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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学!

一个亟待规范和重视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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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移民潮的兴起!移民文学应运而生"但移民文学研究远远跟不上移民文学的发展!移民文学研究还
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移民文学概念的使用还较为混乱!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影响到移民文学的研究进展和深
度!学术界应该对移民文学的概念进行规范"此外!从现实依据和历史渊源看!移民文学研究都是必要的和可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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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演进历程的不断推
进#移民群体的产生已然成为一个不容漠视的社会&

文化现象%与此相呼应#移民文学和移民文学研究
应运而生%尽管移民文学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然
而#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空白和不足之处#比如移民文
学的内涵是什么1 什么叫移民文学1 以作家的身份
还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对移民文学进行界定1 移
民文学有无独立研究的必要1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
行初步探讨%

一
!

何谓"移民文学#&

对概念进行一种语义学的界定是逻辑思考的存
在前提#即是一种理论推导的严密性%对作为理论
基础的概念的范畴和内涵进行界定和剔清#达臻一
种理性的高度#以此获得一种理论的评判权#有利于
对文学创作进行颐指气使的批评#有利于对文学创
作进行超越洞察%对移民文学的研究亦是如此%只
有对移民文学的内涵进行明确辨析#才能使这个领
域的研究'活(得明白#从而取得长足发展%然而#到
目前为止#文学批评界在移民文学概念的使用上还

较为混乱%表层看#此概念似乎有定性#但综观移民
文学的研究文章#我们会发现#学术界对移民文学的
内涵并未达臻一致%许多研究者在使用此概念时#

往往是凭借自己对这一概念的感觉%有的论者对此
作了明确界定#有的使用者仅仅限定使用此概念#但
未作任何说明%这种研究格局造成移民文学概念内
涵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移民文学的研究进展和
深度%

对移民文学最通行的一种解释是,指海外华人
作家的创作#即从国内移居海外的华人所写的反映
华侨生活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诉说着身居异域的
华人求生存求发展的坎坷经历与对祖国的不同想
象%比如曹惠民坚持认为,'移民文学#作为一种特
定的文学现象#应是指由一国迁移到另一国&并取得
该国公民资格的作家!即其社会身份是移民"所创作
的作品%不论作者是何时移民#作为移民文学#自有
其自身不同于非移民文学的内在质素与品格%它有
两个参照系#一是原居母国的民族文学#一是移居国
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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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阐释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新移民文学(

概念%部分研究者为了将
+*@)

年以后移居海外的
华侨创作的反映华侨生活的作品与

+*@)

年以前的
华人创作相区别#又将

+*@)

年以后移居海外#以海
外华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家的作品称之为'新移民文
学(%诸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
顿的中国女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王周
生的-陪读夫人.等%早在

()))

年吴奕锜就指出,

'有必要对2新移民文学3作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这里
所说的2新移民文学3#是特指自

()

世纪
E)

年代末
@)

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陪读&

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
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
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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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移民文学(这一概念#一些研究者持不同
意见%他们认为#'新移民文学(这一提法#在其时间
!

+*@)

年代后"的限定和其移民所来自地区!中国大
陆"的限定#都有可议之处#主张用'华人移民文学(

统称由大陆移民西方国家的作家及作品%'2新移民
文学3与2新华侨文学3&2新华人文学3&2新海外文
学3#所指对象都是

@)

年代后由大陆移民西方国家
的作家及其作品%所在国不同#称谓不同#但其华人
移民之身份则一%在这基本的一点上#2新华人3&

2新华侨3与新移民之间并无甚不同%不妨可以把他
们和此前的移民归并为2华人移民3一种称谓#倒有
利于将移民国外的华人文学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学现
象来考察#最终建立2华人移民文学3的概念#应是必
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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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移民文学概念的回应#有的研究者不主
张使用'移民文学(这个概念#而是采用国外文学理
论流行的'流散写作(&'飞散写作(代替'移民文学(%

'飞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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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者又译为'散居(&

'离散(&'流散(#最初专门指涉犹太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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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学术界使用这个小写的词汇来指称那些被
迫或主动离开家园故土&生活于异地的人群%在含
义上强调不同国家的流通&不同方向的流动%'飞
散(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对它的研究始于
()

世纪六七十年代#

()

世纪
*)

年代随着后殖民研
究的发展#很快成为热点问题%伴随着飞散现象的
日常化&全球化#飞散写作在近年也成为文学研究中
的焦点%王林对此作了较全面的解释#'最近我们非

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
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2流散
作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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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
2流亡作家3#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
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
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2离散3作家为好%但这
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其中有些人近似流亡散居或
流离失所#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识地自我2流散3的#

