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4)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美国印第安裔混血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在成名作《爱药》中用抒情诗意语言描绘出一

幅当代齐佩瓦人众生图，真实再现印白文化冲突下当代

印第安人的生活图景。1 小说自 1984 年初版以来就口杯奖

杯双丰收，国内外研究热度经久不衰。本文拟从约翰·贝

里的文化涵化理论出发，研究尼科特·喀什帕与莱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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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父子在面对印白文化冲突导致的文化与经济层面的

生存危机时，不同涵化策略的选择及其对个体、群体的

影响，以期进一步拓宽《爱药》研究视角，说明主动融

合策略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民族文化群体的发展与多元文

化社会的构建意义深远。

一、约翰·贝里的文化涵化理论

1936 年，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人首次提

出“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指“不同文化群

体通过不断地直接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初文化模式发

生变化的现象”。虽然“文化涵化”在原则上是个中性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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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即不同文化群体均可能在文化接触中发生变化，但

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非主导性文化群体经历的变化往

往更多、更深刻。20 世纪 70 年代，贝里（John Berry）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文化涵化理论。它是跨文化研究

中的重要概念，已超越最初的心理学研究范畴，体现出

跨学科特性，对于理解多元文化社会内移民、土著族群、

亚文化群体等与主流文化交往时双方在心理、行为上的

文化适应具有指导意义。

贝 里 指 出， 虽 然“同 化 ”（assimilation） 与“文 化

涵化”在跨文化研究中出现混同趋势，但二者实为不

同概念。具体说来，同化只是文化涵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在不同文化的接触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抵制型文化

（reactive）、创新型文化（creative）与影响滞后型文化

（delayed）。在所有多元文化社会中，无论是主流文化还

是边缘文化的文化群体及其成员都必须面对涵化。人们

对两个基本涵化问题的不同态度决定主体将采取四种不

同涵化策略。这两个基本涵化问题是：是否值得保持个

体身份与特征？是否值得维持与更广阔社会的关系？文

化群体成员对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双向价值判断会形

成合力，产生四种不同的文化涵化策略，即分离 / 隔离、

边缘化、同化与融合。

从非主导性文化成员角度看，当个体珍视并坚守自

身文化，不愿与其它文化交流时即为分离策略，而当主

导性文化将这种分离强加于个体时称为隔离。美国白人

社会最初实行的印第安保留地政策即为隔离策略，将印

第安人囚禁、监管于主流文化之外的隔离带；当个体被

迫放弃本民族文化，又因遭到排斥、歧视无法见容于主

流文化时，就出现边缘化策略；当个体不愿保留自己的

文化身份而选择与其它文化进行日常互动时，同化策略

应运而生；当个体既愿意保留自身文化，又对跨文化交

往感兴趣时就催生出融合策略。在多元文化时代，融合

策略无疑是不同社会群体打破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

征服二元对立，实现多族群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

二、尼科特·喀什帕：被动融合的部落酋长

在印白文化碰撞中，尼科特·喀什帕由于主客观原

因总是选择被动“融合”策略。身为部落世袭酋长后裔

的尼科特有着显赫的家族出身及与之相应的民族自豪，

他与主流文化的交往不同于贝弗利·拉马丁式的数典忘

祖。尼科特以幽默戏谑的方式在白人文化与部落文化拉

扯中实现某种微妙的平衡。从接受白人教育到为白人工

作再到回到保留地担任部落酋长，尼科特向主流文化的

靠近要么是形势所迫，要么是机遇使然，但他心中的印

第安火种从未熄灭。

首先，尼科特不得不去美国政府开办的印第安人学

校接受同化教育，因为母亲老拉什斯·贝尔离不开最小的

儿子伊莱·喀什帕，于是尼科特被送进学校读书；其次，

在毕业后就业时，尼科特直言“我用不着费什么心，别

人会为我安排好”。尼科特去拍西部片，不为追名逐利，

而是因为“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去西部吧，尼科

特·喀什帕！好莱坞需要你！’”这里的“他们”很可能

指美国好莱坞星探及其他电影业从业者。尼科特结束在

小麦种植区为期一年的体力劳动是由于“有人建议我最

好离开堪萨斯州”，这里的“有人”指聘请尼科特担任画

像裸体模特的白人富婆；最后，在 1952 年升任部落酋长

的问题上，尼科特说“我甚至从未参加竞选。有人把我

的名字写在选票上”。由此可见，尼科特与主流文化的交

往中更多是随波逐流而非主动追求。

那么，尼科特在印白文化交往中是否就是丢弃本族

文化，同化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势利小人与提线木偶呢？

从尼科特与白人文化的交往过程及其在部落中的形象来

看，情况并非如此。艾伯丁记忆中的外祖父尼科特如此

这般，“人们说他曾是个有手腕的政治领袖，与政府讨价

还价，为印第安人争取到一些利益。”。这里的“人们”

