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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混杂、超越
———流散视阈中的卡里尔·菲利普斯《渡河》研究∗

张建萍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２００１６１）

摘　 要： 作为菲利普斯所有作品中最知名的一部，《渡河》不仅仅让他两次入选布莱克纪

念奖，还对流散问题的探讨最为深刻，几乎囊括了菲利普斯所有流散思想的核心内容，分别是

错位主题、混杂本质和超越期盼。 错位是卡里尔·菲利普斯生存常态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的作

品中常见的主题。 从第一部小说《最后的通道》开始，菲利普斯就不断的关注流散视阈中的

“错位”。 而在“错位”主题的基础上，菲利普斯流散思想的本质是提倡一种独特的混杂流散观

念，不计种族、民族和性别的差异，将处于流散中的所有群族考虑在内，这是一种开放的、流动

的反本质主义的流散思想。 而菲利普斯呼吁的是一种能够超越种族、民族和性别差异的流散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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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错位是卡里尔·菲利普斯（Ｃａｒｙ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作

品中常见的主题，也是他生存常态的真实写照。
菲利普斯上世纪 ５０ 年代出生于加勒比的圣基茨

岛，３ 个月大时随父母一起移民英国北部。 三个

月虽然时间短暂，却给他的一生烙上了永久的加

勒比黑人的标签。 在英国，菲利普斯同父母一起

居住在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区，高中毕业后进入牛

津大学求学，他在英国居住的时间最长。 从 ９０ 年

代起，他开始在美国教书，同时还在英国、印度、瑞
士等国家的大学任职，目前常年穿梭往来于世界

等地，多变的人生角色和丰富的阅历让他见识甚

广、也有着比同龄人更加开阔的视野，因此他被誉

为“世界公民”和非裔流散研究的“活地图”，可以

说，他的人生经历就是其小说创造的背景，错位的

人生经历也促进他对移民、种族和身份等问题有

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成就了其作为流散作家的文

学地位。 不但攀登文学创作高峰的他相继出版了

《最后的通道》（Ａ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ｓｓａｇｅ）、《独立》（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高地》（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剑桥》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渡河》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血液

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ｌｏｏｄ）、《远岸》（Ａ Ｄｉｓｔａｎｔ
Ｓｈｏｒｅ） 等 １４ 部作品，此外还包括他早期创作的广

播剧本，创作颇丰的他也因此收获了众多的奖项

与荣誉，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奖学金、布莱克纪念

奖、莱南文学奖，还有两次荣获英联邦作家奖，菲
利普斯本人被授予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和英国

皇家艺术学会院士。 而《渡河》则是他所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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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知名的一部，不仅仅是因为它两次入选布莱

克纪念奖使得菲利普斯名声大噪，还因为《渡河》
对流散问题探讨深入，其中基于“错位”的生存悖

论便其中之一。

二、错位主题
无论从小说的时空结构还是人物命运上内容

上，《渡河》都有着明显的错位特征。 这部小说分

为四个部分，但这四部在时空顺序的安排上是错

位的，作者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错位倒置，顺
序打乱，而以此为基础，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也呈现

出一种身份错位的特征。 小说的前序和后序时间

均是在 １８ 世纪，空间位置是在非洲，一位非洲父

亲因庄稼歉收卖掉自己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
个男孩），这成为他终生愧疚的事情，因此他不断

回忆和寻找着自己的非裔后代，而这也引出小说

后面的故事。 继而在第一章“异教徒海岸” （Ｔｈｅ
Ｐａｇａｎ Ｃｏａｓｔ）中他的第一位孩子纳什·威廉姆斯

（Ｎａｓ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出现，但时空背景已经转换到了

十九世纪的美国，前黑人奴隶纳什因他与奴隶主

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加之已经转信基督教，所以

获得自由的他受“美国殖民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ｏ⁃
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委派前往利比亚，传播基督教，
目的是使利比亚“这篇黑暗的土地”上的居民受

到教化（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２５）。 而在第二章“西方”
（ｗｅｓｔ）中，时空背景是在美国内战前后，非洲父亲

