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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镍币男孩》(The Nickel Boys, 2019)是美国黑人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最新出版

的小说，荣获2020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以20世纪60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多泽尔男子学校”为

历史背景，描摹出在种族歧视下美国非裔群体的创伤体验。尼科尔学校的暴力事件放大了美国社会的种

族暴力，指涉美国政治的阴暗与恐怖的一面。通过小说，怀特黑德抨击美国政府惨无人道的卑劣行径，

呼吁黑人走出创伤阴影，活出自立、自强与自尊，摆脱悲惨的处境。这体现了作者怀特黑德对美国种族

历史的反思、对当代社会的探问以及对黑人生存处境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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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ickel Boys by Colson Whitehead was published in 2019 and won 2020 Pulitzers. With Dozier 
School for Boys in Florida a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Nickel Boys by Colson Whitehead de-
picts the miserabl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Africans American under the racism in America. The 
Nickel academy magnified and refined the cruelty of the American racial violence, refle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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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k and horrible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Through the novel, Whitehead attacks the in-
human deeds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calls for the American Africans to recover from the 
trauma and live a life based on independence, self-reliance and self-esteem. This shows Colson 
Whitehead’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cism, and his concern about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black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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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镍币男孩》(The Nickel Boys, 2019)1 是美国黑人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第七部

小说，荣获 2020 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这也是怀特黑德继《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2016)
之后斩获的第二个普利策奖，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两次荣获此奖的作家。此外，他还曾获美国国

家图书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古根海姆奖及怀丁作家奖等重要奖项，其作品多次登上时代周刊以及畅销

书之榜。 
《镍币男孩》基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多泽尔男子学校”(Dozier School for Boys)的真实故事而创作。

这所学校创建于 1900 年的 1 月 1 日，原名“佛罗里达州改教学校”(Florida State Reform School)，是一所

少年犯管教学校。在办校的 111 年间学校多次曝出对青少年学生的暴力侵犯，甚至是谋杀。最终在 2011
年，佛罗里达州正式宣布关闭这所学校。时至今日，“多泽尔男子学校”暴力案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结

论。事隔多年，多数相关涉事人员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有些幸存者仍沉浸在创伤记忆中，惶惶不可

终日。怀特黑德将故事的时代背景置于 20 世纪 60 年代尼克尔学校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美国民权运动

爆发的重要历史时段，凸显了当时黑人群体在种族歧视下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为争取独立、平等与自由

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在 2019 年出版后，小说登上时代周刊近 10 年的“十佳小说”之榜。普利策奖委员

会称赞道：“这本书对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佛罗里达州的一所教改学校的虐待行为进行了详尽而又

毁灭性的探索，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关于人类意志、尊严和救赎的强有力的故事(‘Maher’)”。[1]本
小说以 20 世纪 60 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多泽尔男子学校”为历史背景，描摹出在种族歧视下美国非

裔群体的创伤体验。尼科尔学校的暴力事件放大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暴力，指涉美国政治的阴暗与恐怖的

一面。通过小说，怀特黑德抨击美国政府惨无人道的卑劣行径，呼吁黑人走出创伤阴影，活出自立、自

强与自尊，摆脱悲惨的处境。这体现了作者怀特黑德对美国种族历史的反思、对当代社会的探问以及对

黑人生存处境的忧虑。 

2. 美国的种族暴力：创伤之源 

在美国当地时间 2020 年 5 月 25 日晚，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因行为不当而导

致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不幸死亡。在案发现场，目击者纷纷谴责白人警察对受害者不分青红皂白的

Open Access

 

 

1注：本文为了更深刻体现当时的美国社会中黑人男孩的命运如镍币一般卑微，命如草芥，一文不值，特地将小说名字 The Nickel Boys
翻译为《镍币男孩》。而文中的 Nickle Academy 则按照习惯，音译成尼科尔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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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控制。次日，明尼苏达州暴发抗议示威活动，反对美国警察无视“黑人生命”的恶劣行径。紧接着，

