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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回顾与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对谭恩美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对已有的相关

研究进行一个综述，并针对现有的谭恩美作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探讨该领

域深入研究的可能性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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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史上，谭恩美（Ａｍｙ

Ｔａｎ，１９５２⁃）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李建孙曾谈

到，“美国出版工业对新华裔美国作者的兴趣，一
般地讲，当然要归功于汤亭亭，特殊地讲，要归功

于谭恩美。 谭恩美神奇的作品震动了美国社会精

神的意识之弦，创造了既有永久历史意义又具有

广泛商业成功的一种文学” ［１］。 迄今为止，谭恩

美已经出版的五部长篇小说：《喜福会》 （Ｔｈｅ Ｊｏｙ
Ｌｕｃｋ Ｃｌｕｂ，１９８９），《灶神之妻》（Ｔｈｅ Ｋｉｔｃｈｅｎ Ｇｏｄ’ ｓ
Ｗｉｆｅ， １９９１ ）， 《 灵 感 女 孩》 （ Ｔｈ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ｅｃｒｅｔ
Ｓｅｎｓｅｓ，１９９５）， 《接骨师之女》 （ Ｔｈｅ Ｂｏｎｅｓｅｔｔｅｒ’ ｓ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２００１） 和 《拯救溺水鱼》 （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Ｆｒｏｍ Ｄｒｏｗｎｉｎｇ，２００６），前四部作品都是以美国华

裔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细致地刻画了华裔母女之

间的矛盾、冲突、沟通和理解，揭示出华裔群体内

部文化价值迥异的两代人相依为命的现实；在第

五部小说中，作家以全球化为背景，探讨了政治、
战争、生态环境、人类的宗教信仰等问题。 其中，
小说《喜福会》的影响最大、获得的评价也是最高

的；１９９３ 年，著名华裔导演王颖还将《喜福会》搬
上银幕，使得小说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获得了更多

人的关注。 虽然，谭恩美随后的三部小说都没有

能够超越《喜福会》，但也部部畅销，且均获得了

好评。 总的来说，这四部小说的出版为作家赢得

了诸多的荣誉，奠定了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她

的作品甚至被列入美国文学史的重选经典［２］。
相对而言，《拯救溺水鱼》则引起了诸多的争议，
评论界对这部与作家以往创作风格完全不同的作

品褒贬不一，可谓是毁誉参半。 据此，有评论者指

出了谭恩美小说的局限性，“谭恩美自＜喜福会＞
之后难以突破，一边倒的中美对比，格式化的母女

关系，说明了作者的想象与主流的规范，一时间华

裔小说仿佛就是家世文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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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美国华裔文学本身的特殊性，研究

者都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谭恩美的前四部、以美国

华裔日常生活为背景的、描述母女关系的小说都

是成功的。 对此，也只能说谭恩美似乎更擅长于

创作华裔母女的情感纠葛和族裔文化冲撞之类的

主题。 究其根源，在华人移民家庭中，代际冲突与

矛盾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华裔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

所遭受的社会歧视。 可以说，谭恩美是借助华人

移民母女的故事表达自己对于华裔的文化属性和

族裔问题的反思。 而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年轻一

代的土生族与其移民父母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是一

种常见的创作主题。 黄玉雪（ Ｊａｄｅ Ｓｎｏｗ Ｗｏｎｇ）
１９４５ 年 出 版 的 自 传 小 说 《 华 女 阿 五》 （ Ｆｉｆ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首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汤
亭亭（Ｍａｘｉｎｅ Ｈｏｎｇ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的成名作《女勇士》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Ｗａｒｒｉｏｒ：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ａ Ｇｉｒｌｈｏｏｄ ａｍｏｎｇ
Ｇｈｏｓｔｓ，１９７６）也通过分析身处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

的华裔女性如何调节母女关系，从而将不可避免的

文化冲突最终转化为文化融合的过程。 而谭恩美

则因对这一主题的书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给华

裔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 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了众

