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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岩》中的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

李明娟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美籍 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在美国文坛上备受瞩目，其作品《望岩》讲述了杰克在“坦白运动”中命运的跌宕

起伏。小说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从个人，家庭的历史透视了整个族群的历史，本文旨在采用与记忆相关的理论，分析美

国华人通过个人记忆来疗愈创伤之痛，通过家族记忆来找回文化之根，以及通过文化记忆实现了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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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它既可以被理解成

是一个过程，即记忆在文化概念上的保存、传承和延续的

过程；同时又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果，即被筛选、解

释和重构之后的结果”（扬·阿斯曼，2015：13）。对于

身处异乡的美国华裔来说，文化记忆成为了他们在当下社

会对于永久过去的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它为自我身份定

位，并通过一个共享的过去来巩固集体身份认同。

1　个体记忆—疗愈创伤之痛

“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 者 当下和未来”（

扬·阿斯曼，2015：131），个体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

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的再现；通过它们，个体的认

同感得以众生长存。个体能够从美好的记忆中获取某种力

量，以此来疗愈身体创伤，抚慰心灵之痛。小说中的主人

公杰克为获得渴望已久的爱情去参加了“坦白运动”，可

悲的是他的坦白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爱情，反而为此失去

美国国籍，最后惨遭报复，一只手臂被废，在他被人拎着

脖领子拽了起来，两条腿被人扔到剁肉的台子上的时候，

杰克的脑子里回想起了他妈妈带着他过河的情景。妈妈

告诉他，“你要相信这块岩石，要腾空你的心，把恐惧在

岩石上摔碎。就像河神一样，你要向自然低头，要面对恐

惧，相信恐惧，向那块岩石驶去。”（伍慧明，2012：118

）在杰克的回忆里，母亲的声音像翅膀一样在他的心里回

荡，清空了他内心的悲伤。在遭受身体创伤的巨大痛苦之

下，杰克通过重拾儿时记忆，重振信心，敢于直面眼前的

困境，此时，他妈妈带给他的美好回忆仿佛让他忘记了暂

时的肉体之痛，这种来自童年印象的形象回忆，给当下的

杰克构建起了一个心理屏障，他可以通过母亲对自己爱的

回忆，展现出记忆的强大力量。

另外，记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创伤，更能治愈杰克的

心理创伤，而且，这个美好的爱的记忆也会贯穿杰克的

一生，带给他源源不断的力量，让他去抵御现实带给他的

任何伤痛。杰克在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他母亲留给他的

记忆也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与女儿之间的相处之

道。“就像我母亲带我过河，给了我一个新家一样，现在

我也站在了一条新的路上。我不想让女儿对我的过去负任

何责任，不管我经历了什么都不需要她去反思。她没有必

要知道我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让

自己伤心的事情。”（伍慧明，2012：204）他也想让女儿

站在新的道路去过新的生活。

2　家族记忆—找回文化之根

家庭是个体记忆形成的重要场所，是零散的个体记忆

信息汇入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的场所。在真人的安排下，

维达去了父亲最初的老家，在那里，她确认了自己的血缘

关系，在抽屉里的练习本上，他找到了父亲的假名字以及

为了移民美国要记住的谎话，此时，她终于理解到故国对

于父亲的真正含义。“每次爸爸灰心的时候，他都威胁要

回中国。来到中国我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回中国就是要

回到母亲的怀抱。”（伍慧明，2012：224）通过追溯，

维达找回了父亲的家族血缘，找回了父亲的身份之“根”

。同时，这也是自己的血缘之根，作为第二代华裔，维达

一方面接受着美国的主流文化，一方面受父辈灌输的中国

文化，她是在两种文化交汇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两种文化

的博弈中，她必须审视自己的地位，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

身份，而且为了让父亲更好的在美国社会中立足，使父亲

的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后，维达运用她的家族故事去帮父

亲入籍，在坦白的过程中，杰克获得了心灵上的救赎与解

脱，也获得了把握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底气。

另外，名字是标识家族体系的最明显直接的符号，认

为“没有什么比名字能更好地显示出记忆的了。”（哈布

瓦赫，2002：123）小说中杰克以“契纸儿子”的身份进

入美国，杰克·满·司徒是杰克买来的名字，是他赖以谋

生的名字。所以，从他进入美国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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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就是缺失的，爱情上的受挫，身体上的伤痛带给他的创