的第三个孩子是位孤独的黑人老年妇女，名为玛

莎，因为奴隶贸易，她和女儿被贩卖到不同的地

方，因此前往加利福尼亚寻找女儿，但却被冻死在

路上。 第三章“渡河”（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是非常

特殊的一章，因为这一章的主人公并非黑人，而是

从非洲父亲那里买到三位子女的奴隶贸易者詹姆

斯·汉密顿（Ｊａｍｅｓ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他是位白人，这一

章使用信函的方式，这些信函包括他每天所记录

的航海日志，还有写给妻子，讲述贩奴的心理历程

的信函。 小说的第四章，也是最后一章“英国某

地”（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则发生在 ２０ 世纪的

英国，白人女性乔伊斯·基兹森（Ｊｏｙｃｅ Ｋｉｔｓｏｎ）在
丈夫雷恩（Ｌｅｎ）因非法交易而被判入狱后，与来

自非洲的特艾维斯（Ｔｒａｖｉｓ）相爱并育有一子格瑞

尔（Ｇｒｅｅｒ），但在特艾维斯阵亡后，乔伊斯将小孩

送到了孤儿院，第四章的结尾是格瑞尔长大后探

望自己母亲的场景。
从小说的时空结构来看，时间上，１８ 世纪、１９

世纪、２０ 世纪混序出现，而在空间上，也没有一定

的规律可言。 这样的安排对于西方逻辑中以追求

线性和精确并不契合，比如来自西方的奴隶贸易

运输者詹姆斯在每一场的交易中，都坚持确认相

关的时间、地点和日期，这代表了欧洲对于时空线

性和精确性的追求。 但在《渡河》中，这种顺序性

完全呈现出一种错位的状态。
与这种错位的小说的时空结构遥相呼应的是

《渡河》中的人物并不适合传统的模式，也都呈现

出错位特征。 第一章中的前黑人奴隶纳什与自己

黑人地位错位的是，他与奴隶主爱德华（Ｅｄｗａｒｄ）
关系亲密，还在其的影响下，成为了接受良好教育

的奴隶，该信基督教，此后与自己非洲身份拒绝隔

离，这从他写给原奴隶主（Ｅｄｗａｒｄ）的信件对于非

洲的鄙视可以看出，他感谢其将“披在他身上的

无知的长袍”撕下（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１７）。 他被派到

利比亚从事宣教工作时，他甚至被看成是殖民统

治的代言人。 而当他到了非洲故乡利比亚的时

候，纳什的黑人身份再一次错位，因为他虽为黑人

但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世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３４），
因此被当地人戏称为在 “白人”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
３２），因此后来当他决定抛弃基督教信仰融入利

比亚黑人生活的时候，当地黑人却并不欢迎他，而
纳什后期所认为自己在利比亚等同于找到了天堂

的天真相反也是一种错位的思想，解放后的利比

亚依然是一个奴隶主和奴隶界限分明的社会，
“是一个被其他的沾满泥土的靴子踏过的地方。
人们之间也被鼓励进行斗争” （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
２），而他个人的悲剧也在种种的错位中得以产

生。 同时他的原奴隶主爱德华的人生也有着错位

的一面，他表面上深受基督教自律思想的影响，信
仰自由且人品正直，却有着同性恋倾向的奴隶主。
这一点虽然菲利普斯并没有直接描述，但我们可

以通过一些细节描述看出，比如他邮寄给前奴隶

纳什的信被他的妻子阿米莉亚（Ａｍｅｌｉａ）因为嫉妒

二人的关系而截获等，可了解到他的同性恋倾向。
而在第二章“西方”中，玛莎跟一群黑人前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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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前往加利福尼亚寻找自己的女儿，但是因为她

