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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非裔美国黑人而言ꎬ“阅读”不是游戏ꎬ只有书写自己的历史才不会被

白人世界同化而失去作为群体和个体的自我ꎬ才能知道“我是谁”ꎮ 站在文化民族主义

的高度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栅栏»一剧中将大量的隐喻运用到创作之中ꎬ结合生动真

实的语言及对人物冲突的成功描述ꎬ再现了一段非裔美国黑人的生存现实ꎬ帮助他们在

不断审视自我与历史的进程中跨越了心灵和身份的栅栏ꎬ实现了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

越ꎮ
〔关键词〕奥古斯特威尔逊ꎻ栅栏ꎻ隐喻ꎻ身份

美国当代著名非裔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ꎬ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创作了«吉特尼»( Ｊｉｔ￣
ｎｅｙꎬ １９８２)、«栅栏»(Ｆｅｎｃｅｓꎬ １９８５)等十部戏剧ꎮ 每部剧均以 ２０ 世纪中的一个十年为背景ꎬ
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美国黑人生活的各种经历ꎬ其作品被赞誉为非裔美国文学中的世纪史

诗ꎮ 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托尼奖、戏剧创作奖ꎬ七次获得“纽约剧评界最佳戏剧奖”以及

其它众多奖项ꎮ
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之所以得到高度的认可和赞誉ꎬ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黑人文

学、艺术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生存与发展ꎬ善于利用非洲文化传统及黑人特有的言说方式来

彰显黑人个人和群体的历史存在并进而凸显出黑人种族的异质性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许多

作品都体现出对非裔美国人既是非洲人又是美国人双重文化身份的审视与思考ꎮ 他坚定地

认为ꎬ在美国社会黑人必须以非洲后裔的身份存在ꎬ必须在白人主流文化中发出属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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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ꎮ “除非以非洲人的身份ꎬ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ꎮ” 〔１〕 作为非洲文化民

族主义坚强的捍卫者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都把历史视为联系现在、塑造未

来的重要方式ꎬ他笔下的人物通过对历史的回望不仅成功抵制了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的

侵蚀与同化ꎬ也实现了黑人个人及群体文化身份的解放ꎮ
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民权运动虽然使美国黑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条件有所改善ꎬ但

他们在政治权利、经济地位、接受教育等方面仍然与白人存在着差距ꎬ依然遭受着种族歧视和

压迫ꎮ 面临黑人文化传统与文化身份可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吞噬、边缘化的现状ꎬ如何唤醒

美国黑人的“非洲意识”ꎬ保持美国黑人的文化传统并实现文化身份的再生就成为了新一代

非裔美国文学家的历史使命ꎮ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栅栏»一剧

中以黑人清洁工特洛伊马克森的日常生活为背景ꎬ以父子、夫妻之间的矛盾为发展主线ꎬ巧
妙地将隐喻手法融入作品创作之中ꎬ结合生动真实的语言及对人物冲突的成功描述ꎬ 刻画出

了性格鲜明、命运多舛的黑人形象ꎬ再现了一段在种族歧视和压迫下的美国黑人生存史ꎮ 通

过隐喻性的表述ꎬ作者呼吁当代美国黑人应从非洲中心文化传统出发ꎬ重新认识个人及种族

历史ꎬ在不断审视自我与历史的进程中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ꎮ

一、隐喻的发展与蕴涵

纵观隐喻研究的发展史ꎬ其主要可划分为传统隐喻、近代隐喻和现代隐喻三个研究阶段ꎮ
传统隐喻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格ꎬ是词语层面的意指ꎬ是一种语言现象ꎻ近代隐喻提出了隐喻

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互动”ꎬ是新意义产生过程的观点ꎻ而现代隐喻则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

辞格和一种语言现象ꎬ 更是人们认识新事物ꎬ表达新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ꎮ
对传统隐喻研究做出最为卓越贡献的当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ꎮ 在«诗学»中ꎬ他

最早提出“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ꎬ 借来作隐喻ꎬ 或借‘属’作‘种’ꎬ或借‘种’作‘属’ꎬ
或借‘种’作‘种’ꎬ或借用类同字” 〔２〕 ꎬ其主要特点就是“借用一事物谈论另一事物”ꎮ 他把隐

喻视作名词ꎬ认为隐喻是一种“对比”或“比较”ꎬ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词语或短语的表