这一事件急速发酵，抗议示威互动不断延烧，美国多地出现了骚乱和武力冲突，并引发了在德国、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示威活动。迫于无奈，在当地时间 5 月 31 日，美国多个州

和城市宣布紧急状态并开始宵禁。事实上，自第一批黑人被贩卖到美国以来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暴力开始

上演，经历了几百年的血雨腥风，直至今日仍然在持续，并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未美国本就太平的社

会添加了更多不安的因素。普利策奖作家美国非裔作家在 2020 年 7 月 25 日，接受卫报记者访谈时坦言，

“美国政府的治理目前存在很大的问题：警察滥杀无辜，领导无耻荒谬……疫情防空失控，警察武力镇

压和平抗议，幕后的贪腐空前绝后……我们都在见证着”。[2]的确，美国的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的

一个“顽症”，随时危及着联邦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作为美国非裔作家，怀特黑德对美国的种族问题与黑人的处境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几乎所有的作

品也围绕这一话题而展开，尤其是在 2019 年出版的小说《镍币男孩》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据，描摹出美国

种族暴力的残酷画面以及这一事件对黑人造成的创伤记忆。怀特黑德在访谈中说：“在多泽尔学校，虐

待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但体制里所有掌权的人对暴力事件视而不见。弗洛里达政府未跟进调查，他们也

不解雇贪腐主管与监管。即便发生学生死亡或消失时间，政府也不去追责……”。[2]小说的出版与 2020
年美国的种族暴乱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怀特黑特如此精妙地预测出种族暴力的悲剧重演，足以证明他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洞察力以及他作为一名非裔作家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性。 
在《镍币男孩》中，怀特黑德将故事的时间线从 19 世纪中期延申到 21 世纪，铺开了美国种族暴力

的残酷历史以及这一血泪历史对美国非裔造成的创伤记忆与生存困境。在 1876 年至 1965 年间，美国颁

布了“吉姆·克劳法”，依法规定对“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的有色人种，尤其对美国黑人实施一

系列的种族隔离法案，限制其享有与白人同等的特权与权利”。([3], p. 17)主人公埃尔伍德(Elwood)祖上

三代均为“吉姆·克劳”时期种族暴力的受害者。埃尔伍德的曾祖父被指控在人行道上阻挡一个白人女

士的道路而惨遭牢狱之灾，最终“上吊自尽”。祖父因路见不平而卷入了白人警察与黑人之间的暴力冲

突中，当场被打死。埃尔伍德的父亲退役后由于种族歧视未得到公平的待遇，最后落得游手好闲，整日

借酒消愁。在 1965 年，在民权运动的迫使下，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终止了“吉姆·克劳”法。然而，这并

未撼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观念，黑人依然是美国社会的边缘群体，无法享受应有的公民权利。

种族隔离虽然被剥去了“法律”的护甲，但它历经锤炼的硬核依然坚不可摧。年幼的埃尔伍德也难逃种

族歧视的迫害，并以创伤“继承者”与“亲历者”的双重身份重蹈家族厄运。有研究者认为“创伤经历

与记忆具有代际传递功能”，([4], p. 132)因为家族一旦出现了创伤阴影，那么“甚至会影响那些在创伤

发生时还未出生的孩子，即‘二次创伤’。([5], p. 5)埃尔伍德并未见证家族的悲剧历史，但是创伤记忆

会印刻在家族文化基因中，让他在无形中认知并记住这一痛苦的回忆，从而在历史与现在之间搭建“不

可切断的关联”。([6], p. 1)带着创伤记忆，埃尔伍德面对残酷的世界感到孤立无援与惶恐不安。种族歧

视的社会“毒瘤”依然根深蒂固，白人对黑人的仇视与迫害从未间断，埃尔伍德也无法逃脱种族歧视的

噩梦之旅，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对以埃尔伍德为代表的黑人带来了曙光，让他们争取平等与权利。

