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罗
·

,

解读 奈保尔在 《浮生冲的
“
自我重塑

”

周文静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

,

湖北 武汉

【摘 要 】作为英 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
,

奈保 尔的作品 总逃不 了流亡
,

身份
,

文化置换等诸多代表性主题
。

但他在 年

出版的 《浮生 》却试图摆脱这些案臼
。

在这部有浓厚 自传色彩的小说中
,

通过对文本的分析
,

可以发现
,

主人公抛开文化悬垂的

尴尬
,

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 生活并关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这是奈保 尔试图走出身份迷谭的一种努力
。

从而
,

这也为那些

为文化身份不确定而苦恼的移民们指 出了一条积极的生活之路
。

【关键词 」《浮生 》 自我重塑 自我存在 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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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于当年出版 达
。

在奈保尔的童年生 活中
,

英式教育的影响
,

商

了虚构小说 《浮生 》
,

有些版本也译作 品的倾销
,

英国意识形态的渗透
,

使得特立尼达被

《半生 》
。

小说的名字 以及小说的内容很容易让人 全面
“

英国化
”

了
。 「狮 自然地

,

奈保尔把英国看作世

想到这是一部 自传体
。

小说自出版之后
,

毁誉参 界文明的中心
,

而特立尼达只是一个极不完美的影

半
。

南非作家库切说
“

一本粗制滥造的书
,

如同拦 子
。

他开始在心里否定自己的出生地
。

腰斩断的一本书的前半部
。 ”

但这也许是奈保尔的 所以
,

当他十八岁终于有机会去英国求学时
,

高明之处
,

为主人公的下半生埋下了伏笔
。

奈保尔欣喜若狂
,

在给姐姐卡姆拉的信中写道
“

我

小说的名字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是一部 自传 待在特立尼达的 日子就要到头了
。

然后
,

我相信
,

的前半部分
。

正如德洪迪在问及奈保尔希望人们 我将离去
,

永远不再回来
。 ” 日

对欧洲文明的向往

从 《浮生 》中得到什么时
,

他回答
“

我喜欢他们感到 促使了奈保尔急切地想来到英国
。

这种鄙视落后
`

那就是我
' 。 ” 「枷 确实

,

《浮生 》重复了奈保尔一贯 崇 尚文明的心情就是一个人想要改变 自己现有存

的主题
,

生存的虚无
。

但 《浮生 》却让我们看到他不 在的内因
。

一样的一面
。

他似乎开始摆脱对身份的纠结
,

而是 威利同样如此
。

他对 自我存在的怀疑从名字

将 目光投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

关注人存在的价 开始
。

有一天
,

他问爸爸
“

为什么你把我中间的名

值
。

从这一点来讲
,

奈保尔为和他一样生活在文化 字取成萨默塞特
”

他父亲解释是一位英国大作家

悬垂状态的移民指出了一条积极的方式
。

的名字
。

这或许是父亲将自己未实现当伟人的理

《浮生 》讲述了主人公威利
·

詹德兰
,

他和他的 想寄托在了儿子身上
。

但儿子开始看不起 自己的

妹妹萨洛金妮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徒家庭里
,

他们在 爸爸
。

而发生在妈妈身上种姓歧视的现象也让他

印度喀拉拉邦和旁遮普邦长大
。

为了纪念英国著 愈来愈少地来看她
。

家乡的
“

残忍和 陋规
” 「饰

一 `

束

名作家威利
·

萨默塞特
·

毛姆
,

父亲给他取名威利
。

缚着他
。

他开始背叛 自己的出身
,

家庭背景
。

从他

但少年时期的威利是叛逆的
,

他觉得待在家乡没有 加拿大的老师那里
,

他知道 了文明和快乐 的意义
,

任何前途
,

父亲通过朋友 的关系给儿子联系了伦敦 存在的意义
。

他甚至开始想要
“

改信他们的宗教
,

的学院
。

在伦敦度过了焦虑的四年之后
,

面对要被 变得像他们
” 。 「饰

一

后来到了伦敦
,

威利对文明

赶出校门的恐惧
,

他乞求安娜带他去了非洲
,

在那 的崇拜加深了他对 自己卑微身份的敏感
,

他甚至

里他们结了婚
。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

在对自己 变得不安起来
。

后来
,

他竟然觉得
, “

他可 以在合

人生迷茫的心情中
,

威利度过了糊涂的十八年
,

一 理的范围内重新塑造 自己
,

自己的过去 和 自己的

次家门 口的摔跤让他清醒过来
,

他毅然离开非洲
,

祖先
。 ” 「饰

一 `

他吹嘘他的
“

家人
”

