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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科幻小说家奥克塔维娅0巴特勒的,家族-融科学幻想小说$新奴隶叙事与

历史书写小说于一炉"以穿越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奴隶制的罪恶"引发对美国现实种族关

系$两性关系的思考&小说通过新奴隶叙事的形式再现了不可再现之过去"通过科幻小说的

形式言说了黑人无法言说之创痛&其历史书写隐喻着美国黑人和白人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和

共生关系这一美国国族寓言&,家族-表明"黑白血脉相连"其历史经历交织"黑白的许多经历

是共同体验的结果&为了避免历史重演"黑人和白人必须在历史记忆和重访过去中了解历史

真相"并对美国当下语境下自由的概念和美国黑人乃至美国整个国族的整体命运加以关注

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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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阿什拉夫3拉什迪在谈及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时主张%非裔美国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特征之一是重

写!L./@NLK+KI@>"%在这种叙述中%#当前总是被置于历史虽清晰可辨却被消音灭迹的背景中$

+!,#

%并通

过家族关系再现&重写叙事通常是返回奴隶制经历的创伤原址
+!,77

%而后殖民作家经常返回与殖民*后

殖民和<或后独立阶段相联系的创伤原址&后殖民作家认为庙堂历史留有空白或失实%因而有必要重

写历史
+$,

&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奥克塔维娅3巴特勒!;>I.G@.]HI/+-"就是通过虚构的形式重写历史失实

部分而填补空白的科幻小说家%其文学文本也是文化记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巴特勒是美国家喻户晓的非裔科幻小说家&她以特殊的种族和性别视角关注歧视及歧视与社会

权力结构的关系%在科幻小说家中获得了独特的地位&其小说以扣人心弦的笔触%以#陌生化$的手法%

通过描述过去和未来*异化*人类关系与社会变迁等向人们展示当前人类所关注*沉迷或恐惧的问题&

她把科幻的形式运作与历史批判和变革挂钩%赋予科幻小说以政治隐喻%引发读者反思人们习以为常

的观点和态度&但是%国内研究者对其小说鲜有问津%与她在美国获得的文学声誉格格不入&

巴特勒的科幻小说/家族0讲述了!719年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当代非裔美国知识女性达娜穿越时

空回到其祖辈种植园的故事&每当她的白人祖先卢夫斯3韦林身陷险境%达娜就被迫穿越时空回到战

前的马里兰%多次挽救卢夫斯和女祖爱丽丝的生命&达娜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重返现

实&她发现自己必须安排奴隶主卢夫斯强奸一个自由黑人女性以确保自己的出生&达娜被卢夫斯当成

了奴隶%在两种选择中进退两难'接受卢夫斯和历史的要求并保存自己的家族历史渊源%还是冒自己

永远没有机会出生之险拒绝这些要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引领着读者穿越蓄奴制历史的重重迷

雾%让达娜和读者在其中体验蓄奴制的残暴和对黑人心理的塑形&历史事件魂牵梦绕%不可抗拒地让达娜

身陷这种两难选择&在达娜曾祖母哈加尔出生后%达娜因反抗卢夫斯的强奸行为杀死了他并永远地回到

现实%但也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左臂%留下了历史的烙印&达娜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使事件和记忆*事件

和再现*现实和文本在回旋中实现了传统小说难以达到的张力&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对现实的模仿%从边

缘群体的立场审视再现#模糊了虚构和历史的界限$

+6,!!6

%再现不可再现的历史%言说不可言说之过去%表

现了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张力%是非裔美国人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新奴隶叙事中的历史书写!再现不可再现之历史

/家族0发表于!717年%正值人们对如何再现非裔美国历史激烈争论了$%年的尾声&在$%世纪9%年

代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等草根作品的推动下%美国学者#开始领会%-历史.不仅是由

国家御用权力所编撰%而且是由那些没有明显体制性权力的人所写$

+","

%这使人们开始看到#美国$实

际上是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人们不断互相作用协商谈判且流动不居的产物&随着非裔知识分子在

学术界日益活跃%对美国历史的研究日益成为对非裔美国历史的研究%新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奴隶叙

事和记事%提供了历史记忆素材&在这种文化审视背景下%官方历史当然不会是仅有的或主要的记载&

关于美国蓄奴史%#宏大叙事$的官方历史历来争议纷呈%因其不可再现性被模糊化或美化&如南

方黑人史学代表菲利普斯!\/-@>C ])YC@//@LK"在其所著黑奴史/美国黑人奴隶制0中%公然竭力为蓄奴

制辩护%认为黑人从黑奴制中获得文明驯化与福祉%是白人仁爱家长制的受益者
+3,!3"

