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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我国学者对于

法国文学的研究也到了日益深入的地步。随着研究的深

入进行，长期专注于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方式的弊端一

点点地体现了出来。除了研究具体的作品之外，我们还

有更加抽象化、本质化的问题需要面对。留人作家作品

中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法国作家笔下的人物和作品体

现了作家怎样的文化身份？在他们的思想领域中，法国

文学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探讨的是怎样的文化身份

价值导向？他们在作品中又采取了怎样的语境去表达自

的探索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理解法国文化、

对于文化全球化进程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以

法国文学镜像为出发点，研究那些具有法国海外经历或

者移民经历的作家的文化身份。

一、以具有海外经历或者移民经历的法国作家为研

究对象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界对法国文学的研究

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大量关于

法国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被先后出版。由于长期的历史发

展所导致，法国文化身份问题涵盖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东西欧文化、非洲文明与西方文明、犹太教与基督教、

印第安人与白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所以在林林总总的研究论述中，法国作家所持有的

文学身份是突出而重要的一个内容。本文选取了加缪、

杜拉斯、勒克莱齐奥、昆德拉、维塞尔、让 - 克里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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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吕芬和程抱一这些有代表性的作家来研究在多元语境

视角下法国作家们的焦虑、困惑、无奈、悲怆 [1]。

1. 阿贝尔·加缪

在加缪的笔下，阿尔及利亚是经常出现的地区，作

家本人也长时间居住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阿尔及利亚

地区就是法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区。伊斯兰教信

仰真主，他们认为人类受真主的命令统治世界，万物和

平共处。基督教信奉上帝，认为人生来就是为了赎罪。

由于信仰的不同以及其它方面存在的冲突，基督教和伊

斯兰教的关系可谓水火不容。长期生活在这一冲突中的

加缪既生活在欧洲的边缘，又生活在非洲的边缘，同时

受到母亲和精神导师的影响，被多元文化熏陶，深切的

感受到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的鸿沟天堑。他在作品中

表现出的文化身份问题不是简单的西方意识的代表，而

是西方对白人移民的话语。而随着他居住在阿尔及利亚

时间的增长，他对这片地区开始产生感情，从生活习惯

到文化上都逐渐开始认同此地。由于这种原因，加缪笔

下的任务经常处在二者的夹缝中，既无法始终站在法国

人这边，又没有勇气真正走向阿拉伯人。随着加缪个人

思考的逐渐深入，他通过创造“地中海文化身份”找到

了真正的自己。他在探寻文化身份的过程中既反对法国

殖民者对非洲的压迫，又不赞成阿尔及利亚地区的暴力

反抗。他认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应该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加缪发现了荒诞，他本人对这种荒诞

则保持顽强的抗争精神，呼吁在绝望中坚守正义。他的

《第一人》等作品都是对他这种文化身份的表现 [2]。

2. 杜拉斯

和加缪一样，杜拉斯也并非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加

缪在非洲地区生活和成长，杜拉斯则在越南生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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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都是殖民。杜拉斯咋印度出生，在越南长大，于 18

