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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歧视下美国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

———艾丽斯沃克的«紫色»体现的批判现实主义

○ 余秋兰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ꎬ 安徽　 安庆　 ２４６０１１)

〔摘　 要〕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紫色»是当代西方女性文学经

典ꎮ 沃克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ꎬ通过讲述主人公西丽艰难的成长历程ꎬ生动地展现了置

于双重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遭受多重压迫的悲惨生存现状ꎮ 小说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

并没有停留在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罪恶的暴露与批判上ꎬ而是进一步探讨并提出

关于女性出路的妇女主义理念ꎬ极力倡导女性在经济上独立、妇女之间发展姐妹情谊以

及与男性达成和谐共存ꎮ 鉴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残酷的历史与现状ꎬ这些理念略

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面向未来的倾向ꎬ使小说在对社会残忍现实方面的批判减弱了力度ꎬ
却传递了处于逆境中的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正能量ꎮ

〔关键词〕«紫色»ꎻ批判现实主义ꎻ妇女主义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美国黑人文学出现了新的局面ꎬ一批非裔女性作家异

军突起ꎬ她们依托本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ꎬ凭借各自独到的文学感悟和艺术

视角ꎬ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ꎮ 有着“黑人妇女的辩护者和发言人”之称的艾

丽斯沃克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ꎮ 沃克是一位特色鲜明的黑人女性

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批评家ꎮ 她的作品ꎬ尤其是小说ꎬ不仅思想内涵深刻ꎬ视
角独特ꎬ还富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多元的精神维度ꎬ形成别具一格的妇女主义文学

创作ꎮ １９８３ 年凭借长篇书信体小说«紫色»获得美国文学界的两项大奖———普

利策奖和美国图书奖ꎬ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普利策奖的黑人女作家ꎮ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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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美国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ꎬ大受欢迎ꎬ获得奥

斯卡 １１ 项提名ꎮ 自发表以来ꎬ«紫色»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ꎬ
成为当代西方女性文学经典ꎮ

«紫色»的情节并不复杂ꎮ 故事的年代大约从 ２０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夕ꎬ背景是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乡村ꎮ 贫困的乡下黑人女孩西丽在孤独无助、
不幸和悲伤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ꎬ获得经济独立ꎬ找到自身价值ꎬ改变

了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ꎮ 西丽后来的华丽转身是黑人妇女自身奋斗的结

果ꎬ也是黑人“美国梦”的沃克式解读ꎬ体现了黑人妇女文学所传递的社会正能

量ꎮ

一、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沉重历史和现实下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

１９ 世纪在欧洲形成的批判现实主义在历经各种文学思潮的更迭中ꎬ至今仍

然受到众多作家的青睐ꎮ 他们在创作中延续着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ꎬ热切关注

社会现实ꎬ批判社会现实ꎮ 美国历史上ꎬ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女性一直是个被

忽视的群体ꎬ她们所面临的艰难境遇ꎬ很少有人予以认真关注ꎮ 长期以来ꎬ作为

黑人ꎬ她们遭受种族歧视ꎻ作为女人ꎬ遭受男性的压迫ꎻ作为穷人ꎬ遭受阶级剥削ꎮ
在风起云涌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美国黑人争取民族平等的民权运动使得女性对

自己受到的压迫有了深刻的认识ꎮ 伴随民权运动ꎬ女权运动也空前高涨ꎮ 一些

黑人女作家开始在作品中大胆揭露这一社会现象ꎬ把在夹缝中生存的黑人女性

作为创作的中心ꎬ以期唤起社会对她们的重视和关注ꎬ并不断探讨和寻求她们争

取独立自由的出路ꎮ 艾丽斯沃克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ꎮ 她将自己视作美国

黑人妇女的代言人ꎬ并始终将黑人妇女作为创作的中心和源泉ꎬ捍卫她们的权

益ꎬ为她们的事业奋斗ꎮ 身为黑人和女人双重身份的她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

人妇女的生存境况和遭受的种种压迫ꎬ有着深刻体验ꎮ 她说过:“正是因为我是

黑人ꎬ是女人ꎬ因为我在贫困中长大ꎬ因为我是南方人我对世界的看法跟许

多人不一样对于不公正有着十分敏锐的感受ꎬ做出非常迅速的反应”ꎮ〔１〕 其

反应之一就体现在文学创作上遵循现实主义的手法ꎬ主张艺术必须真实ꎬ艺术家

要尽可能使作品忠实于生活ꎮ 她的大多数作品都坚持以现实为基础ꎬ内容主要

反映黑人、尤其是置于双重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ꎬ密切关注社会歧视带给她们的

痛苦处境ꎮ 沃克作品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们丝毫没有回避黑人内部问题和阴暗

面的客观现实ꎬ真实地写出父权制的残酷ꎬ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意识ꎮ 她认为ꎬ
美国黑人家庭普遍存在的性别压迫让女性深受其害ꎬ比白人种族歧视所产生的