&巴特勒借达娜

之口%也提到了为奴隶制辩护的史学家德博%他认为#奴隶制是好的%因为它使穷白人找到了可以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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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9,!"%

&黑人史学家则通过记录黑奴起义等事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反驳&同样对此观点进行反驳

的%则是代表着小写历史的奴隶叙事与新奴隶叙事&

从历史范畴而言%!#93年以前#有关黑人被奴役的书面或口头证言$

+1,a88

被称作奴隶叙事&奴隶叙

事以叙述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揭露了蓄奴制的惨绝人寰与灭绝人性%力图唤起白人的良知&巴特勒

是现代作家%虽无法以第一人称形式感同身受蓄奴制的罪恶%但她#套用南北战争之前奴隶叙述的形

式*文本惯例和第一人称叙述$以#将蓄奴制再现为具有深远文化含义的历史现象$

+#,

%其叙述符合新

奴隶叙事%即#带有口述残余的%关于从奴役逃往自由的现代叙述$

+7,$#7

%#现当代以描绘新世界蓄奴制

经历及其影响为主的虚构作品$

+!%,366

&在一次访谈中%巴特勒曾经提到为了构思/家族0%她读了许多

奴隶叙事%然而她必须把奴隶所遭受的暴力稀释%否则没人愿意读这部小说
+!%,"71

&但是%如果剥去/家

族0历史书写元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外壳%其主题显然遵循着#识字A身份A自由$的模式
+!!,#27

&

巴特勒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把蓄奴史中奴隶制度的罪恶具象化%为当代人展示了奴隶生活惊心动

魄的全景画'奴隶买售*生活起居*婚典仪式*工作分工*奖惩处罚*奴隶繁衍*秘密宗教集会)十九世纪

奴隶日常生活状况'卫生状况低劣*医药水平落后及奴隶缺乏营养)#成群的年轻白人在奴隶中间趾高

气扬地维持秩序%巡逻队是三 ^党的前身$

+9,66

)女奴萨拉的6个儿子都被奴隶主韦林卖到别的庄园而

骨肉分离%因为女儿凯丽是哑巴不值钱%萨拉才有幸能和女儿在一起)萨拉为了能保留住这个唯一的

女儿不得不扮演着对白人俯首帖耳的嬷嬷)奴隶们被剥夺了读书写字的权利%达娜因教一个小奴隶识

字遭到鞭打)奴隶话语权也有限%一个奴隶因顶嘴遭到奴隶主汤姆3韦林的鞭打)奴隶主给奴隶戴上手

铐项圈用铁索绑成一队去售卖&这表明%蓄奴制绝不是如菲利普斯所描绘的那样是对奴隶的文明驯

化%恰恰相反%奴隶主通过野蛮的方式阻止奴隶获得文明的驯化%进而阻止奴隶获得身份和话语权&

巴特勒用虚构小说的形式具象化了女奴的苦难%展示了女黑奴被奴役*被鞭挞*被强奸的奴隶制

历史&巴特勒笔下的女奴们有的因被奴隶主觊觎遭受爱人被摧残贩卖的痛苦!如爱丽丝"%有的被奴隶

主始乱终弃转卖给别的奴隶主!如苔丝"%有的因孩子被卖掉而遭受骨肉分离!如萨拉"%有的因奴隶

主的死亡被分散卖掉%夫离子散&女奴们无法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没有合法的家庭%也没有法律上

属于自己的儿女&奴隶主只是把女奴们当作他们发泄的工具%可以像衣服一样随意扔掉或转赠*转卖%

连他们和女奴们生养的子女也会被当作奴隶和商品卖掉&作者并没有孤立地审视奴隶制对单个个体

的影响%而是把蓄奴制置于家族网络之中%探讨其对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美国国族的影响%并进而再现

美国黑人生活对社会的影响&

但是%巴特勒再现历史的手段恰恰是展示蓄奴制残酷历史的不可再现性和奴隶所受痛苦的不可

言说性&如在第二次穿越回奴隶制时代时%达娜藏在灌木丛里目睹了巡逻者对黑人实施鞭刑的场景&

作者并没有具体描写奴隶主怎样鞭打奴隶%只是通过痛苦的喊叫*不规则的呼吸和黑人的汗味再现殴

打奴隶的残暴行为&小说对爱丽丝被鞭笞和艾萨克被割耳朵也并没有进行详细的现场描述%只是通过

别人只言片语的回答和受害人爱丽丝心有余悸地回忆被狗撕咬*被拖在马后奔跑的场景唤起人们对

奴隶制惨不忍睹暴行的感同身受&后来达娜也经历了同样的暴力%从被拳打脚踢到强奸未遂%历史在

达娜身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是%作者也并没有详细描述奴隶主如何鞭打达娜%而是描述了在企图

