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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指的猴子暠到埃苏灢埃拉巴拉
———盖茨非裔文学理论的“逆生长性暠研究

何暋燕暋李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4)

暋暋摘要:盖茨非裔文学理论的“逆生长性暠是指它从族裔书面文学文本到口头民俗祝酒词,再从非裔口头文化传

统到非洲口头文化传统的归根性,这种特性是挫败“欧洲中心主义暠的历史产物。整个“逆生长暠之旅表现为:族裔

文学文本的互文性曻意指的猴子曻新奥尔良的猴子曻哈瓦那的猴子曻猴子曻埃苏灢埃拉巴拉曻意指理论,旨在借

助非裔传统与非洲传统的关联来证明黑人“有暠文论传统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以解构“白文论暠霸权。然而,这个归

根旅程一方面由于缺失真正衔接意指的猴子与埃苏的历史证据而变成了非裔元素与非洲元素的牵强拼贴;另一方

面则由于“意指性暠和黑人口语体语言无法涵盖多数族裔文学作品而削弱了“黑文论暠传统的形而上性。这就是非

裔学者在申诉黑人文化身份,通过杂糅新大陆黑人传统与非洲黑人传统建构“非洲中心主义暠时无法规避的文化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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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Jr.)
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两大转向:首先,从借用白人的理论

到建构黑人“本土暠理论,因为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沆

瀣一气的“白理论暠无法正确解读“黑文学暠;其次,从建

构族裔文论到记录“黑文论暠历史,因为“黑人传统一直

都有自己的文学理论暠———意指理论,而这种理论就“储
存在黑人口语体语言(vernacular)之中暠[1]xxi。在具体进

行记录的过程中,盖茨从非裔传统回归非洲传统,挖掘

两者的关联,以证明黑人“有暠理论的悠久历史,从而呈

现出“逆生长性暠,具有“非洲中心主义暠倾向。本文旨在

探析为何会出现这种“逆生长暠,这种特性具有哪些表现

和局限?
一暋“逆生长暠的根源

盖茨文论的“逆生长性暠是20世纪“非洲中心主义暠
运动的结晶,此运动使得非洲脱胎换骨,成为非裔群体

引以为豪的文化母体。整个变化历程横跨了近半个世

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是“黑色即美暠的苏醒———“返回非洲暠的脱殖

思潮。最先提出“返非暠口号的是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他在1918年呼吁新大陆黑人“返回非洲,重聚

在利比里亚暠,因为“非洲没有死,只是沉睡暠,所以全世

界非裔要团结起来,“唤醒埃塞俄比亚,唤醒非洲暠[2]265,
推翻白人的压迫。为此,他在1919年成立了“黑人之

星暠航运公司,最终因财政原因,加维身陷囹圄,运动无

疾而终。1940年代,非洲各国爆发了文化自治运动,最
初由奥波德·桑戈尔(L湨opoldS湨darSenghor)、里昂·
达玛斯(L湨on灢GontranDamas)、艾梅 · 塞泽尔(Aim湨
C湨saire)等发起了“黑人性运动暠(TheNegritudeMove灢
ment),即一场名为“美即黑色暠的文化运动,宗旨是“通
过文化和艺术手段提高非裔被殖民者的自我意识,培养

他们对自己种族和文化的自豪感暠[3]。为抵制“欧洲中

心主义暠。他们号召黑人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拒绝接受西

方的美学标准,转而遵从黑非洲的“本土暠原则。正是这

种转向促使众多黑人学者开始挖掘古非洲文明,建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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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黑人性暠和“黑人美学暠,从精神层面“返回非洲暠。
随即涌现出第一代非洲现代历史学家,诸如谢赫·迪奥

普(CheikhAntaDiop)、肯尼思·戴克(KennethOnwu灢
kaDike)、亚历克西·卡加梅(AlexisKagame)等。他们

采用考古发掘、史料比对等方式证明非洲曾经拥有文

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原初的人是黑人:“全
人类同出一源,最初的人类必然属于同一人种,那就是

尼格罗人(Negroes)暠。其二,人类历史和文明起源于非

洲:尼罗河文明孕育了世界文明,而“古埃及人的主体是

黑种人暠,因此“古埃及文明是由黑人创造的,‘黑人—埃

及暞使整个世界得到了文明暠[4]。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大

文豪,如沃莱·索因卡(WoleSoyinka)(第一个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黑人)、伊曼纽尔 · 欧倍基亚(Emmanuel
Obeiechia)、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等,他们