后果更为严重ꎬ也正是因为对黑人男性似乎过激的描写ꎬ沃克成为美国当代文坛

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ꎮ 尤其是一些黑人男性学者ꎬ强烈指责其对黑人文学带来

了负面影响ꎮ 然而ꎬ黑人女性在本族群中饱受性别歧视和压迫是个不争的历史

事实ꎬ对真相的追问超出了对本民族顽疾的规避和掩饰ꎬ支撑沃克的正是她对给

予自己生命和精神的本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本民族完整生存的责任感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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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ꎮ 可以说ꎬ批判现实主义是沃克小说创作的基础ꎮ 在欣赏沃克作品时ꎬ我们

不能忽略作者真诚的现实主义关照ꎮ
在«紫色»中ꎬ沃克继承和发扬了美国黑人文学的优秀传统ꎬ运用现实主义

的写作手法ꎬ以时代背景为衬托ꎬ以朴素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生动地再现了 ２０
世纪初苦苦挣扎的美国黑人女性的生活原貌和心路历程ꎮ 小说主人公西丽未成

年就被继父强奸怀孕ꎬ要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ꎬ包揽家务活ꎬ还竭力保

护妹妹免遭继父的黑手ꎮ 嫁到某某先生家ꎬ婚姻并没有将她救出苦海ꎬ要小心伺

候丈夫ꎬ照管不听话的孩子们ꎬ做沉重的家务ꎬ还得下地干活ꎮ 不幸的是ꎬ她的勤

劳容忍换来的不是亲人的关爱而是继父的摧残、母亲的误解和丈夫的动辄打骂ꎮ
为了在非人的处境中活下去ꎬ西丽把自己深深地藏入麻木不仁的壳里ꎮ 当某某

先生拿皮带揍她时ꎬ她就拼命忍着不哭ꎬ把自己想象成毫无知觉的木头ꎮ “我把

自己变成木头ꎮ 我对自己说ꎬ西丽ꎬ你是棵树ꎮ” 〔２〕 沃克对西丽在肉体和精神上

遭继父和丈夫的鄙视、嫌弃和无情蹂躏的描写ꎬ催人泪下ꎬ深刻揭露了父权统治

思想对女性身心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ꎬ艺术地再现了 ２０ 世纪上半叶美国黑人妇

女的真实生活ꎬ传递了她们被压制的声音ꎬ并及时引发了人们对“似曾相识”的
历史与现状的共鸣ꎮ 美国黑人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曾在一次采访中直言