多研究者的注意。 本文回顾与梳理了近年来国内

外对谭恩美作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对已有的相

关研究进行一个综述，并针对现有的谭恩美作品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探讨该领域深

入研究的可能性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谭恩美作品的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作为一名畅销书作家，谭恩美作品的普及带动

了大批华裔作家的兴起，让华裔作家群体获得了美

国社会的关注。［４］ 与此同时，也掀起了一股关于谭

恩美作品的研究热潮。 其中，国外对谭恩美及其作

品的分析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

在小说中，谭恩美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塑

造，及其对中华文化的再现方式，的确存在着严重

的文化误读现象，甚至有故意歪曲中国之嫌。 在

这个问题上，评论界的观点是褒贬不一的。 其中

有人认为，谭恩美在书写的过程中一再地描述中

国的愚昧、落后与野蛮，无非是为了附和主流社会

对中国的“东方主义”话语而有意为之，她企图通

过一个神秘而异质的“他者化”中国来迎合西方

社会和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 对此，华裔男作家

曾作出过严厉地谴责。 赵建秀（Ｆｒａｎｋ Ｃｈｉｎ）曾在

多种场合表达了他对谭恩美这种中国书写方式的

不满，他认为“谭恩美是个伪作家，伪华裔”：在
《喜福会》中，她伪造了一种根本不存在、也没有

人喜欢的中国文化；在《灶神之妻》中，她又讲述

一个女人用灶神之妻来决定生死的故事，十分的

荒谬。［５］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他们认为谭氏笔下的中国形象和母女间的情感纠

葛恰恰是作家对主流社会东方主义思想的对抗与

消解，而作家正是通过小说人物的文化身份的重

构、自我的重建来实现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

的。 美国华裔学者尹晓煌在其著作《美国华裔文

学史》（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８５０ｓ）
中就指出：与赵建秀与汤婷婷相同，谭恩美也是一

位开拓者，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中，理应占

据特殊的地位。［６］

（二）女性主义研究

谭恩美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她的写作基本

围绕华裔母女关系这个主题而展开。 在前四部小

说中，谭恩美刻画了华裔群体内各种女性的形象：
既有在中国出生与生活的女性，也有在中国大陆

出生并于 ２０ 世纪早期移民至美国的女性，还有这

些女性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 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则是男性形象的缺失。 在黄秀玲（Ｓａｕ⁃ｌｉｎｇ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ｏｎｇ）看来，谭恩美的成功，尤其是其前

两部小说的畅销，与当时美国社会中的女性主义

运动是分不开的。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母女

故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不论在文学创作或

学术性著作方面都出现了大量与“母女共命”这

主题有关的书［７］。 此外，黄秀玲还借用了 Ｎａｎ
Ｂａｕｅｒ Ｍａｇｌｉｎ 提出的“母女文学”的概念来分析谭

氏的小说《喜福会》和《灶神之妻》所具有的女性

主义文学的特征，进而指出其作品体现了亚裔作

品中母系文学传统，只是主流的研究者有意识地

将谭恩美纳入到少数族裔女作家群体中进行单独

地研究与讨论。
（三）族裔身份研究

华裔文学的特性决定了华裔作品的研究无法

回避作家特殊的文化身份而只对作品进行纯粹的

文学分析。 和其他华裔作家类似，谭恩美也通过

小说创作来言说华裔群体因自身的“他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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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的边缘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困苦与磨

难。 不过，谭恩美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华裔女性

与家庭的苦难上，她更在意华裔女性在种族和性

别上的双“他者”身份，指出她们不仅要反抗主流

社会的种族歧视，亦要与华人移民家庭内部存在

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意识作斗争，其艰难程

度可想而知。 谭恩美本人就身处这样尴尬的境地

当中，归根结底，她也不过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

的华裔女作家而已。 林英敏（Ａｍｙ Ｌｉｎｇ） １９９０ 年

在专著 《世界之间：华裔美国女作家》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ｌｄｓ： Ｗｏｍ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１９９０）中
介绍了黄玉雪、汤亭亭和谭恩美三代华裔女作家，
揭示了这些女作家如何在美国主流文化与家庭内