是保留地上的齐佩瓦人。试问，如果尼科特完全被白人

文化同化，又怎会与政府讨价还价，为印第安人争取利

益，让族人保住土地？同样，在利普夏眼中的外公尼科

特更是一世英明。读者可以从尼科特在孙辈心中的高大

形象及齐佩瓦人对他的正面评价中看出，尼科特与白人

文化被动融合策略带来的结果整体上是积极的，虽然这

些影响也许并非白人社会所愿。印第安民族的文化韧性

与不屈意志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老年痴呆的尼科特在教堂中大喊大叫，大声

祈祷的疯狂之举极具象征性与讽刺性，体现出他利用白

人的语言、文化与宗教对自身印第安属性的坚守。尼科

特曾自称伊希梅尔（Ishmael），这个源自《圣经》的人

名本义为“上帝听见”（God that hears）。当其他人在教

堂中轻声念经时，尼科特不顾利普夏劝阻，扯着嗓子大

喊对上天尖叫，“打破了那儿被神父称作神圣而静谧的气

氛”。事后，尼科特向利普夏解释说，如果自己不大声

嚷嚷上帝就听不到。利普夏深以为然，并得出“自《旧

约》开始，上帝就听不到我们说什么了”的结论。从伊

希梅尔“上帝听见”的内涵到不大喊大叫“上帝就听不

到”的评论，尼科特的老年痴呆也许正如利普夏所言是

他自己“响应召唤”的结果，而非食糖过度的精神错乱。

综上所述，尼科特在印白文化碰撞中，由于主客观原因

被动选择融合策略，虽然在情妇露露·拉马丁家房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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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与妥协性，但读者也不能因

小说错综复杂的感情线而无视这位部落酋长以白人文化

同化之矛攻白人“去印第安化”之盾，以生存幽默笑对

印白文化冲突，既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又不失印第安属性

的印白二元文化生存能力。

三、莱曼·拉马丁：主动融合的商业天才

在某种程度上，尼科特的私生子莱曼·拉马丁也许

是《爱药》中最有争议的一位男性人物，毕竟小说中他

的亲生母亲露露曾骂他是“为白人卖命的印第安叛徒”，

莱曼也自认在印第安事务管理局“学会了怎么从错综复

杂的部落开发项目里捞油水”。撇开莱曼明显的性格缺陷

不谈，通过对第 9、16、17 章莱曼心理活动、日益成熟

的价值观与愈发明显的政治倾向的分析，读者不难发现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精明商人，而是一位有着

聪明头脑、传统情结与家庭观念的商业天才。如果说尼

科特是从文化层面保持印第安性，那么莱曼就是从经济

层面进行抗争，让自己、家人与族人在白人的游戏中打

败白人，用积极的融合策略扭转印第安人的经济困局。

莱曼拥有齐佩瓦人少有的赚钱天赋，从小就积极主

动融入白人社会。他少年得志，15 岁在若利埃咖啡馆工

作就迎来第一个人生转折点，短时间内从洗盘工变成服

务员、快餐厨师，咖啡馆管理者、合伙人到所有人。这

样的成就无疑是莱曼头脑灵活、积极上进的证明，打破

了印第安人在白人社会中懒惰、无能、酗酒、不思进取

的刻板印象。莱曼的力争上游也是他有别于父亲尼科特

之处，尼科特一生往往被动接受，很少主动争取。乐观

进取、自强不息的企业家精神与重情重义的家庭观念让

莱曼具有较高的文化适应性与印白文化生存能力。

后 来， 莱 曼 想 要 完 成 父 亲 尼 科 特 生 前 的 未 竟 之

业——建造印第安战斧工厂。他说，“现在该我接替喀什

帕，沿着他的遗迹走下去了。我正变成母亲缺少的强大

对手，接管他的工厂”。莱曼拒绝按照母亲指点的按家族

家庭均分工作机会的提议，而是按规章制度办事、招聘

工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制作奥吉布瓦传统产品，莱曼

去工具厂精心定制机器；为了减少摩擦表示友好，他为

工人准备免费的甜面包圈、热咖啡。当产品销路不畅货

物积压，不得不裁员时，莱曼心绪不宁，在愤懑中无意

对生父尼科特的妻子玛丽·喀什帕出言不逊，但他立马意

识到错误并试图找机会道歉。最后，由于工厂内各家族

间，尤其是露露与玛丽间长期以来的积怨爆发，工人混

战工厂被毁，玛丽因不小心将手伸进桦树皮啮咬机受伤。

面对这次危机，莱曼表示“在所有事情中，我觉得最糟

糕的就是玛丽的双手受伤了。”莱曼的同情心，对长者的

尊重以及知错能改的态度跃然纸上。

曾经象征希望的工厂清空后，莱曼又打算用美国政

府即将通过的印第安博彩规范法在保留地开办赌场，用

现代的灯光和音响让传统帕瓦仪式上的戏法变得更有趣，

用赌场为印第安人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培训齐佩瓦人

从当年剥削压迫鄙视他们的白人手中赚钱。正如查夫金

（Allan Chavkin）所言，在 1993 年版《爱药》中莱曼作为

一名头脑精明灵活的企业家说起话来像是激进的印第安

活动家。莱曼在克服经济危机后绘制的宏大商业愿景无

异于印第安人运动活动家的政治宣言，他历数美国政府

种种暴行并指出印第安人是时候学聪明，“该学会利用联

邦法律这个他们手里唯一的筹码”，用他们从白人那儿学

来的道理——“金钱是同化别人的关键”，去做用钱赚钱

的买卖。毫无疑问，这项计划是莱曼主动融合策略的完

美体现，也是他长期以来主动融合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厄德里克在《爱药》中用诗意语言，用心动情地为

读者真实再现了北达科他州保留地上齐佩瓦人在印白文

化冲突背景下的人生百态。本文着重讨论的两位男性人

物尼科特·喀什帕与莱曼·拉马丁父子在印白文化冲突中

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从不含糊。相较之

下，莱曼式的主动融合策略对个体二元文化能力的提高

与民族文化群体的生存最为有益。它为我们审视多元文

化社会中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的关系，思考民族文化群

体不同文化涵化策略选择与平等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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