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第 % 期

&'()!"## *+,-./0+123+.456.478'3.+0+49/.: ;,<6.8<<=.6>8-<6(9!?+'6/0?'68.'8<@:6(6+." A+0B!$CD&)%

:+6!#!)EFGFHI)6<<.)#GJ!K"%F$)!"##)"%)""#%

多丽丝.莱辛的种族歧视思想
(((-野草在歌唱.的叙事裂缝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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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英国文学家多丽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一直被读者解读为反殖民主义和

反种族歧视的进步文本$ 但是#小说叙事中存在的三处裂缝#却暴露了作家的真实立场$ 透过

主观评论与客观描述的裂缝*偶像之建构与解构的裂缝和白人女性玛丽形象的裂缝#我们能发

现莱辛的立场是宣扬种族歧视的#由于她出身白人殖民统治者阶层#她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打上

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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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7莱辛笔耕不

辍!多年来发表了十多部$篇%中长篇小说!且有

大量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作品问世!是一

个多产作家" 因为+其将自己的怀疑!激情以及

幻想投入在对分裂的文明的审视上, !!""J 年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 迄今为止!她尝试了多种文体

写作!试验了多种文学风格!创作题材丰富多变!

加上她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她毫无悬念地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处女作)野草在歌唱*

于 #F%" 年发表后就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欢

迎和一致好评!奠定了她在当代世界文坛的重要

地位" 在获诺奖后的采访中!作家仍坦言她对这

部作品的喜爱#+我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

仍然具有活力",

.#/读者和评论者一向认为这部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殖民地土著人的苦难生活!尤

其是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成功的黑人摩西的形

象!表达了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

+早在 #F%G 年!王蕾先生就翻译了 )野草在歌

唱*" 这是由于)野草在歌唱*被视为第三世界国

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典范之作!并且当

时的苏联政府对莱辛的政治信仰颇为欣赏",

.!/

+小说也的确写了殖民主义的罪恶&种族歧视的

事实&2穷白人-的生存不易与2女性-生存境况的

艰难等等",

.E/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莱辛在小说

中以充满人道的理解和同情!把黑人视作和白人

一样具有爱憎感情的人来描写" 而在以前一些以

非洲为题材的小说中!黑人大多被丑化成懒惰愚

昧&听任宰割的可怜虫" 摩西的形象在小说中没

有被简单地面具化!虽然莱辛没有像描写玛丽那

样描写他的心理活动!但是他的言语举止使我们

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完整地看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

黑人",

.X/序言作品的确提供了这样解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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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与以往文本中的殖民地

黑人不同的形象!他似乎是正面积极的黑人形象!

有正义感的读者因为莱辛背弃自己的殖民统治阶

层!转为殖民地人民说话感到由衷的高兴!欧洲读

者也因为她提供了真实的非洲景象而激动!在大

家一致为莱辛的勇敢叫好!并为她的成功欢呼的

时候!并没有人去深究文本隐藏着的完全不同的

文化意义和政治无意识"

固然!作品中处处都是为黑人鸣不平的声音!

作家对于种族歧视制度的揭示和愤慨也溢于言

表!她貌似真诚地从态度上表达了一种要把黑人

当人的人道情怀" 但是!海德格尔对+所处位置,

的重视!多少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作为一个从

小就在非洲长大的白人!她的生活中时刻充斥着

种族歧视的文化氛围" 也许她真诚地打算严厉审

视并否定种族歧视制度!但她却无力在殖民主义

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支持下!反过来反对自己赖以

生存并形成思想的基础" 正如她的创作所遭遇的

另一个悖论#她曾在多部作品中质疑语言的可靠

性!最终却不得不承认!由于对语言的反抗必须依

靠语言的支持!这种反抗注定是失败的" 虽然她

公开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的人道立场!但是文本却

真实地暴露了她对种族歧视的宣扬" 通过研究

)野草在歌唱*文本!我在这部小说中发现了三处

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裂缝" 透过这三处叙事裂

缝!我们能更真实地认清莱辛的殖民主义立场和

她对种族歧视观念的维护"