书写真实的黑人形象,批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罪

行。
这些“黑色暠文化思潮为政治独立运动奠定了哲学

基础,沉寂千年的非洲频繁地以战斗姿态成为西方媒介

关注的焦点,使“非洲暠冲出了“主奴暠关系的丛林,进入

了非裔散居群体的视野。盖茨就是在“非洲独立年暠
(1960年,17个国家赢得独立)开始在新闻中听到有关

非洲的消息,并开始与同学谈论非洲人:“那些非洲黑人

确实是黑,蓝黑蓝黑的暠;“他们的头发绞缠在一起,缠得

像小球球,嘴唇又厚又大暠;“非洲人说自己不是黑人,而
是非洲人,愚蠢的东西,在树上悠来晃去的,住在草棚

里暠;“那 些 该 死 的 非 洲 人 还 不 想 要 你 们 到 非 洲 去

呢暠[5]100。尽管恩克鲁玛在当上总统之后就盛情邀请美

国人到加纳,然而他们在阿克拉拉巴迪(AccraLabadi)
海滩,那片满月的星空下熬了一个月之后,就开始抹黑

在下游焦急地寻找曾经被他们努力扔掉的美国护照。
由此可见,当时非洲还不是美国非裔大众向往的文化之

源,但苏醒的“黑色暠及相关成就也加强了双边交流,如
盖茨在剑桥大学时就是索因卡的学生,因此当非裔开始

寻求文化自治时,黑非洲逐渐变成其族裔自豪感的源

泉,从而使“黑色即美暠进入绽放期———美国黑人艺术运

动。
黑人艺术运动诞生于民权运动时期,随后成为权力

运动的文化宣传武器,具体表现为两个时期。
首先,平等主义诗学(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

期),代表人为理查德·赖特(RichardWright),代表作

为《美国黑人文学》(1957)。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针对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指出:“在公共教育领域,
‘隔离但平等暞条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教育设施的隔离

隐含了不平等。暠[1]323 这就推翻了自《普莱西诉弗格森

案》(1896)以来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基础。赖特认

为这纸官文将保证黑人与白人享有真正的平等,从而

“乐观地预测了美国非裔文学将很快与‘主流暞美国艺

术、文学合二为一暠。为了实现平等诗学梦想,赖特规定

了能进入主流社会的族裔文学、艺术层次——— “具有自

觉意识的学识层面暠,而非“民俗的、大众的、口语体语言

层面暠,包括布鲁斯、劳动歌、祝酒词、骂娘游戏等“形式

未知的东西暠,因为“在布朗案的影响下,与主流标准不

统一的黑人文化产品,诸如‘抗议性暞诗歌和小说都将消

失暠[6]68。然后赖特就奢望能揣着符合标准的元素迈向

大美国(America),而等来的却是民权领袖被鞭打和暗

杀,从而彻底击碎了平等诗学,进入实战诗学时期。
其次,大众黑人美学时期是“黑人权力运动暠的产物

(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为阿米里·
巴拉卡(AmiriBaraka)和拉里·尼尔(LarryNeal),代表

作分别为《家:社会随笔》(1966)和《黑人艺术运动》
(1968)。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之后,非暴力

的民权运动正式转向了暴力抵抗。此起彼伏的全民暴

乱使黑人不再梦想遥远的大美国,而是关注当下的不平

等现状。这种社会形势需要一种大众诗学,这种诗学不

再要求黑人作家接受由白人主宰的单一的批评标准,因
为“黑色即美暠,即只要是黑人的就是美的,包括发型、着
装、配饰、步态、言说等。巴拉卡最早响应这种诗学召

唤,他提倡摆脱赖特的精英意识,敞亮那些被赖特括起

来的“形式未知的东西暠,反映最底层黑人的艺术能力,
并锁定了衔接两者的诗学载体———黑人音乐。尼尔致

力于应用黑人口头、民俗文化实现族裔的政治自治,从
而定位了艺术的政治性:“黑人艺术是黑人权力的姐

妹。暠这种特性要求黑人发展一种黑色美学,以“解构白

人的东西、观念及看待世界的方式暠,因为接受白人美学

就等于“承认一个不允许黑人生存的社会的合法性暠,同
时由于白人内部的解构主义、嬉皮士运动等表明“西方

美学已经走到了尽头,即在其腐朽的结构内不可能再建

构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暠[7]。
为此,美国非裔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族裔传统内部寻