埃尔伍德不顾祖母的反对，购买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录音带，并以此为精神引领，坚信“我们是重要的、

具有价值的人。我们必须带着尊严和这种自信昂首度过每一天”。([7], p. 26~27)他利用闲暇时间关注有

关黑人运动的新闻，并偷偷参加邻村的和平示威和静坐活动。与此同时，他刻苦学习，试图通过知识来

改变黑人的悲惨命运。他的与众不同与积极向上得受到了中学历史老师的赏识，并把他推荐到梅尔文·格

里克技校，进一步学习深造。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去新学校报到的途中埃尔伍德搭乘的“免费便车”遭

到警察拦截，认定该车为“被盗车辆”。白人警察见埃尔伍德是黑人，未查明真相便把他定罪为“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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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由于埃尔伍德未成年，成人监狱无法接收，警察便把他移送到一所管教学校——“尼克尔学校”，

让埃尔伍德在这个人间炼狱饱尝种族暴力的创伤经历，最终带着身心创伤离开了人世。 
埃尔伍德一家悲剧的命运也表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是种族暴力的诱因，让白人社会对黑人实

施违背人道的暴力行径。而这一暴力对黑人的身心造成无法磨灭的创伤，让他们世世代代在白人的强权

与暴力压迫下惶惶不可终日。 

3. “白宫”的暴力：创伤的形成 

M.M.麦卡迪(M.M.MacCurdy)定义“创伤”为“任何对身体或心理造成的伤害”。([8], p. 16)这也意

味着创伤的形成需诉诸暴力威胁或者强迫力量，“通常会威胁到人的生命或身体的健全，或使人与暴力

和死亡亲密接触”。([9], p. 33)在《镍币男孩》中，尼科尔学校的“白宫”(White House)如同一座人间炼

狱，对黑人孩子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力体罚与精神压迫，对黑人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血腥场面令

人乍舌。从建筑的外形上，“白宫”就足够给人以触目惊心的精神震慑，体现了它无上的权力与威严： 
白宫是在黑人群体校区和白人校区之间矗立的一幢矮扁的单层矩形建筑。锈迹像葡萄藤般散落在白

色混凝土墙体上……房子周围长满了一大片荒草，有一英尺宽，未被触碰，也未被修剪。([7], p. 62-63) 
“铁锈”，“荒草”，“矮扁”与“未触碰”等描述烘托出“白宫”不可侵犯的权威与至高无上的

形象，无形中给人以强大的心理震慑。然而，建筑内部发生的暴力与血腥画面更将故事的恐怖气氛推向

了高潮，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刑房里有一张血淋淋的床垫和一个枕芯，上面布满了所有受刑者咬过后留下的重叠的污迹。还有一

个巨大的工业风扇，发出轰鸣声……伤口里的鲜血在风扇的劲吹下飞溅到墙上，留下了一道道血迹。奇

怪的是，电扇的声音覆盖了男孩们的惨叫声，但紧接着完美清晰地听到了刑讯者的命令：紧抓扶手，别

松开。如果发出一点声音，你挨的鞭子会更多。闭上你的臭嘴吧，黑鬼。([7], p. 69) 
在鞭刑过程中，埃尔伍德因难忍疼痛与恐惧而当场昏厥在刑讯室。他的下身被打的皮开肉绽，血肉

模糊，“粗布裤子的纤维深陷到皮肤里，医生用了两个小时将其移除”。([7], p. 72)因为伤势严重，埃尔

伍德在病床上连续昏厥了几天，险些丧命。醒来后的埃尔伍德发现医院的环境恶劣，肮脏不堪，简陋破

旧。医生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与妻子电话聊天，处理家庭琐事，根本无暇顾及奄奄一息的孩子们。唯一