年纪较大行动迟缓，所以被黑人队伍所抛弃，与此

形成对比的是，她因为饥饿寒冷而晕倒后被一位

白人女性所收留，而在她死后，这位白人女性用一

种基督教的仪式安葬了她，并给她起了一个教名，
但在玛莎的一生中她从来没有信仰过基督教。 不

见如此，玛莎与其他黑人的西进行为同样是一种

殖民行为，在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眼里，黑人是

“黑色的白人”（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９１），因此在他们前

往西部的时候，对美国本土的屠杀印第安人行为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玛莎对于自由的感

觉也是错位的，在内战结束之后她并不快乐。
“我现在自由了，但是很难分辨出自由给我的生

活所带来的不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８４）。 实际上，
作为一位奴隶，虽然她被解放了，但是依然不自

由。 这里的黑人具有了错位的身份，一方面是他

们源于非洲的黑人身份，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身居

美国而被其赋予的白人身份，二者两种身份在他

们身上是错位的、冲突的，也是引起他们生存悲剧

的原因。 而在第三章“渡河”中，詹姆斯是位冷血

的奴隶贸易者，“我买了两个强壮的男孩，还有一

个骄傲的女孩”（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１２４），他将奴隶视

为商品，但在他身上爱与恨并存，在他写给妻子的

信中，描述了他的同行如何讽刺自己对于妻子的

忠诚，他写道， “他们说我是一个女人的奴隶”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１０９）。 在第四章中，随着故事的

展开，白人女性乔伊斯在她的日记中，不断地解构

着政治上的男权主义话语，分析了它们潜在的内

容。 威尔逊·丘吉尔（Ｗｉｌｓ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含糊其辞

的演讲是她喜欢攻击的对象。 但是她自己同样心

口不一，迫于社会种族压力，她在特瑞维斯阵亡后

决绝地将儿子抛弃。 同时乔伊斯虽然是白人，但
她在英国约克郡社区一个“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１２９），其地位与黑人的差不多。
可见在错位的时空结构中，小说中各个人物命运

也呈现出基于此的生存悖论，而导致了他们的命

运悲剧，“渡河”的隐喻行为并没有让他们通向希

望之地，而是将“希望的种子中到了艰难的泥土

之中”（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１）。
“错位”是菲利普斯重要的创作策略，他往往

采用多位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叙述者，相
互之间虽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隔离，但是又相互

联系。 而在英国 ８０ 年代的黑人文学作品中，身份

“错位”主题同样也是常见的主题。 代表作品有

琼·瑞雷（Ｊｏａｎ Ｒｉｌｅｙ）《没有归属》（Ｔｈｅ Ｕｎｂｅｌｏｎｇ⁃
ｉｎｇ）、Ｖ．Ｓ．奈保尔（Ｖ． Ｓ． Ｎａｉｐａｕｌ）的《抵达之谜》
（Ｔｈｅ Ｅｎｉｇｍａ ｏｆ Ａｒｒｉｖａｌ）、毛翔青（Ｔｉｍｏｔｈｙ Ｍｏ）的

《酸甜》（Ｓｏｕｒ Ｓｗｅｅｔ）等。 而菲利普斯从第一部小

说《最后的通道》开始，就不断的关注流散身份的

“错位”。
流散视阈中的空间和地点是流动的、朦胧的

和变化的，因此身份永远被视为是一种错位。 詹

姆士·瓦尔文（Ｊａｍｅｓ Ｗａｌｖｉｎ）将《渡河》中“错位”
特点视为“一种拼凑的，不平整的资源，带有许多

生动的部分的丰富的马赛克，以一种特殊的全景

的方式” （１９９３：３１８）。 在这种错位中，流散人群

的命运常常呈现出一种生存的悖论。 而更深层次

的是，这种错位与流散视阈中的混杂观念密切

联系。

三、混杂本质
《渡河》是一部时间跨度为二百五十年“多种

声音的合奏”，这种错位的时空结构和人物命运

中贯穿始终的是混杂的特征。
首先，从叙述形式来看，《渡河》所选用的文

体有游记、日记、信函、线性称述、历史记录和自传

等，非裔流散历史在多种形式的文体中不断的重

新定义。 其次在叙述主体上，非洲的父亲只出现

在前言和结尾中，但他却是小说的作者和叙事者，
既立足于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同时这位父亲的