找美学根基。由于大量被压制的黑人大众文化浮出水

面,促使黑人学者发现族裔民俗文化是孕育黑人美学的

源头,而这些民俗的终极源头又是非洲文化,因此只有

归“根暠,并把它与非裔文化衔接起来,才能建构完整的

黑色美学。同时,当时的“非洲中心主义暠思潮迅速蔓

延,因为它既为饱受三重摧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
奴隶制的非裔群体开出了一剂抚慰族裔身份创伤和文

化创伤的良药,又把几个世纪以来任由“主人暠臆想和摆

布的铁板一块的“黑、白暠对立颠倒置换,即白人不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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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了文明使者的角色,而是践踏了孕育西方文明的母

体———非洲黑人文明。这就使美国非裔学者也开始“重
新发现非洲,作为种族自豪感的源头暠[8]144,从而掀起了

集体寻根热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涉

及非洲题材,记录真实的黑人经历,典型代表作有亚历

克斯·哈利(Alex Haley)讲述家族基因谱系的《根》
(1976)、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描述能“飞回非

洲的奴隶暠的《所罗门之歌》(1977)等;二是历史学考证

“非洲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尤其是欧洲人到达

非洲奴 役 黑 人、殖 民 土 地、剥 夺 自 然 资 源 之 前 的 时

期暠[9]16,代 表 人 物 有 约 翰 · 克 拉 克 (John Henrik
Clarke)、文森特·哈丁(VincentHarding)、马丁·伯纳

尔(MartinBernal)等;三是众多学者移民非洲或到非洲

旅行,接触真实的非洲大陆和非洲人,盖茨就是典型代

表,他于1970-1971年到非洲旅行。当他们返回美国

时带回了新的词语、形象、歌曲等,用于族裔文化身份的

建构,即把非洲音乐、舞蹈、仪式等纳入日常生活。这就

是美国黑人的“非洲中心主义暠思潮,他们高呼“我们都

是非洲人暠,而“非洲发型、肯特布衣服和非洲表现性文

化则成为各阶层黑人的家庭美学暠。至此,非洲“不再被

当成遥远的梦或耻辱之印,而变成了一种荣誉———语言

学意 义 上 的 徽 章:美 学 之 源、知 性 的 和 文 化 的 骄

傲暠[10]1802-1803,从而形塑了盖茨理论的“逆生长性暠。
二暋“逆生长暠的表现

由于“所有理论都关乎特定文本暠[11],因此盖茨首先

考古、挖掘族裔文学文本,然后才研读和阐释这些被敞

明的文本,以发现它们的特性。在这个过程中,盖茨发

现了1770-1815年间发表的五个英语奴隶叙事之间的

高度互文性,即以差异性重复方式共享了一个文学主

旨———“会说话的书本暠(TalkingBook):“一个白人的书

写(印刷)文本(通常为《圣经》)拒绝同它的黑人(或美洲

原住民)对话者讲话。暠[12]xxxii随后盖茨又发现了“会说话

的书本暠、丽贝卡·杰克逊(RebeccaJackson)的《权力的

礼物》、艾 丽 丝 · 沃 克 (Alice Walker)的 《紫 颜 色》
(1982)、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NealeHurston)的
《她们仰望上苍》(1937)之间的互文性。由于当时众多

黑人民俗文化得以“出场暠,使盖茨察觉到这种具有高度

“互文性暠的“意指的猴子暠的故事———“一种代表了黑人

最繁盛的语言天赋的祝酒辞暠[13]99。这些故事主要出自

《狮子与猴子》,讲述了猴子、狮子和大象的故事:

暋暋意指的猴子已经一周没有合眼,
因为无法忘记过去被痛打的境遇,他必须找一

个帮手回击狮子。
于是他对狮子说:“有一个坏皮条客正朝你袭

来……
而且还有足够勇气打你奶奶的注意。暠
狮子:“猴子先生,如果你所说的不是真的,

……我会打得你落花流水。暠
猴子:“如果你不相信我,那就直接去问大象,

他正在路边小憩。暠
狮子咆哮着跑了……然后他看见了大象,正在

树下歇息,
他说:“站起来,皮条客,你和我单挑。暠
大象说:“快滚,菜鸟,去惹和你块头相当的

吧。暠
狮子做了个下蹲,然后从大象身上跳了过去。
大象迅速起身把狮子撞了个四脚朝天,然后扑

上前去,踩踏他的脸……
狮子缓慢地爬过丛林,生不如死,他发誓要阻

止猴子意指。
然而,这时猴子才真正开始意指:
“传说中的丛林之王,你难道不是婊子养的吗,
看你肿得像得了七年的疥疮……暠
猴子开始上窜下跳,一失足掉到了地上,四脚

