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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回归、反射与审视
———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杜波依斯文化身份的形成与意义

刘芹利

  摘要:杜波依斯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具有代表性的黑人知识分子,亦是典型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在探索

黑人问题期间,杜波依斯身处“无处是归处”的边界地带,不断自我放逐并频频跨越不同种族与文化的边界,通过写

作不断反射与审视美国黑人问题及黑人的未来,逐渐形成了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该身份的确立进而

促使杜波依斯能够挣脱藩篱,对美国种族问题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具有敏锐的观察与独特深刻的理解。无论

是通过对精英主义还是泛非运动抑或是共产主义的探索,杜波依斯从未停止寻求解决黑人问题与谋求人类共同福

祉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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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杜波依斯与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

美国著名的黑人运动家、思想家和学者威·爱·伯·杜波依斯(W.
 

E.
 

B.
 

DuBois,
 

1868-1963)一生笔耕不

辍,不仅具有旺盛的文学生产力,而且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思考极具洞察力和建设性。美国学者阿诺德·拉波塞德

(Arnold
 

Rampersad)曾这样评论杜波依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可追溯到一本书的话,正如海明威曾认为《哈克

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整个美国现代文学的源头,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所有具有创造力的美国黑人文学都源自杜

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对黑人本质的综合论述。”①
国外的学术研究对杜波依斯关注较早,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成果颇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时的大部分研究属于传记式的记载,着重从美国非裔研究的视角

分析杜波依斯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活动与思想②。例如,美国学者小亨德森(Lenneal
 

J.
 

Henderson)认为,杜波依

斯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学术研究时期(1881-1905);激进主义-论战时期(1905-1935);国际

主义-和平时期(1935-1963)③。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间对杜波依斯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跨学

科的新视角,对其学术思想和理论意义的探讨更为深刻和广泛④。在文化身份与种族的研究中,波斯诺克(Ross
 

Posnock)认为,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明确了美国非裔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以及责任义务,企图在非裔美国

知识分子身上开拓“去种族化的领域”(deracialized
 

realm),
 

进一步调解“种族独特性与非种族普遍性”之间的冲

突⑤。对于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吕斯·茹坎(Marius
 

Jucan)指出,杜波依斯尝试在文化和政治上通过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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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领袖带领黑人逐步实现种族解放①。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和道德伦理哲学角度对杜波依斯关于种族问题

的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②。相较于国外对杜波依斯深入而成熟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杜波依斯的研究起步较

晚,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主要介绍了杜波依斯的文学创作与文艺论战,探讨了杜波依斯对

种族问题的思考③、黑人教育思想④、黑人文学中的双重意识⑤、黑人的艺术思想⑥,等等。这些国内外研究关注到

了杜波依斯对文化身份和种族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并未聚焦杜波依斯探索黑人问题过程中自身文化身份的形

成与特征,以及个人文化身份如何助力其自我对黑人问题的敏锐观察与独到理解。
卜杜尔·简默罕默德(Abdul

 

R.
 

JanMohamed,1945-)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后殖民理论家与少数族裔文

学批评家之一,他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杜波依斯文化身份的形成和特征。简默罕默德在

论文《以入世为出世,以无处为归处:定义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中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理查德·赖

特(Richard
 

Wright)两位美国少数族裔知识分子的论著为例,对边界知识分子进行了理论构建。他认为,边界知

识分子位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群体或文化之间,根据他们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知识分子定位(orientation)
不同,又分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与融合型边界知识分子(syncretic
 

border
 

intellec-
tual)⑦。其中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游离在不同种族文化、社会、地理等各种疆域之间,不属于特定哪一方。简默

罕默德对边界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
边界不在它们所界定领域的内部或外部,边界仅仅指明了两种文化的区别。边界并非真正的空间,

作为内外部的差异之处,它们是无数次的回归点。因此,处于该位置的知识分子不是“坐”在边界上;相
反,他们被迫将自己定位为边界,围绕边界凝聚为一个无限回归的点。在有意或无意以该方式自我定位

