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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沃克《紫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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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创作了书信体长篇

小说《紫色》 。《紫色》通过描述美国南方农村一个普通黑人妇女西莉从麻木不仁到自我意识觉醒的

故事 ,细腻刻画了西莉成长变化的心路里程 , 深刻揭示了美国黑人女性在遭受多重压迫下的悲惨生

存现状。《紫色》以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 、鲜明的思想性和新颖的创作技巧赢得了世人瞩目的艺术成

就 ,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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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后半期 ,随着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

的深入发展 ,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崛起特别令世人瞩

目。就以 1983年来看 ,美国文学界三项大奖 ———普

利策奖 、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家协会奖都荣归了

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这位黑人女作家的作品

主题不仅涉及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而且描写阶级压

迫 ,反映有关人类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等重大主题 。

长篇小说《紫色》就是其中一例 。

《紫色》这部作品 ,主要描写了一位美国普通黑

人妇女成长和转变的历程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

期以来 , 《紫色》以其独特的文本和感人的同名电影

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产生的影响之大在美国黑人

女性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近十几年来 ,我国不少

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 、高校外文系和中文系外

国文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从不同角度对《紫色》进

行过研究论述 ,笔者 1995年在东非国家肯尼亚的内

罗毕大学文学系进修时发现 , 《紫色》是该系硕士课

程之一“美国黑人文学及加勒比海文学”课的必读作

品 。近年来 ,《紫色》与作者艾丽丝·沃克的名字更是

频繁见诸于欧洲国家及其他地区研究美国黑人女性

文学的论文和著作。上述情况说明 , 《紫色》现已成

为世界公认的美国当代黑人女性文学经典作品 ,艾

丽丝·沃克在美国当代文坛享有重要地位 。

一

作家的文学创作源于他们成长的历史条件 、社

会环境 ,与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 、家庭背景和生活经

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艾丽丝·沃克出身于美国

南方黑人佃农家庭 ,自幼目睹和经历了黑人的不公

平社会地位和生活的不幸与苦难 ,从母亲 、祖母身上

了解到黑人妇女倍受欺压 、屡受凌辱的悲惨生活和

多桀命运 ,也受她们的影响 ,从她们身上了解和认识

了黑人民族文化传统 ,培育了她对黑人民族传统文

化的关切和热爱 ,使她树立了为保存和发扬黑人民

族传统文化的创作信念 ,并在文学创作中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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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贫寒的家境以及一只眼睛残疾使得艾丽丝

·沃克性格内向 ,喜爱读书 , 英国名著《简爱》中女主

人公新女性形象伴随着她的成长 ,影响着她的人生 。

以小说《紫色》扬名的艾丽丝·沃克 ,是以写诗开

始文学创作生涯的。60年代初 , 她获残疾人奖学

金 , 先在亚特兰大市的斯比尔曼学院学习 ,后转学

到纽约的萨拉·劳伦斯学院 ,在那里获学士学位。在

校期间 , 她博览群书 , 特别下功夫阅读了大量黑人

诗人和作家的作品 , 还作为交换学生在非洲学习了

一年 。这一切无疑对她日后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她立志要做一名象杜波依斯 、兰斯

顿·休斯那样的黑人诗人 。艾丽丝·沃克曾因失身怀

孕 , 几欲自杀 。凭籍着坚韧不拔的“ 精神” , 她顽强

地活了下来。她勤奋好学 , 努力钻研 ,在注意吸取

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 通过诗歌创作走出了生

活的阴影。毕业前夕 , 她完成了第一部诗集《一

度》 ,于1968年出版。

自1965年大学毕业后 , 她一边在大学里教创

作和黑人文学 , 一边潜心写作。同时 ,她积极投身

于女权运动 , 担任女权杂志《女士》的编辑 , 发表过

多篇号召少数裔妇女团结起来 , 争取自由平等解放

的杂文。这些经历为她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

活素材 。她的创作活动并没有局限于写诗 ,除了撰

写杂文和评论外 ,她还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施展才

华。从她的第二部小说《梅丽迪恩》 , 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的身影 。她的创作在 70年代取得了迅速的进

