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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块大陆，最后的故土》

看拉希莉的文化取向 ①

赵文静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裘帕·拉希莉是当代美国大受欢迎的少数族裔女作家。《第三块大陆，最后的故土》是拉希莉第一部短篇
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小说，主要讲述主人公在印度、英国、美国三块大陆辗转生活的故事，尤其是在最后定居地美国与房东

美国老太太相处的一段深刻体验。通过分析主人公对待作品中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角色的截然不同态度，探讨这

种态度不同和变化的背后隐喻在作者本人生命中两种文化从疏离到融合这一文化取向的动态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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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ＪｈｕｍｐａＬａｈｉｒｉ）是近代一
位初涉美国文坛青年女作家。１９６７年出生于英国伦郭的
一个印度移民家庭，后随父母迁居美国，在美国罗得岛长

大。三块大陆间的迁徙，两种文化的相互交织为拉希莉

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加上拉希莉的独特的视角和

对故事结构的精心安排与情节的巧妙设计使她的作品备

受好评。迄今为止，她的四部作品《疾病的解说者》、《同

名人》、《不适之地》以及２０１３年新出版的《低地》一经出
版便大受好评，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

《疾病的解说者》是拉希莉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

集，其中收录了９个小故事，故事内容多基于印度移民在
美国的生活状况，主人公包括了在美求学的研究生、居美

学者、公司职员、跟随丈夫赴美的家庭主妇等生活在社会

中下层的普通人。《第三大陆，最后的家园》（以下简称

《第三大陆》）被拉希莉独具匠心地安排在该部短篇小说

集最后一篇，故事讲述主人公“我”离开印度，漂洋过海去

到英国求学，最后在第三块大陆美国工作。在初到美国

时，与美国房东老太太相处的一段故事。该故事中主人

公的印度妻子和美国房东太太让人印象深刻，从故事中

作者对待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女性人物形象的态度变化

中，反应了作者动态的文化认同过程。

１　对印度本土文化的主动疏离
拉希莉笔下的人物鲜活而真实，故事生动而逼真，在

激发读者对现实生活做出自己的结论的同时，拉希莉也

在借故事中人物之口诉说着自己对生活理解。通过对比

分析主人公对待故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角色的不同

态度，发掘印裔移民在异域生活中的文化取向、身份认同

问题。

印裔美国学者 Ｒ．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将少数族裔的身份
认同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移民将自己的民

族性置于范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名头之下，也就是他们

将自己同化在主流文化之中，隐藏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

性［１］。在印度移民历史的三次大潮，《第三大陆》中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后的印度移民大都属于第三次大潮，他们是社
会的精英，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环境移民去往美国。

这类移民选择主动脱离母国环境，为了更好地融入美国

社会，他们试图隐藏自己的民族特性，主动疏离母国文

化，试图积极主动地融入移民地国家的文化和生活当中。

《第三大陆》中主人公“我”从３６岁时去往美国开始就不
断表现出对印度的冷漠。其突出代表就对家人为“我”安

排的印度妻子的冷漠，按照印度包办婚姻的传统，娶了一

名传统的印度女人玛拉为妻：头戴莎丽，点朱砂，带手镯，

和所有的印度女人一样对丈夫言听计从。可是，“我”对

这桩婚事只是被动接受，“我既没有反对意见，也没有热

情向往”（《疾》：１８５），主人公对这名温柔贤惠的印度女
子的冷漠溢于言表。“我”甚至一度认为这是一桩强加于

我的婚事，玛拉身上所具备的一切优点都“不足以抵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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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漂亮的容颜，一个排的男人都因为她的长相而拒绝