自己第一次读«紫色»时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合书而泣ꎬ觉得西丽的生活就是她

的写照ꎬ因为她也曾是性暴力的受害者ꎬ对西丽无处诉说的苦楚是感同身受的ꎮ
众所周知ꎬ美国历史上ꎬ黑人书写了骇人的血泪史ꎮ 美国黑人的文化历史因

遭到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摧毁或歪曲ꎬ如碎片般零散的存在甚至遗失ꎮ 黑人女

性在美国历史上更是个特殊的群体ꎬ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构成了她们共同的

记忆和体验ꎬ由此产生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女性历史ꎬ但这种历史就未曾

被真正记载过、重视过ꎮ 美国历史上不乏出名的黑人作家ꎬ然而他们的作品并未

深刻地去探讨黑人女性的问题ꎬ正如黑人文学理论家斯蒂芬汉德森坦言:“只
有当美国黑人妇女发现了涉及种族和性别两个方面的政治内容后ꎬ美国黑人的

历史才会迎来一个特殊的转折点ꎬ黑人文学在走向成熟和公正方面才有一个显

著的跨越”ꎮ〔３〕积极参与的民权运动打开了她的视野ꎬ使她对美国黑人的历史与

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ꎬ加上对黑人女性的不幸既耳闻目睹又有过切身

的感受ꎬ其作品多数是以黑人女性为中心的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ꎬ其笔下的女性

人物往往带有社会与历史的烙印ꎬ是历史上与现实中黑人女性生活的再现与体

现ꎮ
«紫色»记录的虽是普通黑人妇女的日常生活ꎬ却浓缩了黑人女性的生活历

史ꎬ是她们的血泪史ꎮ 讲述的一些人物、事件和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作者成

长历程中所见所闻的黑人女性故事ꎬ是历史事实与虚构的交融ꎬ具有较鲜明的传

记色彩ꎮ 她明确指出ꎬ西丽的生活原型就是她的老祖母ꎮ «紫色»前半部分是她

家庭过去的生活故事ꎬ是历史记忆的画面ꎮ 据说ꎬ沃克的老祖母在年轻时生活很

艰苦ꎬ与西丽的命运一样ꎬ曾被继父奸污ꎬ被迫嫁给一个连名字都不愿意叫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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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男人ꎬ饱受种种苦难ꎬ却顽强挣扎着生存下来ꎮ 沃克在力图对西丽客观描写的

同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ꎬ２０ 世纪初西丽的困难经历是沃克祖母辈和广大黑人妇

女共同命运的缩影ꎮ 小说后部分ꎬ西丽的华丽转身就是沃克对老祖母人生的一

次改写ꎬ把老人家从她自己的历史中解放出来ꎬ赋予她未曾得到的幸福ꎮ 另外ꎬ
西丽的早期遭遇也映射了沃克早年生活无法摆脱的痛苦往事ꎮ 沃克 １９４４ 年出

生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一个贫穷佃农家庭ꎬ父母靠种棉花为生ꎬ父母的祖先是

奴隶和印第安人ꎮ 她是家中第八个孩子ꎬ由于家境贫寒ꎬ从小就承担家务劳动ꎬ
过着艰苦而孤独的生活ꎮ 八岁那年被一个哥哥射瞎了一只眼睛ꎬ这场事故严重

打击了沃克ꎮ 在大学里ꎬ又偶然失身怀孕ꎬ不敢让父母知道ꎬ内心极度痛苦ꎬ几欲

自杀ꎮ 后来嫁给了一位白人律师ꎬ他们经历了跨种族通婚(尤其是黑人与白人

通婚)的重重困难ꎬ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还是走向破裂ꎮ 这些痛苦记忆使沃克

深感黑人女性在夹缝中生存的艰难ꎮ 自此ꎬ性别和种族成为她观看世界的切入

点ꎬ她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ꎮ
«紫色»着力描写黑人妇女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摧残下失去个性ꎬ遭受压