岁开始定局法国巴黎。在越南地区时，杜拉斯的父亲因

病去世，只有母亲一人抚养她好另外两个孩子。同时生

活在东西方文明中的杜拉斯并没有同时受到两种文明熏

陶带来的好处，反而时刻处于痛苦当中，时刻想要逃避。

她曾说自己咋蛮对西方文化时会感觉到失语和无根，在

面对东方文化时又会戴上西方人的优越面具。她的一生

都在东西方文化中不断漂泊和流浪，却从未真正找到自

身渴望的归属，以至于她认为自己不是法国人，甚至在

《物质生活》宣称“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出生地”[3]。杜

拉斯的这种人生轨迹被她以巧妙的方式融入到了写作中。

从她的一系列作品如《情人》《广岛之恋》《来自中国北

方的情人》等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作者的创作受童年和青

少年时期经历影响之深。在这些作品中，杜拉斯以第一

视角叙述了和情人之间的关系由金钱和性的交易逐渐在

时间的积淀中转变为初恋的回忆和残缺的幸福，字里行

间中她不断在隐晦或者直接地回味那种幸福、快感，甚

至羞愧和耻辱。杜拉斯的一生都陷入在这种对初恋情人

的回忆中无法自拔，而她的初恋情人无疑带有浓厚的东

方文化的影子。这是双重文明影响之下杜拉斯所选择和

不断追问的文化身份。

3. 勒克莱齐奥

勒克莱齐奥在写作生涯中一直在世界各地旅游，从

法国到美洲再到非洲。这样的生活经历导致勒克莱齐奥

如同现代社会的新型游牧民族一般，不仅居无定所，而

且文化身份也难以定义。他始终在关注着隐藏于主流文

明之外的人群，在作品中致力于描述文明上的侵略和现

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间的冲突，被称作另类的世界公民。

勒克莱齐奥在讲述这种冲突时显示了他对于原始生活的

追求和对乌托邦的强烈向往。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会对

童年河家庭经历进行探寻，从而拷问文化身份。在《非

洲人》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取名为非洲人，却在讲述

欧洲人的故事。在书中主人公是白人，却一直梦见母亲

是非洲人，在后来甚至发现父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

人。这部作品所描述的非洲人其实就是作者本人，是作

者的文化身份。

4. 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政治危机的影响

加入法国国籍。他的出生地是混乱的地区，斯拉夫文化、

日耳曼文化、波西米亚文化都在这里扎根共生。在长期

的流亡生涯中，昆德拉成为了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因此

昆德拉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归属感，他在现实中也没有归

属地。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法国的移民不仅逼迫昆德拉改

变早已养成的生活习惯，而且为他带来了深切的远离故

土的悲哀。在昆德拉的创作中，无论什么样的主人公，

都在展现着他对故土的遗忘与记忆。在《不能承受的生

命之轻》等作品中，主人公永远在抗争，但是比抗争更

明显的是主题中挥之不去的死亡和遗忘：没有人能够逃

避死亡，没有人能够不被遗忘。在昆德拉笔下，遗忘比

死亡更加可怕。因为昆德拉面临的流亡除了地域流亡之

外还包括文化流亡和语言流亡等身份流亡。身份包含着

作家的自我认定，但也包含着其他人对作家的认定，这

两种认定的不和谐既是因为其母语文化的弱势，也是因

为其长期的流亡生活 [4]。

5. 维塞尔

在维塞尔的经历和作品中，非常生动鲜明地表新出

了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冲突。维塞尔是犹太人，曾经

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从集中营释放之后，他选择了生

活在法国，并且使用法语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除去是

以为文学家之外，维塞尔还在经济学上有很高的研究和

造诣，师从门格尔，将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进一步深化

成了边际理论 [5]。维塞尔的大多数作品如《夜》《凌晨》

《白昼》等都是根据自己在集中营中的亲身经历写就的，

带有明显的个人自传性质。与其他同类型的作品不同的

是，他在讲述犹太人命运和恐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

时，还在讲述种族灭绝的故事，并且他能够跳出单一民

族的情感巨献，从种族歧视的角度出发，呼吁和平，反

对法西斯。

6. 让 - 克里斯托夫·吕芬

让 - 克里斯托夫·吕芬是法国的后殖民主义小说家。

在西方一贯的价值观中，他们认为自己的侵略和殖民行

为为其它地区带来了先进和繁荣，事实上这只是自以为

是，他们对殖民地区带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灾难。后殖

民主义者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跳出固有的思维误区，立志

于从这一方面出发，揭露法国侵略行为的残酷，呼唤人

道主义，并且深刻地反思了自身和全体法国人的文化身

份。在他的作品《红色巴西》中，他能够跳出个人问题

的藩篱，以人文主义视角去关怀整个世界。让 - 克里斯

托夫·吕芬的另一个身份是无国界医生，他长期从事于医

疗救助活动，曾深入到许多不同的文化当中，并且从这

些文化中获得别样的体验，这些经历为他的小说创作带

来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思考。作为法国人，让 - 克里

斯托夫·吕芬选择了站在“他者”视角上审视自身的文化

身份，并颂扬巴西地区的印第安民族文化。他的作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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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独特的文化身份视角对于提升第三世界在国际上的

话语权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7. 程抱一

程抱一是一名华裔法国作家，同时从事诗歌、翻译、

书法创作和艺术批评。由于他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之

间的互相交流，不仅将法国的艺术翻译成汉语，引入到

中国，而且将中国的艺术翻译成法语，向法国人介绍和

宣传，所以被称作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摆渡人。程抱一

的身上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又体现了西方现

代精神的熏陶，这一点从他本人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来。

程抱一作为留学生来到了法国，后来移民法国，选择在

法国定居，之后又被聘请为法兰西院士。随着历史的变

化，程抱一在法国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事实上，

有一大批中国人都与程抱一有着相同的经历：作为中国

人在外国生活并创作。程抱一诗歌《双歌》等同时具有

中国诗歌和法国诗歌的长处，他的的小说《天一言》带

有隐晦的个人自传性质，通过对主人公遭遇的描写展现

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和法国文化共同的影响之下

所感到的异国他乡之漂泊感和孤独感，而他的作品中的

这种漂泊感更是成为了当时那一带中国游子对文化身份

普遍的困惑和追求 [6]。

二、法国文学镜像中的文学身份具有不稳定性和流

动性

法国文学身份不仅体现在以上作家所代表的群体中，

而且体现在法国海外文学所代表的黑人文学。这些黑人

文学使用独特的文学形式表达了殖民地黑人的共同经历，

他们的这种经历使其自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和文

化身份，他们在作品中呼呼和平，团结和鼓舞世界各地

的黑人同胞。从另一方面将，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

的殖民地区人类的思想、文化、传统、梦幻和痛苦响应

了后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的浪潮，在价值取向上对西方

文化永不衰竭的神话做出了打破，是开创新格局的有力

力量 [7]。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知，尽管同为法国作

家，但是这些人由于自身经历的不同导致其思想价值取

向与传统的法国文化身份发生了冲突。他们在文学创作

中更多地表现出了逃离的倾向，通过与原有世界的决裂

追寻自我的真正价值，并且在这种追寻中重构出了一种

新的文化身份。这些作家自身的生活具有着不稳定性，

所以他们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身份也具有强烈的流动

性。处在不同文化的拉扯中时，他们往往感受到巨大的

矛盾和不适应性，例如加缪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地区的

矛盾情感。而这种不适应性又迫使他们将文学创作作为

疏泻的渠道，在疏泻的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自我升华和

救赎，并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去了解和感受法国文

学。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加缪、杜拉斯、勒克莱齐奥、昆德

拉、维塞尔、吕芬和程抱一各自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

都完全不同，但他们在创作中都深切地体现了法国文化

与外在文化之间深刻至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些冲突为他

们的人生带来了痛苦和思考，使他们不得不跳出原有文

化身份的限制，从而寻找新的文化身份来肯定自我和追

寻自我，正是这种追寻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法国文学的

另一面，让我们认识到了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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