一%主观评论与客观描述的裂缝

从叙事学角度说!这部小说属于传统的第三

人称叙事" 第三人称叙事又称为全知叙事!其特

点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

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

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不同地方同时发

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

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 在全知叙述中!不

少作者常常通过叙述者之口对人物&事件&甚至自

己的当下创作发表公开评论" 如果第三人称叙事

再配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风格!那么这样的评

论一般拥有绝对可信性!除非全知叙述者将自己

或多或少地+个性化,或人物化时!这种可信性才

会被削弱" 翻开)野草在歌唱*!读者随处都能看

到作家不加掩饰地发表的关于种族歧视的言论!

态度激烈!以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说出!给读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国各地的人们一定都看了一下这一段标题

触目惊心的报道#都未免感到有些气愤$ 气愤之

中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

法得到了证实#就好像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

生了$ 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
%%

*谋杀或是强奸罪
%%%%%%%

#

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

&X'#

是的#他是无足轻重的#他是个黑人#一有机

会就要偷窃
%%

*强奸或是谋杀
%%%%%%

#一辈子也改不了这种

本性$

&X'!"

小说中类似的评论与语气俯拾即是"

这些明显的嘲讽!似乎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

者的对种族歧视的质疑!读者通过这些信息得出

的判断是#作家的立场是反对种族歧视" 除此之

外!作家也扔给读者一个期待#作品中将会不带偏

见地写出一个真实的殖民地黑人!他具有白人具

有的所有优点!没有种族歧视制度的偏见强加于

黑人的种种缺点" 这个真实的殖民地黑人就是

摩西"

作家直接发出的评论!不仅会留给读者深刻

的印象!而且会影响读者的情感倾向与道德判断"

但是!如果这些评论与文本叙述者的立场相悖!其

信用就应当受到置疑或者否定" +确实如此!大

多数非常可信的叙述者喜欢作大量附带的冷嘲热

讽!因而!就其存在着潜在的欺骗而言!他们是

2不可信的-",

.G/

莱辛的这部小说以平静而不动声色的叙事!

给读者留下一种客观真实的阅读感受" 尽管叙事

人主要是从玛丽的角度进行叙事!但她明显不是

玛丽的代言人!叙述者这种看似超然于人物之外

的叙事技巧!使她成为+可靠的叙事者," 文本清

楚地表明!在黑人男仆与白人女主人的关系中!是

黑人摩西在掌握着白人玛丽!他利用玛丽对他的

恐惧心理!任意而傲慢地摆布她" 读者看到的摩

西是一个城府很深!工于心计的强者!而且有一点

强者的无赖#在玛丽急需一个精神支柱以活下去

时!他适时地占据了她的心灵" 从这里!我们能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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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出作家对黑人摩西的真实评价#卑鄙下流"

她的面色显得那么可怜#一双眼睛像是两个

痛苦的窟窿$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弄不懂$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 我并不是有意叫它发生

的$ 可是他始终不走
%%%%

#他始终不走
%%%%%

$,

&X'!"!

这时他!指托尼$ 本文作者注$"觉得身后有

什么动静#便立刻转过身去#只见那个佣人摩西站

在门口望着他们俩#脸色极其恶毒
%%%%%%

$

&X'!"!

上面的引文中!玛丽说+我并不是有意,!从

前面她种种精神上的失常与紊乱现象看!读者会

相信她的行为是不由自主的!是无意的(而+他始

终不走,这句话重复了三次!给人一个深刻的印

象#摩西是有意的" 从玛丽一向的精神状态看!她

不会撒谎" 因此!悲剧之所以发生都是摩西故意

为之" 而且!在托尼这个刚到非洲不久!满怀种族

平等的正义感情的青年眼中!黑人摩西的+脸色

极其恶毒,!而且他觉得摩西恶毒的感受在后文

中多次出现" 当读者想到托尼对种族歧视的深深

反感时!就会相信他对摩西的感觉是公正的!客观

的!他不会先入为主地对摩西产生恶感" 因此!作

家又一次巧妙地表达了她的种族观#白人优越!黑

人卑鄙"