达方式ꎬ 是限于词汇层面起修饰性作用的修辞格ꎮ 虽然亚里士多德将隐喻等同于名词缺乏

足够的说服力ꎬ但他的隐喻观对后期的隐喻研究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ꎮ 近代隐喻理论研究

中最核心的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理查兹在«修饰哲学»中提出的“互动理论”ꎮ 该理论认为隐

喻的意义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ꎬ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际”ꎬ 是语境之间的

“交易”ꎮ “当人们使用隐喻时ꎬ就把表示两个相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ꎬ这两个思想活跃的

相互作用ꎬ其结果就是隐喻的意义ꎮ” 〔３〕理查兹将隐喻作为语义现象放到句子层面进行考查ꎬ
将本体和喻体之间词义相互作用的结果视作新意义的产生过程ꎬ为学者布莱克进一步研究本

体和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奠定了基础ꎮ 然而ꎬ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或是理查兹的

“互动理论”都是用一事物的某些特性来认识具有相似特性的另一事物ꎬ 都只是对隐喻进行

描述式的阐释或试图探讨隐喻的产出方式ꎬ 并未就隐喻的本质及其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ꎮ
与传统隐喻理论和近代隐喻理论只是局限于对隐喻现象本身的研究ꎬ没有将其放在人类

认知、思维和交际活动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不同ꎬ现代隐喻理论则认为隐喻不仅是

一种语言修辞现象ꎬ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认知方式ꎬ可以用于解释人们概

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等ꎮ 国内著名学者束定芳曾指出:“隐喻不

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ꎬ 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现象ꎮ 它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

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ꎮ” 〔４〕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

—１３１—

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



喻»一书中对语言和知识的隐喻结构也作出过深刻的剖析ꎬ并把隐喻定义为:“隐喻的实质就

是通过另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ꎬ是从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

域的结构映射”ꎮ〔５〕在他们看来ꎬ隐喻的焦点根本不在语言ꎬ 而在人们利用一个概念域去说明

另一个概念域ꎬ 或者说概念域之间的映射ꎬ 概念隐喻的意义源于对源域的体验和所使用的

基本隐喻的源域与目标域的体验ꎮ 可见ꎬ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互动”深化了隐喻理论

的发展ꎬ使其从单一的语言现象、修辞格转变成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手段ꎮ
在当代美国文坛ꎬ黑人文学家们历来都被看作是践行隐喻理论的先锋ꎮ 他们以黑人特有

的言说方式ꎬ即对白人主流的批评话语加以“土语”化处理来解构所谓的标准语言ꎬ其蕴含的

比喻性就成为了非裔文学作品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特征ꎮ 非裔美国黑人学者盖茨就曾对黑人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进行过深刻地描述ꎮ 他说:“美国黑人传统从开始阶段就是隐喻性的ꎮ 在

白人统治的社会里ꎬ他们不这样就无法生存ꎮ 黑人是比喻大师ꎬ他们说的是这一件事ꎬ指的则

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ꎬ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ꎮ 所以ꎬ黑人文

学的‘阅读’不是游戏ꎬ这类隐喻正是黑人传统中最具黑人特色的方面ꎮ” 〔６〕 在«栅栏»中ꎬ奥
古斯特威尔逊借鉴现代隐喻理论的研究成果ꎬ把“栅栏”视作隐喻语篇中的源喻ꎬ把“人与

人的关系”“种族关系”视作目标喻ꎬ结合非洲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文学、艺术表达并通过突出

许多完全不同事件未被注意或未被发现的相似性ꎬ艺术性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苦难历史及对

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ꎮ 该剧不仅是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无情鞭挞ꎬ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冷静分

析与深入思考ꎮ 通过隐喻性的表达并借用非洲传统文化因素将黑人种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展现于同一时空ꎬ作者架起了一座保证黑人种族及文化延续传承的桥梁ꎬ为美国黑人抵制白

人种族主义压迫、建构自我和种族身份指明了方向ꎮ

二、 隐喻的表达与体现

«栅栏»一剧的故事主要讲述了黑人清洁工特洛伊马克森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和两个儿

子、妻子之间的矛盾ꎮ 剧中的大儿子里昂是特洛伊和前妻的孩子ꎬ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成功

的音乐家ꎮ 但特洛伊并不支持他的想法ꎬ认为这种梦想实则是在浪费时间ꎮ 特洛伊在年轻时

曾是一名优秀的棒球运动员ꎬ但由于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ꎬ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只能去从

