流社会的一群人
，

在感同身受着一个复

杂而沉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同时
，

还不断地在传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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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
、

中国与西方
、

个人与家国的矛盾中迷惘地冲撞与

挣扎
，

精神上的空虚与软弱使他们无法找到灵魂栖居的家

园
。

因此
，

虽身处
“

纽约
” �

却依然感觉是羁旅他乡
，

始终

无法消除文化的
“

客
”

居心态
。

纽约
，

只能是他们心灵漂

泊中的一个释站
。

三 周励的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迷失中的异化

��世纪 ��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

促发了一次

规模宏大
、

持续久远的移民浪潮
。

在这一浪潮的推波助澜

下
，

新移民文学也风生水起
。

��年代中期
，

旅美留学生苏炜
、

查建英发表了一系列反映留学生活的文学作品
，

成为北美

新移民文学的滥筋
。

数年之后
，

随着 《北京人在纽约》
、

《曼

哈顿的中国女人》 等小说在��年代初期的相继发表
，

尤其

是 《北京人在纽约》 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大陆热播之后
，

相关题材的新移民文学作品也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

周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叙写一
，

卜怀揣�� 美元来到纽约的中国女人
， “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

间里
，

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
�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

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
，

在曼哈

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
，

并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
度假

。 · ③这样的传奇故事毫无疑问使当时沉醉于发家致富

梦想中的中国人兴奋莫名向往不已 �然而
，

当拉开一段时间

距离之后再来审视这部作品
，

我们发现作品中明显地蕴含着

一种对西方文明极度向往和自觉臣属的情结
。

这种西化情结

主要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

一是自我矮化和否定
。

为实现这

一目标
，

作者主要采用对比策略来显示过去在国内的痛苦和

今天在美国的幸福
�

描写国内生活的前半部分
，

基本重复

着
“

伤痕文学
”

的故事 主人公出生在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
，

从小就遭受老师的歧视和同学的欺侮
，
父母在

“

文革
”

中双

双挨斗
，

自己被发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

成年后又经历短暂

而痛苦的婚姻
�
而当她来到纽约之后

，

生活立即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

学业顺利完成
，

重组的异国婚姻美满甜蜜
，

经

商大获成功
，

年年都能自由地周游世界
。

可以说
，

这另半

部书简直就是一份来自天堂的幸福报告
。

而作者要的就是这

样一种不言而喻的对比结果
，

都会不由自主地赞叹
，
西方文

明多好 �二是对西方�美国�文明的迎合和倾倒
。

这样的例

证在书中比比皆是
。

如书中列出并征引有关自我修养的书目

��� 多种
，

只有十余种属于中国
，

其余全部是西方文化和文

学经典作品
。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句就职誓言
“

自由的精髓

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参加决定自己的命运
”

在书中多次出现
，

成为主人公的人生信条
。

又如书中有十余处地方描写纽约
、

赞美纽约
，

并通过与上海的比较指出
，

纽约
“

才是冒险家的

真正乐园
” 、 “
是世界的中心

” 、 “

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
”

城市
，

她
“

为生活在纽约而自豪
” 。

上述种种从文化上
、

心理上
、

行动上甚至是性行为上
�

���
。

对西方的极度崇拜
，

处处强烈地透现出主人公一种独特的文

化心态—处于文化
“

低势态
”

的中国人面对
“

高势态
”

的

西方文化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和迎合欲望
。

显而易见
，

这

是处于贫困落后且又失去文化坚守的第三世界对富裕自由

的第一世界心甘情愿的仰视的结果
。

因为在
“

朱莉娅
”

�小

说中主人公的英文名—笔者注 �们对世界的认知中
， “
西

方—他们想象的西方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对象
，

而是一种普

遍性的存在
，

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理想化的价值④。

于

是
，

作为西方文明典型标本的纽约曼哈顿
，

便成为他们梦

寐以求的理想居所
。

也正因此
，

朱莉娅们才如此自得地为

来到美国而激动不己
，

为生活在纽约而骄矜
，

为成为
“

曼

哈顿的中国女人
”