迫ꎬ强调了黑人社会普遍流行的性别歧视是现实根源之一ꎮ 沃克毫不讳言地指

出她的多部作品中描写的家庭暴力场面就真实地发生在她自己的家庭中ꎮ 沃克

的父母并不和谐ꎬ父亲经常打骂母亲和子女ꎮ 在 １９８８ 年版的小说«格兰奇科

普兰的第三次生命»的“后记”中ꎬ沃克写道:“暴力也发生在我的家庭中ꎮ 其根

源出自父亲总想支配母亲和孩子们ꎬ也出自母亲和我们对他这种支配进行的语

言和肢体对抗”ꎮ〔４〕正如小说中索菲亚告诉西丽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

很不安全ꎮ “我这一辈子一直跟别人打架ꎮ 我得跟爸爸打ꎮ 我得跟兄弟打ꎮ 我

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打ꎮ” 〔５〕索菲亚看到西丽在某某先生家的遭遇ꎬ想起被

她父亲踩在脚底下过日子的可怜的母亲:“不管他说什么ꎬ他的话就是圣旨ꎮ 她

从来不回嘴ꎮ 她从来不为自己争辩ꎮ 有时候她替孩子们争几句ꎬ结果反而更不

好ꎮ 她越支持儿女们ꎬ他就越虐待她ꎮ” 〔６〕 亲身经历让沃克对家庭暴力深恶痛

绝ꎬ对灵魂扭曲的黑人男性毫不留情ꎬ她从来不在作品中美化自己看到的丑恶现

实ꎮ 在沃克的眼里ꎬ父亲和几位哥哥都没有在她的记忆中树立好的形象ꎬ因为他

们学会了白人男人的那些虚伪ꎮ 大男子主义的父亲将对男孩表现出兴趣的一个

姐姐鞭打一顿后关在屋子里ꎬ并威胁如果怀孕则不要回家ꎮ 这起家暴事件成为

沃克的另一部长篇力作«父亲的微笑之光»(１９９８)的故事原型ꎮ
沃克把笔触伸向描写不和谐甚至是激烈冲突的黑人男女关系ꎬ不仅揭示黑

人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ꎬ更是想通过性别歧视来折射特定历史时期

的社会现实ꎬ家庭内部框架正是作者力图反映社会现实的缩影ꎮ 虽然 ２０ 世纪的

美国社会ꎬ奴隶制成为了历史ꎬ但黑人在经济和社会上并没有真正翻身ꎬ在民权

运动兴起之前ꎬ南方黑人的生活境况比较恶劣ꎬ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ꎬ性别歧

视也是积重难返ꎮ 种族歧视更是恶化了性别压迫ꎮ 黑人男性往往利用自己在家

庭中的统治地位转嫁白人的压迫和屈辱ꎮ 美国社会结构把黑人男性变成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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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ꎬ遏制他们的人性ꎻ在种族歧视下自我迷失、灵魂扭曲的他们ꎬ把对社会的愤怒

和反抗不是发泄到剥削者身上或社会体制上ꎬ转而选择家庭作为宣泄口ꎬ发泄到

更加弱势的妻子和孩子身上ꎬ对他们做出残暴和戕害行为ꎬ要求他们绝对的服从

和忠诚ꎬ从而弥补自己缺损的权威ꎮ〔７〕 种族迫害就是这种暴力转移现象的一个

重要因素ꎬ黑人女性也就沦为了种族和性别话语系统的双重牺牲品ꎮ
如上所述ꎬ作家对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暴力虐待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抨击ꎬ

同时ꎬ也不避开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的历史事实ꎮ 美国是一个

种族歧视已经成为历史文化沉淀的国家ꎬ黑人受歧视现象有深刻社会历史原因ꎬ
所留下的后遗症一直延续至今ꎮ 妹妹从家里逃出来跟西丽住一起ꎬ面对不怀好

意的某某先生ꎬ西丽十分担心她的前途:“我一想到她可能会嫁一个像某某先生

那样的男人ꎬ或者到某个白人太太的厨房里做帮工ꎬ我心里就难受得不行”ꎮ〔８〕

这句让人心酸的话ꎬ含义十分深刻ꎬ“它以最简洁的语言道出了性、性别﹑种族、
阶级等因素对黑人妇女生活的深刻影响ꎬ黑人男性的性剥削和白人女主人的奴

役成为同等严酷的抉择摆在黑人妇女面前”ꎮ〔９〕 索菲亚就是因为拒绝给白人市

长作女佣遭到毒打并锒铛入狱ꎬ出狱后还是被罚给市长家做佣人ꎮ 在市长家做

牛做马ꎬ没日没夜地听他们使唤ꎬ五年才让她跟家人孩子见一次面ꎬ这些使她感

到被欺压和奴役的屈辱ꎬ“我是奴隶”ꎬ这是索菲亚对奴隶制废除了近百年的美

国社会愤懑的控诉ꎮ 索菲亚虽然通过斗争冲破了家庭的男权压迫ꎬ赢得了部分

的自我ꎬ但在社会中沦为了白人的奴隶ꎮ 在掌握着政权的强大的白人阶级面前ꎬ
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卑如蝼蚁ꎬ她们的反抗如以卵击石ꎮ

野蛮的阶级和种族压迫ꎬ也非局限于美国黑人和美国境内ꎮ 耐蒂在非洲传

教的地方奥林卡村ꎬ就在一夜沦为白人的领地ꎬ庄稼被毁ꎬ房屋夷为平地ꎬ土地被

没收ꎮ 在当代西方ꎬ殖民统治、种族压迫已经逐渐成为语言中的禁忌ꎬ谈论这些

已不是那么先锋ꎬ沃克勇敢地将笔触指向这些不容歪曲和回避的史实ꎬ表明美国

黑人的命运同非洲同胞的命运是同一性的ꎬ身处白人中间的美国黑人无法逃避

白人的歧视ꎬ非洲大陆的黑人同样摆脱不了白人殖民者的魔爪ꎮ 这说明黑人问

题是整个黑人民族的问题ꎬ是个世界性的问题ꎮ 可见ꎬ沃克巧妙地将美国社会及

当今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ꎬ如种族问题、黑人问题、性别问题、妇女问题及非洲殖

民问题融入到小说创作中ꎬ使作品彰显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ꎬ因此把沃克

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是中肯的ꎮ〔１０〕

二、妇女主义理念之光:走出囚禁身心樊笼的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

«紫色»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并没有停留在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罪恶

