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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库切《耻》中身份认同的转变①①

郭　娟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库切的创作与他的身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耻》这部作品也不例外地关注殖民
者身份的问题，同时也书写了南非白人的尴尬境地。通过这部作品中两位主要人物身份的转变的分析，探讨了南非白人

主体身份衰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迷惘、困惑以及如何适应这种转变以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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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Ｍ．库切是一位出生在南非的白人作家，一直以来

创作丰富，从 １９７４年以来，先后发表了《幽暗之地》

（Ｄｕｓｋｌａｎｄｓ），《等待野蛮人》（Ｗａｉ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迈克尔Ｋ的生活和时代》（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ｓｏ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Ｋ，

第一次获得布克奖），《福》（Ｆｏｅ），《彼得堡的大师》（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耻》（Ｄｉｓｇｒａｃｅ），《青春》（Ｙｏｕｔｈ）等

多部作品，也曾获过多个奖项，是南非当代最重要的作家

之一。《耻》的出版，使他成为第一个两次获得英国布克

奖的作家。库切的作品内容丰富，手法迥异，笔调冷峻，

寓意深刻。但是背景相似，都是描写二战后南非殖民地

人们的生活和冲突，以及殖民主义对当地人们所造成的

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南非种族隔离矛盾

现实最好的阐释者之一”［１］。小说《耻》也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产生的，它讲述了５２岁的白人教授戴维·卢里与其

女儿露茜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遭受的无奈与压迫，昔

日的白人主导地位在此已经消失殆尽。卢里是南非开普

敦技术大学现代语言教授，离婚之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性

需求，定期与妓女索拉娅约会。后来他又引诱了自己的

学生梅拉妮，事情败露之后，来到乡下女儿的农场寻求庇

护。由于和女儿思想不一致，他和露茜的关系隔阂重重。

女儿的合伙人黑人佩特鲁斯对他态度冷淡，在他成为动

物诊所的护狗员后，给黑人做帮手使他白人城里人的优

越感荡然无存。除此之外，在女儿被三个黑人抢劫强奸，

自己却束手无策。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耻辱和挣扎之后，

他意识到现实的残酷，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要想在这生

存，必须付出代价。就内容和社会意义而言，它是“以爱

欲和道德、黑人和白人的冲突为主线，暴露了殖民主义和

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耻辱”和恶果，揭示了殖民主义

给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南非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留下的无

穷后患”［２］。国外对于这部作品的探讨相对来说比较全

面、系统，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平台和丰富的资

源。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对其研究很少，

张冲在《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说 ＜耻 ＞》

中，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阐释了人物之间的社会、政治

和道德等界限，以及他们为自己的越界行为所付出的代

价［３］。在此之后，国内外对于《耻》的关注越来越多，基本

上都是对作品的后殖民主义主题意义的探讨，如仵从巨、

范蕊的《三重主题及其完成：关于库切之 ＜耻 ＞》，对其中

的“三重主题”［４］进行概述并加以证明。另外对主人公形

象、地位、身份问题的分析也不少，主要表达了作者对于

后殖民语境下南非人们的生存状态。卫岭主要是从后殖

民主义的角度入手，“揭露种族隔离政策给人们带来的创

伤与痛苦”［５］。本文就作品当中两位主要人物身份的转

变过程进行了阐释，进而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存在的

问题以及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

１　社会身份的转变
一位大学教授，在别人眼里应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

老师，有着为人师表的品行，为人传道授业解惑。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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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笔下，５２岁的卢里作为开普敦职业技术学校的大学

教授，“从职业上说他是，或者说一直是一名学者，学术上

的事情仍然时不时地在他的生活中占着重要地位”。虽

然他的课上得很乏味，学生也目光茫然，但他仍然兢兢业

业地工作，无论对教育部门、学校还是学生。他会定期给

学生布置作业，收回作业，查看作业，对学生的作业也批

改得很仔细，一句一句地修改，就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还会在学生的论文上，加上自己简明但经过推敲的评语。