事一份下层黑人的工作ꎮ 二儿子考利正如他当年一样ꎬ也是一位十分有潜力的棒球运动员ꎮ
然而ꎬ特洛伊却坚决地反对他去大学打球ꎬ并认为那是极为愚昧的想法ꎮ 但考利却有不同的

观点ꎬ他希望通过体育的方式获得读大学的机会并进而融入美国主流ꎮ 同时ꎬ特洛伊和妻子

罗斯之间也有着深刻的矛盾ꎮ 特洛伊与情人阿尔贝塔生育了一个女儿ꎬ阿尔贝塔却因难产而

死亡ꎮ 特洛伊试图说服妻子来养育这个孩子ꎬ善良的罗斯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ꎬ但她内心的

伤痛和对夫妻感情的绝望使她变得越来越冷漠ꎮ
在作品中ꎬ特洛伊修建的栅栏和剧作的名称遥相呼应ꎬ有着极强的隐喻内涵ꎬ它不仅展现

了主人公及家人真实的生活情境ꎬ更加映射出整个黑人种族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生活境遇ꎮ
剧中的栅栏既是一种维系家人关系的纽带ꎬ也是一种产生距离的隔阂ꎬ既是一种保护ꎬ也是一

种禁锢ꎮ 对于妻子罗斯而言ꎬ她要求丈夫把栅栏修好ꎬ因为她认为栅栏是维系家庭关系ꎬ是将

她和她所深爱的人保护起来的屏障ꎮ “上帝ꎬ请在我身边围上栅栏ꎬ在我的人生路上ꎬ祈求你

能保护我ꎮ” 〔７〕特洛伊的好友博诺也曾说:“有些人修建栅栏是把别人挡在外面ꎬ有些人是把

自己爱的人围在一起ꎬ罗斯很爱你们ꎬ她想和你们在一起ꎮ” 〔８〕 然而对于特洛伊来说ꎬ栅栏是

一种保护ꎬ更是一种产生距离的隔阂ꎮ 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ꎬ努力承担作为丈夫和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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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ꎬ但他又不愿意只将他的爱给予妻子一人ꎮ 为了摆脱情感上的束缚ꎬ他和阿尔贝塔发生

了婚外情ꎬ背叛了对家庭和妻子的承诺ꎬ导致了夫妻间感情的破裂ꎮ 从整个黑人族群来看ꎬ栅
栏也隐喻着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美国虽然在法律上认可了黑人

的平等权利与地位ꎬ但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仍无处不在ꎬ黑人依旧生活在社会的边缘ꎮ 作品

从开头到结尾一个白人角色都没有出现ꎬ这种“角色的缺失”恰好证明了在白人和黑人族群

中的确存在一堵无法逾越的栅栏ꎬ它就是一面镜子ꎬ从中看见的是黑白种族之间冲突的长期

性和不可调和性ꎬ看见的是黑与白的对立ꎮ
非裔美国文化表现母体布鲁斯也贯穿在«栅栏»一剧始终ꎬ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

一起ꎬ反映了美国黑人在肉体和精神上所遭受的双重迫害ꎬ隐喻出美国黑人群体为争取平等

权利、建构自我和种族身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ꎮ 布鲁斯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ꎬ是美国

黑人以个人的倾诉并结合自由感伤的民歌形式而逐步形成的一种音乐样式ꎮ 它“是非洲人

和非裔美国黑人利用音乐的形式对周围世界做出的反应ꎻ拥有了布鲁斯就等于拥有了自己的

历史与文化ꎬ拥有了自我ꎮ” 〔９〕它也是美国黑人在现实生活中传递文化、医治心灵创伤的重要

方式ꎬ是黑人认识自我、获得前行的动力ꎮ 奥古斯特威尔逊曾评论:“布鲁斯毫无疑问是我

艺术创作的源泉ꎮ 它是我创作灵感的最重要来源是美国黑人对自身所处世界的文化反

应ꎮ 美国黑人的思想和态度都蕴涵其中ꎮ” 〔１０〕在作品的第一幕第四场ꎬ特洛伊首先唱起了他

父亲经常哼唱的老歌ꎮ 第二幕第四场ꎬ特洛伊因为要求罗斯养育私生女的事情又唱起了这首

老歌ꎮ 在作品最后一幕ꎬ从海军部队回来的考利由于多年与父亲结下的积怨本不愿去参加他

的葬礼ꎬ但母亲的劝说使他幡然醒悟ꎬ最终和妹妹一起唱起了那首承载整个家庭历史和苦难

的歌曲“蓝狗”ꎮ 在歌声中ꎬ考利和父亲有了灵魂深处的交流ꎬ父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解ꎮ 剧