部的中华文化传统之间艰难抉择，在种族、性别和

政治多个维度中艰难地寻求自己的身份，这“深
刻地揭示了亚 ／华裔身份认同及文化书写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开启了后来亚 ／华裔女性反本质主义

文化身份批评的先河” ［８］。

二、谭恩美作品的国内研究状况分析
虽然，谭恩美也是中国国内研究者最早评介

的华裔作家之一，但是，由于国内对美国华裔文学

的关注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因此，整体地

看，国内对谭恩美小说的研究要晚于西方。 自

１９９０ 年，王立礼教授在《外国文学》（第 ６ 期）上刊

发了国内第一篇评价谭恩美的文章《谭爱梅的＜
喜幸俱乐部＞》，节译了谭爱梅（即谭恩美）的《喜
幸俱乐部》（即《喜福会》），国内便逐渐出现了专

门研究谭恩美小说的论著。 从查阅国内期刊网上

的论文资料来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间，关于谭恩美的研究论文即呈现出逐年

增加的趋势，而在 ２００３ 年，有关谭恩美作品研究

的论文就达到了 １９ 篇之多①，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１３
年，又出现了较多的以谭恩美作品为研究对象的

硕博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 ２ 篇，而相关的硕士论

文有 １９１ 篇②。 可见，谭恩美的作品越来越受到

国内华裔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学界对她的研究

也在逐步地加深。 概括地讲，国内的谭恩美研究

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归纳：一是综合性的研究，即
对谭恩美及其作品的总体性评价；二则是研究者

有针对性的从某个角度出发对谭氏的作品展开专

门的论述与研究。
在相关的综合性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张子清先生的一系列文章。 不论是早期的《美国

华裔小说初探》 ［９］ 还是后来的《与亚裔美国文学

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１０］，张子清先生总是

在梳理美国华裔文学发展脉络的过程中对谭恩美

及其作品进行介绍，同时，他也对谭恩美的创作风

格、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谭对整个美国华裔文学的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作出相应的评价。 可以说，这
些评介为之后的谭恩美研究奠定了基础。 与之类

似地有 ２００９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冰教授、王立

礼教授主编的论文集《华裔美国作家研究》 ［１１］，他
们亦是在对美国华裔作家、作品的整体评介中开

辟专门的章节对谭恩美及其作品进行讨论，分析

了谭氏的创作风格与特点。 而在 ２０１０ 年，金莉等

编著的《２０ 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 ［１２］ 一书中，
金莉更是将谭恩美纳入到了 ２０ 世纪美国女性文

学的大体系中进行讨论与分析，论述了谭恩美及

其作品在整个美国文坛上的地位与价值。 总的来

说，这些研究者都对谭氏的作品作出了积极的评

价，肯定了她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乃至整个美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
就专项研究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

有以下几种：
（一）文化研究

身为华人移民的后代，谭恩美受到了中美两

种文化的影响，这种“美国华裔”身份使谭恩美的

小说不可避免的兼具中美双重文化的特点。 国内

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将谭恩美小说中的母女关系

主题解读为中西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从种族地

位的角度出发分析华人移民家庭中母女之间的代

沟问题，而将两代人之间的和解视为两种异质文

化之间的对话与融合。 而且，由于自身的因素，研
究者更热衷于从小说文本中找寻年轻华裔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 如程爱民的文章《中美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 ［１３］

和陈爱敏的文章《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谭恩

６３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１ 卷

①

②

数据源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截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数据统计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的华裔文学参考书目（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美新作〈接骨师的女儿〉解读》 ［１４］，他们都认为母

女间的和解实质上是以女儿们为代表的美国文化

与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达成了相互理解

与包容，表达了作家消解东西方文化对立、促进文

化融合的美好愿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

家谭恩美本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而李军花、俞
宝红［１５］则运用霍尔流动的身份观，综合的分析了

