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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伦敦人》中黑人移民群体的身份迷失

吴艳丽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082）
摘要：文章聚焦于《孤独的伦敦人》中黑人移民群体的身份迷失困境，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生存危机，社会隔离以及群体

内部认同感缺失等三个方面解释分析黑人移民群体身份迷失的原因，进而得出结论内外双重矛盾致使黑人移民群体无法

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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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赛尔文在其 1956年出版的《孤独的伦敦人》中描写
了以摩西为代表的黑人移民群体在伦敦的身份迷失。二战后
英国为了补充本土由于战争而极其匮乏的劳动力，决定向殖民
地国家和地区的“英国子民”开放公民身份与自由通行权以吸
引其到英国本土工作。以摩西为代表的黑人移民群体就是在
此背景下怀着对“母国”的认同，想要在伦敦创造不同于前殖民
地的新生活，但他们很快便从“英国子民”的身份认同感中幻
灭。他们在狭窄的社会空间中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在主流社会
无所不在的排斥和歧视中逐步被边缘化。

1经济压力引起生存危机

移民群体来到伦敦的首要动因就是获取财富。相比于家
乡，伦敦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更高的工资
水平。只有拥有稳定的工作才能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只有在
此基础上才能先确保生存而后再谈生活，而移民群体首先经历
的便是工作机会的幻灭。

小说中加拉哈特初到伦敦时两手空空，惊诧的摩西告诉他
这样很难维持生活，但加拉哈特十分淡定地告诉他：“等我有了
工作很快一切就都能搞定了。”（塞尔文 17）他如此淡定是因为
他坚信自己随时都能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第二天他满怀信
心地去找工作时却被告知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他只能先领取
补助金。在拥挤的大厅里，领补助金的失业移民们排起了长
队。个体幻想与群体现实的碰撞初现了这种幻灭感。紧接着
摩西指着加拉哈特被标记了 J-A, Col.的档案告诉他这是在告
诉用人单位他是来自牙买加的黑人，许多用人单位不录用黑
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申请收入微薄的体力劳动职位也吃了
数不清的闭门羹。

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支撑个人的日常开销，至于那些有家
室的人，生活则更加困难。他们离开家乡最初的设想是在英国
努力赚钱，或是把钱寄回家让家人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或是将
家人接到伦敦来一起过新生活。那些要攒钱寄回家的牙买加
人不得不更加省吃俭用。当准备将母亲接到伦敦的托罗罗伊
看见除了母亲以外哥哥一家人以及阿姨都来了，他害怕的发
抖，不知该如何是好。随着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工资越来越低，
罗伊和母亲两个人赚的钱都不够养活三个人，精疲力竭的他开
始盘算着将母亲和阿姨送回牙买加。

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的经济压力使加勒比移民们
遭遇生存危机。许多丢了工作的移民们无法解决衣食住行问

题。饥肠辘辘的加拉哈特只好壮起胆子在广场上抓只鸽子解
决温饱问题。黑人移民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连最基本的生
存需求都无法满足。生存危机给了他们“英国子民”身份认同
感一记当头棒喝。

2种族歧视导致社会隔离

英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歧视断绝了加勒比黑人移民们融入
主流社会的可能性。黑人移民们所代表的疾风世代从小接受
的殖民教育让他们将英国视为自己的“母国”，将自己视作英国
的子民，并将自己的认同感推己及人，以为英国的主流民众也
对他们怀有同样的感情。除了获取财富的幻想，与加勒比移民
们一同来到伦敦的还有他们对主流民众的幻想，他们幻想着英
国人对他们礼貌而客气。而在两个群体的实际相遇中主流民
众的种族歧视让黑人移民从“我们”的认同感中幻灭，成为被边
缘化的“他者”。

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通过衣、食、住、行、娱乐、就业 、恋爱
婚姻等方面阻碍了黑人移民们的正常人际交往。许多伦敦的
公共场所都不对黑人开放，他们居住的社区到处贴着“保持白
色的沃特”的标语。而这群加勒比移民在就业和恋爱婚姻两个
方面也没有找到任何安放自我的空间，这本应是最能使人找到
归属感和成就感的地方。

“职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个体获得社会交往和社会支
持，从而维护其自尊和帮助其身份认同的构建。”（王卉 107）然
而移民群体在工作中由于其肤色原因遭到的歧视不仅来自雇
佣者还有他们的白人同事。摩西在调车场工作时，他的白人同
事集体罢工要求辞退摩西，只是因为他是黑人。可见移民们无
法通过工作这一渠道与英国大众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而正
常的人际交往和友情又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基础。”（王卉 107）
英国人提供给他们的工作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他们随时都
会因为肤色原因被炒鱿鱼，更不用说给他们提供成就感、满足
感以及上升空间。