中不同时段和场合的布鲁斯一方面成功化解了亲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ꎬ使他们摒弃前嫌、相
互关爱ꎬ另一方面又成为了联系美国黑人历史和现在ꎬ记忆与现实的重要纽带ꎮ 它为黑人族

群冲破种族栅栏、建构文化身份ꎬ为整个黑人种族及文化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提供了力量ꎮ
在«栅栏»最后一幕ꎬ特洛伊的葬礼仪式也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ꎮ 按照白人基督教的传

统ꎬ弟弟加百利本应该用吹响号角的方式把特洛伊的灵魂送上天国ꎬ但奥古斯特威尔逊却

巧妙地使号角“失声”ꎬ让加百利用具有非洲传统文化特色的舞蹈仪式来送别主人公离去ꎬ从
而唤醒了作为非洲传统的种族记忆ꎮ “他的行为强化了过去对现在的影响ꎬ利用美国黑人家

庭的非洲文化传统为当代非裔美国黑人祈福ꎮ” 〔１１〕这种带有浓郁非洲中心文化传统的方式既

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ꎬ唤醒了美国黑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ꎬ也隐喻出作者对白人主流文

化的审视态度及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认可ꎮ “不管是鲁米斯、加百利ꎬ还是特洛伊ꎬ都将白人的

基督教看做是白人压迫黑人的工具ꎬ从某种程度上反对白人宗教对黑人宗教传统的同化ꎬ并
通过具有非洲文化传统色彩的社会仪式唤起黑人社会对非洲中心美国黑人宗教文化的关

注ꎮ” 〔１２〕利用非洲传统文化仪式来阐释过去对现在的影响ꎬ奥古斯特威尔逊的剧作超越了

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ꎬ实现了美国黑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及对历史的修正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作品中特洛伊马克森、弟弟加百利以及妻子罗斯的名字也有高度的隐

喻性ꎮ 马克森的英文 Ｍａｘｓｏ 是由 Ｍａｓｏｎ 和 Ｄｉｘｏｎ 融合而成ꎮ Ｍａｓｏｎ 和 Ｄｉｘｏｎ 是 １８２０ 年提出的

农奴州与废奴州一条设想的分界线ꎬ即梅生———迪克逊分界线ꎮ 一边是南方种植园经济ꎬ另
一边是高度发达的北方工业经济ꎻ一边满是痛苦的记忆ꎬ另一边则是充满希望的乐园ꎻ特洛伊

的名字准确地传达出他所经历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ꎬ表明了他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却又

四处碰壁的失落者ꎮ 从南方迁徙至北方的生活经历并没能帮助他真正认识自我ꎬ实现平等的

地位与权利ꎮ 弟弟加百利的英文名 Ｇａｂｒｉｅｌ 与美国反奴运动领袖的名字相同ꎬ作者用这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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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试图表达美国黑人为追求平等地位和权利的脚步从未停止ꎮ １８００ 年反奴领袖加百利在弗

吉尼亚策划领导了上千名奴隶反抗运动ꎬ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ꎬ但他为捍卫美国黑人尊严、
废除奴隶制度做出了杰出贡献ꎮ 妻子罗斯的英文名 Ｒｏｓｅ 本是指玫瑰花ꎬ含有仁慈、关爱之

意ꎮ 在剧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ꎬ她忠诚于丈夫并关爱孩子ꎬ任劳任怨ꎬ竭力维护着家庭的

稳定与和睦ꎬ用自己的坚强与爱撑起了一个完整的黑人家庭ꎮ 作品中的名字恰好与她的形象

高度一致ꎬ彰显出了她伟大的母爱和对家庭的无私奉献ꎮ

三、 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文化身份研究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方面ꎬ也是美国非裔文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ꎮ
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下ꎬ文化身份已然成为支撑个人和群体、标识种族精神的重要载体ꎮ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认为ꎬ文化身份应同时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双重含

义ꎬ即文化身份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含义ꎬ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ꎮ〔１３〕 自从被掳掠到美洲大陆ꎬ美国黑人从未停止过重新认