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自我防范避免踏入镜像的陷阱,因为边界作为镜子得以反射并界定该群体的“同一

性”与“同质性”。而边界亦为该群体所构建。⑧

从简默罕默德的这段论述中可见,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游离于两种文化或群体间,边界由其自身构建,它不

是一个实体空间,而是一个无限次来回穿梭的回归点。他们以自我为界、自身为镜去反映、分析并审视双方文化。
跳出界外、自我放逐,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不仅能看清界内,而且主体与所写文本由此具备如同镜子一般的反射

功能,得以清晰照见与审视不同文化的框架和体系。
结合简默罕默德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理论来分析杜波依斯在美国社会的融入程度、对不同文化的态度以

及对黑人文化身份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在探索黑人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
由此得以对种族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开拓性的见解。首先,杜波依斯是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穷其一生身处社会

边缘,游离于不同国家、族裔与文化边界之间,不断跨越与回归。其次,杜波依斯的许多著作从边缘文化的角度关

注主体的形成,既能反映黑人及美国社会的问题,又能创造性地审视与反思种族甚至无产阶级的未来。身处“无
处是归处”的边界地带,无论是通过对精英主义还是泛非运动,抑或是共产主义的探索,杜波依斯从未停止寻求解

决黑人问题与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途径。

65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Marius
 

Jucan 
 

The
 

Tenth
 

Talented
 

v 
  

The
 

Hundredth
 

Talented 
 

W 
 

E 
 

B 
 

Du
 

Boiss
 

Two
 

Versions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Studies
 

19
 

 2012  
 

27-44 
Lynn

 

England 
 

W 
 

Keith
 

Warner 
 

W E B 
 

Du
 

Bois 
 

Reform 
 

Will 
 

and
 

the
 

Veil  
 

Social
 

Forces
 

91 
 

no 
 

3
 

 2013  
 

955-973 
 

Stephanie
 

J 
 

Shaw 
 

W 
 

E 
 

B 
 

Du
 

Bois
 

and
 

the
 

Evolution
 

of
 

Race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0 
 

issue
 

S1
 

 2022  
 

73-101 
郭大勇《杜波依斯与美国的种族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0-95页;王卓、王恩铭《既做美国人又做

黑人———杜波依斯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探析》,《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第47-54页。
李有成《楷模:杜波依斯、非裔美国知识分子与盖茨的<十三种观看黑人男性的方法>》,《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8期,第2-7、21、62页;邓
磊、梅倩《脱嵌与融入:杜波依斯对黑人问题的教育透视》,《外国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第38-49页。
郭晓洋、马艳红《论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及其对美国黑人文学的影响》,《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79-282页;庞
好农《从双重意识到三重意识:非洲裔美国批评的新视野》,《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8年第1期,第46-47页;骆洪《“双重意识”问题与美

国黑人的身份建构》,《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第109-114页;张静静《艺术与宣传:论威·爱·伯·杜波依斯的文学“双重意识”》,浙江

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黄卫峰《哈莱姆文艺复兴期间的文艺论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22-26页。

Abdul
 

R 
 

JanMohan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in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 
 

Jessica
 

Munns 
 

Rajan
 

Gita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95  
 

442-454 
Abdul

 

R 
 

JanMohanmed 
 

Worldliness-without-world 
 

Homelessness-as-home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
 

Specular
 

Border
 

Intellectual  
 

447 



二 杜波依斯的越界与回归:黑人意识的形成

简默罕默德的边界知识分子理论构建主要依据萨义德对流亡知识分子的论述。萨义德曾提及奥尔巴赫创作

《摹仿论》的原因是自我放逐,将对自己欧洲个性的主动侵害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使命,由此创作出评论欧洲文学的

