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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是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应成

为高校教师的育人目标与教学的重要内容。高校在文学教学中，

应充分重视文学的人文价值，有效激发文学的育人功能。美国

文学课程是我国诸多高校英语本科生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的必修课，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写了

华人在美国异文化中的生活经历与情感历程。然而，在目前高

校美国文学的教学中，美国华裔文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

不得不失为一种遗憾。本文将以“立德树人”为指导方针，从

培养家国情怀的角度探讨高校美国华裔文学教学。

1　美国华裔文学的特点

对美国华人生活经历的书写最早可追溯到张维屏的《金山

篇》（1848-1852）。《金山篇》被认为是“现存的最早的以华人在

美经历为题的作品”，它反映了19世纪中期美国华人生存境地与

对美国的基本认识。20世纪30到50年代，林语堂、黎锦扬、黄

玉雪等一批从中国大陆迁往美国的华裔作家纷纷将华人在美国的

经历输入笔端。但美国华裔文学正式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学现象，

则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向纵深发展、华裔公民政治意识

不断增强的结果。总体上美国华裔文学有如下特点：

其一， 在审美艺术上，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审美价值高，尤其

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作品。这些作品常以先锋派文学的写作技

巧来书写华人族群的生活与文化，有东方韵律，又有象征意义，语

言表达富有张力。如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年）成为衡量美国

华裔文学作品的一根标杆。她的《中国佬》（1980年）更是获得“美

国国家图书奖”与“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其小说表现出了高超

的艺术水准。

其二，在文化属性上，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往往体现出作者的

中美双重意识，具有鲜明的跨文化属性。“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

性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

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

‘双重意识’。”美国华裔作家的中国意识常表现为对家园的怀旧，

对中国文化的感悟，其美国意识常体现为在异乡的焦虑不安，文

化冲突引来的困惑，“他者”身份的困扰等。

其三，在对现实社会的观照上，美国华裔文学与社会现实紧

密勾连，反映了中美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尤其映照出中美关系

的发展状况。“华裔美国作家有强烈的历史感，他们的作品大都直

接或间接地反应美国某一历史时期的对华政策和主流社会种族歧

视下华人的生存状况。” 如《黎锦扬的《花鼓歌》（1957年）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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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批判了《排华法案》对旅美华人的深重影响。

2　家国情怀融入高校美国华裔文学教学中的可行性与必

要性

基于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艺术性、华裔作家的双重意识与文

本的跨文化性、对中美关系现实反应的特点，将家国情怀融入

美国华裔文学的教学具有如下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将家国情怀融入高校美国华裔文学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增进其家国责任担当、落实“立德树人”教育

根本任务的现实可行途径。其现实可行性首先在于美国华裔文学

作品本身即含有对中国的家国书写。美国华裔文学的作者与美国

文学课的学习主体在文化上同根同源，具有相同的文化归属。文

化的同源性更易唤起学习主体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有利于在

美国文学教学实践中被学习主体接受，进而培养与增进学习主体

的家国情怀。

其次，将家国情怀融入高校美国华裔文学教学，有利于逐渐

改变英语文学教育中“重西轻中”、对中国文化失语的局面。长期

以来，美国文学的教学主要通过解析美国经典文学作品来阐释和

理解美国的文学观念与文化内涵，较少从中国的角度与立场来分

析，在某种层度上加深了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状。融入

家国情怀的美国华裔文学教学，将从中国的视角赏析美国华裔文

学经典，通过解析经典作品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体悟理解

华裔作家的家国情怀。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深度嵌入各行业与领

域，但文化霸权依然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领导地位的

方式之一。葛兰西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为了确保他们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除了剥削和压迫， 还劝

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国内各种“洋节”

的流行或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不断上映都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输入。

在美国华裔文学的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教育，解读美

国华人跨文化生存经验，将增强青年学生对中国移民海外历史、

中美交往及其背后所透射的中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了解。

再次，将家国情怀融入高校美国华裔文学教学，有利于协助

构建健康、有效的中美跨文化对话，尤其能增进青年学生在中美

乃至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跨文化交流时的平等意识与文化自信，

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3　基于家国情怀培养的高校美国华裔文学教学建议

家国情怀是个人对家国的认同与热爱，对家国的维护与责任

担当。如何在文本、作家与读者间搭建理解家国情怀之桥，结合



    15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美国华裔文学自身的特点，可在美国华裔文学的教学中从如下三

个层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其一，以文为本，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本中挖掘包含

