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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三十年来的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１〕 创作成果丰富ꎮ 总体呈现出三

方面特点ꎬ分别为:小说主题的演变过程表现出女作家创作心态由“落叶归根”向“落地

生根”的转变ꎻ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出作家对第三世界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ꎻ新世纪以

来马华女性小说表现方式的革新展示出作家艺术水准的提升ꎮ 纵观三十年来的马华女

性小说创作ꎬ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华文写作上的执着与坚守、认真与努力ꎬ也可以发现她

们的不足之处ꎬ但她们用热忱之心共同描绘的南洋之花已经开始在马华文坛悄悄盛放ꎮ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ꎻ主题演变ꎻ关注女性ꎻ表现方式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世界华文文学(Ｏｖｅｒ￣
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而其女性小说的书写更能体现出

华人女性在马来西亚生存、奋斗、扎根的各种人生境况与生命体验ꎮ 近三十年

来ꎬ从事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Ｎｏｖｅｌｓ)创作的女作

家们用自己对汉语文学的热爱、对汉语写作的坚持、对异域生活的感悟、对中华

文化的固守ꎬ以及马来西亚独有的地域色彩、审美特征ꎬ为全世界不同层面的学

者、读者展示了一幅充满南洋风情与中华特色的海外图景ꎬ并为马华文学的总体

构建、世界文化的多元并流和文学创作的多重声音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文字实

证ꎬ使我们可以看到愈趋繁荣的世界华文文学更为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更加深刻

的本质特征ꎮ 她们的笔下ꎬ从早期反映侨民奋斗史的现实主义文学ꎬ到后来较为

复杂的生存书写ꎬ到当下马华文学“新生代” 〔３〕 女作家的勇敢尝试ꎬ广泛涉猎婚

—７８１—



恋、职场、教育、经商、身体写作等各个领域ꎬ巧妙地演绎了中外文化的混杂局面

给华人族群带来的精神感受ꎬ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多重文化经验和独特精神品质

的女性人物形象ꎬ从而丰富了马华文学的文字表达ꎮ 她们在艺术实践上的努力

尝试ꎬ使得处于世界华文文学边缘位置的马华女性写作ꎬ在保持中华民族文化部

分特征的同时ꎬ也在异域文化中展示了自己的独特风貌ꎬ并逐步开始赢得大陆学

界的肯定ꎬ逐渐成长出一朵悄悄盛放的南洋之花ꎮ
总体看来ꎬ马华女性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ꎮ

一、马华女性小说主题的演变表现出女作家

创作心态由“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马华女性小说中的各类传统文学主题就呈现出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演绎及传播ꎬ这其中有对故乡的思念ꎬ有对传统婚恋观的秉

承ꎮ 例如这一阶段“乡愁”主题的小说中ꎬ作家心中秉承的还是对故乡的牵挂、
对中华文化的坚守ꎮ 商晚筠的短篇小说«林容伯来晚餐»«南隆老树一辈子

的事»这些作品均隐喻了对中国大陆的思念、保持着对中华民族血液的继承和

对故国家园难离的情愫ꎮ «林容伯来晚餐»这篇小说运用儿童视角去审视林容

伯这一人物形象ꎬ对其性格与文化心理进行了生动的塑造ꎬ并将以往熟悉的乡土

生活以及华人群体中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以一种全新而合理的方式表现在故事

中ꎮ 在小说中ꎬ作者细腻而生动地描绘林容伯来家里做客的情景ꎬ通过对林容伯

这一人物形象的描绘ꎬ反映了当时老一辈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价值观与华人社

会的生活景象ꎮ 林容伯等老一辈华人对汉语方言的重视与坚决的捍卫这一细节

可以集中表现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与深情ꎮ “木树ꎬ我来了大半天都没听

见汝查某囡仔郎讲潮州话ꎬ潮州仔满嘴讲的都是福建话ꎬ福建仔似的ꎬ莫不是笑

死人ꎮ” 〔４〕可以看出林容伯这样的早期移民对母语根深蒂固的不舍情结ꎬ他认为

能够掌握母语ꎬ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ꎬ相反则是会被人嘲笑的ꎮ 作家用“方
言”这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着自己的故乡ꎬ寄托了自己的思乡之情ꎮ