这种流动的和散居的状态正好赋予他们从外部来观
察本民族的文化#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描写本民族0国
家内无法看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将其译作2流散
文学3比较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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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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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东方文学与流散写作(专栏#由孟昭毅教授作
专栏主持人%在-流散写作,东方文学新恳拓的沃
土.中#孟昭毅教授对流散写作的基本要素&美学特
征进行了总结%

如果说'移民文学(&'流散文学(等上述一些提
法#只是包装不同#然而本质同一#还不至于给研究
带来多少困惑#那么#对移民文学的另一种解释则与
此有较大区别%在-黑龙江文学通史.中#'移民文
学(概指在国内不同地区流动的作家的创作%本书
不仅明确使用'移民文学(概念#而且将'移民文学(

作为黑龙江文学的主要特征%本书所说的移民'是
当时因各种情况客籍黑龙江的流人和移民%这些移
民作家#有上至北宋王朝的徽&钦二帝#有使金而被
扣留的宋臣#有被俘降金的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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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
文学史中#移民包括'有因罪发配的各种流人#有陪
护而流放的家属#还有因革命和战争流亡到哈尔滨
的外籍侨民作家%他们中大多数是饱读诗书的显要
和名士+有组织调动而来的国家干部&大学毕业生和
转业官兵+还有一些召募&投亲的外省人#以及屯垦
戍边的2知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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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移民文学的作家正是从这些
人群中产生%书中指出#从古至今#黑龙江文学史
上#包括有姓名有诗作传世的流放诗人和外省籍作
者几近百家%显然#这里的移民是指国内的人口流
动#而非从我国移居国外的华侨%

此外#也有一些文章并不考虑作者的身份是否
是移民#而是直接将反映移民的文学作品称之为移
民文学%

考察当今文学批评界对移民文学概念的使用情
况#我们可以看到#移民文学概念歧义丛生#分歧的
焦点&实质主要有二,其一#究竟什么是移民1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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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指移居海外的华人还是应该包括国内的流动1 其
二#究竟以作家的身份进行界定还是以作品中人物
的身份进行界定1

'移民(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学范畴#从移民方式
看#有的带政策性#带群体行为#有的是个人自发行
为%从移民性质看#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有的是因政
治原因而遭流亡和流放的#有的是因军事原因而戍
守疆域的#有的是因经济原因而开荒拓殖的#也有的
因天灾人祸&战乱而逃亡&流浪#也包括移居其他国
家的华侨%从移民个体愿望看#有的是自愿的#有的
是非自愿的#中国历史上的国内移民不管是政策性
的大规模移民还是个体的自发流动#多数属于非自
愿性#即便是

()

世纪
")

年代的'三线(建设和上山
下乡运动包括现在的三峡移民都是如此#只有

()

世
纪世纪

@)

年代出现的城市打工者带有自愿性和趋
利性特征#现实的经济利益取代了移民政策的推力%

如果说#移民方式&移民性质和移民愿望都仅仅是移
民内涵的非重要因素#那么#移民内涵的关键因素是
地域的转换%根据社会学研究成果#移民是指由于
某种原因#大批量的人口从国内某个地方或某个国
家迁居国内的另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国家#并长期居
住在移居地%根据地域的转换看#移民应该包括两
个层面$$$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语言具有约定俗
成性#既然社会学上的'移民(概念已经具有通用性#

得到大家认可#既然它本身就包括国内移民和国外
移民#那么#'移民文学(这个概念就应该遵循'移民(

的约定含义#应该涵盖两个方面$$$国内移民和国
外移民%

此外#从全球化语境看此问题#移民文学也应该
包括中国国内的移民#我们应该将中国国内的移民
纳入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思考#将目前中国国内的移
民看成是经济全球化给世界人口的重新组合带来的
影响%当代移民问题总体上是资本全球运作的产
物#移民命运是不同种族&文化&社会和阶层等权力
关系跨国&跨地区的复制&投射%一个不容否认的事
实是#

()

世纪下半叶#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在迅速
全球化#这些国家在吸纳跨国资本的过程中#果断地
将全球化语境的某些规则施加于本国各个地区内
部#从而在国内的各个地区内想象性地创造出一个
全球化语境%当代中国的移民!主要有出国移民&特
区移民&三峡移民和农民进城移民等"就是世界人口
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国内的移民尽管没有