在旁人看来，这样的老师也应该受到他人的尊敬；然而在

有着这样职业精神的教授身上，却道貌岸然，有着各种不

为人知的风流韵事。经历了两次不幸的婚姻之后，他的

情绪郁郁寡欢，感情寂寞，于是靠每周和伴侣公司的妓女

进行约会来解决性欲的需求。老师这种职业让他心中产

生了一种固有的优越感，那就是希望他人在他面前服从；

这种职业的特征致使他在选择与他发生关系的两个女性

当中，除了漂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相同特点：顺从、被

动。卢里不喜欢索拉娅的化妆，嫌它太生硬了，所以在与

她第一次见面时，就要他擦掉朱红的嘴唇，深色的眼影。

“她按他说的做了，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化妆品。真是个

听话的学生，顺人意，听人劝”。这种行为举止让他非常

满意，也使他的高人一等的感觉得到了助长。但是在与

梅拉妮的交往中，却遭到了反抗，她向学校揭露了他的罪

行，让他遭到了学校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也使他陷入丑闻

的沼泽当中，身败名裂。曾经教授的伪装让他为所欲为，

如今他已不再有昔日的光鲜，留下的只是人们对他的蔑

视与责骂。迫于无奈，他辞去了学校的职位，来到了乡下

女儿的农场，习惯在城市生活的他一时也无法适应农场

的生活，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这种生活。没有了拜伦式的

幻想，有的是到市场帮女儿卖花草盆栽，做农活，没事还

会到贝芙·肖的诊所帮忙处理弃狗，成为护狗员的生活。

尤其是经历露茜的残忍事件之后，他的身份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昔日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现在

