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后殖民时期种族关系的演变———以安德里娅·利维的《小岛》为例”
（项目编号：YJSCX2017 －090）。

［作者简介］丁晓婧（1992 －），女，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英国黑人小说研究。

《孤独的伦敦人》中初代加勒比移民身份的重建
丁晓婧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 16044）

［摘　要］《孤独的伦敦人》是塞穆尔·塞尔文第一部以战后英国伦敦为背景的小说，该小说主要讲述了初代加勒比移
民在英国的生活经历，再现了黑人移民在白人主流社会面临的种族歧视和身份认同危机。本文以多元文化融合为切入

点，指出加勒比移民只有在保留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接受并适应新的文化，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下生存。通过对该

作品的全面解读，本文旨在揭示在多种族混合杂居、谋求和谐共存的社会中，黑人移民身份的构建值得受到更多的关注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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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穆尔·塞尔文（Samuel Selvon）是一名来自加
勒比海地区的著名黑人小说家。他于 1950 年同乔治
·拉明（George Lamming）等人乘同一艘船从加勒比
海的西印度群岛来到英国，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进

行创作，很快便获得了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文学界的关

注。《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 Londoners）是塞尔文
摩西三部曲《孤独的伦敦人》、《摩西登高》（Moses As-
cending）、《摩西迁居》（Moses Migrating）中的第一部
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进而确立了他在加勒

比文坛的地位。该小说描写了一群来自加勒比的移

民在伦敦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赛尔文用克里奥尔语详

细描写了主人公摩西（Moses Aloetta）和他的朋友们在
伦敦的生存状态，艰难的生活让昔日美好的憧憬化为

虚影，深刻地揭露了白人文化霸权统治下被殖民者所

处的困境和遭受到的身份危机。

虽然该小说篇幅并不是很长，但是其独特的语言

及其所传达出来的社会现象，一直以来都吸引着国内

外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而对该作品中移

民身份（identity）的认同话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身份与认同虽源于同一个英语单词，但身份处于静止

状态，认同强调的是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定自己

在文化上的身份的行为过程，是对身份的追寻。［1］因

此，本文将对《孤独的伦敦人》中移民重建自我身份的

策略进行解析，并指出移民生活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改

变，均会威胁到他们的身份认同、生活空间的变化、社

会角色的改变，亦会给移民的身份带来危机感［1］。为

了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不迷失自我，加勒比移民

选择通过对故乡的集体记忆，以及对白人文化的整合

的方式，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新建构。

一、加勒比移民遭受的身份危机

加勒比移民为了寻找工作机会来到宗主国，却发

现连最基本的住宿都成问题。独立的且属于自己的

空间（即房子），不仅仅被视为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

方，更是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人、一个群体身

份、地位、尊严和人格独立的物质象征。Jessica 指出
从殖民时期开始，有色人种所生活的地理位置一直以

来都是由白人监管并主导的［2］。黑人移民在伦敦的

生活范围是受到限制的，沃特、克拉珀姆、诺丁山等地

方是黑人的聚集区域，该区域极少有白人踏足。除此

之外，职业也是人类表达身份并认同身份的基本方式

之一。职业不仅是成为人的关键，更是成为一个具有

社会意义的人的关键，只有有了职业、有了工作、有了

和社会的联系，人才能开始考虑身份问题并逐渐地认

同自己的身份。上尉（Cap）在火车站后院搬铁块的工
作及其工作环境，映射出移民在工作中受到的歧视，

因为轻便简单的工作都是给白人准备的，低贱的工作

则是安排给黑人的。同时，移民并没有资格选择适合

自己的工作。加拉哈德（Galahad）本是一名技术熟练
的电工，但是在伦敦却做着和电工无关且没有任何技

术含量的苦活。无法将个人才能充分发挥与利用的

工作，是对个人身份认同的挑战，这种工作的转变，使

个体无法维护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从而对其身份认

同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个体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安全感，也会

积极寻找身份，这种精神安全感对于保持个性稳定和

情感发展有很大的作用。纵观全文，黑人青年没有固

定约会的女性朋友，他们天天流连于白人女性和妓女

之间，漠视传统的家庭观念，把女性仅仅当作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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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对象。而且，小说中对黑人青年交往的女性都

没有附以名字，而是以“小猫、东西”等词语物化女性，

没有赋予女性人性化的特点，并给予她们应有的尊

重。作为一个家庭的核心，女性和家人的作用是为了

在陌生的地方能够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生活并生存下

去，不仅为移民的生活提供建议，并对他们表示支持

和安慰［3］。然而，小说中的黑人移民没有正常的家庭

生活，因此他们也无法在正常家庭环境的支撑下认识

自我和构建身份。因此，传统家庭生活的缺失，也构

成他们身份迷失的原因［4］。

二、身份的重建

（一）加勒比移民对故乡的集体记忆

移民生活的失落感与漂泊感，以及他们的杂糅身

份，使这些加勒比黑人移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正在被

边缘化，另一方面意识到他们同时远离了自己的文化

根源［5］。移民虽然身处英国伦敦，远离加勒比文化，

却无法将现实生活中与故乡文化的种种联系抹除。

当移民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将目光投向祖国，并

试图与自己的祖国建立某种情感联系与精神纽带［6］，

他们经常回忆在加勒比的生活，通过分享对故乡人

物、环境的记忆而寻得一种归属感。无论能不能得到

主流文化的认可，这种对祖先与文化存留的直接或间

接的记忆，都能在这个移民群体中创造一个精神家

园，从而帮助移民重建个人身份。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由法国社会学家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他认为
社会需要记忆，因为记忆赋予“过去”一种历史的魅