展 ,一连发表了多部作品 , 如长篇小说《格兰奇·科

帕兰的第三次生命》 、《梅丽迪恩》 ;短篇小说集《爱的

烦恼》 ;诗集《革命的牵牛花》 、《晚安 , 威利·李 , 明

天早上见》 , 还编辑出版了《左拉·尼尔·赫斯顿作品

选》 。8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紫色》更标志着她的

文学创作走向成熟。

艾丽丝·沃克是一位生活体验丰富 、思想深刻 、

具有明确政治主张的严肃作家 。她十分清楚自己作

为黑人女性这一弱势群体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

命 ,深知文学作品感人之深的力量在于其深邃的主

题内涵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因为“形成真正

的美和艺术的中心和内容的是有关人类的东

西 。”[ 1](P.163)作家的创作就应该以追求和创造美为

奋斗目标 ,以人和人类有关的东西为创作对象 ,真

实 、客观的反映社会现实问题 ,启发 、教育人们对生

命 、人性的认识与觉悟 ,达到净化人类灵魂的目的。

艾丽丝·沃克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实

践者和理论探索者 ,以黑人女性独特的眼光 ,从揭示

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和恶劣的生存状态出发 ,围绕

种族问题 、性别问题 、肤色问题 ,探索和研究黑人的

人性及自我 ,同时超越种族 、性别问题的界限 ,去发

掘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本质问题:人的社会关系 、生

存状态 、人性的弱点以及人的精神追求 。《紫色》是

一部探索黑人女性内心世界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

与《紫色》相比 ,艾丽丝·沃克的前两部小说《格

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和《梅丽迪恩》也是以描

写黑人妇女命运为题材的。那两部小说中格兰奇一

家三代女性的命运和梅丽迪恩个人的命运反映了黑

人妇女经受的身心痛苦与磨难 ,以及她们在社会生

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惑 ,但没有为他们指出生

活的希望之路 。在创作《紫色》时 , 艾丽丝意识到 ,

仅仅在作品中客观真实地反映黑人妇女的生活现状

和悲惨命运是不够的 , 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通过其

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给人以启迪和生活的希望 。因

此 ,她在《紫色》一书中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由被蹂躏

受压迫到自我意识觉醒 ,自强自立 ,从而掌握了自己

命运的黑人新女性 。作者通过塑造西莉这个普通黑

人妇女的典型形象 ,启发和教育黑人和黑人妇女 ,帮

助他们认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自立自强才能真正

实现自我 。这为黑人和黑人妇女 ,也为所有不甘落

后的人们指出了人生前进的方向 ,具有人类普遍教

育意义 , 也是作者创作思想上的新突破 。

值得关注的是 ,在《紫色》的创作过程中 , 作者

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黑人和黑人妇女问题 。在关注

本民族命运的同时 , 作者同时注意到人类社会共存

的最本质问题: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通过对

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单位进行剖析来探讨带有普遍

意义的东西即人性和“自我” 、人的内部关系和外部

关系 , 作者以她独到的方式阐释了人际关系中的亲

情 、友情和爱情 , 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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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价值。

《紫色》这部反映美国当代普通黑人妇女成长历

程的小说 ,也是一部深刻表现女性意识的黑人女性

文学作品 。它反映了作者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

准确把握 ,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变革的深入思考和

独特视角。艾丽丝·沃克认识到 ,女性意识的确定 、

发展对人类意识的完整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

用。作者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 ,在作品中肯定了

女性自身价值和女性价值观 ,肯定了女性尊严 ,每个

妇女作为个人的价值 ,以及女性对社会进步作出的

显著贡献。基于自身经验和深入细微的观察 ,艾丽

丝·沃克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表现手法 ,真实 、生动地

揭示了黑人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待

遇 ,并以独到的方式通过作品为她们受到的种族和

性别歧视与压迫 ,为她们悲惨的生存现状 ,发出改变

命运 、进行社会变革的抗议呐喊 ,用作品人物的心声

传达了她们坚持不懈寻找自我 、追求自由的理想诉

求 ,表现出黑人女性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政治意识 ,对

生命的珍视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毫无疑问 ,

《紫色》的主题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 ,是

作家对生活的高度认识能力和概括能力的结果。

二

文学作品以情动人是人们公认的原则。素有

“批评家心目中的拿破仑”之称的泰纳在表达他的艺

术观时曾说过:“一部书越是表达感情 ,它越是一部

文学作品;因为文学的真正使命就是使感情成为可

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 ,它在文学

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了整个民

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 ,才能在自己周围招致整

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 。”伟大的艺术品就在

于以富于特征的感性形象 ,集中有效地表现民族和

时代的审美文化心理 。艾丽丝·沃克的《紫色》 ,正是

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通过一个黑人家庭的悲欢

离合描述了美国南方农村某个小镇上一个普通黑人

妇女 “从……跪着的膝盖上站立起来”的成长转变

过程。故事以主人公西莉与继父和丈夫的冲突为主

线 , 向读者揭示了黑人自身的不足:黑人男性的人

性邪恶 ,对黑人女性的欺压和蹂躏 , 黑人女性的逆

来顺受等。通过西莉与莎格的关系描绘了黑人女性

的孤独 、痛苦和觉醒:她们从强烈地追求爱和被爱

发展成同性恋 ,似乎只有在同性中才有安全感 ,才能

获得真正的友谊和关爱之情;索菲与哈泼的夫妻冲

突代表了新女性与传统观念的抗争;而西莉寻找妹

妹聂蒂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努力发现自我。从西莉个

人的成长变化和家庭的悲欢离合着眼 , 作者精心编

织了多重线索 , 向我们展现了广阔的人生社会图

景 , 揭示了众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小说主人公西莉的故事 ,凄惨哀婉 、催人泪下。