他一直对玛丽很和善!没有谴责过她" 突然

之间!她发现自己心里老是想着他!怎么也摆脱不

掉他的形象" 他会搭救她的8 她要等着他回来 "

她站在门口!俯瞰着那一片干枯凋萎的草原" 他

一定在树林里的什么地方等待着(而那个年轻小

伙子一定在草原上的什么地方!天黑以前就会来

救她"

.X/ !#X

$引文中的重点号为作品原有"%

这段引文很明白地表达了一个意思#玛丽不

幸落入了摩西的手中!必须有人来搭救她出去"

当然后面的叙事也印证了玛丽的这一预感" 实际

上!搭救一词在玛丽的心理上更多地并不指肉身

的危险!她更想暗示精神上的危机需要搭救" 那

么!读者曾经认为是摩西把玛丽从精神崩溃的边

缘拯救出来!现在看来!这种感觉完全错误" 摩西

不是玛丽的精神救主!而是她的精神杀手"

她想#她得独自走完人生的道路$ 这是她必

须吸取的一个教训$ 如果她早就吸取了这个教

训#那她现在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不会第二次表现

出意志薄弱# 去 依 赖 一 个 不 值 得 信 任
% % % % %

的

人了$

&X' !#J

+不值得信任的人,!不用明说!读者也知道

是指摩西" 因此!摩西的本质!就此确定" 实际

上!这种对非洲土著黑人不动声色的妖魔化方法!

与让人一眼看穿的妖魔化手法相比!更加高明!也

更加有效"

作品的公开表态与客观叙事存在巨大的裂

缝!这使作家的真正立场暴露无遗" 虽然莱辛高

调宣示反对种族歧视!然而作品本身的叙事!使细

心的读者体会到!作家公开表明的态度!和她通过

人物塑造所传达出来的态度是完全不一致的" 这

暗合了一个叙事学上的悖论#滑稽模仿具有被指

认为真诚叙事的危险" 因此!莱辛的冷嘲热讽可

能是真诚叙事" 她通过冷嘲热讽暗示读者!土著

黑人并非像白人想象的那样坏(她又通过细致的

叙事向读者证实!黑人的确象白人想象的那样坏"

+假如玛丽7特纳的叙述终极目的是死亡!以示

对她的异端进行惩罚!那么摩西的叙述终极目的

就是谋杀者!以实现他的本质",

.J/

+摩西的个性

和谋杀动机都令人费解" 66摩西从善良的教会

男孩到谋杀者!其间的跳跃不能让人信服!叙事发

展没有证明这一行为的正当性",

.$/由此可知!作

者是在宣扬种族歧视的合理性!而不是在批判种

族歧视的非人道非正义"

二%偶像之建构与解构间的裂缝

小说中!为了把摩西塑造为一个与众不同的

黑人形象!以达到对以往西方文艺作品对黑人妖

魔化处理的一种反拨!作者故意明显拔高了摩西

的形象" 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丑陋&懒惰&无赖的黑

人!而是一个能干&勤劳&善良的黑人" 他对玛丽

的不幸深表同情!宽恕了玛丽以前对自己的粗暴

和残忍!这些行为体现了基督似的仁慈之爱!使他

显得象精神教父一样伟大"

+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了$,

&X'#X$

+他很干净#做事也主动
%%

$ 在我那些雇工中#

他是最好
%%

的一个$,

&X' #XF

+像他一样出身的人#我只碰到过他一个正
%

派
%

的$,

&X' #GX

这是玛丽的丈夫迪克7特纳对摩西的评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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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能干与聪明!是作品中所有人物公认的"

虽然对他+正派,的评价!仅此一处!但迪克本身

的道德品质为他的评价作了可靠性担保" 其他白

人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观!迪克虽然经营农场不

善!却是一个正直的白人农场主!而且对殖民地黑

人民工!除了当作必须依靠的发财工具外!他也怀

有更仁慈的关心" 这也反过来解释了!在迪克身

患重病卧床不起时!他是出于忠心!自愿留下来守

候在主人的病房外!义务帮助无助的女主人照顾

迪克!而不是象如玛丽所+期望,的那样!对她心

怀不轨"

在与玛丽的关系中!摩西是一个矛盾的形象"

从叙述的内容来看!客观上!摩西一直在精神上安

慰玛丽!在家务事上从不要玛丽操心!担任了玛丽

的精神导师和救世者角色" 不过!在玛丽的心中!