识自我、建构独立文化身份的努力ꎮ 当黑白两种文化并存于一个社会之中时ꎬ其差异性就会

导致二者之间的碰撞与摩擦ꎮ 在主体与他者、殖民与被殖民、领导与被领导、霸权与反霸权的

相互抵触中ꎬ黑人文学家的创作必然会以关注自身以及黑人民族的归属为中心ꎬ势必会冲破

白人对黑人文化身份僵化的界定范式ꎬ在拉近与“主流”距离的同时ꎬ努力探寻出一条自我定

义与表述的新途径ꎮ
«栅栏»中的主人公特洛伊在自家后院修起的一堵栅栏ꎬ从表面上来看ꎬ它可以使邻里之

间和睦相处ꎬ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外界的影响和伤害ꎬ增加安全感ꎮ 然而ꎬ种族意识

这堵无形的栅栏实则使得特洛伊陷入了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之中ꎮ 特洛伊从小饱受父亲的暴

力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ꎬ他逃离了家庭ꎮ 然而ꎬ离家出走并没能使他过上幸福的生活ꎬ反而

由于犯下抢劫罪而被抓进了监狱ꎮ 在监狱里特洛伊学会了打棒球ꎬ梦想着出狱后能成为一名

职业的棒球手ꎮ 但真正出狱之后他却发现ꎬ因为自己的肤色及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ꎬ他根本

就没有一丝成功的机会ꎮ 对父亲的反叛造成了特洛伊身份的缺失ꎬ阻碍了自我身份的建构ꎬ
并为他和两个儿子之间关系的决裂埋下了伏笔ꎮ 大儿子里昂对音乐的梦想ꎬ二儿子考利对体

育的追求都在其反对下破灭了希望ꎮ 其结果是ꎬ两个儿子都离他而去ꎬ与父亲的矛盾使他们

自身也深陷对身份的怀疑和困惑之中ꎮ 然而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巧妙地在结尾处ꎬ也就是在

特洛伊的葬礼上ꎬ用非洲传统特色的舞蹈仪式和布鲁斯音乐将特洛伊送上天堂ꎬ实现了非裔

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重建ꎮ 考利与妹妹一起唱起父亲经常唱的布鲁斯“蓝狗”ꎬ用歌声表达

了对父亲的谅解ꎮ “歌声中三代人达成和解ꎬ阻隔他们其间的栅栏终于被撕开缺口ꎮ 谅解之

匙似乎即将开启马克森家新一代的自我建构之门ꎮ” 〔１４〕

«栅栏»中特洛伊与死神的斗争也特别引人深思ꎮ 桑得拉西奈曾指出:“在非裔美国文

化中ꎬ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ꎬ死亡受到人的尊重ꎮ 它的随意性、不可避免性、它对于财富、权
利、种族、阶级或宗教的公正性以及它可怕的终结性在各种现实中最有可能使人感到谦卑ꎮ
某些情况下ꎬ死亡会在非裔美国群体中引发痛苦ꎬ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会成为庆典仪式ꎮ” 〔１５〕 剧

中的死神是特洛伊个人的敌人ꎬ也是整个黑人种族的敌人ꎬ对死神的胜利是他个人的胜利ꎬ是
整个黑人种族的胜利ꎬ更是对企图消灭他们种族文化传统与历史的各种敌对力量的胜利ꎮ 正

是在与死神斗争中ꎬ特洛伊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ꎬ实现了个人和整个族裔身份的建构ꎮ “特
洛伊死神故事的隐喻上升到种族斗争的高度ꎮ 他要建造的篱笆不再像罗斯所希望的那样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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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为了保护家庭的完整与安全ꎬ而成了保证整个种族的完整与安全、保证种族文化传统不

被戕害的屏障的象征ꎮ” 〔１６〕

四、 文化身份的再生与超越

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主要指的是“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

特征ꎮ 对于两种有着直接联系ꎬ而且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ꎬ则探讨具有

某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的人在另一民族的土壤里是如何维系自己的身份的” 〔１７〕 ꎮ 美国黑人的

文化身份所描述的即是黑人的民族文化本质特征以及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土壤里维系自

己身份的过程ꎮ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ꎬ文化身份也被称为“自我同一性”ꎬ意即个体对过去、现
在和将来的自我以及“与什么认同”的主观感受和体验ꎮ 具有自我同一性的个体往往乐于接

受不同历史阶段的自我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有着清晰地认识ꎬ而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