逃跑失败后%达娜受到的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疼痛&达娜在事后开始思索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时说道%

#卢夫斯代表的历史是更尖锐*更强大的现实44如果不满足卢夫斯的要求%他会轻而易举地杀死我%

那是险恶而强大的现实%那是温柔舒适*豪华奢侈的当代生活难以体验到的$

+9,!7!

&在此%作者表明%蓄

奴制对奴隶的残暴行径恶劣到无法描绘%而蓄奴制惨无人道的历史是不可再现的&达娜将奴隶制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相比较%认为#德国人在几年的时间里试图去做美国人干了两百年的事情$

+9,$%!

&

/家族0所再现的蓄奴制历史%是白人男性对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压迫史%同时也是黑人的反抗

史%黑人定义自身*寻求身份和自由的历史%更是黑人惺惺相惜*互相帮助的历史&他们虽然遭受着骨

肉分离和被当作会说话牲口的痛苦%却能从共同的苦痛中寻求联合的力量&达娜的女祖爱丽丝虽身陷

卢夫斯爱的囹圄却时刻不忘通过逃跑获取人身自由)黑人们在苦难中互相帮助%共同惩罚告密者)他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们在非人的遭遇中也形成了特有的反抗方式&黑人路克告诉儿子尼格尔'#不要与白人辩论%不要对他

们说-不.%不要让他们看到你生气%只说-好的%先生.&然后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

+9,79

他们珍惜任何

时机让孩子学习读写%时刻准备逃往自由之地&因为他们意识到%读写能力使书写主体获得发言权%代

表着获得发言的位置%进而代表着主体性的获得与保留&

/家族0通过以历史作为话语场域进行虚构%以自己版本的历史审视#赢家$书写的主流历史%引

起读者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注&通过新奴隶叙事的历史书写干预%多元异质的黑人主体得以凸显

到历史前台)通过刻画蓄奴制中黑人遭受的不可再现的非人痛苦%引发人们对美国当前语境下自由的

概念和美国黑人乃至美国整个国族的整体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三" 科幻中的历史书写!言说不能言说之创痛

尽管巴特勒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贴上任何标签%而且声称自己的作品不是科幻小说%只是#残酷

幻想$!*-@Nc.,I.KE"

+!$,@R2RRG@@

%但其穿越小说的形式还是使小说充满了科幻小说的张力&小说将过去

和当前发生的事情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别具一格*令人回味地演绎出一幅古今交织*亦幻亦真画卷%

使历史与当代*虚构与现实并行不悖并相得益彰%古今双重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的交叉并置运用使小

说的叙事空间明显增大%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通过让小说人物穿越回历史%读者得以穿过几百年

的历史尘埃%拨开重重的话语迷雾%历史变成了可以触摸到*可以想象*可以身临其境的过去&奴隶们

不可言说的创痛也在这种虚构中得以言说&时间旅行使得时序错乱的叙事隐喻字面化%并以文学幻想

的形式展开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

科幻小说是带有质疑性质的开放性的叙事形式&#如果说女权主义质疑政治术语中的特定秩序%

科幻小说则以想象性术语质疑了这种秩序$

+!6,!%%

&巴特勒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想象性的经历质疑了

#宏大叙事$中的官方记录&穿越使读者得以审视蓄奴制历史对当前的影响以及#种族$ #性别$%甚至

#历史$如何环环相扣地紧密结合%共同影响当代历史的进程&

不能言说之痛中一个典型事例是历史上和现实中!小说的现实是!719年"黑人男女之间的感情纠

葛&历史上%达娜男祖卢夫斯爱着黑人女性爱丽丝%但却不肯承认%对于他!和白人奴隶主"而言%#强奸

一个黑人女性并不丢人%丢人的是爱上一个黑人女性$

+9,!$"