'受外国法律的辖治#被外国资本家雇佣#受到相当
多的外国人的歧视(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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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许多问题上与国外移
民是一致的%我国大中型城市吸纳移民作为廉价劳
动力和我国大中型城市的底层空间存在一群并不幸
福的外来打工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以廉价的
劳动力为他人打工#替他人创造财富#经济&政治地
位低下#生存空间恶劣#缺失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匮
乏#倍受当地居民的排挤和歧视%他们也有着国外
移民的边缘感&他者身份#他们也像国外移民一样#

处在一种无法改变的我们0他们&中心0边缘的对立
关系之中%受经济'全球化(之赐#

()

世纪
@)

年代
以来的中国国内的移民景观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差
别并不太大#只是国外移民在海外的经验以更尖锐
和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因而#从全球化的角度看#

'移民文学(中的'移民(也应该包括国内移民和国外
移民两种#而不应该只涵盖其中之一%

究竟以作家的身份还是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对
移民文学进行区分1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应该
从文学创作实际来看%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作家本
人并非移民#但关注移民生存状况的情况#比如王安
忆%王安忆创作的-富萍.描写

()

世纪
")

年代各地
移民移居上海&艰难创业#反映在上海居住的三代移
民的历史#是对移民的文学叙事和形象刻画%第一
代是在城市里生活了一&二十年的城市的保姆辈们#

她们早已具备城里人的言行举止和城里人的现代意
识#但骨子里面总感觉自己是生活在别人家里#城里
居民无法体验的飘泊感在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
散%第二代移民多来自苏北#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住
着棚户区#从事这个城市最脏最苦的营生#他们的生
活更艰难%第三代移民就是富萍们#他们往往将婚
姻当成她们的跳板%此外#王安忆反映上海移民的
小说还有-好婆和李同志.&-妹头.等%文学理论&文
学批评的一个功效就是对已成事实的文学现象进行
总结&引导#既然已经出现非移民身份的作家写移民
的生存状况的文学作品#我们就应该将其归入到移
民文学%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认为#'移民文学(可以广义
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的移民文学指反映移民的生
活的文学创作%'移民(既包括向国外移居的#也包
括向国内不同地方移居的%移民文学的创作者可以
是移民#也可以不是移民#但凡文学作品描写的是移
民生活的就应该列入移民文学的范畴%它可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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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流民文学&难民文学和当今的华人移民文
学&打工者文学%广义的移民文学统一在'移民性(

上#'移民性(在时间维度上可联接古典&现代文学的
离乡&漂迫&流浪等主题#在空间维度上则可延伸到
国际移民的后现代文化等现代主题%基于学术界对
海外华侨的一种特殊关注#我们可以用狭义的移民
文学专指从中国移居海外的华侨作家反映华侨生活
的文学作品%

二
!

有无研究的必要&

当今文学批评界时兴炒作概念#迷恋粘贴标签#

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移民文学#是否有追赶时髦&扰乱
文学秩序之嫌1 我们认为#'移民文学(概念的提出
和对移民文学的重视是必要的#移民文学的产生和
提出有其现实依据和历史渊源%

就现实中国的社会状况看#移民已经形成一股
潮流#势不可挡%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
的必然产物#移民与社会进步和发展紧密联系%从
+*

世纪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蠢蠢欲动#

()

世
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移民活动已经呈现为
一道全球性的新景观%当代中国的移民潮是

()

多
年来全球人口流动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当代中国
的移民潮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向国外移民%进入
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的流通不仅带来生产的全球
性流动#而且也带来文化与人的全球性流动%

()

世
纪

E)

年代末
@)

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大批中国人涌向国外%据统计#自
E)

年代末
@)

年
代初以来#约有几十万中国人先后走出国门!主要流
向欧洲&北美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由传统的下南洋改
为'下西洋("%这些人出国生存的方式各异#有的在
校学习&从事科研#有的打工#有的投资经商#有的陪
读#有的是两种或三种兼而有之#这种现象被国人调
侃为'世界大串连(%中国的经济相对落后#向外移
民无疑是中国人尽快改变自己生存环境的一种有效
途径#这也是国际产业结构和劳动分工体系调整引
发的全球人口流动%其二#从国内来看#在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全国各地涌向大都
市的移民潮正在爆发%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认为#

改革开放
()

多年来#资本积累与国内移民#是我国
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的两大重要动力%据

()))

年
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跨省流
动占

!BG

#省内流动占
"BG

#其中#

(

0

!