家国情怀的思想内容，引领学生体会作家所抒发的对家国的情

感，让学生在情感共鸣中对家国情怀形成感性认识。从文本本

身所蕴含的家国情怀着手，是融入家国情怀教育的双赢方式，

既对文本进行了挖掘与解读，又为家国情怀教育提供了鲜活的例

子，在阅读文本中激起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如黎锦扬代表作

《花鼓歌》中对移民至美国多年的角色王奇洋的描写就是一例。

在该作中，王奇洋总说一口湖南方言，穿着长袍，只用中药，

若不是他家住旧金山，读者估计会忘记王奇洋身在美国。人物

角色的塑造就是作者思想情感的写照，作者对家国的情感通过其

塑造的一位坚守中国传统的角色来表达。再如汤亭亭的《中国

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讲述了19 世纪中叶起华人移民在美国奋

斗的故事，小说中这样的句子是美国华人家国情怀最直接地表

达：“华裔美国人经常会说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国土，甚至一到

了香港，他们的整个生命突然间就有了意义...他们认识到了自

己所具有的美国特征，但‘你会发现你还是一个中国佬’。”

从这些文本的细节出发，教师可引领学生体会作家欲表达的对家

国的情感，形成对家国情怀的感性认识，引导学生理解家国情

怀的丰富内涵。

其二，从文本联系现实，分析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与社会现

实和历史的关联，走出文本，拓展学生对家国情怀的知性认

识，激发其建设祖国、振兴民族的责任感。文学作品代表了作

者对世界的看法，作品是作者利用可得到的素材构筑出的文本世

界。作者可得到的材料或包括自身的经历，或包括对他人生活

的观察等，都是现实世界对作者的投射。作者利用在现实中获

得的素材构筑文本的方式可以理解成文本中家国情怀产生的现实

环境。新生代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的代表作《骨》，以“骨”

为意向展现了三代美籍华人的命运。该小说对第一代华裔移民梁

爷爷在旧金山狭小破旧小屋中孤独终老、对梁爷爷“契纸儿

子”利昂“隐姓埋名”生活的写照，便是对美国1882 年起施

行的《排华法案》的批判。走出文本，教师可联系社会历史

现实，简介《排华法案》。《排华法案》是美国通过的第一

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加深了美国对华人的排斥。《苦社

会》记述了中国知识分子赴美谋生，遭遇歧视，或屈辱而亡或

被迫回国的悲惨经历，是一部华人在美求生的血泪史。为何

“苦”？小说的故事背景为晚清之际，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便

知，当时的中国正直内危外亡之际。清政府腐朽无能，帝国主

义列强对我国掠夺盘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民不聊生。小说中的人物企盼回国，但想回又无法回

的焦虑与创伤引发了他们浓烈的思乡爱国之情。教师可结合社会

历史现实分析指出：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家国”既是每个人的情感依托，更是每个人的心

理归属。青年学生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力军、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更需心怀家国、胸怀天下，成

为有责任担当，有进取精神，有真才实学的新一代。

其三，在美国华裔文学教学中适时适量导入中国传统家国思

想，既可加深学生对美国华裔文学中家国情怀书写深层次的认

识，又可增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了解，理性认

识家国情怀。如“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家国的

担当，都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和中国

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如在

教授谭恩美的代表作《喜福会》时，便可引入中华民族的家国

思想以探讨该作品的家国主题。小说的第一部分“千里鸿毛一

片心”中，吴素云在日军侵华战争中逃至桂林，为活命被迫遗

弃孩子，丧失家园的痛苦，与她赴美重组家庭，养育女儿吴菁

妹的艰辛和渴望女儿回中国替她找寻遗失的女儿，实现一家团聚

的心愿，都始终表现了吴素云心中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而在

美国文化中长大的女儿吴菁妹，与母亲吴素云的代际冲突与文化

冲突就表现了中美对“家国”的不同理解。教师便可导入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思想进行分析，辅助学生认识、理解中华民

族文化，加深对家国情怀的认识。同时还应引导学生站在双重

文化的立场看待这种差异，让学生“既能通过西方文化反省本

土文化，也能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思考并评判西方文化”，从

理性层面认识文化差异，包容文化差异。

4　结语

家国情怀是蕴含了爱国之情的民族精神，是激发中华民族强

大凝聚力的源泉。在美国华裔文学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是对国家

“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的贯彻与落实，亦是对青年学子进行人格培养、品性塑造

的教学举措。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具有高价值的文学艺术性，又

具有跨文化性、历史感和与现实紧密联系的特点，在教学中应

受到更多重视。在美国华裔文学的教学中，教师应以文为本，

引领学生走入文本，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文本中挖掘包含家国

情怀的思想内容，又要引导学生走出文本，联系现实，了解历

史，深化学生对家国情怀的理解。教师还应在教学中适时适量

导入中国传统家国思想，增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

了解，增强其对家国的认同感，在基于家国情怀培养的美国华

裔文学教学中树立文化、民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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