他虽然是精神依靠!却也是心理深处的不断重复

的噩梦" 从他走进家门为她做家仆开始!玛丽始

终对他心怀恐惧" 这是因为他们初次相逢时!她

对摩西不公正的鞭打" 在后来的相处中!她直觉

地感到摩西身上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

她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惧" 他的能干!他的聪明!他

的见识!都对她构成了深深的威胁" 她害怕摩西

的报复" 但后来的事实说明!摩西非但没有报复

她!反而在她精神濒临崩溃时给了她最坚定的理

解和支持!他以慈父般的关怀使玛丽已然枯萎的

生命之花再度焕发生机" 其他仆人都因玛丽的苛

刻和神经质而辞职不干!摩西在了解了玛丽的真

实困境后!却毅然留下来" 他是一个放弃正当复

仇要求!反而对仇人以德报怨的黑人男性!从人性

上说!他远比乘人之危想鲸吞他们农场的白人男

性查理5 斯特莱道德高尚(同时!他对艰难人生坚

忍顽强的忍耐!对玛丽生存之痛的理解和安慰!与

玛丽的丈夫白人男性迪克7特纳懦弱无能相比!

更够得上男子汉的形象"

此外!摩西与一般殖民地黑人不同!他有自尊

心!有一定的文化!懂得反思自我的身份和地位的

不公平!要求女主人把他当+人,尊重!更难能可

贵的是!他宽容!慈爱!以德报怨" 这与以往文艺

作品中黑人要么穷凶极恶!要么卑琐懦弱!要么阴

险狡诈的形象大相径庭" 从某种程度上讲!无论

是体格还是精神!无论讲能力还是道德!他不仅是

黑人中的佼佼者!即使站在白人中!也是很出色

的" 但正因为此!他可以是英国人!可以是法国

人!可以是任何人!却恰恰不可能是黑人"

那么!摩西是谁5

摩西这一名字!最早出现在典籍)圣经*之

)出埃及记*中" 他是一个犹太人英雄!带领广大

被埃及人奴役的犹太人走出埃及!因而他象征的

是苦难生活的解救者与精神困惑时的带路人" 在

)野草在歌唱*中!莱辛解构了摩西的解救者意

象#玛丽的悲剧说明摩西不仅救不了白人!相反会

陷白人于地狱"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整

个欧洲大陆造成了极大的物质破坏和人员伤亡!

欧洲人民经受了极度的精神痛苦!西方中心价值

观有所动摇!知识分子纷纷为精神的迷乱寻找良

方!一度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文明!其中

包括非洲文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莱辛写作

了)野草在歌唱*!否定了向东方古老文明寻求精

神解救良方的可能性"

)野草在歌唱*中摩西的身份是一个谜" 他

来自何方5 经历过什么5 性格和爱好是什么5 家

庭背景是什么样的5 这一切!作家都没有明确地

告诉我们" +好长时间我都为摩西的形象塑造感

到遗憾!因为他更主要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

物" 66但现在我又改变看法了" 我认为那是描

写摩西的正确方法!因为如果我把他塑造得更个

性化一些!就会破坏这部作品的平衡",

.F/这说明

作家是特意把摩西处理成一个隐喻性存在!而不

是真实性存在" 就连摩西这个名字本身!都是可

疑的!不能说明他的身份" +他的名字!当然来源

于白人本身",

.#"/在小说中!他始终是一个被白人

审视&比较并表述的他者形象!失去了主体性!也

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形象应有的全部意义#他者永

远在主体的对面!他者永远只是镜子" +现在!存

在者被放在人面前!像是客体的和可以被支配

的",

.##/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

述",

.#!/作家通过摩西这一形象!为白人种族树立

了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当然镜子中反映出来

的还是白人"