无人问津的平民；城里人转换成乡下护狗员。这种社会

身份的变化，无可否认，是卢里自作自受。

２　文化身份的转变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后，生活在南非这片领

土上的白人殖民者无法摆脱几百年来的那种优越感，他

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殖民者的烙印。卢里也不例

外，他一直都以为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他崇尚欧洲文化，

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化有着无限的热爱，特别是华兹华斯

和拜伦，对其有着充分了解。卢里的欧洲中心主义已在

他心里根深蒂固，在与梅拉妮的纠纷中就可以看出，他拒

绝向他人公开忏悔或者道歉，尽管他承认他的罪行。他

说：“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我可是个旧派的

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堆，一扣扳机，一了

百了。”由此可见，卢里不愿意放下白人的优越感来向低

人一等的黑人道歉，这对于他来说，是无法做到的。

然而，在结束种族隔离的新南非，另外一种力量在崛

起，那就是人们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不再是往日

的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维护自身的

利益，白人殖民者的地位日趋下降。但是卢里却没意识到

这个问题，依然用殖民者的态度来处理事情，以至于他从

一位大学教授沦落到护狗员，白人主体性的地位渐渐滑

落。尤其是在骚扰自己的学生梅拉妮之后，她的男朋友不

再选择沉默，而是勇敢选择揭露他的罪行，以至于他无法

再在学校教书，被迫辞职，来到了乡下女儿的农场。

本以为远离了喧嚣的城市生活，能够在乡下寻找到

一方宁静，然而，事与愿违。与女儿一直有隔阂的他首先

得学会怎么与女儿相处，除此之外，还得与他一直鄙视的

黑人佩特鲁斯和贝芙打交道。佩特鲁斯作为一位黑人，

在与他见面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屑以及他生活中粗鲁的行

为，并让他做佩特鲁斯的下手，昔日的殖民者成为了被殖

民者，这不是对历史的一种讽刺吗？在女儿的建议下，他

到动物诊所去帮贝芙照看动物，这种生活让他无聊。更

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三个黑人，其中一个还是小孩，闯进

露茜的农场，他被烧伤，露茜被强奸。他高声呼喊救援，

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报复。他是语言教授，“他会说意

大利语，他会说西班牙语，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就像是卡

通片里的那个当传教士的萨利大妈，身披法衣，头戴草

帽，双手合掌，两眼向天，而那些野蛮人则用怪诞的语言

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就等着把他扔到开水沸腾的大锅

里”。所有这些曾在这里辉煌过的语言，此时却没有一点

用。所有的痛苦与不满，此时显现的只有无能为力、无可

奈何；所有这些都无法救助自己的女儿。

露茜作为一位教授的女儿，本应该有着锦衣玉食，但

她却选择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乍一看觉得这只是个人选

择，然而在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大背景下，作为遗留在南非

的白人后裔，也许应该是社会现实所逼迫。他们白人主

体地位的光环已经褪去，留下的只是被黑人群体报复的

烙印。在这种情况下，她选择了佩特鲁斯作为她的合伙

人，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她的庇护。尤其是被强奸之后，她

忍受了这种屈辱，忍气吞声，不顾父亲的劝说，硬是不愿

报案。尤其是怀孕之后，不仅不愿打掉孩子，离开农场，

而且要嫁给佩特鲁斯，成为他的第三个妻子，把农场转让

给他经营。卢里气急败坏，离开农场一段时间。露茜明

白现在所处的境地，要想继续呆在这里，这就是她所要付

出的代价，所以选择了沉默；同样身为白人父亲的卢里却

一直不知道自己文化身份地位的转变，以为报案能够解

决所有的问题，离开能够远离是非，殊不知这种现实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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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卢里当然知道

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心态的调

整是需要时间来磨合的，新身份的接受也是有一定的艰

难的。在经历了这一连串耻辱事件之后，心灰意冷的卢

里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城市，在回家之前，他去拜访了梅拉

妮的家人，卢里述说了他自己现在的状况，艾萨克斯轻轻

说道，嘴唇间吐出的字像一声声叹息，“强者坠落此境

地”。卢里对此也无怨言，他向梅拉妮的父母道歉“对不

起，让你女儿经受了痛苦。你们全家都很了不起。给你

和艾萨克斯太太带来那么大的痛苦，我为此深感歉意。

我请求你们原谅”。经过了自己女儿的事件，他觉察到了

自己的过错，这算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新的认识。事后他

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此时的这里已经破烂不堪，家里

被洗劫一空。来到学校，往日工作的地方也已有了新主

人，和同事们也没有了联系，他成为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

物。白人文化身份的消逝以及他们父女作为种族隔离政

策后的牺牲品，是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讽刺和斥责，也表现

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不满。

３　结　语
种族隔离废除后的南非，旧制度被打破，整个社会正

经历着重大的变革；生活在南非的白人也发生着巨大的

改变，但是新的体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还存在很大

的问题。历史遗留的问题使得黑人对于白人的怨恨并未

很快消除，心灵创伤并未治愈。但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

局面，为了寻找一种和谐解决的办法，能够和睦地在这块

土地上生活，他们是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卢里和露茜

身份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现实的妥协与退让，让我们看

到了生活在南非的白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着他们的出

路。放下仇恨和芥蒂，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完美地诠释

了作者的期望。

参考文献：

［１］于凤川．库切：天生的诺贝尔桂冠作家［Ｊ］．中外文化

交流，２００１（１２）：４６－４７．

［２］王丽丽．一曲殖民主义的哀歌［Ｊ］．当代外国文学，

２０００（３）：１６２－１６５．

［３］张冲，郭整风．越界的代价———解读库切的布克奖小

说《耻》［Ｊ］．外国文学，２００１（５）：８６－８９．

［４］仵从巨，范蕊．三重主题及其完成：关于库切之《耻》

［Ｊ］．当代外国文学，２００６（１）：６４－７２．

［５］卫岭．论库切小说《耻》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特征［Ｊ］．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２９－３３．

（责任校对　朱正余）

４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