叙述还夹着买走他孩子的奴隶贸易者的声音，但
这位奴隶贸易者的声音是以斜体的形式出现，奴
隶贸易者与非洲父亲的声音交替出现，这呈现出

一种混杂。 在这种混杂中因把子女卖掉而备受心

理愧疚的父亲“在这些各种焦躁不安的声音中，
我发现了自己的孩子”（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１），而小说

的主人公纳什、詹姆斯、玛莎、特艾维斯还有乔伊

斯逐渐开始呈现，并构成了小说的整体部分。 这

四个主人公中纳什、玛莎和特艾维斯来自于黑人

群族，而詹姆斯是位白人，同时、玛莎和乔伊斯则

同为女性，玛莎是位黑人女性，而乔伊则是白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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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正是这些不同种族、性别的人物混杂而成了

“多种声音的合奏”的不同声音，而每一个声音都

用自己特殊的语言讲述这自己的流散故事。
将不同种族、性别的群族纳入黑人流散群族

的经历，是菲利普斯独特的混杂流散观念。 除了

将其他的不同种族、性别的群族混杂纳入黑人流

散群族的经历之外，菲利普斯还积极地将黑人流

散融入主流流散历史，比如英国或者美国的流散

历史。 而这段历史常常被它们所忽视甚至是不承

认。 因本质主义总是与黑人文化认同运动（ｎｅｇｒｉ⁃
ｔｕｄｅ）和黑人民族运动（ｂｌａｃ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等提倡

非洲纯洁本质联系在一起，本质主义在当代流散

研究中遭遇了强烈的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

杂的概念。 在混杂概念中，“黑人性”成为一种

“漂浮的能指”，所谓“漂浮的能指”是指话语是消

解总体性的产物，是总体性消解之后的碎片，所有

单个的话语是自由的、随意的和漂浮的，它只有通

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链接，才能形成一定的意义，
这就吸引了处于边缘和被压迫的因素向其靠近。
因此当“黑人性”从本质主义中脱离出来时，会吸

引那些跟黑人有着同样命运的群族。 如在《渡

河》的叙述中，菲利普斯毫无偏见地对待任何与

黑人流散一样处于边缘地位的流散群族。 比如黑

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通婚，对于女性，尤其是白人

女性的流散命运的关注。 以白人女性乔伊斯为

例，菲利普斯将其设置成为流散主体，被放于叙述

主体的位置，来讲述黑人特艾维斯的故事。 当被

问及书写黑人流散却为何关注白人女性的命运

时，菲利普斯说道，“我设法为特瑞维斯找到一种

声音……到处我都找不到他，但是我并不准备杜

撰一种声音……我所知道的是乔伊斯在对我有力

的讲话，非常有力，这样我跟她进行了对话”
（Ｊａｇｇｉ，１９９４：２６）。 他认为女性也同样处在社会

的边缘。 共享边缘的地位反映了人性的脆弱和震

荡的共通关系，可以催生出一种相互之间可交流

的同理心。 同理心即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体验

周遭的人的情绪、感受、觉察别人真正的需要的心

理情况，并予以妥善的处理。 菲利普斯混杂式创

作中将“黑人性”的范围延伸至超越了种族界限

的外来者的经历。 让“那些跨越阶级，性别，种族

等界限的共享情感引起注意” （Ｈｏｏｋｓ，１９９１：２７）。
这种策略将“黑人性”放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

行研究，黑人、女性、还有在白人群族边缘白人共

同存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多焦的视图。 甚至于

犹太人，也是他进行“黑人性”延伸的对象，比如

在《血液的本质》中，犹太人也归纳进入其中。 在

菲利普斯 １９７５ 年之后的小说中，他都采用了这种

白人优先于黑人的，或者是二者混为一体的叙述

策略，这使得其与当代奴隶创作有很大的不同。
选择边缘化的人物让小说家更加“留有想象的空

间”（Ｊａｇｇｉ，１９９４：２６）。 但是这种选择主要的目的

是“将人们对于历史的观点通过他们与人物命运

之间的投入而进行颠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历史，通过人们的困境，那些人有名无实地被排斥

