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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1893—1978）是肯

尼亚第一位总统，被其国民尊称为“肯尼亚国父”。

他的政治生涯是曲折和艰辛的，他为反对英国殖民

和争取民族独立呕心沥血。他于1950年创作的寓

言小故事《丛林里的绅士们》正是以象征的方式生动

刻画了殖民事件及其结束。大象先生与原住民以友

好的关系开始。当暴雨来临时，大象先生哄骗原住

民并霸占了他的小屋。原住民的疾声反抗引得丛林

动物的汇集，丛林之王狮子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

解决问题，而委员会只是名存实亡的幌子罢了。原

住民无法保住自己的利益而失去了小屋，却被获准

在新土地上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但依然无法

避免重复相似的事件发生，接二连三的动物霸占和

丛林法律的压制逼得原住民忍无可忍，最后只得设

计反抗，一气消灭了所有的压迫者，摆脱了压迫。他

发出感慨：“和平需要付出代价，但完全值得”。[1]从

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作者以简洁的语言和精短的

篇幅说明了在东非和其他被殖民国家的殖民事件是

如何产生的，并涉及了殖民后的生活。本文拟从后

殖民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旨在揭示作品更

深入的意义，其实在于表现对西方中心论者的“他

者”形象的颠覆、作为被殖民民族的话语权的丧失和

寓言结尾体现的“民族文化”思想。

一 后殖民主义理论
从时间上看，后殖民主义指的是以军事和政治

管制为代表的旧的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衰亡，而代

之以一种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为特征的

新的殖民主义。而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

基本上可以指在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后殖民时代，对

旧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影响做批判性的反

思。从批评层面看，后殖民主义是一种跨学科跨文

化的批评理论话语，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全

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该批评

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

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

主义等问题。[2]

二“自我”与“他者”
后殖民主义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由殖民而产

生的“他者”：把世界分为“自我”“文明人”和“他者”

“野蛮人”。“自我”占主导统治地位，而“他者”处于

边缘服从位置。这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在具体不同

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的表现。对于西方而言，东方

是他者；对于东方而言，西方是他者。即使旧殖民

成为历史，西方分子依然鼓吹东方学来处理——甚

至创造——东方。这个东方不是客观的，是被西方

“妖魔化的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他者。英国批

评家艾勒克·博埃默说:“殖民主义按所谓文明的需

要对他者进行的构建，是用来证明他对本地人的剥

夺的合理性的。”[3]因此，“被殖民民族总是被表现为

次等的：不那么像人，不那么开化，是小孩，是原始

人，是野人，是野兽，或者是乌合之众; 而作为其参

照的总是高等的扩张中的欧洲。”这是帝国主义扩

张的“自我合法化机制”。[3]所以，在西方传统文学

中不难找出诸如对白人新主子百依百顺的黑人“星

期五”、逆来顺受甘于奴役的“汤姆叔叔”和飘中勤

劳温顺的奶妈等角色。那么，在《丛》中，“自我”和

“他者”的关系是怎么体现的呢？

大象先生、犀牛先生、野牛先生、美洲豹先生和

土狼先生等先后一一霸占了原住民的新小屋象征

着殖民者对土地的侵占和对国家连续的压制，而原

住民被迫一次次从原有文化地址搬走。受够压迫，

原住民想出计谋，在恰当的时间——所有被侵占的

小木屋都破败不堪，建出更大更新的小屋来吸引贪

婪的动物，当动物们齐聚于小屋并为小屋所有权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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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得不可开交时，原住民点燃小屋，将每个动物都

烧死在屋里。这些事件则象征着被殖民者采取行

动反抗压迫和压迫结束。全文明显地充满了反殖

民情绪。作者选择动物（包括：无耻善辩的大象、高

高在上武断的狮子、蛮横的犀牛、矫健庞大的野牛、

令人恐惧的鳄鱼、狡猾的狐狸和土狼等）来代表殖

民宗主国英国绅士的形象，文中动物自称是由上帝

选择的绅士并照看那些没有獠牙利爪的种族的利

益，以公正不偏不倚而闻名。可他们的举动并非如

此，他们与“绅士”的称号相矛盾。标题《丛林里的

绅士们》也表现了作者对英国绅士的反讽口气：殖

民国家是野兽，行为是非人的、冷酷无情的。另一

方面，使用人的形象来刻画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原

住民友好热情、善于忍让、有勇有谋。这一刻画颠

覆了东方学立场上的“他者”形象：第三世界人民并

不低人一等。

三 话语与权力
“话语”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也是“自我”和“他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法