&这种扭曲的种族男女关系导致爱丽丝和

丈夫艾萨克逃跑不成后被捉回%艾萨克被割耳朵后卖掉%而爱丽丝在被鞭打*狗咬*拖在马后奔跑后由

自由人沦为卢夫斯的奴隶%进而为生存沦为其同居者&与这一历史相并置参照的则是现实中异族通婚

的阴影&现实生活中的达娜是个非裔女性%她的丈夫凯文则是个白人&在他们刚开始交往时%他们的一

个同事巴兹就以他们要一起写书影射#咖啡和奶油色情文学作品$

+9,3"

%这表明即使在$%世纪1%年代%

黑白之间的男女通婚也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穿越种族线引发的是来自双方阵线的非议和异样眼光&

到他们谈婚论嫁时%来自于双方家庭的阻力虽然没有阻止他们结合%却也逼得他们只有到拉斯维加斯

去举行亲人缺席的婚礼&凯文的唯一亲人姐姐的反应是%如果凯文娶了黑人女子达娜%她决不让他们

踏进门&达娜最亲近的舅舅认为达娜嫁给凯文就是背叛了整个种族%因而他#宁愿在遗嘱中把所有的

财产捐给教堂%也不愿留给达娜并看着这些财产流入白人之手$

+9,!!$

&二人穿越回战前的南方%达娜因

在自己丈夫凯文房间里留宿遭到奴隶主女主人掌掴&作为历史的回音%现实中的达娜也经历着奴隶制

历史遗留的种种阴影&可见历史痼疾仍然残留并影响到当前人们的生活和思维%造成不可言说之创

痛&作者借穿越再现历史%借古喻今%也为当代生活和生存状态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参照&

另一无法言说之痛是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差异&作者为了显示奴隶制社会中黑

人女性和白人男性的不同历史命运%让凯文也随同达娜穿越回战前的马里兰&在彼时彼地%他们乌托

邦式的平等观念遭到挑战&凯文因白肤色成了二人的护身符%成了达娜的#靠山$和纽带)凯文为了保

护达娜编造谎言说达娜是他花钱买来帮他处理文字工作的女奴&在穿越回奴隶制之前%凯文就让达娜

为其打字%隐喻着二人之间微妙的主仆关系&对于黑人女性而言%种族间通婚也可能会像奴隶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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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某种形式的压迫&/家族0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达娜经常把凯文与奴隶主联系在一起&卢

夫斯3韦林与凯文3富兰克林经常被平行类比'他们脸部的表情*语言*甚至在几次穿梭后他们的语调在

达娜的心里合二为一%以至于达娜经常把他们俩混淆&丈夫即主人!N.KI+-"%通过古今对比%巴特勒让凯

文成了父权制和奴隶制在现代社会中的缩影%奴隶制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也因此可见一斑&无论凯文如何

想%他都无法改变历史%也无法假装他和达娜有着同样的地位&尽管他之前甚至不知道黑人和白人有何区

别%在战前的马里兰%他仍然拥有法定权利和特权&显然权利和特权仍然青睐白肤者和男性&

通过以科幻小说中穿越时空的形式%作者让达娜在现实A过去A现实中穿梭%读者得以比照历史和

现实%理解当代非裔美国人不能言说之创痛&小说的结尾并没有交代读者期待知道的所有问题&比如%

达娜穿越时空回到当前时%凯文被留在历史中%这期间他和其它被奴役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2没

有达娜的帮助他无法返回当下%这本身就表明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也表明他决定参与这种经历也是

合作的一部分&凯文和达娜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2这些空白和沉默反映出部分历史是不可

修复的%但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愿望&凯文!白人男性"和达娜!黑人女性"之间的未来关系%取决于活

在当下的美国公民(((白人和黑人*男性和女性(((如何努力改变现实&

四" 历史书写的政治隐喻!美国国族寓言

书写历史是为了借古喻今%从而为当代生活和生存状态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参照&巴特勒把蓄奴

制的历史语境作为自己小说的前文本%发掘隐没于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相与种族生存困境%还原被主

流历史观改写和边缘化了的黑人历史和黑人生存状态&/家族0揭露了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的中心地

位及其对当前的影响%是美国国族寓言&主人公达娜和其白人丈夫凯文是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个体家

庭的家庭秘密表现了国家这个大家庭秘密(((奴隶制本身$

+!,!%

&黑人历史与白人历史*个人历史和国

家历史交错复杂%共同组成了美国这个纠结的大家庭的历史&个人由血缘关系捆绑在一个国家中%无

法挣脱历史在他们身上的编码&在这个大家庭中%家族成员种族混居%白人男性强奸他们的非裔女儿%

伤害或杀死他们的非裔儿子&巴特勒选取了美国历史上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时间*主角人物的姓氏