然而ꎬ马华女作家们不能一味地描写乡愁ꎬ也不能一味地表现中国文学的传

统主题ꎬ为了开垦新的表现领域ꎬ她们必须从根本上脱离对故土的怀念ꎬ转而将

心态调整到更适合在马华文学占有一席之地的状态ꎬ从而将自己的写作推向更

为广阔的空间ꎮ 因而ꎬ马华女性小说经历了作家创作心态的调整与重新定位ꎬ其
主要发展脉络为:从落叶归根心结的反复吟唱ꎬ到离散心态的悲情书写ꎬ到决心

落地生根的全情表达ꎬ这样一个复杂而又渐行渐明朗的过程ꎮ
１９５７ 年马来西亚正式建国后ꎬ政治制度的变革致使大部分华侨选择了马来

西亚国籍ꎮ 既然永远无法再回到中国大陆ꎬ那么转变心态ꎬ将马来西亚当作自己

的第二故乡便成为最最务实的想法与态度ꎮ 柏一的«水仙花之约»是一篇能够

充分体现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以马来西亚当作家园的短篇小说ꎮ 女

主人公何嘉怡留学台湾ꎬ学成回国时ꎬ已经是三十岁的大姑娘了ꎬ她的男朋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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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移民澳洲ꎮ 何嘉怡想起从幼年起父母对自己的点滴照顾、想起自己成长的土

地ꎬ几番挣扎后毅然放弃婚姻ꎮ 何嘉怡对男友说:“我一向不赞成移民ꎮ 劳工要

走ꎬ优秀生要走ꎬ大富豪要走ꎬ专业人士也要走! 谁留下发展国家?” 〔５〕 这里的

“国家”并非神州大地ꎬ而是南洋沃土ꎮ 这样的表白ꎬ让读者清晰地看到ꎬ小说中

的主人公已把马来西亚当作自己的故乡ꎮ 马华女作家的创作心态由前辈作家的

“落叶归根”逐渐转换为“落地生根”ꎬ在这里可见一斑ꎮ
当作家的创作心态调整以后ꎬ马华女性小说涌现出大量描写马来西亚本土

特色的作品来ꎮ 曾沛的微型小说集«行车岁月»、李忆莙的短篇小说«风华正茂

花亭亭»、融融的长篇小说«青山依旧在»都成为由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的马

来西亚本土书写的代表作ꎮ 李忆莙的«风华正茂花亭亭»是一篇涉及华族和印

度族通婚的短篇小说ꎮ 华人小伙周承安的成绩不够优秀ꎬ没能考上马来亚大学

也没能出国留学ꎬ仅在税务局混得一个小职位ꎮ 而女友印度族姑娘玛妮不仅学

业优秀ꎬ更出身于北印度贵族世家ꎬ家里拥有大量财富ꎮ 周承安一直生活在经济

的重压下ꎬ出于中国传统男子的自尊ꎬ他拒绝接受玛妮家庭的帮助ꎮ 然而即便有

来自各方的压力ꎬ感情还是战胜了种族矛盾ꎬ最终他们结合了ꎮ 玛妮这朵胡姬

花〔６〕不再憔悴、萧条ꎬ而是在华人眼中绽放出自己美丽的容颜ꎮ 小说中ꎬ周承安

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能够集中体现出华人对异族的认识与评价以及“新老”两代

华人在异族通婚问题上所持有的不同立场ꎬ这一问题在马来西亚这一多元种族

的国家屡见不鲜ꎮ
饶芃子说:“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ꎬ文学作品如何构造‘他者’形象ꎬ创造出

他所理解(心目中)的‘他者’形象ꎬ这是两种文化相遇‘对话’而产生的ꎬ是一种

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诠释ꎬ虽然当中不可避免会有‘误会’和‘误解’ꎮ” 〔７〕 所以ꎬ
华人与异族在婚姻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民族大融合的一段必经历程ꎬ而这种分

歧只有全人类共同的释怀与包容才能获得真正落地生根、开枝散叶ꎮ 李忆莙也

通过对异族女子的全新书写完成了马华女性小说的本土化尝试ꎬ并为读者呈现

了完美的异族形象ꎮ

二、 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出作家对第三世界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