而自豪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所产生的�� 世纪八九十年代
，

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多变的时期
。

传统文化的影响骤

然消退
，

西方文化的辐射无孔不入
。

在这种整体的民族文

化身份难以确定的情况下
，

不少人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
，

转而习惯于用强势文化的视角反观自己
。

正是在这样的反

观中
，

传统文化往往十分轻易地被弱化
、

被低毁
、

被驱逐
，

而西方文化则成为无限向往和狂热追逐的对象
。 《曼哈顿的

中国女人》 中
“

中国女人
”

�弱势文化的代表 �向
“
曼哈顿

”

�强势文化的象征 �的进发和迁居
，

只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合

乎逻辑的展开而已
。

四 裔锦声的 《华尔街职场》

—融合中的新变

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华文学
，

随着多元文化对话交

流的渐次扩展和深人
，

渐渐地流向更为宽广的洋面
，

并形

成了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

这一代际的美华文学在
“
纽约书

写
”

方面
，

呈现出了某些方面的新质
，

而裔锦声的 《华尔

街职场》 就是其中一部别具特色的长篇小说
。

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两位中国人一一陆乔与兰邦丽一一

在华尔街商战中的拼搏经历以及相互间的恋情
。

陆乔与兰

邦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
，

毕业后又先后进人华尔街的

美洲集团工作
。

小说以陆乔主管的一个有关风险控制的电

脑程序升级项目作为情节线索贯穿始终
，

藉此表现出华尔

街严峻的职场环境
，

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变化和情感波澜
。

作为财经题材的小说
，

作品通过描绘现代金融中心的职场

政治
，

展现出丰富的市场经济的信息
，

从而使
“

华尔街
” “
职

场
”

此类术语无可争辩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典型符码
。

而

作为文化文本
，

它所描写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陆乔在美国

主流社会打拼的过程
，

则透露出较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

这

种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主人公真正获得了美国主流社会平等融洽的身份

定位
。

陆乔工作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一一华尔街
， “

这条位于

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仅 ���� 米长的狭窄街道
，

早已变成全

世界的金融文化地标
。 ” “

这里是一流的人脑和一流的电脑



论美华文学中不同代际的纽约书写

齐聚的地方
。 ，

阮这里工作已经成为值得自豪的身份标志
。

而新移民陆乔不仅拼搏在华尔街
，

而且站稳了脚跟
，

还被

提升为公司的副总裁和重要项目的主管
，

从而成为华尔街

的佼佼者
。

可以说
，

整部小说已经完全摆脱了国籍
、 �

种族

以及文化问题的牵制与纠缠
，

主人公也因此能够专心致志

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不断进取
，

并取得骄人的成就
。

正

因为有这样充满着华尔街气息的氛围
，

陆乔从不敏感于自

己的中国身份
�

他有这样一句口头禅
� “

不要提醒我是中国
人

，

我只不过比美国人晚到这里 ��� 年而已 �
，

恤种自信

而又自豪的身份确认是以往的美华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
。

二是主人公展现出适应和融合不同文化的开放性格
。

陆乔在中国读完大学后再到美国留学
，

应该说他的文化

性格在其出国前已经基本定型
。

因此
，

中国人的传统价

值观念在他最初进人华尔街时表现得相当突出
。

他行事

低调为人谦虚
�
因此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叫他

“

好好先生
”

��
�

�

��������
。

然而
，

这些
“

中国
”

性格在波诡云诵

竞争激烈的华尔街并不能为他带来善果
。

相反
，

只有在他

痛下决心告别
“

中国
”

式的
“

好好先生
”