的暴露与批判上ꎬ而是进一步探讨提出关于妇女出路的妇女主义理念ꎬ传递了身

处逆境的黑人女性的生存智慧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女性首先在经济上要

取得独立、妇女之间发展姐妹情谊及与男性达成和谐共存ꎮ
首先ꎬ小说明确了女性获得独立解放的方式是经济能力ꎮ 西丽只有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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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裤子公司ꎬ自食其力后才真正获得尊严ꎮ 因此ꎬ女性是否能回到社会公

共空间获得经济独立ꎬ往往是她们获得身体和精神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相比

沃克早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ꎬ她们背负社会和家庭的重担ꎬ被称为“世间的

骡子”ꎬ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双重压迫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ꎬ没有独立人

格和尊严ꎬ如第一部小说«格兰奇科普兰奇的第三次生命»(１９７０)中的玛格丽

特和梅姆及短篇小说集«爱情与烦恼»(１９７３)中刻画的 １３ 位多姿多彩的黑人妇

女形象ꎬ«紫色»的女主人公西丽的蜕变极具震撼力和颠覆性ꎮ 某某先生曾讥笑

她:“你是黑人ꎬ又穷又丑ꎬ又是个女人ꎮ 上帝ꎬ你简直是一无是处”ꎮ〔１１〕然而这个

“一无是处”的黑丑女人后来取得商业成功和经济独立让他刮目相看ꎮ 西丽的

成功是处在最低层的黑人女性的成功逆袭ꎬ复制了幅度巨大的社会阶层纵向流

动模式ꎬ沿袭了从“衣衫褴褛者奋斗成百万富翁”的美国成功传奇故事和“丑小

鸭变成白天鹅”的资本主义童话故事ꎮ
西丽后来在莎格的帮助下离开了家ꎬ跟随莎格到田纳西ꎬ成立了大众裤子公

司ꎬ获得经济独立ꎬ从此她的人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ꎮ “我真高兴ꎮ 我有了

爱ꎬ有了工作ꎬ有了钱ꎬ有了朋友ꎬ有了时间ꎮ” 〔１２〕 这是西丽写给妹妹的一封信的

开头ꎮ 其间洋溢的高兴之情与小说前部分的悲惨生活大相径庭ꎮ 单纯谦卑的西

丽摇身一变ꎬ成了一名头脑灵活的商业女性ꎮ 可以说ꎬ西丽是个大胆创新企业

家ꎬ是男女通用运动服装(ｕｎｉｓｅｘ ｓｐｏｒｔｓｗｅａｒ)的创始人ꎻ找黑人姑娘当帮手专门

制作裤子ꎬ请索菲亚在服装店当营业员ꎬ给黑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ꎻ雇佣白人经

营店里业务ꎬ具有种族融合和超前意识ꎮ 沃克为西丽选择经营裤子的职业是有

特殊含义的ꎮ 在黑人传统文化中ꎬ男女衣着是有讲究的ꎬ妇女只能穿裙子ꎬ男人

才穿长裤ꎮ 当莎格打量西丽一番ꎬ觉得她生来不是穿裙子的料ꎬ建议给她做条长

裤时ꎬ西丽感到诧异:“我要长裤干嘛? 我又不是男人ꎮ 某某先生是不认他

老婆穿长裤的”ꎮ〔１３〕现在ꎬ西丽不仅自己穿裤子ꎬ还给身边女性做裤子ꎬ更是专门

经营裤子生意ꎮ 这里ꎬ经营裤子已不仅是一种职业和西丽独立谋生的手段ꎬ而是

黑人女性向男权社会的宣战ꎬ象征着女性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苏醒ꎬ〔１４〕 正如

美国女权批评家肖瓦尔特所言:“女人通过选择自己的衣服创造自己的个

性”ꎮ〔１５〕

仔细斟酌ꎬ笔者发现西丽制裤子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ꎬ或者说是继承了美国

黑人妇女善于缝制百纳被的基因ꎮ 在做了一条十全十美的裤子后ꎬ“我坐着琢

磨我该怎么谋生ꎬ不知不觉地我又开始做起裤子来”ꎮ〔１６〕仿佛冥冥之中上帝已经

给她打开了一道致富之门ꎮ 除了经营裤子公司ꎬ继父去世后ꎬ她继承了一大笔财

富ꎬ更确切地说ꎬ是拿回她亲生父亲留给她的房子、店铺等财产ꎮ 西丽的缝纫天

赋和继承大笔财富可以说是沃克的有意安排ꎬ拥有物质财富解决了女性从家庭

走向社会面临的第一个实际问题ꎬ即经济上要独立ꎮ 经济能力和经济独立是沃

克为黑人女性解放开出的药方ꎮ 财富就是成功和幸福的代名词ꎮ 正是经济独立

为西丽赢得了某某先生的尊重ꎬ最后达成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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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ꎬ西丽的成功故事与安徒生童话里丑小鸭的经历颇为相似ꎮ 丑小