小说曾指出!白人不相信黑人能拥有白人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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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 小说通过+否定之否定,!隐晦地肯定了这

一命题#首先!把+白人的,德行$敢作敢当%赋予

了+黑人,!否定了白人的判断(然后命名这个黑

人为+摩西,!一个典型的白人名字!否定他的黑

人身份" 因为没有任何命名行为是无政治意义

的!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来说!命名等于身份!

+所指物及其表达$能指%被看作是直接相关联

的(话语功能只限定在现实的表达面内",

.#E/但在

莱辛的小说中!这一能指与所指之间出现了无法

弥合的裂缝!结果只能以否定其中一项来达成真

正的理解" 而否定其中任何一项都构成了对摩西

黑人偶像的直接解构" 因此!无论摩西的形象有

多高大!他都是一个被抽空了真实内容的象征!加

在他身上的一切美德都是无根的!这就间接否定

了在他身上存在美德的可能性" 甚至!他的形象

越是高大!对黑人的讽刺就越辛辣" 莱辛以摩西

毁灭他人同时也毁灭自己的行为结束了整篇小

说!隐喻地告诉所有世人!想依靠黑人走出精神困

境!不仅不可能!还会导致更大的悲剧" 莱辛认

为!在西方社会陷于精神迷茫的歧路时!试图从东

方思想中寻找救世良方注定只能是失败的闹剧"

由此可知!摩西形象内含对自身的解构" 通

过这些处理!摩西形象与黑人偶像之间产生了无

法弥合的裂缝" 透过这一裂缝!我们能够发现作

家创作中深藏的种族歧视观!她的根深蒂固的白

人优越观"

三%玛丽形象之叙事分裂

)野草在歌唱*中!虽然人物众多!但最着力

刻画的形象是玛丽" 玛丽是一个生长在殖民地的

白人女性!家境贫困!甚至和富裕的黑人家庭差不

多" 但是出于白人优越的血统论!在非洲殖民地!

玛丽及其家人都感到他们高黑人一等" 这样!他

们实际上生活在一种精神矛盾中#面对白人!他们

感到无比自卑!面对黑人!他们又感到极度自豪"

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又是他们

人生中的另一悖论!而且这双重悖论一直伴随玛

丽一生" 正是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的生存方式!

使玛丽从精神到肉体都显得变态" 她不能正常恋

爱结婚!最后出于舆论压力和迪克匆匆结婚(她不

能正视自己的处境!面对白人女性主动提供的友

好支持和帮助!她报以最无礼的傲慢和轻蔑(面对

地位比自己低贱得多的黑人仆人!她百般挑剔!发

泄内心的不满和压抑!并在黑人仆人无奈的服从

中获得病态的心理满足" 这是一个有着严重心理

疾患的白人女性!无论作家如何使用各种心理描

写手法让读者走入玛丽的内心世界!从而对她产

生深深的同情!但是自始至终!作家本人对玛丽的

态度却是冷漠的!甚或是鄙视的$颇有一点怒其

不争的感觉58%"

尽管玛丽不可爱!但她却道德高尚" 然而叙

述者对她的态度是又讨厌!又同情(读者对她的态

度同样是又讨厌又同情!只有摩西!作者一心塑造

+真实的,黑人偶像对玛丽着了迷!最后甚至为她

犯罪"