她不满 14岁就被继父强奸怀孕而被迫停学 ,被剥夺

了受教育的权利;母亲重病 , 弟妹尚幼 , 满腹悲哀

孤立无助的小西莉只有给上帝写信倾述心声。给上

帝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 西莉受屈辱的命运却得不到

丝毫的改变。死了妻子的小农场主某某先生 ,因四

个孩子需要照料才把西莉娶进门 。对西莉来说 ,婚

姻远不是苦难的结束 ,而是新一轮更痛苦的压迫的

开始 。西莉一过门就被某某先生的儿子打破了头 ,

不但自己得不到照顾 ,她还要马上伺候那些孩子们。

平时除了伺候丈夫照管孩子做好家务外 ,还得干地

里的活 。在所谓的“家”里 , 勤劳善良的西莉得不到

丝毫的温暖和关爱 ,还常常遭到丈夫的毒打 。在某

某先生眼里 ,她不过是个不用付酬的保姆 、劳力和泄

欲工具 , 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西莉唯一的精神寄

托就是给杳无音讯的妹妹聂蒂和从不回答的上帝写

信 ,宣泄内心的孤独与痛苦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西

莉在某某先生非人的欺压下 , 只能忍气吞声 , 逆来

顺受 , 麻木不仁 ,直到黑人女歌手莎格的出现 。

莎格是某某先生的情人 。某某先生把生病的莎

格接到家里来调养 。宽厚善良的西莉并没有因为她

是丈夫的情人而心存妒忌。相反 ,她却精心细致地

给予照料 。在西莉的悉心护理下 , 莎格的病逐渐痊

愈 。两个女人之间也由此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和感

情 。从莎格帮助西莉找到被某某先生扣押的聂蒂来

信起 , 西莉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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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和启发下 ,随着性意识的觉醒 , 她开始发现

和认识自我 , 由此产生了独立自主意识 ,开始争取

做一个“人”的权利。她和莎格团结起来 , 与某某先

生作斗争 , 痛斥他的无耻行为并勇敢地离开了某某

先生 ,开始了崭新的人生里程 。

在莎格的鼓励和支持下 ,西莉开始为妇女制做

各式花裤并获得成功 , 继而开设了一家服装店 , 有

了自己的事业 , 又继承了生父留下的房产 。至此 ,

西莉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自主 , 靠自己

的努力赢得了做人的尊严 。从经济的独立到人格的

完整 ,她终于能够穿上自己喜爱的 、梦寐以求的紫色

衣服 , 开始了美好的新生活。这时 , 妹妹聂蒂带着

西莉的两个孩子和他们的配偶从非洲回来。整个故

事以西莉和妹妹聂蒂以及自己孩子大团圆为结局表

达了黑人女性渴望美好生活的善良愿望 。

与以往描写黑人妇女生活和命运的作品相比 ,

《紫色》无疑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 。

作者通过描写黑人内部家庭关系的演变反映了美国

当今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 , 诸如黑人问题 、妇女问

题 、宗教问题 、种族问题 、同性恋问题以及殖民主义

问题 。但它超越了性别 、种族和阶级的界限 ,是对人

类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深层次挖掘 ,是普通黑人

女孩对男权制度压迫无声的抗挣 ,是向旧有的社会

等级秩序的挑战 。主人公西莉的成长转变过程正是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发展过程的缩影 , 反

映了在这些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寓意十分深刻。在美国这个宣扬自由平等民主的国

家里 , 黑人和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 , 黑人妇女

更是受到种族 、性别和阶级的多重压迫 ,极具讽刺意

味。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倍受压迫和歧视 , 没有做

人的尊严 , 更不要谈受教育权。他们内心苦闷 ,感

到压抑 , 孤立无援 ,渴望并祈求上帝给他们以启示

和慰籍 ,使他们解脱苦难。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逐渐

认识到:上帝不是别人 ,就是他们自己 , 只有靠大家

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反抗压迫 ,争取自由 ,才能赢得

做人的尊严;只有推翻对妇女弱势群体的精神压迫 ,

找回自我和个体自主性 ,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构

男女两性相互宽容 、理解 、和睦共处的理想社会与美

好人生 。艾丽丝·沃克的《紫色》 ,反映了美国黑人女

性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强烈的政治诉求 ———打破传统

的男权统治的权力结构 、政治秩序 ,构建平等的人类

社会。

三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 、运动和对前人 、

前代继承的基础上的突破。这是衡量艺术成就的最

主要准绳。《紫色》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 ,真

实 、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格 ,颇有 19世纪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型的现实主义