了她。”（《疾》：１８５）作者用平静的语气诉说着主人公对
这名穿着莎丽，点着朱砂的印度女子不感兴趣，即便是和

她同床共枕了五天，“我”也不愿意对她的不适应以及她

对印度家人的思念做出任何抚慰。

比起新婚的印度妻子，“我”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之旅

更加充满激情。夜晚，我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读着旅行指

南，对自己即将踏上另一片大陆的旅行满怀期待。而回

到故土印度与妻子结婚的过程中，主人公没有流露出游

子对故土的眷恋，有的只是对兄嫂安排婚事的冷漠顺从，

对婚事繁琐环节的不耐烦。与此同时，殷切地期盼着美

国之旅的到来。故事中的主人公在离开印度后，去往英

国和美国，在英国接受的西方教育让他对西方文化有着

极大的认同感。与此同时，他已经不想回到自己的故土

却渴望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印度移民对母国文化并无

多少眷恋之情，而是深感悲哀。他们想竭力融入西方主

流文化之中或是消除文化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界限并进而

消除文化身份上的差异。”［２］回归到家乡的“我”对印度的

感情已经淡薄了，如同对待我的新婚妻子一般不热情，有

着些许冷漠。

独自在美国的日子，主人公对她的印度妻子玛拉印

象模糊。“我对她了解那么少，有时候她脸庞的细节会在

我的记忆里浮现，但我却想象不出她完整的面容来。”

（《疾》：１９４）“我”对这位印度妻子的印象，其实就是现实
生活中作者拉希莉对自己印度文化的印象。二代移民拉

希莉对印度的记忆是残缺的、碎片的，没有在印度长期生

活的经历，对印度的印象多由父母口中得知，拉希莉的父

母虽然也会定期带她回到印度，体验印度生活与文化。

但是，从本质上讲，她和印度文化是分离的。因为不是土

生土长的印度人，缺乏对印度文化的整体感知，这一情形

宛如故事中“我”对妻子印象，知道些许，却又无法回忆起

“她完整的面容”。妻子玛拉是印度文化在拉希莉心中的

化身，对于印度文化，拉希莉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熟悉是因为身上流淌着印度人的血，生长在一个印度家

庭，耳濡目染地感受着印度的文化习俗。拉希莉所接受

的只是印度的文化环境而已，印度文化于她是遥远的。

然而，她毕竟是生长于西方社会，接受着的是西方教育，

影响着她的是西方文化。对她深入骨髓影响的还是西方

文化，正如拉希莉本人所言“西方艺术是我的一部分”

（《疾》：２０７）。在刚去到美国的日子里，移民们在极力隐
藏自己的印度特性的同时，也对移入国文化表现出极大

的兴趣和尊敬，企图尽快地融入移入地文化中。

２　对美国文化的积极认同
《第三大陆，最后的家园》中主角之一的克罗夫特夫

人是一位典型的美国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嗓门大，说话

粗声粗气，盛气凌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说

过，文化身份是由差异的他者来予以界定的［３］。主流社

会通过美国身份的表征，能够区分、隔离其他族裔、文化

的“他者”，拥有身份的优越感和阐释的话语主权。这位

美国老太太鉴于她的美国身份，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话语

主权。

从首次相约见面看房开始，克罗夫特夫人便以极其

傲慢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尽管如此，“我”还是极

其认真地对待这一次见面：“我提前半小时出发，嘴也用

漱口液清爽一新。天气尽管热，我还是穿了外套，打了领

带；我把这次看房当成一次正式的面谈。”（《疾》：１８１）可
见主人公对此次会面的重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同美