和事件发生地等来说明美国黑人和白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关系&

达娜最后一次穿越回过去的当前时间!719年1月"日%其象征意义在文中强调了几次&这一天是美

国独立$%%周年纪念日&美国人通常在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反思历史%回顾其荣光并展望更加美好的未

来&但是%/家族0中$%%周年纪念日的运用则#扩大了小说主题%暗示美国这个国家本身为了解决当代

的种族冲突必须检视历史$

+!",$#

&巴特勒以此暗示%达娜重新检视并经历的不仅是她的族裔历史%而且

是过去和当代暴力压迫形式在国家层面上的隐含意义&#在所有穿越结束时%达娜逐渐认识到她的过

去将永远是她当前的一部分(((并不是她注定要遭受其恐怖%而是她将永远要承载着家族的烙

印$

+!3,66

&在美国的建国#神话$背后%是少数族裔特别是美国黑人遭受屈辱的历史&

达娜第三次穿越回过去是!#!7年&这个时间虽不如美国建国日那样引人注目%但据许多史书记

载%!9!7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黑人被带到了弗吉尼亚的詹姆士镇%从此开始了黑人的被奴役史&非裔美

国人到达弗吉尼亚的时间至少比清教徒!9$%年乘坐#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早一年&黑白两个种族

在世事变迁中塑造着各自变动不居的身份&两个种族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患难与共%共同建构美国这

个大家庭%但因为白人试图凌驾于黑人之上%这个过程充满了黑人的血泪&而且%小说中凯文向卢夫斯

解释说%在!#!7年之后的#!#$%年%密苏里妥协使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而缅因州则作

为自由州加入联邦$

+9,96

&在美国历史上%密苏里妥协对新增领土上蓄奴的权利设立了限制%可以说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协定延缓了美国内战的爆发%因而也延缓了蓄奴制的废除日程&

密苏里妥协的制定和实施及之后的废除%是美国废奴制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见证了美国废奴力量和

蓄奴力量之间斗争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作者让达娜和凯文穿越回密苏里妥协签订之前的南方蓄奴

州马里兰州并见证蓄奴制下奴隶的悲惨生活及黑白之间力量的消长与对抗%可以说寓意深远&

$$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年



达娜倒数第二次从过去穿越回当前的时间是!719年9月!7日&!719年1月"日她最后一次被卢夫斯

召回到战前蓄奴州马里兰&!#93年的9月!7日%德克萨斯的美国黑人在总统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0

两年半多之后才得知解放消息%因而全州举行庆典庆祝奴隶制结束&之后每到这一天%非裔美国人会

像庆祝国庆节一样举族欢庆%所以这一天被美国黑人当成了非裔美国人的解放日%即六月庆典&相比

之下%美国国家独立日对于黑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作者把美国独立$%%周年纪念年!!719"和非裔

美国人独立日!9月!7日"并置在一起%表明了作者对美国独立的观点'美国真正的解放是包括黑人和

白人等各个民族真正实现平等和自由的解放%只有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举国欢庆独立自由时%

美国才能算做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达娜和凯文姓富兰克林%也是/家族0成为美国国族寓言不可或缺

的理由&在美国历史上%本杰明3富兰克林不仅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且与美国废除奴隶制的历史息息相

关&他自己本身曾经是拥有$名奴隶的奴隶主%但是他自觉地还他们以自由%并对前奴隶们实施教化*

教育%于!17%年向国会递交的呼吁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上签字&在滞留历史的3年间%凯文也参加了

#地下铁路$解放黑人的活动%虽然穿越回现代的凯文也被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奴隶制的深深的烙印%但

在黑白协作共同解放黑奴的过程中%凯文毕竟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如同历史上的富兰克林%他起

码意识到黑人和白人必须一起重访历史%在历史记忆中寻求历史真相%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共同的理解

和尊重&黑人和白人乃至美国各个民族本来就是处于一个大家庭的同一国族&

作者让主人公达娜穿行于当前的加利福尼亚州和过去的马里兰州之间%这两个地点的选择也充

满了寓意&加利福尼亚州!#3%年才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并不是一个蓄奴州&而且%许多美国人认为马里

兰州是属于美国东部或北部!根据其地理位置"%而不是以前的蓄奴州&通过有意识地选取两个非蓄奴

州%作者传达了深刻的寓意%即%所有美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到马里兰%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黑人到白