的护士也冰冷无情，极少来到病房照料。除了他以外，病房里还有一个“神秘”的男孩，病床周围挂着

帘子，看不清面孔。怀特黑德并没有着太多笔墨去描绘他，也没有让他露面。然而，“神秘”、“沉重

的呼吸”、“不怎么出声”与“纹丝不动”这些描述暗示这个男孩已病入膏肓，连一向冷酷无情地护士

也过来为他诵读圣经，似乎在盼着他早日“解脱”。果不其然，数日后这个男孩连夜悄悄被带走，被弃

埋在乱坟场。 
“白宫”的惨不人道的暴力与恐怖暴力让黑人孩子遍体鳞伤，导致终生的身体创伤甚至是直接死亡。 
皮肉上的创伤会愈合，而对心理造成的创伤会留下永久的烙印。正如罗伯塔·卡伯特森(Roberta 

Culbertson)所言“皮肉之伤令人痛苦万分，但留在肌肤里的伤最为刻骨铭心”。([6], p. 80)经历过创伤事

件，受害者往往“对未来丧失信心，不信任周围的人，共感恐惧和压抑”，([10], p. 179)表现出“普遍性

焦虑、回避与抑郁等与创伤相关的症状”。([8], p. 28)在“白宫”的威胁与震慑下，尼克尔的孩子们都显

得木那、顺从与懦弱，毫无青少年的朝气可言。每当感觉“白宫”传唤的时候，孩子们惊恐不安，无法

入眠，有些年幼胆小的还会因恐惧而抽泣整晚。即便是身体强壮，野蛮霸道的学生拳击冠军格里夫(Griff)
对史宾赛也言听计从，显得卑微懦弱。在一次黑白两个校区拳击比赛中，史宾赛让格里夫打假拳输掉比

赛，以成全史宾赛赢赌局的“美梦”。然而，在比赛过程中，格里夫得意忘形，忘记了史宾赛的“叮嘱”，

结果打赢了比赛，害得史宾赛输局。比赛结束后，格里夫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声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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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哭喊着，追悔莫及。不出所料，回到学校后史宾赛悄悄把格里夫带走，让他彻底消失了。多年后，考

古团队发现了格里夫的尸骨，推断生前遭遇了惨绝人寰的暴行。 
这也印证了主人公特纳(Turner)所说：“尼克尔学校是彻头彻尾种族主义者”。([7], p. 105)此外，

尼科尔校园建设与布置也体现了它种族歧视的阴影。从地理位置上，尼科尔的“白宫”位于黑白两个

校区的中间位置，隔离了两个校区。黑人校区在北边，挨着墓地，临近农场和工厂，环境阴暗恶劣。

相比之下，白人校区地处南部山脚下宽敞、僻静的地带。学校的核心建筑，包括办公楼、医院、健身

房与小教堂。此外，小说的聚光灯几乎全部照在黑人校区，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黑人惨不忍睹的暴力画

面，给人以痛彻心扉的既视感。而对于白人校区，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草草了事，保持了它的神秘感与

优越感。如此一来，故事更加凸显了黑白种族之间的高贵低贱，渲染了“白宫”政治暴力对黑人的政

治暴力与种族压迫。 
尼科尔学校的“白宫”(White House)与美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白宫”(White House)同名同读，

通过尼科尔暴力事件，怀特黑特将美国政治暴力的恐怖阴暗与对黑人的残忍戕害放在聚光灯下，让其狰

狞丑陋的面孔无处遁形。这一违背人伦道德的卑劣政治手段对黑人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恐怖创伤阴影，也

让美国极力宣扬的“自由民主”再一次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4. “自由世界”的不自由 ：疗伤与反思 

尼科尔学校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越发肆无忌惮，因为“没有更高的体系来监管暴力事件，只有不分

青红皂白的恶意攻击……暴力是唯一足以撬动世界的杠杆”。[7] (p. 85)对于这些黑人孩子而言，这里的

每一天都是与死神博弈的“受难日”，生不如死。他们期盼着早日到“自由世界”(free world)，过上正

常的生活。“自由世界”是监狱里的行话，表达了犯人极力想要摆脱监狱生活束缚与管制的迫切愿望。

引用到尼科尔，这一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它与暴力、束缚与管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再一次印证尼科尔