谭恩美的全部五部小说，从母女关系入手，探寻谭

恩美本人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摇摆、选择，试图

在自身的“中国性”和“美国性”之间寻求某一平

衡点，以便让内在的中国血统与外在的美国现实

达成和谐，从根本上解决她所面临的身份困境。
（二）后殖民主义研究

在谭恩美小说中占据大量篇幅的“中国故

事”并没有完全地忠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而作

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又对中国采用了“他者化”的

策略，所以，谭恩美的“中国书写”存在着严重文

化误读与“东方主义”的色彩。 对此，国内的学者

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探讨了小说文本所具有的

后殖民性。 如陈爱敏认为谭恩美的中国故事不过

是作家“有意识地站在西方立场上，用白人的眼

光来‘看’自己的父母、前辈，‘审视’中国文化，竭
力向西方呈现东方人丑陋、落后的他者形象，来迎

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 ［１６］。 陆薇也指出，谭恩

美的小说是“为适应美国人口味而写的中国的故

事”，是 “东方主义刻板化的反复、 印证与深

化” ［１７］。
（三）女性主义研究

谭恩美一直关注华裔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
在小说中，她反复论述了华裔女性应当如何在男

权社会与白人社会的双重边缘寻找自己在两种文

化间的归属，以及她本人对自我身份的认证。 谭

恩美希望通过追寻母亲的中国记忆来探寻自己的

文化之根，确认个体生命的意义，最终证明生活在

美国的华裔，尤其是女性华裔群体，的文化主体身

份。 如肖腊梅的文章《是女性主义，不是东方主

义———论谭恩美小说中母亲的故事》 ［１８］ 便属此

类。 而且，自始至终，作家都没有回避传统中国社

会中存在的男尊女卑现象，以及女性社会地位低

下的事实，不过，其笔下的女性在遭受了苦难之后

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反抗，与个人的命运以及整

个社会相抗争。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

统女性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弱者的形象。 对此，白
颖就曾以谭恩美的《灶神之妻》为例，具体分析作

品中的中国传统女性和华裔女性移民如何“从沉

默到爆发，从压抑到释放”，最终打破隔阂、敞开

心扉，成为彼此生活和心灵上的依靠和支柱。［１９］

（四）叙事学研究

谭恩美小说的叙事技巧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

素之一。 对此，黄秀玲（Ｓａｕ⁃ｌｉｎｇ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ｏｎｇ）在
《“糖姐”：试论谭恩美现象》一文中早有论述，而
国内的研究者对此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
如马瑜曾在《论谭恩美＜喜福会＞的叙事艺术》 ［２０］

一文中运用现代叙事学理论对谭恩美的成名作

《喜福会》进行了个案分析，充分论证了谭恩美独

具匠心的叙事技巧成就了她传奇性的成功。 而谭

岸青［２１］则在论文中对谭恩美的四部讲述华裔母

女生活的小说进行了综合性地分析，指出作家运

用“讲古”的方式改写了华裔女性长期以来的失

语和沉默状态，从而实现对自身的文化身份的认

知和确立。 陆薇［２２］ 曾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

析《喜福会》中的沉默主题，指出沉默也是话语的

一部分，隐藏着两种文化、两种性别和两代人之间

的冲突，实质上也是一种再现自我的方式。
（五）中国神秘意象的运用

谭恩美小说中所采用的的诸多神秘意象，尤
其是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在具有历史真

实性的同时更多的是其艺术虚构性，它们往往被

视为表征中华文化愚昧落后的符号。 但是，在小

说中，作家将这些怪异、非理性的迷信现象视为运

用文学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媒介。 必须承认，这
些神秘的意象的运用的确增加了谭氏小说的文学

魅力。 对此，邹建军［２３］曾就《接骨师之女》展开过

个案研究，他重点探讨了其中存在的四类意象：算
命类意象、通灵类意象、冤鬼托梦类意象和汉子类

意象，指出这些神秘的东方意象既是日常生活的

真实写照，也是小说艺术真实的本质要求，它们体

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独立的艺术品质。 而

佘军［２４］也在论文中对谭恩美的中国意象书写表

示肯定。 他认为，谭氏小说中的中国意象徘徊在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之间，是一个土生华裔