鸭天生就是天鹅ꎬ只是其他低级动物未发现它的美(贵族身份)ꎮ 丑小鸭也认同

自己低人一等ꎬ在经过重重磨难之后才发现到自己的尊贵ꎬ得到拯救ꎬ真实身份

也得以恢复ꎮ 当丑小鸭在无意间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ꎬ发现自己是天鹅时ꎬ安徒

生这样写道:“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ꎬ就算你是生在养鸭场里也没有

什么关系”ꎮ〔１７〕 不言而喻ꎬ虽然丑小鸭的故事宣扬白手起家的理念ꎬ但也暗指上

流社会人物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性ꎬ流露出对上层社会的羡慕之情ꎮ 如出一辙ꎬ
西丽有经商天赋ꎬ最后也自然地恢复到成功商人的地位ꎮ 因此ꎬ西丽的经历与其

说是穷人变富人的故事ꎬ更确切地说是富人自我发现的故事ꎮ 不管沃克情不情

愿ꎬ西丽童话般的成功故事却更加印证了美国所谓进步人士的普遍观点:那些不

成功的人只能怪自己ꎬ他们对自己的失败负责ꎮ〔１８〕 鉴于在美国社会取得成功依

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族身份和群体ꎬ不难预见这种观点的危险性:如果美国黑

人至今没有获得成功ꎬ他们咎由自取ꎮ 然而ꎬ这样的情节安排是情有可原的ꎮ 美

国政府宣称的“经济中没有隔离”直到现在还是与现实不符ꎮ 生活在处处低人

一等的社会里ꎬ黑人的工作行业及场所普遍比白人低下ꎬ工薪低ꎬ升职难ꎬ遇到经

济不景气ꎬ高的失业率更让黑人失去经济上的独立ꎮ 对黑人女性而言ꎬ种族歧视

和性别歧视使得她们走出家庭取得经济独立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辛ꎮ 没有经济

独立ꎬ其它一切独立无从谈起ꎮ 恩格斯明确指出:“如果女性仍然被排除在社会

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ꎬ那么ꎬ妇女的解放ꎬ她们同男性的平

等ꎬ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ꎮ〔１９〕经济能力和经济独立是沃克为黑人女性解放

开列的首要条件ꎬ其童话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精神ꎬ却传递了黑

人女性在逆境中积极争取的生存智慧ꎮ
其次ꎬ小说同时大力弘扬了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ꎮ 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和

男尊女卑的文化体制下ꎬ几乎每个黑人妇女都有一部苦难史ꎮ 相似的经历和内

心体验使她们认清仅靠个人力量单枪匹马地与种族和性别歧视抗衡是行不通

的ꎻ只有爱自己ꎬ同时爱其他女性ꎬ才能从根本上摧毁父权制社会存在根基ꎬ成为

自由完整的人ꎮ 在散文集«寻找母亲花园»的扉页ꎬ沃克明确声称:“妇女主义者

是黑人或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ꎮ 是热爱其他妇女ꎬ喜欢或偏爱女性文化、女性感

情和女性力量的人”ꎮ〔２０〕姐妹情谊代表了黑人女性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ꎬ体
现了相互依存的理念ꎬ是促进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ꎬ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

想乐园ꎮ
«紫色»通过对西丽与其他几位性格各异的黑人女性之间友谊与爱的描写ꎬ

主张黑人女性只有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爱和支持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自尊和

自信ꎮ 小说前半部ꎬ以父亲和丈夫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制造的阴影让西丽对冷酷

残忍的男性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敌意ꎬ若不是身边姐妹的影响和帮助ꎬ她的一生也

许就在这没有人格和尊严的生活中痛苦煎熬着ꎮ 在这些姐妹中ꎬ莎格对西丽的

帮助和影响无疑是最大的ꎮ 在沃克笔下ꎬ莎格是最能体现妇女主义者形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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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ꎮ 莎格是西丽丈夫的情人ꎬ是一个敢爱敢恨、敢说敢做、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