批评巨著①。杜波依斯亦是如此,在四处漂泊、自我放逐的旅行过程中他不断认识与比较不同的文化差异,不仅

成为了萨义德式的流亡知识分子,更是简默罕默德理论中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
按照小亨德森对杜波依斯学术发展的划分,杜波依斯在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知识分子的学术训练和研究②。

其间杜波依斯通过频繁旅行,跨越不同的文化边界,并通过观察与学习,其黑人意识逐渐明确并成熟。出生与成

长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杜波依斯是自由黑人的后代,1885年他高中毕业后接受了南方黑人的技术教育、哈佛大学的

精英教育以及欧洲传统的哲学熏陶,而后又回到美国南方任教。到南方菲斯克大学是他人生第一次长途旅行,伴
随这次旅行,他同时也完成了第一次身份的跨越:从北方的黑人中学生成长为赴南方上大学的黑人大学生。杜波

依斯在《自传》中讲道,他意识到在新英格兰常深感孤单,渴望与自己相同的黑人在一起,每当听到黑人民歌时他

总是激动得流下眼泪。来到南方后,和这些非凡的黑皮肤待在一起,他感到自己与他们拥有“一种新的、振奋人心

的和永恒的纽带”③。通过不断对比与反思黑人与白人的区别,他对黑人身份与文化有了“新的忠诚和拥戴”。自

此,他意识到“我是一名黑人了”④。黑人意识的形成伴随杜波依斯黑人身份的确立,但是直到1888年大学毕业,
北上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求学时,他才深刻意识到南北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差异给美国黑人带来的严重后果,逐渐

增强了自我的种族意识。随着杜波依斯生活学习的地域与文化边界的不断延伸,他的学识与思想不断提升,不断

跨越种族与文化的边界。

1892年,杜波依斯获得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读书,跨越国界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边界意识,使其能立足欧

洲反观与理解美国。在欧洲的两年,他不仅从地理位置上远离了美国的种族歧视,而且感受到不同国别、民族背

景下人们的和谐共处,人生观和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改变。“我感到自己站立起来,不是反对这个世界,而仅仅是反

对美国的狭隘和种族的偏见。……1892年在德国,我发现我是站在美国的外边往里观察美国”⑤。通过自我放

逐、立足边界,杜波依斯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与欧洲作对比,在美国疆域外反思美国的历史与文化。自此,他不仅

感受到美国与欧洲的文化关联,而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美国特性,意识到“把美国看得对自己是这么的重

要”⑥。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使他对美国历史与种族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1895年,杜波依斯完成了题

为《废止向美国贩卖非洲黑奴》的博士论文,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正因为身

处欧美两种文化的边界,杜波依斯能从他者视角欣赏欧洲,摆脱狭隘的种族主义束缚,反思美洲以及美国黑人问

题,逐渐发展成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

1894年,杜波依斯从欧洲学成回国,开启了他在高校的教学研究生涯。其间他不断跨越不同文化的边界,进
行文化的审视与反思,学术研究成果日益显著。在杜波依斯的自传中,他提到1918-1928年间四次具有特殊意

义的旅行:
我在这十年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旅行……从1918-1928年,我作了四次富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战争

刚刚结束和凡尔赛会议期间前往法国;“国际联盟”成立之初前往英、比、法和日内瓦;1923-1924年前往

西班牙、葡萄牙和非洲;1926年前往德国、俄国和君士坦丁堡。我简直不可能看到比这些激动人心的旅

行中所看到的更为生动的当代世界图景。它们使我加深了知识,扩大了眼界。这些对我认识和判断世

界现状,尤其是美国种族问题,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⑦

跳出界外旨在看清界内。旅行不仅拓展了杜波依斯的人生体验和文化视野,也促使他在不同的文化边界之

间反思美国种族问题及黑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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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的求学经历强化了杜波依斯的美国身份认同,但是在美国国内,杜波依斯这类黑人知识分子由于种

族歧视仍无法享有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杜波依斯身处黑人与白人的文化边界,无法彻底融入任何一边,也无法在