如何跟那著名的老

去德国投奔妹妹
。

在 自己的前半生
,

威利在努力重 作家为友 他告诉导师 自己的叔叔是工会领袖
,

这

塑自己的形象
,

试图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

让人肃然起敬
。

他说他妈妈是一个十足的基督教

一
、

在文字游戏中虚造全新的形象 徒
,

实际只是半个 父亲婆罗 门的身份则继续维持
,

年
,

奈保尔出生在英属殖民地 —特立尼 而他父亲的父亲则是
“

朝臣
” 。

经过这一番文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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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

他把 自己改造了一番
,

重塑了自己的形象
,

成了

印度的高种姓阶层
,

以及伦敦文明社会中的上等

人
,

自我存在瞬间变得有价值起来
。

难怪他的导师

说
“

你似乎渐渐适应此地了
。 ” 「饰

一`

这里
,

威利设置

了虚假的历史来表达他自己想要的那种存在
,

这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种满足感
,

但
, “

移民的历史

就是疏离感的历史
,

每一次赢得 自由的同时
,

就失

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传统
” 。 「

所以
,

精神无根
,

文化

悬垂的可悲境地很难真正地让威利感受到存在的

价值
。

二
、

在
“
写作

”
中塑造作家的身份

写作对于奈保尔来讲是愿意坚持终生 的事

业
。 “

写作给我每天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希望
,

让我

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 , ,

眼 在现

实生活中
,

奈保尔纠缠于文化无根的烦恼 特立尼

达给了他童年的快乐
,

但他因为对它文化落后的厌

恶而不能接受它 对印度的实际考察又让他疏离了

梦中的家园 英国是他当初的选择
,

但他又很难融

人到主流社会中
。

在这两难的境地中
,

他无法树立

自我 的文化身份以及地理身份
。

然而
,

他却可以 自

由自在地在写作中确定 自己的文化身份
。

这也就

造成了他
“

旁观者
”

的视角和犀利客观的语言
,

难

怪
,

爱德华
·

赛义德说
“

奈保尔是个无耻的第三世界

的叛教者
。 , , 「

在 《浮生 》中
,

威利的写作生 活也是不尽如人

意
。

与奈保尔热爱写作一样
,

威利喜欢写作
。

读书

期间
,

威利表现出了优秀的文学才华
。

为了扩大自

己的交际圈
,

更好地融入到作家的行列
,

在朋友罗

杰的介绍下
,

他参加低俗矫情的作家聚会
。

听卖弄

的诗歌 听黑人有志青年大谈 自己的伦敦梦想 崛

故的书商怎么骗取女人的钱财来经营自己的出版

社 矫情的乡下房地产商却也可以七拼八凑一些学

术的东西
,

甚至还有肥胖的编辑迎合不同的来客编

造故事
。

威利在这种虚伪的环境里无所适从
,

被迫

在其中随波逐流
。

熟悉这个圈子的罗杰这样评价

这些上流人物
“

他们统统写过书
。

这是出身高贵
,

有权有势的人最时髦的弱点
。

他们并不真的想写

作
,

但他们想要当作家
。

他们想要 自己的名字印在

封面上
。 , , 「 一

在这个庸俗的社会里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似乎

是不可能的
,

它不允许一个人表达一个真实的自

我
。

而真实是奈保尔写作的出发点
,

他说
“

当我最

初开始写作的时候
,

我很快感到需要认定这个作家

是谁
,

是谁在这个世界上旅行
,

是谁在观察伦敦和

别的地方
。 ” 「
作为一个作家

,

威利可以以此为生
,

但

精神的孤独
,

他人的不认同却让他苦恼不已
。

三
、

在
“
性

”
中塑造男性的形象

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伦敦
,

威利都深深陷人到

以什么样的形象存在的疑问之中
,

因为他感觉不到

其中的意义
。

但有一件事却是威利真真切切感受

得到的
,

那就是
“

性
” 。

由于受到印度教禁欲思想的影响
,

在传统上
,

很多印度人的性知识是很贫乏的
。

威利及其爸爸

也不例外
,

关于这一点
,

《魔种 》里有提到
。

当威利

与游击队的负责人谈到
“

性
”