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之上，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

发，对中华文化的某种理解与书写，因而具有很强

的问学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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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角度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生态批评的角度

去解读谭恩美的作品，如王立礼的文章《从生态批

评的角度重读谭恩美的三部作品》 ［２５］。 还有学者

从伦理学的角度切入，对谭恩美的作品进行相关的

研究，如邹建军的博士论文《“和”的正向与反向：
谭恩美长篇小说中伦理思想研究》 ［２６］。 当然，除此

之外还有其他的研究视角，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三、现有的谭恩美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文献综述的结果来看，国内外对谭恩美作

品的研究角度还是有区别的。 国外的研究者更多

关注的是作品本身和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２］。
而国内的研究者则主要从自身中国文化的立场出

发，重点挖掘小说文本所体现的华裔文化与美国

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以及作家对中国文

化的书写和表现方式，最终试图证明华裔的华族

身份，以及华族的历史和文化在这些人的身份认

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也有研究者从其

他角度对小说进行探讨，但是，正如上面的文献综

述所示，不论是从论文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后几

个视角的研究都较为逊色，也就是说，谭恩美小说

研究尚未脱离文化研究的窠臼。
具体到国内的谭恩美研究现状，总的来说，国

内研究者对谭恩美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

较丰硕的成果，但是，这其中仍然存在着有待补充

与完善的地方：
首先，就综合性研究方面而言，多数研究者是

在针对整个美国华裔文学或华裔女性作家群体的

研究中，设置单独的章节对谭恩美及其作品进行

介绍和分析，而专门针对谭氏作品的综合性学术

研究并不多见，戴凡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英文专著

《〈喜福会〉人物话语和思想表达方式：叙述学和

文体学分析》 ［２７］ 便是为数不多的、单纯的谭恩美

作品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者似乎更加关注

同为华裔女性作家的汤亭亭，并对其作品的思想

深度和艺术价值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例如，早
在 ２００１ 年，卫景宜就以汤亭亭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完成了博士论文《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

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 ［２８］。 其次，就专

项研究方面而言，研究者多会选择谭恩美的某一

部作品（其中以《喜福会》居多）进行论述，而将其

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系统分析的并不多见。 在中国

期刊网上搜索①，目前也就华中师范大学邹建军

的博士论文《“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

说中伦理思想研究》和南开大学于秀娟的博士论

文《反东方主义面具后的东方主义———谭恩美作

品叙事模式分析》 ［４］，以及上文提到的李军花、俞
宝红的论文《质疑、肯定、平衡的轮回与升华———
谭恩美身份寻求的轨迹》做到了这一点。 最后，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如上文所述，谭恩美小说中所

体现出的中美文化差异与冲突、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华裔的族裔性等问题都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方

面，究其根本，可能跟国内研究者对谭恩美小说，
乃至整个美国华裔文学，预设的前理解有关。 对

此，赵文书曾撰文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则把华

美文学（即美国华裔）的根扎在中国的文化土壤

之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寻找中国文化传统在华

裔美国人中的传承，其目的是文化的，可称之为

‘中国的民族主义’” ［２９］。

四、结语
总之，谭恩美的作品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越

来越多的关注，而研究者的视点已由最初的作品

外部的文化研究转向了作品本身的结构、艺术风

格等内部文学因素的深入探讨上。 在全球化的语

境下，研究者更是将美国华裔文学视为全球流散

书写的一个重要分支，认为它展现的是流散在美

国的华人及其后裔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对自我的

认知，这与世界上的其他流散群体的写作没有本

质上的区别，而谭氏作品亦属此类。 这种渐趋客

观的态度无疑有利于研究者重新发现谭恩美作品

的价值。 但是，考虑到美国华裔文学创作的特殊

情况，在谭恩美作品的研究中，华裔的族裔性问题

仍将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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