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考察了话语与权力

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认为，话语是一种

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话语又是权力争夺的一种

特殊的对象，谁拥有了某种话语，谁就拥有了某种

权力。[4]因此“殖民的历史一直不断地在被重写。

但是从后殖民理论视角来看，重写的中心是他者的

声音和经历的改造。”[5]殖民者成了权威的审判者，

替被殖民者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即使是

殖民也被描绘成对野蛮的拯救。

在寓言中，原住民认清大象先生的本来面目，

并开始抱怨，但这早期的声音反抗被丛林之王的安

抚给平息下去了。随后为解决问题狮子特别设置

了“调查委员会”，这是动物为维护其利益掩盖侵略

事实而设置的骗子机构。“调查委员会”中没有一员

是站在原住民一边的人类，却包括了犀牛先生、野

牛先生和鳄鱼先生，狐狸阁下成了主席，美洲豹先

生则是秘书。原住民反抗并要求有人类被纳入委

员会，动物们的回答是这并不重要，因为与原住民

站在一边的人类都是未开化的，不足以认识到丛林

法律的复杂性，不知法律该如何运用。动物们自诩

是上帝派来的，并照看那些没有獠牙利爪的种族的

利益。原住民被哄骗了。他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

因为动物们制定的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法律，即话

语权。会议中，原住民想陈述他对大象侵占自己小

屋这个事件的解释，但这种陈述没有实现，也不可

能实现。原住民不被允许使用、解释该套法律的权

力。[6]审判的结果是：大象先生更加充分有效地利

用了小屋并行使了上帝赋予他的圣神的职责——

保护着原住民的财产利益，因此大象先生可以继续

居住在原住民的小屋。为了补偿，原住民可以选择

合适的地方再建一个合适自己居住的小屋。此后

纷至沓来动物侵占，于是丛林里又成立了皇家委员

会来调查，可这也是不公正的法庭。这一过程体现

了，西方宗主国一方面把自己的文化作为先进的文

化推销到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又把殖民地国家的

文化看得一钱不值进而贬低、压制殖民地国家的民

族文化。

四 民族文化
作为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且处在国家政治

动荡时期的爱国者肯雅塔,他创作的寓言结尾体现

了法侬的“民族文化”思想。阿尔及利亚革命家、精

神分析学家弗朗兹·法侬的思想活动处于新殖民主

义的语境中，但人们一般把他当作后殖民主义理论

的先驱。他认为，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殖民主义

不仅对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实行统治，而且把

一个国家的人民握在掌中并把本土人头脑中的一

切关于过去的内容掏空。一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长期处于被遗忘状态，这个民族就必然会丧失民族

精神和民族意识，而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灭亡。为

把被殖民地的民众唤醒，法侬指出，本土知识分子

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该恢复和弘扬自己

的民族文化，做民众的代言人；同时，他们也应该发

展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是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

学和民族的文学。总之，本土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

的民族文化而战。[7]肯雅塔运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

反映肯尼亚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表达国民强烈

的苦恼和期望。寓言中的原住民逐渐认识到包围

他的殖民主义，通过有计谋有组织的理性策划一举

粉碎了他所有的殖民者。文末，对于人从此过上了

快乐的生活可能是过于简单的结尾，但这反映了从

殖民宗主国那儿获得独立后经常表现出来的快乐

和生机勃勃。《丛》反抗西方中心论者的东方主义，

间接为黑人们的自由运动呐喊助威。1950年随着

英国在肯尼亚日益扩张，破坏性加强的殖民活动，

殖民行为将成为一个复杂的寓言，作者想让被殖民

者坚信只有当暴力结束后，生活才会是幸福的。

总之，肯雅塔对殖民者形象的野兽化，对第三

世界被殖民民族的肯定，以及结尾安排大反抗的胜

利都说明了他强烈的反殖民思想。作为西方眼中

的他者，第三世界处于失语的状态。而肯雅塔为这

异质群体、为自己的黑人民族大声疾呼，呼吁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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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通过《丛》揭示只有当人们对环绕他们的

不公平觉醒并积极勇猛地反抗才能获得压迫之后

的自由，这是一位民族斗士从武力斗争到意识形态

上的反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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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 allegory“The Gentlemen of the Jungle”by Public of Kenya’s first
president Kenyatta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and finds that the allegory overthrows the“other”image of
Orientalism and demonstrates intense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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