的时候
,

他说
“

来自次

大陆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 ” 「̀甲 第一次与泊西的女友

琼发生关系后
,

琼把威利的无能归结为印度的包办

婚姻
。

虽然这次经历让他很失望
,

而且因为是朋友

女友的关系
,

他很懊悔
。

但很快
,

得意占了上风
。

毕竟
, “

这个午后
,

他做了了不起的大事
。

他变成了

另一个人
。 ” 「饰

一

在 《浮生 》中
,

性似乎是威利伦敦求

学生涯以及非洲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

这一方面表

明了威利的精神空虚
。

另一方面却是威利百无聊

赖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安慰
。

这一点与奈保尔相

同
。

他在正传中说到妓女给予他安慰
,

给他以生活

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
。

对性
,

威利经历了一个

逐渐成长的过程
。

琼是他的启蒙老师
,

安娜则让他

感受到了作为男人的存在
。

安娜是威利出版的唯一一本书的忠实读者
,

来

自非洲葡属殖民地
。

她的单纯和温柔打动了威利
,

更 由于相似的移民生活背景让他们缩短了彼此的

距离
。

威利便开始沉迷在这被接受的感觉里
“

被

当做男人
,

被当作 自己眼中完美的男人般被人接

受
。 ” 「饰

一`

他终于有种被认同的感觉 安娜的混血背

景
,

她知道的关于周围朋友跨种族婚姻的故事不仅

给威利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

更是让走投无路他

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

于是
,

他跟着安娜来到了她的

家乡 —非洲的莫桑比克
。

在非洲的原始土地上
,

人们对性的直接表达使他更加 自由自在地释放内

心的原始冲动
,

体验一种征服的快感
。

安娜对威利

的宽容
,

她所拥有的财富 独守空房的非洲女人
,

这

些都给威利提供了纵欲的机会
,

让他感受到了作为

男人的一种存在
。

而且周围各色人种混居的环境

让他获得了认同感
,

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

小说里有作者的影子
,

对待性
,

威利与奈保尔有

着同样的想法
。

一方面
,

他与妻子保持 种纯洁的关

系
,

就像威利用虔诚的心对待安娜一样
,

很少与之有

性行为
。

在他看来
,

那才是真爱
。

威利也告诉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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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
,

安娜很重要
,

因为我要有她
,

我才觉得自

己是男人
。

我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爱
。 ”
饰

一 ` `

不跟自己

所爱的人有关系是因为
,

他认为性欲是可耻的
,

不

该与真爱挂钩 另一方面
,

奈保尔说
“

自己需要妓女

给他安慰
,

但却对她们嗤之以鼻
,

她们不会给 自己

带来什么东西
” 。 「“

也许
,

性带来的享乐
、

慰藉可

以唤起如威利等作为人的一种存在
。

然而
,

对安娜

的背叛终使威利愧疚不已
,

纵欲的生活只能加深他

的精神危机
。

非洲社会的黑暗让他觉得这并不是

自己想要的生活
。

终于
,

在非洲生活了十八年之后

的某一天
,

他从家门口 的台阶上彻底摔醒了自己
,

他告诉安娜
“

我要过我 自己的
。 ” 「饰

一 ` `

结束非洲 的

生活意味着他再次失去 自我
,

何处存在
,

以什么方

式存在等问题再次摆在了他面前
。

四
、

结语

奈保尔作为一个有着混杂文化背景的流亡知

识分子
,

一直在努力塑造一种形象来感受 自我的存

在并实现存在的价值
。

从 《浮生 》中
,

我们很明显地

看到奈保尔为此所作出的努力
。

但混杂文化不被

认同的尴尬终使他再次遭遇失败
。

或许
,

他应该懂

得
“

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
,

什么也不是
。

如果不能

积极人世行动介人
,

自由创造
,

自由选择
,

就不能有

自己的本质
,

当然也就没有生存意义
。 ” 「̀

除此之外
,

对 自己存在的不确定的精神根源是

什么 其多大程度受此影响 与奈保尔有相似背

景的群体如何摆脱文化悬垂或身份模糊的尴尬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
,

以更好地了解

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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