女性ꎮ 正是由于莎格的帮助ꎬ西丽才打破多年的沉默ꎬ宣布离开某某先生ꎬ寻找

新的生活ꎮ 其中最重要的是ꎬ她对西丽的爱使得西丽的心灵得到滋养ꎬ唤醒了她

重新认识自己ꎬ发现自己作为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之美ꎬ从而建立起她对女性的自

信ꎮ 西丽的情感开始复苏ꎬ对莎格产生爱慕之心ꎮ 虽然在许多读者看来ꎬ莎格和

西丽的关系有着同性恋的成分ꎬ但这种特殊的情感是西丽走向自我、走向姐妹情

谊和人类情谊的通道ꎻ让她们摆脱了父权制婚姻中的从属地位ꎬ也可以理解为苦

难的黑人女性希望在平等关系中寻求快乐和爱ꎬ是她们对黑人男性暴行所采取

的积极反叛ꎬ是她们企求证明自己力量的一条途径ꎬ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友

谊ꎮ〔２１〕后来当莎格爱上一个小伙离她而去ꎬ心碎之余ꎬ西丽重新审视了她们的关

系ꎬ逐渐发现没有莎格也能活得快活ꎬ莎格回来她高兴ꎬ不回来也心满意足ꎮ 这

说明这份情感帮助西丽最终获得精神的独立和情感的成熟ꎬ是具有解放意义的ꎮ
除了莎格ꎬ儿媳索菲亚和远在非洲的妹妹对西丽人生的转变都起到重要作

用ꎮ 在西丽眼里ꎬ索菲亚是个英雄ꎬ一个行为榜样ꎮ 索菲亚的人生经历说明ꎬ黑
人妇女的人格和尊严要靠自己去争取ꎬ去捍卫ꎮ 妹妹则是西丽的精神支柱ꎮ 当

在莎格的帮助下找到某某先生藏匿的妹妹多年来给她的所有信件ꎬ得知一直牵

挂的妹妹还活在世间ꎬ并且和她的子女生活在一起ꎬ西丽顿时感到生活有了希望

和力量ꎮ 愤懑之余ꎬ更加坚定了脱离某某先生的掌控ꎬ后来离开家跟莎格去了孟

菲斯ꎮ 至此可见ꎬ沃克对姐妹情谊淋漓尽致地描写肯定了姐妹情谊在妇女解放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ꎬ黑人妇女必须团结起来对抗男性世界ꎬ才能实现她们真正的

解放和自由ꎮ “但黑人女性要形成阵容和力量ꎬ必须要求她们整体的同一性ꎬ而
作为个体的人ꎬ又追求独特独立和精神丰富性ꎻ如此一来ꎬ姐妹情谊成为一个悖

论ꎮ” 〔２２〕小说中西丽与莎格及索菲亚也出现过误解和矛盾ꎬ最后都得以化解ꎮ 但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ꎬ特别是对于经历和需求多样性的女性而言ꎬ如何长期维

持姐妹情谊ꎬ保持永久的精神共识ꎬ发出同样的声音ꎬ的确不是件易事ꎮ 因此姐

妹情谊不是女性追求的终点ꎬ必须进行更深的探索ꎮ
最后ꎬ事实上ꎬ沃克极力倡导的经济独立和姐妹情谊ꎬ并不是指女性在依靠

自身力量或姐妹的帮助下获得独立自主后ꎬ持与男性对立或分裂的态度ꎬ因为黑

人女性身处在一个压迫所有黑人的文化中ꎬ不论她们对男性有何看法ꎬ还是会去

关心和接纳他们的ꎮ 在父权制社会中ꎬ作为压迫者的男性和被压迫者的女性同

样受到伤害和束缚ꎬ妇女的解放从本质上讲离不开男性的解放ꎮ 沃克清楚表明:
“一个妇女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追求包括男人和女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和

完整”ꎮ〔２３〕这一目标超越了种族性别的局限ꎬ倡导人们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ꎬ
一个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ꎮ 西丽就是沃克成

功塑造的这样一位妇女主义者ꎬ虽然某某先生对她干过很多坏事ꎬ西丽却不计前

嫌ꎬ后来也不恨他了ꎬ最后还和某某先生相处甚欢ꎮ 女性对男性抱着一种宽容的

人文主义关怀ꎬ甚至帮助他们转变ꎬ以爱对待曾经的伤害ꎬ从而消除二元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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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关系ꎬ重塑平等、和谐的新型关系ꎬ既避免落入性别霸权思维的窠臼ꎬ又表达