伤是他迷失自我，缺乏主体认同感的原因之一，遭遇一系

列的挫折与磨难后，在最后的坦白计划中，当官员问及两

个名字中他想要哪个名字的时候，杰克回答道：“两个都

要，两个都是我的名字”，杰克的这一举动表明他在他的

内心深处，他对于自己作为中国人和移民的双重身份都

是认同的，这也间接说明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并非格格不

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记忆，找到自己的身份属性，构

建起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公民形象。

3　文化记忆—重构华裔身份

“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地附着在文本上，而是还可以

附着在舞蹈，竞赛，仪式，面具，图像，韵律，乐曲，饮

食，空间和地点，服饰装扮，文身饰物，武器之上。”（

扬·阿斯曼，2015：54）。生活在唐人街的华裔美国人也

正是不断运用这些浓厚的文化记忆元素用以构建当下，成

为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寻找出路，避免迷失自我以确立

自我认同的途径。“在温特沃斯巷的音乐俱乐部，每回路

易拉《二泉映月》的时候，就连老头儿们都 会变得眼泪汪

汪的”。（伍慧明，2012：45）《二泉映月》是中国民族

音乐文化宝库中一首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作品，是中国民间

器乐创作曲目中的瑰宝之一，它深深的烙上了中国的文化

印记。华裔美国人生活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中，一方面受到

主流文化的排挤，努力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与此同时，

他们的故国情思又深深的牵动着他们，举目无亲的迷茫与

孤独萦绕在每个人心中，他们无处宣泄自己的思乡之情，

无法诉说自己对故国深深的依恋之前，使得他们的集体认

同感也无法获得。如此一来。“乐曲”这种文化记忆在增

强集体认同感中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听一首乐曲就能勾

起老一辈华人们对于往昔深深的回忆和眷恋。他们在异国

他乡通过一首乐曲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这使得华裔美国

人成功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保留华裔身份中的中华

传统与吸收美国主流文化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在异国他乡

能够通过记忆的唤醒来构建新的文化认同，这是美国华人

在海外扎根，寻求归属感的一种有利方式。

除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印记的乐曲外，有关中国记忆的

文字和语言符号等民族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符号如经典著作

也成了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我看到女儿的样子就像我第一次看到她母亲在巨星剧院

的样子似的，虽然只是个买票的女孩，但她却像《红楼

梦》里的林黛玉一样热衷于浪漫的事。伊琳则像是《水浒

传》里一个无畏的勇士。她拿着抖动的剑指着鬼魂般的敌

人。”（伍慧明，2012：90）杰克在初见乔伊斯时就联想

到了《红楼梦》，觉得她应该去演这出悲剧电影的主角，

而不是在那儿卖电影票，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绝顶

聪明，知书达理同时又多愁善感，敏感多情的人，杰克

通过对乔伊斯和伊琳的对比再现两部中国古代经典名著，

体现出拥有民族记忆的中国文化在美国华人心中的烙印之

深，作为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四大名著陪着好几代人一

路成长，书里的人物，内容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里，成

为不可磨灭的记忆，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最有代表性和辨

识度的一部分，杰克通过对这些浓厚的具有文化记忆的元

素的回忆，反映出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同

时证明了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人身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每一个华人都可以通过这种回忆的形

式来获得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4　结语

尽管华裔美国人处境艰难，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处

于自我迷失的边缘，但他们仍然运用故国文化的记忆重塑

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自己的的文化中坚定信念，面对主流

文化时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免于中华文化在美国主流文

化的盛行中消失于无形之中，通过个体记忆，杰克获得了

爱的救赎；通过书写家族记忆，华裔美国人找回了身份之

根；通过文化记忆书写，华人重拾了个体自我，实现了自

我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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