女性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地位始终是全人类探讨的一个共同话题ꎬ在东西方

各国、在不同人种、族群中ꎬ女性始终处于“他者”地位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ꎬ马华女作家逐渐意识到女性地位的不平等ꎬ主动承担起为第三世界女性代言

的责任ꎬ于是出现了大批“言说女性”的作品ꎮ 唐珉的«津渡无涯»ꎻ李忆莙的«死
世界»«怨女»ꎻ柏一的«荒唐不是梦»ꎻ商晚筠的«七色花水» «痴女阿莲» «未亡

人»ꎻ以及煜煜的«方曼玉»«错爱»ꎬ这些作品共同深刻表现了夫权桎梏下没有尊

严、没有地位的女性的凄惨生活ꎮ 故事中的这些女性把寻求幸福的希望完全寄

托于异性ꎬ一旦所投靠的男人无法依靠或逃避责任ꎬ她们的一切理想和幸福都化

为泡影ꎮ 黎紫书«某个平常的四月天» «蛆魇» «疾»等作品ꎬ塑造了一系列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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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ꎮ 对丑父形象的塑造ꎬ体现了生命中父爱的缺席ꎻ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解

构ꎻ是女性寻求平等自由的渴望和呼声ꎮ 纵观这一阶段的马华女性小说ꎬ作家开

始“言说女性”ꎬ借助文字语言来讲述关于女性的故事ꎮ
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ꎬ马华女性小说中出现了“娜拉出走”和“躯体解放”

这两类女性形象ꎮ 面对来自南洋的父权压迫ꎬ马华女作家笔下的“娜拉”同样充

满了“出走”的欲望与决心ꎮ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构成了马来西亚纷繁复杂的社

会现实ꎬ她们存在于世界之中ꎬ并逐渐开始尝试寻找抵抗父权的途径ꎮ 她们笔下

的人物都具有一种不服软、不认输的顽强性格ꎮ 代表作有:艾斯的«万水千山»ꎻ
商晚筠的«疲倦的马»«季妩»ꎻ柏一的«烟烧一颗心»ꎻ李忆莙的«女人»ꎬ这些小

说旨在揭示ꎬ女性必须由家庭空间走向社会空间ꎬ必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完

成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ꎮ “躯体解放”指的是首先挣脱“被视”的困境ꎬ其次

“解放”自己的身体ꎮ 在父权、夫权主导的社会中ꎬ女性的身体永远需要透过男

性的审视和判断来被物化为男性性欲的对象ꎮ 女性在被审视的过程中ꎬ失去了

自我ꎬ总是以男性的审视作为自我审视的评价标准ꎬ这代表着女性永远只能作为

客体的性对象而存在ꎬ所以女性一定要率先摆脱“被视”的困境ꎮ 此方面的代表

作有:商晚筠的«未完待续» «卷帘»和柏一的«糖水酸柑汁»ꎮ 这些作品旨在证

明ꎬ通常意义上的写作对于想要改变女性的命运而言是无济于事的ꎬ如果想要彻

底摧毁菲勒斯中心语言体系ꎬ女性就必须通过她们的躯体来写作ꎮ 女性之所以

无法发声ꎬ是因为身体被长期压制着ꎮ 历史和文化对女性的钳制以及对女性身

体和欲望的钳制过于严苛ꎬ女性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ꎬ就要从审视女性自身的主

体经验开始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马华女性小说中ꎬ我们不难看到那些非常态情爱

的书写ꎬ它们是对女性存在的反思与反省ꎬ也是对女性存在的反抗与放逐ꎮ 这其

中表现忘年恋的如商晚筠的«人间烟火»和黎紫书的«流年»ꎻ表现婚外情的如

商晚筠的«卷帘»和黎紫书的«此时此刻»ꎻ以及表现同性恋的如商晚筠的«街
角»«跳蚤»和扶风的«霓裳曲»ꎮ 这些作品揭示出:无论选择忘年恋、婚外恋亦或

是同性恋ꎬ在某种意义上她们都是缺爱的人ꎬ她们离经叛道的行为注定要遭到

“家”的放逐而成为“家”的弃儿ꎮ 然而她们依然最渴望家庭的群体ꎬ被“家”放
逐让她们倍感家的温暖ꎬ懂得家的可贵ꎮ 所以这些勇于追求“解放”的女性形象

更应该获得社会、家庭以及异性的包容和关爱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马华女作家的女性意识被激发ꎬ女性主动承担起为女