任意一方文化中具有“宾至如归”的自在感,因此他被迫在文化边界之间游走,在不停跨越边界以及回归黑人文化

的过程中,他成为简默罕默德文中与萨义德一样的文化流亡者。边界为萨义德和杜波依斯这样的文化流亡者提

供了一个临时的栖息之地,同时也像一面镜子,让西方文化照见自己的结构和功能①。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既因

现实所迫成为边界,亦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杜波依斯以自身为镜,让美国文化得以显现自身的框架和功能,使美

国的黑人问题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
三 边界下的反射:黑人问题与“双重意识”
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尽管杜波依斯对两种文化同样熟悉,但是却不能或不愿在某一个群体中感到“宾

至如归”般的自在。他将自身主体转化为一面镜子,从边界毫无羁绊地分析和审视两种文化。边界的特殊位置使

其得以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从而抵达思想自由的“异拓邦”(heterotopia)②。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具有的边

界与反射两大优势使杜波依斯拥有了全方位的观察与批判,并对黑人问题提出敏锐准确的洞见。他提出的黑人

“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为理解20世纪美国的黑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伴随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美国大量黑人离开南方,由乡村迁徙至城市。然而

无论何地,在白人眼中黑人依旧是“劣等公民”,极端种族主义者们仍然拒绝承认黑人是“人”。在这种历史背景

下,1895年,黑人领袖布克·托利弗·华盛顿
 

(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15)在《大西洋博览会演说词》中
提出以放弃黑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换取基本就业机会和工业技术教育,呼吁黑人与白人之间保持和睦友好

关系,实现与主流社会的“和解”,促进美国南方的稳定与发展③。1903年,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
 

of
 

Black
 

Folk)第一章便提纲挈领地提出他的反驳与基本主张,认为该做法本质上是以放弃黑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

为条件的投降主义和妥协政治。他提出,黑人拥有美国人与美国黑人的双重身份,黑人也具有人的意识、思想和

灵魂,力求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教育与政治权利④。在该书第三章,杜波依斯专门对布克·华盛顿的思想进行了评

论。他一方面客观分析了华盛顿的妥协调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初衷,另一方面也直接批评了华盛顿思想的

局限性,强调了黑人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选举权、公民权和受教育权⑤。
当杜波依斯发表《黑人的灵魂》时,他已在亚特兰大大学任教七年,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对黑人问题有

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在本书前言中他精准地预言,“二十世纪的问题是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界线问题”⑥。的确

如此,20世纪种族问题成为了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核心。杜波依斯在该书的第一章《我们的精神奋

斗》中详细阐述了黑人的双重意识:
这个世界不让他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只让他通过另一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这给人一种非常

奇特的感觉,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永远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用另一个始终带着鄙薄和怜悯的感情

观望着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奇特的。它使一个人老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双重的,———
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⑦

杜波依斯指出,黑人因为世界的不公正待遇使自己生来就带有一种“帷幕”,需要通过白人的凝视才能确认自

我思想和灵魂。这是一种双重意识,更是一种双重存在。因为历史的原因,黑人沦为了白人眼中的他者,自我意

识分裂成两个层面:白人的意识与黑人的意识,即通过他者的凝视来确立自我的存在。杜波依斯用“双重意识”来
描述美国黑人成长与发展中关于自我的核心问题。其“双重意识”被认为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第一,面对社会上

充斥着的对黑人的消极定型,黑人如何自我定义;第二,美国黑人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造就了“既是美国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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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第三,黑人作为明显的“非洲人”和“美国人”因而产生的个人内在冲突。杜波依斯将非

洲人特性称之为一种内在、强大的精神①。由此可见,杜波依斯提出的“双重意识”本质上是从身份与文化上揭示

了黑人与白人、黑人与美国人之间存在的二分关系,其核心是民族主义思想和融入主义思想,这对矛盾思想指引

着他一生为黑人平等权利而抗争②。由于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界,杜波依斯的文本如镜像般清晰照见了美国白人