朝天。
电光石火之间,狮子用四脚踩住了猴子……
猴子仰望着狮子,满含泪光,
然后说:“对不起,狮子先生,我向您道歉。暠
狮子:“你再怎么哭都无济于事,因为我要阻止

你意指。
在弄死你之前,我想听听你的遗愿。暠
猴子:“把你的臭脚从我眼角移开,让我起来,

我就会打得你找不到北。暠
于是狮子挪开双脚,准备开战,猴子却跳起来,

瞬间消失,只听到他说:“只要草要生,树要长,我就

会在它们的周围加倍地意指。暠[12]147-49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尽管猴子在体力上无法与狮

子相比,但却能凭借意指(Signify)能力,或者说“意指行

为暠[Signifyin(g)]战胜狮子。这种能力是一种语言能

力,因为“猴子是在比喻性地言说,而狮子却在字面性地

理解暠[1]86。狮子由于无法正确阐释猴子的语言而成为

被意指者(Signified),猴子则是意指者(Signifier),通过

把玩语言游戏成为真正的丛林之王。可以说猴子就是

“修辞大师或修辞技巧本身暠以及“语言的文学性暠[1]75,
因为他使用的是比喻性语言。这种语言既能把作为口

头言说的猴子故事变成一种文学诗篇,又能让这种诗篇

具有互文性,例如,“四十四暠这个数字(指代的是“枪暠),
在一首诗中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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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狮子咆哮着跑了回来,他的尾巴直戳戳的就像

一个四十四

他夹裹着风声,穿过丛林,飞奔而去,把长颈鹿

撞翻在地

另一首诗中则是:

暋暋狮子深知他的骂娘游戏差劲,他还知道大象不

是他的表亲

于是他咆哮着穿过丛林,猛地把他的尾巴挺直

得就像一个四十四

另一首诗中又是:

暋暋狮子暴怒,跳起来修理大树,把小长颈鹿和猴

子掀翻在地

他一路跳跃,穿过丛林,更糟糕的是他挺直尾

巴,就像一个四十四[1]60-61

盖茨认为这三首诗的“互文性暠是一种形式上的互

文关联,因为“诗篇传达的意思是共同的、重复的、为受

众熟悉的暠,所以“所指的重要性被降低了,而能指的重

要性则极具攀升暠[1]61,从而强调了能指的物质性,并赋

予它一个与所指完全相同的地位。换句话说,盖茨认为

“意指的猴子暠诗篇之间的关联是一种能指层面的“互文

性暠———意指性,它“首先指涉的不是所指,而是语言风

格,即把日常话语转变成文学的风格暠,因此“一个人不

是要意指某物,而是要用某种方式意指暠[1]78。盖茨认为

这种“互文性暠表明猴子故事本身题写了一个有关阐释

的声明,原因有两个:一是“意指行为的语言指涉了修辞

的本质和应用暠[1]85,二是“意指性本身暗示出猴子文本

之间是相互熟悉的暠[1]61,即是前、后文本关系。这种关

系是通过阅读、评论而建立的一种阐释关系,从而使猴

子故事变成了阐释自身的理论。至此,猴子的比喻性语

言完成了如下图所示的双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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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黑人口语体语言既能把恶作剧故事变成