行为准则
，

真切

地践行华尔街所信奉的一整套游戏规则的时候
，

他才获得

了可喜的成功
。

后来他毅然担任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项目

�����系统升级 �的负责人
，

在人员组合时敢于辞掉不称

职的洋下属
，

项目终结时能在美国上司面前明辨责任分清

是非
，

并对推卸责任的上司勇敢地说
“

不
” ，

然后以十足的

信心和过人的胆识开拓人生的新局面
。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
，

陆乔与过去的他已判若两人
。 “

陆乔成熟了
，

与原来那个羞

涩的中国陆乔发生了本质上的决裂
。

今天
，

陆乔已经从他

那坚硬的 冲国甲壳
，

中破壳而出
。 ， ⑦陆乔以自己开放的

姿态和宽阔的胸怀从单一文化的侄桔中脱颖而出
，

并在多

元文化的交融中完成了性格蜕变
。 “

华尔街
”

的职场政怡塑

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知识分子—陆乔 �

陆乔在华尔街的奋斗以及成功的过程
，

可以说是一种

新的文化形象逐步显现
、

逐步成熟的过程
�

陆乔真正融人纽

约华尔街的身份定位
，

一方面改变了华人移民素来只能呆在

餐馆
、

洗衣房等地的劳苦委琐形象
，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已经

融人全球化浪潮的中国人的充足自信
�
而他在持守传统文化

美德的基础上对异质文化的接纳
，

则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新一代移民所具有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
。

在华尔街这一

充满着全球化气息并交织着多元文化的前沿地带
，

陆乔们自

觉抛弃身上传统文化因袭中的某些旧质
，

拥抱和接纳现代生

活所必需的文化新质
，

从而更新自己
、

改变自己
。

这种改变

自然也会带来他们对生存环境的崭新感受
。

于是
，

纽约在新

移民的心目中
，

逐渐转变为一个真正能够提供平等竞争机会
、

熔炼多元文化
、

展示全球化气息的现代职场
。

纽约形象的这一变化
，

依然和中国历史的现实进程有

着丝丝缕缕的关联
。

因为历经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
，

进

人世纪之交的中国无论从物质发展还是文化创新方面
，

都

有了更强烈的自信和更强大的实力
，

这种自信和实力促使

中国更加全方位和深层次地强化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
。

这

种加人全球化世界体系的新格局
，

自然促使中国采取更为

开放的姿态和更为多元的文化取向
，

以一种包容万象的盛

世情怀
，

在文化多元共生的��世纪
，

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

之梦
。

这一切
，

自然为新一代移民提供了审视自身文化价

值进而追求平等对话的国际背景和时代契机
。

也正因此
，

新移民们才获得了一种平等看视西方世界看视纽约的目光
。

五 小 结

从 《唐人街》
、 《纽约客》 到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然

后再到 《华尔街职场》
，

这是四代美华作家在
“

纽约形象
”

牵引下展示出的心路历程
。

在这些作品中
，
作家们从不同

角度或不同侧面书写着自己对纽约的印象
，

纽约也因此成

为一个被言说
、

被叙述
、

被表现的对象
。

当然
，

每一代美

华作家都是以自己独特的眼光
、

感受和体验来塑造纽约的
，

他们眼中的纽约表面看来是真实纽约的展示
，

但实际上是

自己生存境遇
、

生活观念
、

文化取向和情感态度的形象显现
，

纽约在这里最终成了一种主观映像
、

一种意义和价值的载

体
。

而另一方面
，

纽约形象在因移民个体因素影响而呈现

出各不相同的面貌的同时
�

其形象塑造的背后还明显折射

出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幻
。

因此
，

四个时代华人作家笔下的
“

纽约书写
” ，

表层上

是个体经验的独特表述
，

而深层次上却是民族发展的整体

勾勒
。

由此
，

关于一座城市的叙事
，

在某种程度上已蕴含

着对一个民族心灵史的叙述
。

也就是说
，

一种具体的文学

现象
，

已经升华为一种宏大的历史隐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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