文化与黑人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与关联,同时也直接点明了华盛顿“妥协政策”的局限性。用萨义德的话说,即
“因为流亡者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double

 

per-
spectiver),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③。由此,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得以拥有对复杂问题的宽广视野以及深

远准确的洞见。
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这种矛盾、冲突、对立又紧密相连的双重身份造成了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双重意

识”作为杜波依斯种族思想的精髓,一经提出便成为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思想,为当时的黑人运动奠定了

理论基础,指引着众多学者从文化边界、双重意识角度去分析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亨利·路易

斯·盖茨(Henry
 

Louise
 

Gates,
 

Jr.)1989年为再版的《黑人的灵魂》作序,其中大力赞扬了双重意识的重要历史意

义④。同样,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她的博士论文中也详细讨论了黑人想象中的白人意识⑤。杜波依斯的

“双重意识”对后来美国非裔公共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被美国政府作为解决种族问题的原则之一。黑人

的双重意识为饱受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明确自己是美国人亦是黑人的双重身份。杜波依斯正因为身处黑人与白

人的文化边界,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使得他能清晰认识与理解黑人的“双重意识”,明确了黑人问题的关键。
他之所以能在《黑人的灵魂》中对美国黑人与白人的文化差异以及黑人问题提出这些精辟论述,正如简默罕默德

所说,“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会创造出反应差距并阐明其性质与结构的著作”⑥。
四 边界上的审视:提升黑人教育,实现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

杜波依斯从求学时期至学术研究阶段,频繁跨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边界,甚至越过美欧边界,迈向世界。广

博的视野、放逐他乡的冷静审视使他能准确敏锐地理解美国黑人,通过自己的调查与论著如“镜子”似地展现黑人

的现状与问题。然而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不仅有居于边界、视野宽阔与全面洞察的优势,而且能对美国黑人问题

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对于黑人问题与黑人未来,杜波依斯并不认同布克·华盛顿提出的妥协政治与技

术教育,而提出了站位更高的方案。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推崇的“实利”与
“和解”策略实际上承认了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并放弃了作为合法公民的政治权利。由此,他对华盛顿的实利主

义发出了令人深省的诘问,主张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一批黑人知识分子精英,再由他们引领黑人民众,提升黑

人群体的文明程度并实现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以下将结合杜波依斯的教育背景与对黑人教育的论述,探讨

他如何利用自己独有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创造性地提出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

19世纪末,杜波依斯频频在不同的文化边界间来回穿梭,他从自己的求学经历以及从事的黑人研究中发现了

黑人教育的问题和局限。在菲斯克大学上学期间,杜波依斯深切感受到了华盛顿提倡的南方黑人技术教育发挥

的作用以及局限性。由于不满足于这里的职业技术教育,为了全面深入了解黑人问题,他前往哈佛大学学习黑人

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后来,为了更透彻理解美国历史与种族问题,他又继续申请奖学金去德国学习哲学与社会

学。当杜波依斯怀揣解放美国黑人的梦想学成归来后,一直致力于黑人高等教育、黑人社区调查研究与提升黑人

政治、文化与经济地位等各类社会活动。1897年,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协会举办的费城会议上,杜波依斯宣

读了《黑人问题的调查》。接着,他对全美黑人开展了历史学、统计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1899年出版的《费
城黑人》是第一个关于黑人社区的案例研究,杜波依斯用自己的实际调查向美国社会证明“黑人是值得研究

的”⑦。在研究中,他用“最贫困的十分之一”(the
 

submerged
 

tenth)来形容黑人下层阶级,并且提及黑人精英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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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
接着,杜波依斯意识到了黑人精英对于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的重要意义。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一书