小说开始就展现了玛丽尸体的令人讨厌!比

如饿狗舔尸!尸身的委琐!令人厌恶的恶臭等!塑

造了一个令人极度厌恶的女性形象" 然后!通过

描述玛丽一系列神经质的&可怜&可叹&可恨又可

恶的行为!强化了读者对她的讨厌感" 最后!作者

交代了玛丽的出身环境!解释了玛丽现在的状况

事出有因!因此!就在这里!莱辛高明地玩了一个

叙事技巧!偷换了种族伤害的施者与受者#种族歧

视的真正受害者倒成了白人而不是黑人" 因为玛

丽受过教育!能够感受到处境的不幸!因而!她的

身心双重困境更激起了同样受过教育的读者的同

情" 相反!真正遭受种族歧视最大伤害的黑人妇

女!在莱辛的笔下却是一群无知无识的动物#迪克

家庄上的黑人妇女们都很愚蠢!对自己的处境浑

然不觉!她们抚摸玛丽的商品时的表情!把她们的

无知和愚蠢显露无遗" 不过!尽管玛丽可能激起

读者对她的同情!却决不会激起读者对她的爱"

然而在莱辛的笔下!最优秀的黑人男性摩西却对

她爱得死心塌地!最后为她葬送了自己的人生"

仅从男女两性的角色上看!摩西极富男性魅力!而

玛丽则没有一点女人味" 最优秀的黑人男性爱上

最糟糕的白人女性!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情节设

计5 难道只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5 不!这其中

自然包含了作家的种族观和价值判断"

玛丽是一个精神脆弱的女性!但是!她拥有白

人最引以为豪的美德#诚实" 她尽管对黑人苛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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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但她不屑于撒谎" 即使在她精神面临崩溃

的边缘时!她也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即使对迪克!

她在精神上也从不妥协" 因此!玛丽临死前对摩

西的控诉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证言" 因为无论何

人!其无意识的意识流动应当是最真实的心理状

态!所以玛丽临死前的意识流可视为她最真实的

感受" 从莱辛的多部作品和她的自传中我们知

道!她对弗洛伊德&荣格&兰恩等心理分析学说非

常信服!并且在后来的多部作品中直接宣扬了这

些心理学说!如)简述下地狱*和)南船星系的老

人星座#档案*系列小说" 因此!她有意识地在

)野草在歌唱*中使用意识流手法!明白并期待

)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意识流描写具有特定的

意义和效果"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弄不懂$ 为什么

会发生这一切呢/ 我并不是有意叫它发生的$ 可

是他始终不走#他始终不走$,

&X' !"!

+她想#她得独自走完人生的道路$ 这是她

必须吸取的一个教训$ 如果她早就吸取了这个教

训#那她现在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不会第二次表现

出意 志 薄 弱# 去 依 赖 一 个 不 值 得 信 任 的

人了$,

&X' !#J

但是!同样可信的还有作为文本基础的大量

事实描述!而这些事实描述却与玛丽的意识流相

矛盾!这就造成了玛丽的形象裂缝" 审视玛丽和

摩西的关系!如果真有所谓引诱和被引诱的角色!

那么!充当引诱者的应当是玛丽" 从她的童年时

代起!因为她感觉到的父亲的性引诱$父亲对年

幼的玛丽性引诱与否!读者无从得知%!使她对一

切男性产生了怀疑!似乎所有的男性都对她有

+性,趣!所以!偶然间摩西冲澡时裸露的后背!也

被她当作性引诱信号解读" 而迪克生病时摩西主

动要求留下来照顾!也被玛丽当成了摩西心怀不

轨" 文本事实是玛丽因为害怕迪克埋怨而一再恳

求摩西留下来!最后却被玛丽表达为是摩西+始

终不走,"

在阅读)野草在歌唱*过程中!作为读者!我

们被玛丽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深深打动!既使她不

可爱!她依然是可怜的!她始终牵动着我们的心!

使我们为她不幸的命运而长久叹息" 正是作家的

不动声色看似冷静的叙述!让我们完全放松了警

惕!接受了作家无声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玛丽很

可怜!作为白人!她更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自

然!就文本的叙述而言!我们完全认可这种说法!