了从冲突走向和谐的两性和平共处的文学审美理想ꎮ
此外ꎬ«紫色»表现了在两性关系中ꎬ黑人男性的转变与实现和谐平等两性

关系的可能性ꎬ传递了沃克对“改变”的坚信:“我相信改变:个人的改变ꎬ社会的

改变”ꎮ〔２４〕某某先生在西丽离开家庭后ꎬ生活在一片狼藉之中ꎮ 这促使他开始反

思自己ꎬ学会了平等地与西丽谈心ꎬ西丽说:“现在跟他讲话ꎬ他真的听进去

了”ꎮ〔２５〕某某先生从一个虐待、欺骗妻子的大男子主义男人ꎬ转变为能够与西丽

推心置腹ꎬ接受她的价值观ꎬ最终学会爱的男人ꎬ与西丽建立了友好和谐、互尊互

爱的朋友关系ꎮ 他的转变也让自己获得了新生ꎮ 在一次聊天中ꎬ他对西丽说:
“我现在心满意足ꎬ我第一次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ꎮ 我觉得我有了新

的生活”ꎮ〔２６〕同时ꎬ某某先生的转变体现了沃克作品中男性形象所蕴含的积极因

素ꎬ及妇女主义者坚信人是会变化的ꎬ并且朝着好的方面改变ꎮ 沃克借助文学艺

术的手段ꎬ通过刻画黑人男性残酷对待黑人女性ꎬ旨在唤醒麻木不仁的他们ꎬ认
清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加重了女性的生存困境ꎬ阻碍了家庭及黑人民族的团结和

进步ꎬ必须克服固有的性别优越感ꎬ懂得与异性相互依存的关爱伦理ꎮ 这些正是

小说所倡导的妇女主义思想的核心之处ꎬ不仅超越了“二元对立”的对抗性男女

关系ꎬ还传递了黑人男性转好和两性和谐共生的可能性ꎬ又给予了妇女主义者对

“整个人类的完整生存与幸福”的憧憬ꎮ

三、结　 语

小说的结尾处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大团圆的传统ꎬ西丽获得了情感上和经

济上的独立ꎬ赢得了某某先生的尊重和爱ꎬ和妹妹、孩子得以团聚ꎬ获得了真正意

义上的家ꎻ某某先生变成了学会容忍和爱的男人ꎻ索菲亚回到了丈夫和孩子身

边ꎮ 所有矛盾都得到完美的解决ꎬ所有的压迫和敌视都化为乌有ꎬ种族歧视不复

存在ꎬ男女两性和谐相处ꎬ所有的人都互相尊重ꎮ 这种乌托邦色彩的大同世界从

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ꎬ勾画了一个两性和谐相处的理想未来ꎬ这不

能不说是沃克开拓性的探索ꎬ具有不平凡的现实意义ꎮ 正如沃克在«紫色» (陶
洁译)中文版序所说:“我个人喜欢«紫色»的地方在于它强调人的发展成长、女
人间的团结及男人发展成长产生变化的可能性”ꎮ〔２７〕 但放眼美国黑人的历史与

现状ꎬ沃克在小说中极力倡导的女性经济独立、姐妹情谊和两性和谐大团圆结

局ꎬ体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主义ꎬ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面向未来的倾向ꎬ使得

小说在对社会残忍现实方面的批判减弱了力度ꎮ 然而ꎬ乌托邦思想的现实价值

不是它对理想社会的具体规划和实际可行性ꎬ而是它的功能ꎬ究其本质而言ꎬ乌
托邦的功能是批判性、超越性和启发性ꎮ 沃克通过对历史、现实的批判和质疑ꎬ
试图在超越现实中解决现实社会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ꎬ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ꎬ建
构人类完整生存的美好蓝图ꎮ

综上所述ꎬ沃克在«紫色»中以巧妙的构思、真切地叙述向我们展示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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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长期遭受压迫和造成这种压迫的历史和现实的根源:父权制社会男尊

女卑思想ꎻ种族歧视对黑人男性心理的侵蚀和扭曲及对整个黑人民族的压迫ꎮ
更是独树一帜地开出了黑人妇女获得真正解放的良方:离开摧残她们身心的黑

人男性ꎬ到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ꎻ黑人女性间要依靠姐妹情谊互助互爱ꎻ与男性

走向共存和完整生存ꎮ 这些方案充分展示了妇女主义的思想内涵ꎬ虽略带有乌

托邦色彩ꎬ却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沃克独树一帜的女性生存理论ꎬ传递了逆境中黑

人女性的生存智慧和人类社会进步正能量ꎬ具有较高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历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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