国人同住，进入美国生活、融入主流文化。主人公对待这

次面谈的正式程度甚至超过自己对婚礼的态度，足可见

其对待美国文化的敬重之情。其中还有着主人公从弱势

文化进入强势文化表现出来的谦卑。为了适应好在美国

的生活，主人公在各方面都听从克罗夫特夫人的安排。

主人公对老太太吩咐的每件事都认真完成而且从不出岔

子，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去适应这块新大陆的一切：按照房

东太太的要求锁好门，准时交纳房租，对登月事件表示

“了不起”。尽管开始他会有些不适应，会有胆怯（初次和

美国房东太太交流的时候，面对老太太的提问表现得怯

生生的），甚至在被要求对登月事件说“了不起”时，有一

点点受辱的感觉，这受辱的一刻他马上回忆起了自己在

印度的种种，托里吉冈小学上学的场景，婚礼上祭司无趣

的念梵文诗歌。印度的回忆被受辱的感觉激发出来，在

他生命中印度的这一部分显然是不愿意被提及的。

主人公不仅配合房东老太太适应着美国的生活，还

积极主动地做出自己的努力，每天晚上主动坐在沙发上

陪老太太聊天，除了按时交纳房租外，考虑到老人行动不

便，主人公还体贴地将租金交到老太太手上，并且自己主

动关心老太太的身体健康。对于老太太丧夫之后靠弹钢

琴维持生计，养大子女，以及老太太晚年自己料理自己的

生活，“我”感到仰慕不已。老太太这种独立自强的精神

不同于印度女人对男人的完全依附。我生命中的两个女

人都依附于男人的存在，和美国老太太有着同样丧夫经

历的“我”的母亲疯了，妻子也是在各方面依赖着我。两

种不同文化的对比，主人公的认同倾向很是明显。美国

老太太克罗夫特夫人成了“第一个让我崇敬的生命”。相

处了六个星期，“我”对老太太的专制没有表示任何不满。

这在某一种程度上折射出作者本人对印度本土文化的疏

离和对美国文化的积极认同。

３　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

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

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标记的某种普遍

和超验的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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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固定源头［４］。有着印度血统的拉希莉的文化身份也

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三大陆》的主人公的角色基于拉希

莉的父亲的移民经历。故事中的叙事者是没有姓名的，

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笔者认为没有姓名实则代表着

以拉希莉为代表的印度移民这一类人，是印裔移民生活

状况的普遍反映。当代印度移民作家在文化取向上已经

倾向于对美国文化的认同。

《第三大陆》中主人公的经历路程最终在他的幸福生

活中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尽管一开始，“我”对印度

妻子的冷淡，在面对生母时的不带感情的描写，反映了

“我”对母国文化不亲近。而主人公在面对美国生活的一

切时，主动关心年事已高的房东老太太，仰慕着这位自强

不息的老太太。折射出作者对母亲／母国文化的疏离，和
对美国文化的积极向往。这些移民脱离母国文化，但是

又不能完全融入移入地的文化当中，对他们而言，在移入

国的被认同，在移入国身份重新建构是首要任务。《第三

大陆》中，只有在当美国房东克罗夫特老太太对自己的印

度妻子称赞“她真是一位完美的女士”（《疾》：２００）时，主
人公和印度妻子玛拉才有了第一次对视，才开始和玛拉

慢慢靠近。美国老太太对印度妻子的肯定，在一定程度

上给了主人公适应美国的信心，属于“我”身上的一部分

开始被主流文化所接纳、认同、赞赏。这样一来，主人公

和妻子的距离被大大拉近。此后，夫妻二人成为了美国

公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但在享受公民权利，领

取安全福利的同时，“我们每隔几年就回加尔各答看看”

（《疾》：２００）。两种文化在此处交融相会，不再是此消彼
长的对立面，而是一同安居“我”的身上。

尽管后现代理论家宣称“作者已死”，文本一旦完成

就与作者没了关系，但是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反

映了作者的某些观点。“人的身份正是被他所讲述的关

于自己的故事，以及使其成为一部连贯传记的叙事逻辑

所创造的。”［５］在美国长大的作者拉希莉如同《第三大陆》

中的主人公一般，希望可以带着自己的印度属性积极地

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希望被接受，被认可。希望可以带着

自己的印度属性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让美国这

片第三大陆成为其最后的家园。

４　结　语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不发达

的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诸如英国、美国等第一世界国家。

他们在迁入国发展，必将面对如何定位自身的族裔身份

问题。他们从弱势文化迁徙到强势文化中，寻求自身更

好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异国他乡寻求认同，渴望

被接受。这些移民者关注的是如何适应美国社会，并把

迁入地发展成自己最后的家园。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包

容和开放的眼光去看待移民作家的作品，笔者认为，如印

裔作家拉希莉一样的移民作家，在创作中对移入国文化

的颂扬是可以也是应该被理解和接受的，她们对其文化

认同并不意味着她对本土文化的背叛。在经历过痛苦的

身份追寻过后，移民作家们最终让两种文化能够相互交

融。她们在主流文化中获得认同后，带着身上属于母国

文化的那一部分在宗主国获得认同。她们想要在西方社

会里获得成功，在那片土地里生根发芽，让那里成为最后

的大陆，最后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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