文学诗篇,又能把这种诗篇变成阐释理论,也就是说美

国非裔群体不但“有暠文学,还“有暠文论,这就解构了白

人文化霸权对黑人“无暠文学、文论的预设。因此,盖茨

认为非裔文论家的任务不是要创建新理论,而是要发现

隐藏在族裔文学传统中的理论,并通过回溯阅读书写这

种理论史。由于社会大语境是黑人集体返回非洲寻根,
挖掘种族自豪感,因此盖茨也顺势回到非洲文化,寻找

黑人理论的源头,即“意指的猴子暠这个恶作剧精灵的非

洲之根,并定位于约鲁巴神话中神界的恶作剧精灵埃

苏灢埃拉巴拉(Esu灢Elegbara)。这种定位主要有两个直

接原因:其一,深受索因卡和欧倍基亚的影响而了解到

埃苏;其二,受到伊斯梅尔·里德(IshmaelReed)小说

《芒博琼博》(MumboJumbo,1972)的影响,因为其主

人公帕帕拉巴斯(PapaLaBas)是埃苏的一个变体。埃

苏有很多变体,因为奴隶贸易使它与黑奴一起从非洲大

陆一路飘洋过海到达新大陆。为此,可以把埃苏分为两

大类。一是非洲埃苏:“在尼日利亚被称为埃苏灢埃拉巴

拉,在贝宁 的 芳 族 人 (Fon)神 话 中 被 称 为 拉 巴 (Leg灢
ba)。暠[1]5针对两者的前、后辈关系,美国非裔民俗学家罗

伯特·佩尔顿(RobertD.Pelton)经过多方考证之后发

现拉巴是埃苏的变体,因为“芳族人的拉巴神话体系是

创造性地借用了约鲁巴人的占卜体系以及恶作剧精灵

埃苏与天神的关系暠[14]127。二是新大陆埃苏,包括“巴西

的埃克苏(Exfi),古巴的埃查灢埃勒瓜(Echu灢Elegua),海
地沃杜教(Vaudou)洛(loa)万神殿的帕帕拉巴(Papa
Legba)(或拉巴斯(La灢Bas)),以及美国伏都教(Hoodoo)
洛的帕帕拉巴斯(PapaLegbas)暠[1]5。

埃苏是“天神的唯一信使,将天神的意愿阐释给人

类,同时又将人类的愿望带给天神暠[1]6。约鲁巴人相信

众天神在每个人出生前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然后让埃

苏阐释给每一个人,因此他承担了阐释者的身份。在具

体进行阐释时,埃苏把任务分派给天神艾发(Ifa):首先,
教会他读懂“把16个棕榈干果‘拨转暞16次所形成的

256个密码符号暠[1]10,也可称为256个奥杜(Odu);其
次,让他记录下这些符码所代表的意义,从而构成了人

类的命运之书———艾发文本;再次,让天神艾发教会俗

界的黑人牧师巴巴拉沃(Babalawo)读懂艾发文本。因

此,当向埃苏咨询命运的祈求者找到巴巴拉沃时,他就

会根据咨询要求拨转16个棕榈干果,得到相应的符号,
然后再把这些符号的含义阅读和翻译给祈求者听,解码

其命运,并向他们指定合适的祭品献给天神。在占卜行

为结束后,祈求者会根据指定的祭品供奉给天神,而埃

苏就依据收到的祭品来更改祈求者的命运,所以尽管艾

发文本的符号和意义是固定的,但每个人的现实命运

“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祭品质量和数量的影响暠[1]25,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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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埃苏的阐释是不确定的,从而被称为“不确定性之

神暠。
是什么促成了这种不确定性? 盖茨认为这取决于

埃苏的语言学家身份,他是“艾发文本神圣语言的主

人暠,而这种语言“破坏了常态的交流,旨在把人们从日

常话语中领出去暠[14]163,走向正式语言使用的元层面。
换句话说,艾发文本的语言是高于日常语言的比喻性语

言,具有“文学性暠,从而能把占卜文本变成一种文学诗

篇。这种诗篇的意义高于字面意义,富含比喻性和引申

性,所以祈求者无法从这些图案中识别出自己的命运处

境,需要巴巴拉沃加以翻译,而符号的意义早已被书写

出来。由此可见,控制整个阐释过程的是埃苏,具体表

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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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埃苏的比喻性语言既能使占卜文本成为

一种文学,又能使这种文学成为一种文论。就此而言,
埃苏与意指的猴子具有相似性。盖茨据此推断后者是

前者的美国变体,然而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够证明两者

的关联。于是,盖茨指出“意指的猴子可能来源于古巴

非裔神话暠,原因有两个:其一,“埃查灢埃勒瓜的身旁有

一只猴子和一棵棕榈树暠[1]52,这就照应了“埃苏走到棕

榈树前,树上的猴子给了他16个棕榈干果暠[1]14;其二,
“猴子同埃苏发生了极为有趣的融合暠,主要表现为“瓦
耶(guije)或吉古(jigue)这个形象暠———从非洲踏水而