以上的人流

动到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
京和福建#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B̀FG

#第三产业的
占

(EG

#第一产业的占
È"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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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涌向城市的
打工者已经在城里安家落户#成为城市人口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依托移民的生活经历&行为方式和价
值观念相互碰撞&相互交织&融汇互动而形成的当今
中国丰富多元的文化机制#赫然成为当代中国一道
独特的文化景观%

不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国外移民#移民活动十分
活跃并且正在日益加剧%这样的事实向我们彰显
出,移民问题已经经常化&全球化#并且成为一种文
化现象#涉及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文学&文
化研究等诸多领域%这使得移民问题将会越来越引
人注目%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投影#既然移民问题正
日趋逼近我们#那么#文学创作有理由对此问题给予
关注#移民文学的研究也就显得必要而紧迫%移民
文学的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不容
漠视的价值%移民文学的文化意蕴将会成为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移民文学的产生有着漫长的历史潜流和独特的
传统#它不仅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同时也有着自
身的文学进化逻辑#对移民文学进行研究#也有利于
加深对中国文学的进一步认识%

早在新文学运动时期#就出现了一批表现迁徙
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不能看成是现在严格意义上
的移民文学#但是#可以将他们当作移民文学的雏
形%比如当时的'流浪汉小说(#其作品中的人物始
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描写流浪汉的小说并不意
味着作家本人一定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

如王以仁的-流浪.&潘漠华的-乡心.&郭沫若的-漂
流三部曲.&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沙汀的-码头
上.&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黄谷柳的-虾球转.&艾
芜的-南行记.等%再比如抗战时期'流亡作家(!如
内迁的萧红&萧军"的创作等%再如部分留学生在国
外创作的反映留学生生活的作品#最早的当推陈衡
哲的-一日.#后来如郭沫若&郁达夫在日本创作出的
-女神.&-沉沦.%此外#还有部分作家一直侨居故乡
之外#创作出反映故乡的文学作品#如沈从文的创作
和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所提到
的乡土小说的作家们%上述所列作家中#有的正是
侨居故乡之外#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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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沉沦.&-呼兰河传.&-边城.如斯也%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用文学的形式记载自己
迁徙的痛苦与艰难等生命感受%鲁迅迁徙的悲凉#

沈从文迁徙后的失望#王鲁彦迁徙后的凄惶与无奈
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展现%

()

年代作家的迁徙基
本上是从乡村到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迁移
又从城市回到乡村%抗日战争结束后#作家们又从
乡村迁移到城市%现代中国社会的这段特殊历史造
成现代作家漂泊无家的悬浮感#且这种漂浮感成为
现代作家们心灵中一块无法驱除的阴影#也成为漂
泊不定的作家们相互指认的一块重要标志%穆时英
在小说-夜.中感叹'都是没有家的人(#沈从文在都
市获得了的成功#以小学的学历站到了大学的讲台#

但仍然戏称自己是'乡下人(#将自己视为都市的漂
泊者%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在乡村0都市&中国0西方
的来回迁移中上下求索#煎熬着一颗焦灼不安的漂
泊之魂#寻觅着自己的生存与文化之根%中国现代
文学中的这样一些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移民文
学传统和发展史#奠定了现在意义的移民文学的创
作基础%可以说#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文学现
象正是这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
展%对移民文学的研究有利于从新的角度加深对这
类文学的认识%

移民文学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移民文学
不仅具有社会现实基础和文学历史渊源#而且已经
具备自身的组成要素和审美特征%移民文学表现了
'对异国他乡生存之残酷&发展之艰难的倾诉#对置
身于另一个文化价值系统之中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冲
突的关照(

)

E

*

B@

#移民文学'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相

反相成的整合美(

)

@

*

+B*等%从美学特征看#这类作品
具有一种伤感美%爱德华6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

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
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
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
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
服的%应该说#中国当代的国外移民和城市移民与
爱德华6赛义德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怀揣美梦移居
异地#不论是美梦成真#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者#还
是梦幻破灭#事与愿违者#多数都承受了他国与故土
之间两难的选择#都经历了在异国他乡求生存&谋发
展的坎坷曲折&艰难辛酸%这样的心情以文学的形
式表现出来#使这类作品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淡淡
的伤感%

移民文学的特征远不止上面所述#移民文学处
于第三种地带#于是形成了一种需要我们深入破解
的'第三种经历(%移民身份的作家和作品中的移民
形象都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不满甚至
痛恨原居住地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希望从原有的
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出过去的阴影#在新的居住
地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原居住地的文化根基在他们
身上已生根发芽#坚如磐石#难以动摇#事实上他们
又很难与新的定居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又
时刻离不开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因而#他们往往在
原有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
带徘徊不定#痛苦#迷茫%这很可能形成第三者文
化#移民文学很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富有历史容量
的审美方式%这一切都表明,移民文学的研究具有
很深厚的发展空间#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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