性代言的责任ꎬ形成了女性言说的主体ꎬ完成了“言说女性”的第一步跨越ꎬ这标

志着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性结束了自身的历史性沉默ꎮ 伴随时代的发展、思想的

进步ꎬ马华女作家们又进一步主动选择“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言说”ꎬ从而完成

了“女性言说”的重大突破ꎮ 从“言说女性”到“女性言说”的主体意识过渡ꎬ是
马华女性小说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创作实践上完成的最大突破与挑战ꎬ它
丰富了马华女性小说的主题内涵ꎬ也为马华文学增添了一抹靓丽的颜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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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世纪以来马华女性小说表现方式的革新展示出作家艺术水准的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马华女作家蜕变了作品中刻意体现“中国性”的元素、抛
弃了对传统华人生活的描绘ꎬ在作品中融入了更多全新的手法与实践ꎬ呈现出新

的作品风格ꎮ 她们在创作中渴求与世界对话ꎬ努力在作品中呈现出打破马华现

实主义传统的格局ꎬ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ꎻ她们以自我突破式的创作手法为

马华文坛提供了一种多元发展、多元表现的创造力ꎬ她们以个性化、多元化的创

作实践ꎬ彻底颠覆了马华作家惯有的文学传统ꎮ 新世纪以来马华文学“新生代”
女作家们的作品ꎬ无论是改写本土故事题材、马共历史题材还是女性主体性突破

的题材ꎬ都能反映出她们对人生作出的理性判断与独特的哲学思考ꎬ以及对人的

尊严、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重估与肯定ꎮ
黄万华曾对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有过这样的评价ꎬ“在 ２１ 世纪的最初一

二十年中ꎬ他们的创作将会引起海外华文文学格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ꎮ 这种调

整自然联系着他们各自跟居住国各族群的关系ꎬ各自在居住国主流社会所处的

地位、社会参与方式等”ꎮ〔８〕他又说ꎬ“其艺术水准、历史深度不逊于同时代的中

国大陆、台湾、港澳作家ꎮ 其影响超越了中国本土ꎬ甚至引起了海外华文文学格

局的一些深层次调整ꎮ” 〔９〕这两段话充分肯定了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的创作

能力、艺术水准和破旧立新的勇气与实践ꎮ 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们的魔幻

现实与死亡叙事是最能代表她们集体创作水平的一种艺术尝试ꎬ而这其中的代

表当属黎紫书、贺淑芳、梁靖芬三人ꎮ 她们的笔下ꎬ不乏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现实生活的变形、夸张、重塑式的魔幻书写ꎬ«蛆魇»«浮荒»«别再提起»«五行颠

簸»«母墟»ꎬ都是突破现实、另觅他径的成功之作ꎮ 这几部作品通过离奇的现实

世界旨在揭示一个核心问题:马来西亚在地华人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ꎮ
同时ꎬ“新生代”女作家小说中那些具有“南洋特征”的“文学意象”不仅具备鲜

明的马来西亚地域特色ꎬ同时还具备文学性ꎮ 雨水、森林、草药、鹦鹉这些意象的

选取均来自于马来西亚特有的气候或物种ꎬ均能体现南洋色彩ꎬ它们不仅蕴含了

丰富的小说内涵同时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ꎬ它们共同丰富了马华文学

“新生代”女作家的魔幻世界的书写ꎮ 张依苹的«哭泣的雨林»ꎻ黎紫书的«国北

边陲»«推开阁楼之窗»均为典型代表作ꎮ 此外ꎬ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们不

仅写到死亡ꎬ同时也思考着如何死亡以及与死亡形成二元对立的人的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ꎮ “新生代”女作家的死亡叙事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正是在于它反映了