力，而集体记忆是由一个群体所能够共享、传承以及

一起建构的事或物，黑人移民对故乡的记忆，即为黑

人群体对重构身份并寻得归属感的一个方法。因此，

加勒比黑人身份的重建，不能够脱离集体记忆而存

在。家乡是一个充满了集体记忆的地方，“对于远离

家园的个体来说，家既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也是一个

断裂的场所。理想是因为在族裔散居者的脑海里，原

来的家园完整地保留着一个人文化自我的本质；断裂

是因为这一定位已经成为一个断裂的空间……作为

象征意义的家园开始出现”［7］。就算是不认识的黑人

青年在一个场所碰面时，他们都会以谈论家乡熟识的

人来拉近距离，获得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

生活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差异，推进了移民

适应宗主国的进程［8］。初来伦敦时仅穿一身夏装的

加拉哈德在久居伦敦后，生活方式也渐渐改变，例如

看报纸、穿西服等。尽管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变

化，但他们的语言从未改变，他们说着区别于白人英

语的克里奥尔语来保留与故乡的联系。加勒比流散

作家在面临殖民入侵所造成的生存经验和表述危机

时，利用克里奥尔语创作文学以反抗殖民话语霸权，

塞尔文通过首次在小说中通篇使用克里奥尔语，在加

勒比文坛掀起了一种新颖的文学形式。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用来重建过去记忆的方式。

塞尔文在小说中通篇使用克里奥尔语，它表现了具有

多元复合文化背景的加勒比移民面对不同文化的差

异。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和

表现的世界，“在殖民地的生活中，语言先是作为同化

的工具，并继而成为对语言的融合与异化的反抗的工

具。”［9］《孤独的伦敦人》中黑人青年对故乡的集体记

忆，以及克里奥尔语的使用，凸显了加勒比黑人对自

己身份归属感的意识。

（二）加勒比移民对宗主国的文化适应

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从承认差异开始的，其目

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而在移民适应新的文

化过程中，巴里（John Berry）认为“文化适应”（accul-
turation）最能够准确概括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个
人的变化进程，不是被另一种文化所影响，就是成为

保留自己文化并适应新过程的参与者。巴里提出了

整合（integration）的适应策略，即在保留部分加勒比
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积极接纳新的白人文化。

采取整合策略的黑人移民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

能与移民国家的其他成员友好相处，从而使得移民更

容易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在备受白人

歧视的伦敦社会，坦蒂（Tanty）仍然保留着加勒比独
特的文化价值观，她能够拥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

将特立尼达的文化渗透到伦敦的街头。经过坦蒂的

努力，她说服杂货店店长同意黑人以信用赊账。另一

个极力弘扬本族文化的人是哈里斯（Harris），他接受
伦敦文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希望能够让上层社会

的白人接受黑人，从而帮助加勒比移民更好地融入伦

敦主流社会。他通过举办宴会来向白人展示自己民

族的音乐和文化，并介绍白人文化给他的黑人同胞，

起着一个连接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的桥梁作用。

移民对加勒比海地区的集体记忆，是黑人青年为

了防止被伦敦主流文化所同化的有效措施，而接受并

去适应白人文化的方式，也是塞尔文想通过小说表达

的对处于多元文化社会下移民重建自我身份的方法。

三、结语

《孤独的伦敦人》中描绘的加勒比黑人移民不仅

在居住环境、物质条件上处于边缘化，在精神上更是

备受压抑，处处受到歧视。黑人青年在伦敦居住和活

动的场所都是受到限制的，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下，黑

人生活区域是肮脏的，充满着贫困和罪恶。少数族裔

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异地求生，本就充满了漂泊感，对

自己的身份归属产生了不确定性并带来了危机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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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的缺失，更是在此基础上加剧了黑人移民的

身份危机感。

面临着新的机会、挑战以及宗主国的人际关系环

境，移民选择接受一个折中的方式重建他们的身

份［10］。在多元民族融合的社会背景下，黑人移民不

仅需要保留对故乡的记忆，而且采取适应宗主国文化

的方式来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每一个民

族只有在坚守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去适应社会的发

展，才能保持其身份，并获得别人的认同，从而使其在

全球化进程中免遭被吞噬的危险。移民对加勒比海

地区的集体记忆，是黑人青年为了防止被伦敦主流文

化所同化的有效措施，而接受并去适应白人文化的方

式，也是塞尔文想通过小说表达的对处于多元文化的

社会下移民追寻自我身份归属感的方法。

身份既是个人主体对构建自我的追寻，同时也是

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外在合力的共同作用。塞穆

尔·塞尔文作为英国黑人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试图

通过对加勒比移民生存现状的描写，来探究多元文化

背景下加勒比裔作家文化身份的缺失和认同，以及文

化价值观的回归与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对族裔文学的

多元化和谐发展和少数族裔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的身

份构建提出思考，从而引起人们对加勒比黑人移民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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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 页）
　　四、结语

文学经验是一个做出理性决定和建构创造性意

义的过程。运用文本世界理论分析小说《人树》，能够

再现读者阅读时富于想象的认知、情感的投射，理解

文本建构的各种世界，特别是大量的次级世界，从而

了解斯坦的过去，以及他的过去对于他人生道路、宗

教信仰的影响，理解他追求精神淡泊的生命之旅。文

本世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世界，探讨读者如何将广泛

的背景知识图式与相关理论运用到具体的阅读语境

中，使读者与文学文本之间建立起关系。小说的叙述

者通过建立各种次级世界反映人物的意识流动，同时

打破文本世界与语篇世界的界限，让读者运用熟悉的

认知来理解人物的选择，反思自己的人生。文本世界

理论为不同的基于世界的阅读模型提出了解决方案，

读者通过文本与时空、文化迥异的斯坦进行交流，感

受到他对自己生活重新定位的果敢与坚毅，以及他对

今后在平凡生活中发掘不平凡的憧憬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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