中,杜波依斯明确表示:“人类的许多事情的进展每每是由前面拖而不是从后面推所造成的,杰出的人才向前猛

进,慢慢地、煞费苦心地帮助他那些比较迟钝的弟兄提高到他那个有利的地位。”①同年,他在《有天赋的十分之

一》一文中用了“有天赋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来形容黑人精英阶层,指出:“有什么能比才智与品德上

的杰出代表所作的努力和所起的榜样能更快地提升黑人民众的地位呢? ……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站起来,将所有

那些值得拯救的人往上拖至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模式。”②从黑人“最贫困的十分之一”
到“有天赋的十分之一”,杜波依斯认为一个种族的精英是社会的关键,是推动历史与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黑人

知识文化精英足以引领黑人达到高度文明的境界。这个理论的提出,确立了杜波依斯的黑人知识分子精英观。
在《有天赋的十分之一》中,杜波依斯结合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社会发展历史,论证了黑人中这部分崛起的人

才有资格担负起领导黑人的重任。杜波依斯尤其强调黑人精英作为黑人领袖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黑人整体素质

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尤其需要黑人知识分子精英③。他纠正了华盛顿对黑人教育以职业培训为主的错误导向,提
出了黑人群体的崛起应通过发展黑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他说:“把被淹没的南方黑人大众托出水面的第一

步就是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有天赋的少数人。”④作为黑人中的精英知识分子,他认为,唯有培养更多的黑人精

英,发展黑人教育体系,结合以博雅教育为目标的黑人高等教育以及以实用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才能促使黑人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同时,杜波依斯强调以人为本,他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教会黑

人如何做人,如何滋养黑人的灵魂。他提出,“所有真正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成为木匠,而是使木匠成为人”⑤。
综上,杜波依斯认为需要首先通过培养一批黑人精英,发展黑人的教育体系,然后才能带领整个黑人群体从根本

上解决美国黑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最终实现黑人群体的崛起与发展。但杜波依斯此时由于受到精英主义

“历史观”的影响,认为黑人教育的重中之重是黑人中“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的教育⑥。
从杜波依斯1905-1935年作为激进分子和论战者,1935-1963年逐渐转向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这两个

学术阶段的特点来看⑦,其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边界由本国黑人族群不断向美国主流社会、欧洲,以及非

洲、亚洲等第三世界拓展。其间他不仅对黑人社区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与实践,持续致力于美国黑人的

发展事业等,而且还积极关注第三世界有色人种的解放运动,提出了泛非主义方案,力图推动非洲殖民地脱离殖

民统治。他曾说,“我设想出一种种族间的文化,以取代纯美国文化所追求的目标”⑧。由此可见,杜波依斯作为

典型的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已跳出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全盘审视美国文化,并对黑人的解放运动提出了创新性方

案。当杜波依斯在德国柏林学习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他看到了“新的希望”。1926年赴德国、苏联之行期

间,他不仅从理论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也目睹了苏联欣欣向荣的工人阶级运动,这使他

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转变,对解放运动中的社会精英与人民群众有了重新的认识。同时,苏联的所见所闻使他确

信:“我相信卡尔·马克思的名言,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广泛地决定其政治、艺术和文化。”⑨

因此,在杜波依斯的《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纪念演讲》中不难发现,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的黑人知识

分子精英观在原有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改变。杜波依斯首先对“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理论受到的批评进行了回应:
“有人说,我意图建立一个忽视群众的贵族政权。这种批评似乎更为正确,因为强调了群众的意义和力量。卡

尔·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自那时起这种观点的影响力就不断增强。”在此次演讲中,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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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修正了黑人知识分子精英观,提出了“引领性的百分之一”(the
 

guiding
 

hundredth)理论。首先,在黑人领导力

方面,杜波依斯不再局限于将整个种族发展仅仅寄托于黑人精英。相反,他更关注黑人群众为黑人群体的发展所

作的努力。他呼吁更多能力卓越、品行端正、乐于奉献的黑人加入到黑人运动中。其次,杜波依斯对黑人教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更广阔的视域提出了文化群体的概念。他认为,黑人教育不应局限于获取知识,还要强调知