化为主导、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ꎬ黑人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存在着迷茫感和不确定感ꎮ
一方面是为了生存而必须对白人主流文化予以认同ꎬ但另一方面ꎬ深入血液之中的黑人民族

文化记忆却时时处处与所接受的民族文化身份产生着激烈冲突ꎮ 杜波依斯曾指出:“在美国

社会中的每个黑人都能感到他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与黑人的二重性———每个黑人都有两个

灵魂、两种思维、两种难以调和的竞争和在一个黑色躯体内的两种思想的斗争”ꎮ〔１８〕对自我身

份的迷茫和不确定不仅导致了美国黑人的个性压抑与心理扭曲ꎬ还注定了他们只能在矛盾和

冲突的传统中来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ꎮ 在这种语境下ꎬ作为宣扬黑人文学与文化的先锋代

表———美国黑人文学家肩负起了建构黑人文化身份的重担ꎬ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历史的回

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人性的细致思考与深入挖掘探索着黑人文化身份建构之路ꎬ以
期实现整个美国黑人种族文化身份的超越ꎮ

人性是“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ꎬ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

现出的全部规定性ꎮ” 〔１９〕完整的人性应包含两个方面:一般的、普遍的人性和现实的、具体的

人性ꎮ 前者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ꎬ后者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个

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ꎬ反映着心理和行动的需要ꎮ 而文学中的人性则是文学家们凭借自身对

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ꎬ经由艺术取舍和加工后而成为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内容ꎮ 美国黑人

文学家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ꎬ从 ２０ 世纪初黑人人性的觉醒到 ２０ 世纪中期从

“人”的视角进行自我观照ꎬ再到 ７０ 年代以后从人性角度去发掘和研究黑人的内心世界ꎬ其
在展现出黑人真实人性的同时也逐步探索出了一条超越黑人种族文化身份的道路ꎮ 在«栅
栏»中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在抨击和控诉美国白人社会对黑人实行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同时ꎬ
还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典型的、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的黑人形象ꎮ 这些人物与世界上其他所

有人相同ꎬ也有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ꎮ 他们所体现出的人性不卑不亢ꎬ使所有人都意识

到美国黑人跟其他人一样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ꎬ不是怪物ꎬ不是洪水猛兽ꎬ因而不应该受到不

公正的对待ꎮ
休斯顿Ａ贝克认为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考察不能简单地采用现成主流语言的言

说方式或迎合白人权利结构的作法来解读黑人文本ꎬ而是应将黑人文学文本加以语境化处

理ꎬ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透视ꎬ对黑人所面临的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加以关注ꎮ
贝克曾评论道:“不将美国黑人表现性文化置于美国黑人文化的交互依靠的语境中ꎬ这种文

化就得不到正确的理解ꎮ” 〔２０〕在«栅栏»中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对美国黑人日常生活中普通事

件的叙述就成为了其凸显文学主题和建构黑人文化身份的有效工具ꎮ 每个周五ꎬ特洛伊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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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博诺都要在院子里聚会喝酒ꎬ都要把微薄的工资交给妻子罗斯ꎬ或借钱给儿子里昂ꎮ 作为

丈夫和父亲的优越感使他暂时摆脱了在白人统治的世界中所承受的各种屈辱与痛苦ꎬ重新认

识到了自身的价值ꎮ 在购置家具时ꎬ特洛伊将借钱给他的债主比喻成魔鬼ꎬ而这个“魔鬼”正
是白人社会的典型象征ꎮ 将诸多日常生活事件提升到人性、种族的高度ꎬ并通过幽默、诙谐的

语言及夸张的文化隐喻ꎬ作者表明在白人主流的体制中ꎬ美国黑人始终处于对自身文化身份

的迷茫与困惑之中ꎮ 他们只有重拾种族文化的民俗之根ꎬ重新认识个人及种族历史ꎬ才能在

美国社会这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唱响自己的歌ꎬ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超越ꎮ
在«栅栏»一剧中ꎬ奥古斯特威尔逊将大量的隐喻运用到创作之中ꎬ结合生动真实的语

言及对人物冲突的成功描述ꎬ为美国黑人指出了一条建构自身文化身份之路:美国黑人要想

求得自身解放ꎬ就必须首先认识自己是谁ꎬ就必须从非洲中心文化传统出发ꎬ重新认识个人及

种族历史ꎮ 只有这样ꎬ黑人个人和群体才能在一个意识、文化多元的国度建构自我ꎬ才能在不

断审视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超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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