遗风———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式来描写生活 。作者同

自己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

自己时代的本质进行了准确把握 。

以往现实主义作品主要反映外部世界 ,反映物

质关系 ,并以再现外部世界的逼真为检验创作价值

的标准 。到了20世纪 ,与宏观的大千世界同样浩淼

辽阔的微观心理世界进入现实主义作家的视野 ,文

学“把未知的心理深度作为关注的对象 , ”“塑造个人

意识折射出来的世界”成了“20世纪最具特色的发

现之一” 。作家大包大揽和从一旁提示的写作方法

被小说人物的自白所代替;单一叙述人称代之以多

人称 、多视角的叙述手法;首尾一统的线性封闭结构

被破坏 。象征 、梦幻 、审美时空技巧的运用 ,现代主

义有活力的部分的吸收 ,使 20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

(特别是叙事作品)既显示出酷似生活本身的立体

性 ,又显示出对生活本质的直观透视和变形把握的

假定性 ,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现实主义。从《紫色》 ,

我们不难看出上述特点 。

有作家说 ,技巧是作者用以发现 、探索 、发展主

题 、传达思想 ,并最终品评思想的唯一方式 。可以肯

定地说艾丽丝·沃克在创作技巧上 ,既继承了前人的

优秀传统 ,又有新的突破。《紫色》是以书信形式呈

现给读者的 。书信体小说可追朔到 17世纪的英国 ,

1678年英国就出版了《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信》 。英

国 18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开心理现实主义先

河写就的两部书信体小说《帕美拉》和《克莱丽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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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轰动效应 , 把书信体小说推向了极致 ,当时许

多作家争相效仿 。19世纪这种写作形式开始式微 ,

到了 20世纪 , 已少有人问津 。艾恩·瓦特在《小说

的兴起》一书中曾指出:“书信这种结构形式 , 凝练

记录下了日常生活所发生的一切。读者由此可以贴

近小说人物隐秘的个人历程。通信人在信中详尽入

微地裸露出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是早先的叙述技巧

根本无法匹敌的 。”毋庸置疑 , 书信技巧在心理描写

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但书信体小说也有其先

天性缺陷 , 即第一人称叙述的主观性和书信形式对

叙述自由度的局限性 。艾丽丝注意继承和吸取英美

小说创作的多种表现手法 , 予以大胆突破和创新 。

作者采用书信形式来描写西莉的心理变化过程满足

了作品内容的需要 , 达到了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和谐

统一 , 缩短了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距离 , 让读者随着

情节的发展 , 与主人公同悲哀共喜悦 , 使阅读过程

成为作品与读者之间积极互动交流的过程。她采用

转换收信人的方式 , 以倒叙破题 , 直叙和插叙相结

合 , 形成多重视角的叙事手法 , 使作品既具有立体

感 ,又突破了以往书信技巧的局限性。这种独特的

构思使作品人物心理刻划细腻传神 , 内容真实生

动 , 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艾丽丝·沃克除了继承现实主义写实手法 ,在

《紫色》中着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写之外 ,还借

用了现代主义的主要表现手法“象征”为作品内容服

务。她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现人物的心境 、情绪 、心理

变化和社会地位;用妇女合作缝被子象征黑人妇女

的团结和姊妹之情;用妇女穿裤子来表达对男女平

等的追求等。书名《紫色》更是她运用各种象征手法

的集中体现。在西方文化中 , 紫色属于皇室和帝

王 , 象征着高贵 、尊严和权利。作者用西莉喜爱紫

色 、渴望穿紫色衣服到如愿以偿穿上心仪已久的紫

色衣服的过程来反映从她对平等自由的渴望 、自我

意识的觉醒 、对人格独立和幸福人生的追求 ,以及通

过个人顽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 、恢复人格尊严这样

一个心路历程 。作者通过运用颜色的象征意义 ,把

美国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高

度 ,极具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 ,美国黑人妇女作品的

积极性由此可窥一斑。

四

《紫色》给人们的思想启迪是深刻的 , 尤其在描

写黑人妇女这个主题时对人性探索的广阔和深邃 ,

为人们研究 、阐释其意义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其

朴实无华的叙事技巧 ,见伟大于平凡 ,给人带来回味

无穷的审美意蕴。

文学作品的价值来源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审美

创造。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 。因

此 ,有学者认为 ,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和模糊性使得任

何解释和判断都不可能达到完满和极致。这说明对

作品意义的解释和判断是开放性的。由于读者的介

入使作品成为审美对象 ,有多少读者就会产生多少

种解释与判断。《紫色》从问世到现今已有 20多年。

虽然它在美国文学界已经获得稳固的地位 ,但始终

是艾丽丝·沃克众多作品中颇多争议的一部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 ,我们期待着更多 、更

深刻 、更全面的阐释和论述 ,以使这部作品得到更好

的理解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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