识学习紧密结合黑人自身的实际情况,服务于黑人群体的长远发展。
总体来说,杜波依斯“引领性的百分之一”是对“有天赋的十分之一”理论的发展与修订。首先,杜波依斯黑人

精英观的改变体现在他对黑人群众领导权的重视。其次,杜波依斯认为,黑人种族作为有别于白人的一个文化群

体,黑人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并为之奋斗,由此黑人社区才能获得可持续的长久发展。可见,杜波依斯这两个理论

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而是一个种族的发展规划。这是杜波依斯结合自身经历,从黑人知识分子的镜像型边界文

化身份出发,为黑人民众提出的谋求黑人解放与提升黑人整体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地位的具体方法与特定路径。
在为杜波依斯一本论文集撰写的序中,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这样评价道:“这些论文的作者在世

之日,在教育的本质、目的以及理论等方面,全美国没有人比他更内行;在有关美国黑人教育这个独特的问题上,
更无人能与之匹敌。”①

杜波依斯作为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不仅对美国黑人的历史与教育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尤其是对黑人现状具

有充分的认识,对黑人的未来怀有深切的关怀。他不仅通过社会学研究报告、散文集与小说等文本从不同侧面反

映美国黑人问题,而且还能依托身处主流文化边界的有利地位,拒绝臣服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不断游走

在不同的文化边界,居高审视黑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期望实现“异拓邦”的可能。杜波依斯企图在美国非裔

知识分子身上开拓“去种族化的领域”,进一步调解“种族独特性与非种族普遍性”之间的冲突②。边界与镜像型

文本主体赋予杜波依斯持续内省的空间,其黑人知识分子的精英观发展到立足黑人群众的领导观,逐渐扩展到全

世界的无产阶级领导者,从谋求美国黑人的解放到全世界黑人乃至所有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961年,杜波依斯

加入美国共产党并迁居加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流亡海外,但心怀天下黑人解放事业的思想家与领导人。
五 结语

对于边界知识分子而言,“入世”与“无家可归”并不相悖,而是形成互补。“以入世为出世,以无处为归处”仅
仅是不同的构想(方式),两者均注重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即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正如同奥尔巴赫

引用雨果的话:“觉得家乡甜蜜的人,还是一个稚嫩的初学者;觉得每块土壤都犹如家乡的人,已经成长茁壮;但觉

得全世界都像是异乡的人,才是真正的完美。”③这也正是简默罕默德所说的“无处是归处”,即心怀家园,纵使人

在天涯,天涯仍似家园的心境。杜波依斯由于自身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使得他首先具有敏锐的观察

力与深邃的理解力,能够清晰地展现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之间的边界。其次,又因为边界主体位置复杂、不稳定,
边界知识分子拒绝稳定而且有抵制强制性和稳定的倾向。再次,镜像型边界知识分子在跨越边界的同时,不会因

为忠于或者臣服于某种意识形态、文化、体系与世界从而获得精神与思想上的自由。所以,杜波依斯得以由原来

所处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因此能够在文学与知识生产领域产生巨大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能够提出通过发展黑人高

等教育、依托黑人群众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有效路径,为全世界黑人和无产阶级运动指明前进的方向。
杜波依斯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主要致力于黑人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文学批评

家阿诺德·拉波塞德(Arnold
 

Rampersad)曾高度评价杜波依斯在美国黑人文学中的地位,尤其是《黑人的灵魂》
对黑人文学的重要意义。但是杜波依斯具有创造力、前瞻性与指导性的著作并不仅限于《黑人的灵魂》,他的社会

学调查、黑人教育思想以及参与的社会活动实践对于美国研究与黑人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奠基与指导意义。归根

结底,一切皆因杜波依斯从文化的边界开始,不断越界、回归、反射与审视不同的民族以及文化。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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