来,黑肤色,小个子,这就照应了埃苏的两个身体特征:
“非同寻常的黝黑肌肤和异常小的身材暠,以及芳族人神

话中拉巴与猴子的关系:“在造物主玛乌(Mawu)不知情

的情况下,拉巴将地球上四个最早的生命中的两个变成

了猴子,所有猴子都是这两个猴子的后代,因此拉巴是

猴子之父。暠[1]17-18盖茨认为古巴神话中的这个猴子随后

“离开了他在哈瓦那埃查灢埃勒瓜身旁的位置,独自游到

了新奥尔良暠[1]20。在从古巴到美国的过程中为什么只

有猴子幸存下来? 盖茨认为这与美国种族主义语境有

关,因为白人种族主义者总是把黑人称为猴子。在证明

“意指的猴子暠与“埃苏暠的关联之后,盖茨完成了理论的

“逆生长暠之旅:既发现了黑人的文学、文论史,又提炼出

支撑其“文学性暠和“理论性暠的形式载体———黑人比喻

性语言,这种语言在美国非裔传统中就是区别于标准英

语的黑人的口语体语言。
三暋“逆生长暠的局限

纵观盖茨文论的“逆生长性暠,可以看出其具体历程

为:“会说话的书本暠的互文性曻《权力》、《紫颜色》、《上
苍》的互文性曻猴子故事的互文性曻“意指的猴子暠曻埃

苏曻黑人理论传统具有形而上的统一性。由此可见,整
个“逆生长暠旅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意指的猴子暠(非裔

元素/传统)与“埃苏暠(非洲元素/传统)的衔接关系,主
要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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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盖茨对两者表亲关系的解释并不充分:“在约

鲁巴神话中有猴子,古巴非裔神话中也有猴子暠,这就

“说明非裔神话中有埃苏的踪迹暠[1]14,因此埃苏与“意指

的猴子暠之间如果不是前辈与后裔的直系关系,至少也

是表亲关系,即通过埃苏的古巴变体衔接。换句话说,
在埃勒瓜身旁的猴子从哈瓦那游到新奥尔良之前,美国

就没有“意指的猴子暠。古巴为何会先出现埃苏变体,这
种变体中的猴子为何是游到新奥尔良,而不是靠近哈瓦

那的迈阿密? 盖茨既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也未找到任

何确凿证据。在笔者看来,埃苏是神界的恶作剧精灵,
而“意指的猴子暠是俗界祝酒词中的动物隐喻,两者归属

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层面,因此是无法衔接的。实际

上,盖茨曾指出埃苏的美国变体是伏都教的帕帕拉巴

斯,而猴子、狮子、大象则“一同出现在芳族人的一个题

为《猴子为何没有变成人》的著名叙事之中,就如意指的

猴子的叙事一样暠[1]17。因此,如果盖茨考察上述两者关

联性,或许能真正找到非洲黑人传统与美国非裔传统

“有暠文论的统一性。
除此之外,盖茨的“逆生长暠理论还存在两大问题。
首先,没有解决“互文性暠的形而上性,也就无法解

决美国非裔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暠。基于猴

子故事的“意指性暠,盖茨指出族裔文学文本的结构特

性:“至少从18世纪开始黑人作家就在阅读彼此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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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暠,并抓住其中一些重要的意象进行修正和重复,从而

“迅速以这些文本为基础建构了一种文学传统暠[1]131。
这种传统既具有“文学性暠又有“理论性暠,因为修正性重

复是建立在阅读前文本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文学本身就

是阐释理论。换句话说,“美国非裔文学(文论)传统之

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文本之间具有形式上的关联暠[1]122。
然而,这种关联一方面无法涵盖所有美国黑人文学,即
盖茨无法证明从第一个族裔奴隶叙事———布里顿·哈

蒙(BritonHammon)的《一个有关黑人男子布里顿·哈

蒙的不寻常的磨难和惊奇的救赎的叙事》(1760)到《意
指的猴子》(1988)出版前的所有族裔文学作品之间都存

在能指层面的互文性,另一方面无法衔接非洲传统所指

层面的互文性,因为埃苏控制的256个符码及其相关意

义都是固定的,能指无法滑动,所以艾发文本不具有互

文性,而埃苏根据祭品数量和质量改变每一个人的现实

命运则发生在所指层面,能指没有变动,所以人的现实

命运与其命运之书之间是所指层面上的互文性,这也从

侧面证明了“意指的猴子暠无法衔接埃苏。
其次,没有解决黑人口语体语言的形而上性,因此

无法证明美国非裔是“以众多黑人共享的语言使用模

式———比喻性语言,作为基础建立了文学的形式上的修

正关系暠[1]121。盖茨认为文本是语言组合体,因此“正是

黑人文 本 的 黑 人 语 言 表 现 了 黑 人 文 学 传 统 的 特 殊

性暠[15]。然而,黑人口语体语言进入书面文学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1760
年到1865年,由于法律规定教授黑奴学习读、写是违法