社会交往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恋爱和婚姻，正常
的恋爱和婚姻关系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归属感和身份感。移民
群体主要都是单身的黑人男性，他们有恋爱和结婚的需求。同
时恋爱与婚姻是他们进入英国主流社会，与主流大众进行社会
交往的重要渠道。但是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使他们没有机会
与英国的白人女性发展恋爱关系，更不用说缔结婚姻了。移民
群体接触到的白人女性基本都是边缘人群：上尉交往的白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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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几乎都是刚来到伦敦的贫穷的外国白人女性，而与摩西，加
拉哈特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全部都是广场上的妓女。巴特是移
民群体中唯一同英国的白人女性交往过的黑人。但是巴特的
身份相对特殊，他不是纯种的黑人，皮肤不像其他人那样黑，他
时常强调自己是来自拉丁美洲，将自己打扮的得体。他本想将
自己从被歧视的群体中撇开来，但这并没有帮他摆脱种族歧视
的阴影，从而融入主流社会。当他决定要和英国白人女友碧翠
丝结婚时遭到了女孩父亲的强烈反对，不由分说地将他轰出了
家门，因为碧翠丝的父亲不想家族的血液里融进黑人的血脉。
之后女友离开了他，巴特往后的日子便在四处寻找女友中度
过。碧翠丝象征着黑人移民们在英国社会找寻的身份认同感，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如何等待，主流社会并没有他们一席之地。

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切断了黑人群体与主流民众人际交
往的所有通道。他们在来伦敦前所幻想的英国主流民众对他
们的接受与认同在现实面前完全幻灭，同时幻灭的还有他们对

“英国子民”的认同感和身份感，社会隔离使黑人移民群体被迫
面对自己的“他者”身份。

3离心率导致群体认同缺失

移民群体面对的生存危机和社会隔离两个困境让他们被
迫意识到自己的“他者”身份，然而这群被边缘化的“他者”内部
并没有产生群体认同从而形成新的群体身份。虽然被主流社
会笼统的贴上了加勒比黑人移民的标签，但黑人移民内部巨大
的离心率不容忽视。

他们是以个体的身份来到伦敦，散居在都市的各个角落。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心里只有个人没有群体，彼此冷漠疏离，而
原始的离心率又被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社会隔离拉大。很
多黑人移民为了摆脱生存危机和社会隔离的困境便更加主动
的与自己的黑人同伴拉开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甚至内化了
主流社会的歧视并将这种歧视加之于他们的同类。强调自己
来自拉丁美洲坚持要娶英国白人女性巴特是如此，想要努力进
入英国社会的哈里斯更是如此。哈里斯的工作是组织聚会活
动，他最害怕的就是认识的黑人移民出现在自己的聚会上。一
次，他认为自己的黑人朋友们搞砸了自己的宴会，从此便拒绝
让自己的黑人朋友进入宴会。这种内化的歧视不仅指向同类
也指向自己。曾经最无畏最有自信加拉哈特在自己和同伴遭
遇无数次的种族歧视之后，指着自己的黑色的手臂说：“肤色
啊，是你导致了这一切。如果你不能是白色，你他妈为什么不

能是蓝色，红色或是绿色呢？是你导致了世界上的那么多悲惨
的事情，不是我，是你啊！我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激怒这世上
的人们，是你啊！”（塞尔文 49）内化的种族歧视让加拉哈特试
图将自己从肤色中剥离出来，而这一举动反映了他内心的自我
歧视和自我厌恶。

由群体内部的疏离感和厌恶感拉大的离心率使黑人移民
们无法产生群体认同感，因而也无法形成新的群体身份给予他
们力量去对抗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所以他们继续做着孤独
的伦敦人，不断被边缘化。

4结论

总的来看，导致黑人移民群体身份迷失的原因分为内外两
个方面。其中外部英国主流社会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是主要
原因，就业困难导致的经济压力使黑人移民群体遭遇生存危
机，而英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种族歧视导致的社会隔离使他们遭
遇人际交往的困境，断绝了任何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身体
和精神的双重危机使他们对在“母国”开启新生活的憧憬，对

“英国子民”的身份认同感完全幻灭，黑人群体被迫面对自己的
“他者”身份。然而黑人移民群体内部巨大的离心率使他们很
难形成群体认同感，而这正是形成群体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以
上三个原因使黑人移民群体无法形成集体身份认同，成为被边
缘化的“他者”，成为“孤独的伦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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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公的埋怨。因为埃塔毁约，他没能得到那块土地；因为珍
珠港事件，他们一家去了集中营。而宫本天道对于海因一家的
愤恨以及不满社会的不公，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们内心根深蒂
固的种族思想，因此宫本天道虽然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了，但
是并没有摆脱种族创伤，并且因为这场荒唐的谋杀案受到了更
重的创伤。

经过长达三天烦琐而复杂的庭审，宫本天道终于摆脱了冤
屈，洗清了罪名。但是他所受到的种族创伤不可能因为无罪释
放而恢复，种族歧视给宫本天道以及所有日裔岛民的伤害是巨
大的，虽然谋杀案终结了，但是种族创伤仍然存在，白人对日裔
的偏见根深蒂固，一次洗雪冤屈并不能使种族创伤复原，也无
法保证岛民终止歧视，因此宫本天道的种族创伤复原失败。

4结论

《雪落香杉树》探讨了许多社会问题，种族问题是其中之

一，种族歧视一直困扰着许多国家的外裔人群，同时该小说也
涉及了战争、人性、道德、感情等主题，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本
文从创伤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的两个主要男主人公，反
映了战争和种族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伤害，发人深思，具有
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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