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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研究》是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出发研究美国印第安英语
文学。
众所周知，美国印第安文学由两大类别构成：一类是以各印第安部族语言为载体的口头文学，另一类
则是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印第安书面文学。
自欧洲殖民者抵达北美大陆之后，欧美殖民统治长期对印第安民族施行文化灭绝政策，印第安口头文
学因之遭到白人殖民话语的围剿与压制，被贬斥为原始残余，濒于消亡。
早在18世纪，一批在白人学校中接受了英语教育的印第安人开始用英语写作、出版文学作品；然而，
直到20世纪中叶，尚没有任何一部印第安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得到美国主流文坛的认可与接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印第安知识分子发起了为美国印第安人争取同等权利的
“红种人权力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第安人政治与经济处境的改善，而且激发
起印第安作家群体的种族自豪感，唤起了他们对独特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
在文学实践中，这一代印第安作家把创作的焦点集中于印第安民族的反抗和生存，致力于实现被白人
殖民话语边缘化的印第安声音的重新发声。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揭开崭新的篇章，并逐渐形成印第安英语文学发展的第一
个高潮——印第安文艺复兴。
而在近二三十年间，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更是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印第安作家以自己的创作消解边缘与中心的文化界限，强调印第安民族的历史存在，力图
恢复印第安民族在多元共存的当代社会中应当拥有的地位和话语权。
　　印第安文艺复兴以来，美国的主流文学批评渐渐开始关注印第安文学，与此同时，一批印第安出
身的评论家、学者和作家相继出版、发表对本民族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评论。
然而，所有这些出自印第安或非印第安的文学批评中，只有极少数涉及后殖民理论，更无一篇将美国
印第安英语文学明确界定为后殖民文学。
在中国，学界对美国印第安文学关注甚微；在为数甚少的印第安文学研究者中，几乎没有人从后殖民
理论视角出发审视美国印第安文学。
　　虽然后殖民理论家们对后殖民文学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总起来讲，他们大多认为，后殖民文学源
于殖民统治下被殖民民族的经历，涵盖自殖民统治起始直至当今的整个进程，其发展历经殖民帝国统
治下的早期写作、想象之中文化历史的再创造和跨越边界与文化融合的成熟阶段。
虽然后殖民理论家与批评家们倾向于把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排除在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之外，但如果
将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置于后殖民理论框架之中，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鲜明呈现出后
殖民批评所定义的后殖民特征。
基于本文作者对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后殖民特征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由于后殖民批评对美国印第安
英语文学的忽略与漠视，本文将以后殖民理论为依据，探讨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性。
　　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根植于印第安祖先文化传统，因而，若要研究印第安文学，必须对各印第安
部族世代口头相传的传统信仰与价值观念具有基本的认识。
据此，本文第一章概要论述了印第安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传统，重点讨论了以下这些印第安部族普遍遵
奉的印第安传统观念：印第安人信奉非人格化的神灵，这一神灵依各部族语言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名
称，但所有印第安部族均认为在这一非人格化的神灵与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关系。
在印第安人看来，这一神灵既超越于万事万物之上、又融入万事万物之中，而万事万物则不仅参与到
神灵的构成之中，而且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这种信仰出发，印第安人相信，世界的创造并非神灵独自完成，而是非人格化神灵与万事万物合力
的结果；据此，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皆具有亲缘关系，这一亲缘关系涵盖整个宇宙，包含自然界所有的
生命和形态，因而他们把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视作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
。
为了表达他们对万事万物亲缘关系的理解，印第安人通常以“全是我的亲属”开始或者结束他们的典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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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第安人同时认为，万事万物亲缘关系的核心是部族群体观念。
这一观念要求部族成员以部族的传统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履行作为部族群体成员的责任和义
务，尽力帮助、支持其他部族成员，在肉体和精神上始终与部族融为一体。
此外，印第安部族群体观念也包括印第安人对祖先土地的深深眷恋，因为在印第安人看来，自己部族
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构成部族群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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