在书写之外，或者是在特殊的历史风暴中被看做

是失败者或者受害者”（Ｊａｇｇｉ，１９９４：２６）。 黑纳·
玛艾斯⁃杰林内克（Ｈｅｎａ Ｍａｅｓ⁃Ｊｅｌｉｎｅｋ）认为这是一

种“相互关联性”的非裔流散的视野（１９９８：４５），
也就威尔逊·哈瑞斯（Ｗｉｌｓｏｎ Ｈａｒｒｉｓ）的“无名的

亲属关系和身份” （１９９８：４５），Ｗ．Ｅ．Ｂ．杜波斯（Ｗ．
Ｅ．Ｂ．Ｄｕ Ｂｏｉｓ）认为这种关联性或亲情的“本质是

奴隶制度的社会遗产” （ ｑｔｄ， Ｇｉｌｒｏｙ，１９９３：１２６），
其特点是开放的和流动的。

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置于同样的多元

话语宇宙之中” （Ｍｅｒｃｅｒ，１９９４：２５５），菲利普斯不

仅仅挖掘了隐藏在文化本质主义之下的二元对立

的逻辑，同时还挑战了身份构建中种族和民族的

中心性。 种族性将白人与黑人等同。 与叙事的碎

片一样，菲利普斯分散的特性描述暗示了“一种

持续增长的意识，那就是这并不可行，如果想要减

去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一种语言，还有一种身份

……回归已经变得不可能” （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１９９４：
７４）。 正如非洲父亲在小说的最后几行写道“没
有回去的路”（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２３７）。

这样的叙述毫无疑问扩大了黑人流散经历的

整体性，混合成了一种记忆的折中合唱，由不同种

族、民族、历史阶段、话语和地理空间构成。 《渡
河》强调了黑人流散是一种生理的、社会的、心理

的和文化上的混合形成，既是非洲的，也是欧洲的

甚至是全世界的。 菲利普斯的这种混杂的流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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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与保罗·吉尔罗伊（Ｐａｕｌ Ｇｉｌｒｏｙ）的理论相似，
吉尔罗反对纯洁的，没有污染的或者本质的黑人

流散，并将其停泊在固定的时刻，并且呼吁一种复

杂的、历史性的、不规则的、跨文化的和植根于政

治的种族的视角 （１９９３：９９）。 黑人流散是一种

“流动的，动态的文化系统”（１９９３：７１），这使得西

方黑人身份向着一种全新的，非教条主义的方向

发展。 种族，性别和民族界限的融合与模糊，但吉

尔罗伊《渡河》的描述更进一步，拒绝了绝对真

理，这导致了一种对于自我的新的阐释。

四、超越期盼
《渡河》的题目“渡”（Ｃｒｏｓｓｉｎｇ）暗示了一种超

越性。 它原指三个子女被卖身为奴之后的经历，
首先是跨过了大西洋，而大西洋又将他们在西方

各自分开。 这暗示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跨过了大

西洋，坐着贩卖奴隶的轮船，到达世界各地的经

历。 而动名词“渡”的使用更进一步暗示了对于

他者的发现和对于自我的发现是一个永远没有止

境的过程，是一个超越的过程。 因此，在错位和混

杂的基础上，菲利普斯提倡一种流散的超越性。
“你是超越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５：２）。 这是非洲父亲

对后代所讲的话，也是菲利普斯《渡河》的一大流

散特征。 正如他在一次接受访谈时所言，“我们

应当超越关于善与恶，或者黑与白的人工界限。
我提倡在创作上从广阔意义中讨论的黑与白、对
与错之间的关系。 小说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