生存和死亡共时共存的对立意义ꎬ作家表现了生死对立的在场性ꎬ并赋予其巨大

的审美价值ꎮ 在«疾»«死人沼国»这些作品中ꎬ作者勇敢地描写生死ꎬ意在表达

其实生死距离并不遥远但又很遥远的悖论ꎬ只有在拥有生命时给予生命更多的

关爱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ꎮ
纵观马华文学“新生代”女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小说文本ꎬ可以发现ꎬ隐匿作

家的性别、消失的中华元素、跳跃的时空、颠倒的时序、反复交错出现的叙述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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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她们全新启动的叙事方式ꎬ她们突破了马华文学的传统创作手法ꎬ革新了马

华文学的话语方式ꎬ开辟了题材选择的新路径ꎬ真正做到了标新立异ꎬ为奠定马

华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贡献了巨大力量ꎮ

四、结　 语

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大放异彩的今天ꎬ在华文作家作品辈出的今天ꎬ我们能

够深切感受到汉语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母语的重要与伟大ꎬ同时也为汉语写作

的成功而感到自豪ꎮ 身处马来西亚的华文女作家们不甘示弱ꎬ静静守候在富饶

的南洋沃土ꎬ静静蓄积能量、汲取营养、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华文写作ꎮ 如今她们

以不俗的成绩在马华文坛上开出自己异常美丽的花朵ꎬ并逐渐引起大陆学者的

普遍关注ꎮ 但不得不说ꎬ马华女性小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ꎬ那就是:微型小说数

量过多ꎬ却无经典作品ꎬ作家几乎同时面临“书写策略重复单一”的明显缺陷ꎮ
其中最典型的ꎬ就是有关婚恋故事的叙事ꎮ 很多作家都以婚外情构成传统婚姻

故事的主线ꎬ然后融入自己对情感、文化和观念的理解ꎬ以一种单一的思维模式ꎬ
传达作家主体对客体文化的个人考量ꎮ 总览马华女作家的微型小说ꎬ集中于对

“中年男女的婚外情”、“底层市民的辛苦奋斗”、“老辈华人与第二三代华人的生

活观价值观的迥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等几大主题的叙事ꎬ缺乏对人性、人
生的更深层的洞悉、拿捏与理解ꎮ 但无论怎样ꎬ近三十年来马华女性小说所取得

的成就也是值得关注、值得肯定的ꎮ 这朵南洋之花ꎬ会渐渐将自己的芬芳播撒到

世界的各个角落ꎬ会将汉语写作的美丽传递到世界各地ꎮ

注释:
〔１〕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ꎬ以下简称“马华女性小说”ꎮ
〔２〕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简称“马华文学”ꎻ马来西亚华文小说简称“马华小说”ꎮ
〔３〕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群是指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９０ 年代初登上马华文坛的青年作家

群ꎬ包括黄锦树、陈大为、钟怡雯、黎紫书、林幸谦、林春美、辛金顺、潘碧华、贺淑芳、梁靖芬等人ꎮ 马华文

学新生代的崛起成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马华文坛的最大事件ꎬ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ꎮ 本文

所要分析探讨的是马华文学“新生代”女性作家的作品ꎮ
〔４〕〔马〕商晚筠:«痴女阿莲»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９０ 页ꎮ
〔５〕〔马〕柏一:«水仙花之约»选自小说集«荒唐不是梦»ꎬ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２０４ 页ꎮ
〔６〕胡姬花:胡姬花是东南亚国度的热带丛林中所生长的一种常见的花ꎬ极具地域色彩ꎮ 胡ꎬ本是历

史汉人对中国境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ꎬ后来泛指少数民族或者与汉族相对的其他族群ꎬ“胡”泛化ꎬ与
“番”一样成为异族的标志性称谓ꎬ如波斯等ꎬ胡姬ꎬ也就成了异族女子的代名词ꎮ 女人如花ꎬ因此本文此

处用胡姬花这种植物来指称马来西亚境内与华人女子相对的异族女子ꎮ
〔７〕饶芃子:面向 ２１ 世纪的华文文学———在“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

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上的学术引言ꎬ«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７１ 页ꎮ

〔８〕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ꎬ«中国比较文学»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９〕黄万华:«新世纪 １０ 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ꎬ«天津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ꎮ

〔责任编辑:黎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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