行为,因此只有少数黑人能够学习书写,这些人因为接

受了白人教育,其书写大都模仿“主人暠作品,因此他们

的作品属于标准英语文学,例如,共享“会说话的书本暠
的五个英语叙事;第二,1865年到20世纪初,奴隶制废

除之后,黑人受教育机会增多,种族意识增强,开始有意

识地展现“黑人性暠,使用口语体语言和民俗方式创作诗

歌、小说等,代表人有保罗·邓巴(PaulLaurenceDun灢

bar)、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W.Chesnutt)、詹姆

斯·乔纳森(JamesWeldonJohnson)等,同时无法接触

白人教育的黑人则师法受过教育的黑人,或者自学,这
就使他们的书写语言具有自我特色,包括单词拼写不

全、语法单一、句子成分缺失等;第三,哈莱姆文艺复兴

时期倡导文学的“宣传性暠,代表人有阿兰·洛克(Alain
Locke)、理查德·赖特(RichardWright)、杜波伊斯(W.
E.B.DuBois)等,即向白人展示黑人的“相等性暠,而那

些被白人定义为“低等暠的“破英语暠、巫术等民俗成分就

要被淹没,因此创造的是标准英语文学;第四,黑人大众

美学运动时期,在“黑色即美暠的号召下,全面敞亮黑人

民俗,由此出现了一大批影响最为深远的黑人口语体语

言文学,代表人物有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里
德、沃克等。

由此可见,美国非裔文学一直在标准英语文学与黑

人口语体语言文学之间来回摇摆。在这个摇摆过程中,
尽管出现了不少黑人方言文学,但普遍还是标准英语文

学,因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只要“黑人想持续被美国

主流文学界接受,其黑人英语中的非洲特征就要被不停

筛选出来暠[16]16。为此,盖茨用黑人口语体语言作为基

准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例如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几

乎都属于标准英语文学,她认为“黑人文学不能被简化

成 这 样 一 种 文 学———使 用 某 种 特 殊 语 言 模 式,
这种模式仅仅去掉了g暠[9]200。然而,盖茨的整套意指理

论就建基于黑人英语擦除“g暠,即(g),虽然他“并未解释

美国不同时期、地域的黑人作家何以能够共享相同模式

的方言暠。纵观盖茨理论的“逆生长性暠,可以看出它的

意义在于能够“让盖茨在美国非裔文学传统内部定位一

种有关阐释原则的体系暠[17],以解构“白理论暠霸权和抵

抗“欧洲中心主义暠,但美国非裔元素与非洲元素的牵强

拼贴也消减了“黑文论暠传统的形而上性,这就是非裔学

者在建构“非洲中心主义暠时无法规避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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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searchof“InverseGrowth暠of
Gates暞African灢AmericanLiteraryTheory

HEYan灢li
(The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TheinversegrowthofGates暞African灢Americanliterarytheorymeansthattheeth灢
nicliteraturedevelopsintocolloquialtoast,andthenfromtheAfrican灢Americancolloquialcul灢
turaltraditiontoAfricancolloquialculturaltradition.ThatistheoutcomeofresistingtheEuro灢
centrism.Thetotaltravelofthetheorizingbackstartsformtheintertextualityofworksofthe
samenationality,thentothesignifyingmonkey,thentotheNewOrleans暞monkey,thentoHa灢
vana暞smonkey,thentothemonkey,thentoEsuandatlasttothesignifyingtheory.Bymentio灢
n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frican灢AmericantraditionandAfricantradition,thecom灢
pletenesstheblackliterarytheoryisintendedtobeprovedandthehegemonyofwhiteliterary
theoryistobedeconstructed.However,thereisnowrittenevidencetoprovethatthemonkey
lefttheEsu暞ssideatHavanaandswamtoNewOrleans,whichmeansGatescouldn暞tprovethe
connectionbetweenEsuandSignifyingMonkey.Itisthisbrokenarcofmetaphysicalunitythat
impliestheculturaldilemmaofAfrican灢cent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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