挑战了我们的既定的情感和假设” （ Ｓｈａｒｐｅ，
１９９５：１６０）。 菲利普斯不仅仅跨过了人们历史戏

剧的河流，用不同的角度，在远远的岸边观看它

们；同时他还架设了桥梁，允许他的读者跨过河流

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和现在。
而对于作者而言，菲利普斯认为最佳的作者

的位置也应当是超越的。 以河流为例，作者应当

不止是从河流的一边来讲述故事，而是从河流的

两岸来讲述故事。 著名的评论家本尼迪克特·乐

登特（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ｅ Ｌｅｄｅｎｔ）也持有这种观点，作家应

设法将自己定位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同时，他又

必须远离历史。 他需要跨过河流从另一边观看剧

情。 而二者观点遥相呼应的是肯尼亚小说家恩古

吉·瓦·提安哥（Ｎｇｕｇｉ ｗａ Ｔｈｉｏｎｇ’ ｏ）在“作家与

过去”（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ａｓｔ）一文中对于作家

角色的定义，“作家必须感觉到自己……在于他

的人民的历史戏剧的主流中畅游，在斗争．同时，
他必须能够站到旁边，思考这些潮流。 他必须两

个都能做到：即同时游泳、奋斗，同时又在岸上观

察”（１９７２：３９）。 这种超越性的创作无疑成就了

菲利普斯今日的流散大师地位。

五、结语
加勒比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

两个大陆（新大陆和旧大陆）、四个大洲（欧洲、非
洲、亚洲和美洲）和四个殖民地（英国、法国、西班

牙和荷兰）激烈碰撞的地区，也是最早的世界性

移民地区之一，因此成为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
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张德

明，２００７：３）。 得益于此，从加勒比走出了许多世

界知名的流散作家，较知名的有克劳德·麦凯

（Ｃｌａｕｄｅ ＭｃＫａｙ）、 Ｖ．Ｓ．奈保尔（Ｖ． Ｓ． Ｎａｉｐａｕｌ）、威
尔逊·哈里斯（Ｗｉｌｓｏｎ Ｈａｒｒｉｓ）、 简·里斯（ Ｊｅａｎ
Ｒｈｙｓ）、乔治·拉明（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ｍｍｉｎｇ）、爱德华·
卡莫·布莱斯维特（Ｅｄｗａｒｄ Ｋａｍａｕ Ｂｒａｔｈｗａｉｔ）、弗
莱德·达圭尔（Ｆｒｅｄ Ｄ ’Ａｇｕｉａｒ）、大卫·达比狄恩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ｂｙｄｅｅｎ） 和牙买加·金凯德 （ Ｊａｍａｉｃａ
Ｋｉｎｃａｉｄ）等，新晋作家有奥利弗·斯尼尔（Ｏｌｉｖｅ
Ｓｅｎｉｏｒ）、宝林·梅尔维勒（Ｐａｕｌｉｎｅ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和玛

琳娜·诺贝斯·菲利普（Ｍａｒｌｅｎｅ Ｎｏｕｒｂｅｓｅ Ｐｈｉｌｉｐ）
等，他们因不断错位的人生经历，穿梭往来于加勒

比、英国和美国，有时还包括加拿大等地，他们是

当代加勒比文学研究专家阿里森 · 多奈尔

（Ａｌｉｓｏｎ Ｄｏｎｎｅｌｌ）所称之为的“这个世界上最具有

世界性的公民” （Ｄｏ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６：２５５），也因对移

民、种族和身份等问题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而

菲利普斯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通过对作品人物错位人生的讲述，菲利普斯

反对以种族、民族和性别等为狭小的研究基础，致
力于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无种族的混杂研究路线，
强烈抵制将一系列关系简单粗暴的对立，认为白

人群体中同样存在着边缘人群，部分白人群体也

同黑人群体一样分享着流散记忆。 菲利普斯以一

种公平博爱的姿态揭示了另外一种真实， 让流散

群体中所涉及的所有沉默的“他者”得以发声，而

９５１

第 ４ 期　 　 　 　 　 　 　 　 　 张建萍：错位、混杂、超越———流散视阈中的卡里尔·菲利普斯《渡河》研究



并非将“他者”的范围限定化。 随着全球化的普

及，菲利普斯的这种流散思想无疑会代表着一种

流散思想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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