人%都需要重访过去以建设美好的未来)无论种族*性别*阶级和地区%整个国家都有必要直面奴隶制

这段历史%而其它各州也不能单单把种族主义归咎于南方并因而逃避责任&

巴特勒用人物致残的躯体来喻示历史在白人和黑人身心上所铭刻的烙印&作为美国人的代表%达

娜和凯文异族通婚%承载着国族历史寓言之重%但却并无面对残酷历史的心理准备&当凯文被留在过

去3年后他们终于再次团聚%因历史在各自身上烙下的伤疤与印记%他们几乎无法认出彼此%而达娜的

伤痕尤甚于凯文&巴特勒以此暗示%重访历史之旅很有必要且不可避免%但同时无论对于白人还是黑

人%都是沉痛的%虽然黑人遭受的要更多些&白人要想理解过去对黑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当前的影响%

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追忆过去%体认历史&如果美国人要想创造更和谐可行的未来%所有美国人都有必要

参与阐释这段充满创痛的蓄奴制历史&达娜因努力挣脱卢夫斯而遗留在历史之壁中的断臂象征着家族历

史对个人的影响及她个人和白人及非裔祖先的复杂关系%为了避免完全的肉体损毁和性控制%达娜必须

割断这种关系%哪怕付出肉体和心理创伤的代价%也要在书写#她的历史$!C+-KI(-E"的过程中定义自身&

达娜断臂事件也象征着过去对当前的深刻影响%#象征着历史的不可调和性$

+!9,"1"

&$%世纪1%年代的美国

仍然存在着奴隶制引发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奴隶制历史和白人至上主义就像一堵墙%继续对非裔美

国人施加着破坏性影响&达娜的经历表明美国人需要正视历史%努力挣脱奴隶制的羁绊%但是却无法逃脱

那段历史的创伤&达娜穿梭于奴隶制的历史和后奴隶制时代的美国%非常形象地使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

于当代人面前%其为回归当前而失去的手臂寓言性地说明奴隶制导致了黑人家族历史的断裂&这种断裂

表现为白人男性强暴黑人妇女这种史实被销声灭迹%黑人家族成员被有意卖给不同的奴隶主而互相分

隔&达娜和凯文都是孤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的过去&如同拒绝以历史眼光审视当前的美国%从

表面上被割断了与历史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结合则象征着美国黑人和白人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和共生关

系%而且达娜就是混血儿&他们之间#跨种族婚姻则可被解读为美国人如何治愈创伤的隐喻$

+!1,9%

&巴特勒

#强调有必要集体合作参与跨越种族线%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

+!1,9$

&奴隶制并非只是黑人需要面对的

问题%#它在创造并给予白人身份方面也扮演着基本角色$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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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综上所述%巴特勒的/家族0广泛借鉴各种叙事手段和文本%融科幻*新奴隶叙事与历史书写小说

于一体%在叙述中既巧妙地诉诸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又以国族寓言的形式反思了蓄奴制历

史%尽管不能源源本本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却对历史或历史叙述进行补充性干预和再现%把过去的

事件更逼真*更有效*更合乎情理地呈现在当今人们面前%通过新奴隶叙事的形式再现了不可再现之

过去%通过科幻小说的形式言说了黑人无法言说之创痛&律动在/家族0中的文字不仅蕴含着作家对蓄

奴制历史的思考%更彰显着美国#正史$中忽视的蓄奴制历史对黑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塑形与现实影响&

在其虚构文本中%虚构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交织%在具象化的黑人奴隶经历中%历史真相中的黑人生

存状态被还原%#正史$被颠覆和匡正&白人主流文化一直闭目塞听*不肯正视的真相被再现&重访历史

之旅象征着一代代人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帮助黑白人种寻求可能的集体治疗和国民和解&

/家族0表明%黑白血脉相连%其历史经历交织%黑白的许多经历是共同体验的结果&为了避免历史重

演%黑人和白人必须在历史记忆和重访过去中了解历史真相)历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当前%而

未来也可以通过与过去的痛苦触碰被重塑与调整&记住历史对于避免历史暴力重演至关重要&历史追

忆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所有分歧%但至少能打开一扇对话和交流的大门%使人们对历史负责但又不至

于陷于历史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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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Z):, 8,I+-G@+PP@IC ;>I.G@.U)]HI/+-+0,)B//./((%!77!%!"!$"'"7323%")

+!!,]U:\X8U\U:)]/.>? [(N+, [-@I+-K.,M IC+:N+-@>., '+(AK/.G+'.--.I@G+'c+N@,@,@IE\,J+II+-+M +V,)[+KIL(-I'

*-++,P((M Y-+KK%!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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