把玛丽当作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当故事的发生地是在殖民地!而且当时尚有

许多殖民地人民正处于白人的残酷剥削下!正处

于水深火热的生存斗争中时(当另一个当事

人'''他应该承担种族歧视的最严重后果!黑人

摩西的痛苦被完全漠视!以至于他和他所代表的

人民与文明完全成为一个装饰玛丽悲剧的背景

时(当白人的痛苦被无限扩大!黑人的痛苦被无限

缩小时!我们对作家文本中显眼张贴的+反种族

歧视,标签不会产生怀疑吗58

透过玛丽形象的裂缝!读者能感觉到作者对

玛丽过分的宽容与同情" 本来已经极度厌倦生

活!多次在精神上慢性自杀的玛丽!在临死前的意

识流里回味了自己一生的美好时光!心中燃起了

对开始新生活的渴望!对天边一缕美丽霞光的无

限留念!却被摩西邪恶的双手戛然结束了生命!颇

有欧7亨利式结尾的力量!直接代表白人有力地

控诉了黑人对白人生命权的肆意践踏和粗暴剥

夺" 读者在同情玛丽的时候!其判断是非的立场

也在不经意间转到了白人立场!而深切痛恨摩西

的残忍和罪恶" 但这是对黑人的严重不公与歪

曲!它雄辩地说明了莱辛的殖民主义者立场和种

族歧视观"

四%结语

莱辛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许多都

来源于她在非洲的生活经历'''她生于伊朗!长

于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 她关注自己童年

的记忆和她所深深介入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她的

写作总是和文化冲突&种族不平等和个体人格中

对立因素的撞击有关" 在)野草在歌唱*中!我们

几乎可以从玛丽的整个一生看出当初作者自身所

处的环境#物质上贫穷得和土人没区别!但心理上

却高贵得需土人仰视" 自小就被教导土著黑人是

下流的!必须与土著黑人在一切方面都区分开来!

隔离开来" 玛丽所受的教育事实上就是作家在非

洲时所受的教育!这种充斥于所有时空的种族歧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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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教育!对作家的人生观与种族观有着深刻的

影响!虽然她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认识到了事情

的真相!也相当真诚地清算自己的种族歧视观点!

但是!这种深深地浸入她血液的种族观!已经不是

她想清除就能清除得了的!它如此牢固地盘锯于

她的大脑中!已经成为她无意识的一部分" 更何

况!她始终没忘记自己的白人身份#非洲的殖民主

阶层" 正如萨义德所说!+66如果我们相信人

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

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

联系!那么!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

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着重符

号原著作者加"%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

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

是具体的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

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 它曾经意味着

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

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

的强国",

.#X/早有论者注意到!+莱辛打算在)暴

力的孩子*中对南罗德西亚进行寓言化叙事!暗

示了她希望制造一个面具!以美化或虚构英国帝

国主义在非洲的经济和文化现实",

.#%/

在)野草在歌唱*中!作者毫不掩饰地以嘲讽

的口吻发表自己对于非洲殖民地种族歧视政策的

评论!似乎立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于种族歧视

的批判态度!但是!这只是一种写作上的政治策

略!是为了赢得读者而故意表露的符合读者期待

视野的人道立场" 而且!她成功了!她赢得了读者

的赞誉!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作家传达了一种伟大

的反种族歧视的正义立场!认为作品中的摩西是

一个正面的黑人形象!一反此前欧洲作家对非洲

土著黑人的反面描写!为非洲黑人们树立了好的

文学形象" 事实正好与之相反!莱辛的根本立场

并不是反对种族歧视!宣扬了种族歧视和合理性"

+如在以前的全部历史中一样!作为胜利者而出

现的人!无论是谁!都仍然参与今天的统治者在其

受害者匍匐的身体上行进的凯旋行列",

.#G/如果

说)野草在歌唱*中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宣

扬还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面具下进

行!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一件正义的外衣!那么在后

来系列+太空小说,)南船星系的老人星座#档案*

中!莱辛通过对殖民主义者的美化和神化!赤裸裸

地表达了殖民主义诉求!公开宣扬了种族歧视的

合理性与必要性!早有评论者指出!+对于读者来

说!最困难的是接受这样的思想#殖民主义是真正

善良的种族关系!而且假如真的善良!它也是最好

的一种种族关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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