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而是恐怖阴森的监禁场所。如此一来，这里的孩子们也被视为犯人，进

一步合理化了“白宫”存在的必要性，为暴力事件提供了合理的“保护伞”。在尼科尔的孩子们看来，

只有走出这个“人间地狱”到“自由世界”才有可能生存。然而，数以百计的尼科尔孩子并没有等到这

一天，而是成为了史宾赛的鞭下“冤魂”。即便侥幸活下来，“自由世界”并非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自

由。他们在恐惧和创伤阴影中惶惶不可终日，在社会的黑暗与冷漠中惨渡余生。 
从病理学研究来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个体或群体经历、目睹或亲历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

或他人的死亡或暴力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或群体的精神障碍。心理学研究专家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
认为“这一疾病主要以重复性和侵入性的幻觉、噩梦、想法或或行为为主要症状，伴随麻木症状。这也

可能增强对回忆事件的刺激性唤醒(和回避)”。([11], p. 9)经历生死磨难逃到“自由世界”后，特纳患上

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惴惴不安、易暴易怒、歇斯底里和恐惧不安。他不敢在公共场合露面，恐感“尼

克尔一直在追捕他，直到他死也不一定停下来。这让他感到大脑里的血管要爆裂，心脏在胸口砰砰跳”。

([7], p. 189)到了夜晚，他噩梦缠身，夜不能寐，在恐惧和哭喊中惊醒。创伤阴影对特纳的生活带来了无

尽的痛苦，让他不能融入正常的生活。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自由世界”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自由，而是充斥着歧视、冷漠与黑暗的残

酷的世界。种族歧视的阴霾仍然散布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身心的残疾让尼科尔黑人的生存变得举

步艰难。正如特纳所言：“这些男孩本可以有光明的未来，但是尼克尔毁了他们。他们可以当医生治

病和做脑科手术，或研发药物来救人。他们可以竞选总统。虽然并非所有人都是天才……然而他们被

剥夺了正常人生活中简单的快乐。在开启人生之旅之前他们已经成为残废，再也无法知晓何为正常”。

([7], p. 166)从尼科尔出来后，很多黑人无家可归，也没有安身立命的金钱和文化。迫于无奈，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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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去参军，包括赤客(Chickie)。他从尼克尔毕业后直接去参军。12 年后，因精神出了问题被逐出部

队。社会的黑暗以及对黑人的歧视导致了他几度婚姻失败，工作不稳定，流落街头，借酒消愁。同样，

初到“自由世界”的特纳也经历了四处漂泊与举目无亲的落魄生活。他租住了一个狭窄又破旧的房子

里，屋里的家具也都是从客户搬家遗弃物品中捡来的。虽然他通过勤奋的双手建立了自己的小搬家公

司，但是纽约的黑人区正在改建，越来越多的白人重新搬回这个地区，意味着黑人的生存空间变得愈

发狭窄，也限定了特纳的公司的发展。这也体现出，在美国种族歧视的阴影下的“自由世界”并非是

自由的，而是充斥着黑暗与无情的种族世界。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黑人不断被推向社会的边缘，生存

变得愈发举步维艰。 
然而，怀特黑德认为黑人不应沉沦在创伤阴影里，而是学会独立与坚强，学会有尊严地活着，从而

摆脱种族歧视与暴力的厄运，走出创伤阴影。美国著名创伤研究专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认为

“创伤的核心体验就是去权与疏离”，“那么创伤修复的首要原则就是让受害者重获权力。在修复过程

中，她/他必须扮演主宰和决定的角色，而他人则给予其建议、支持、协助、关爱与呵护，但不能治愈她

/他”。([9], p. 133)在小说中，怀特黑德塑造了特纳的角色来继续被“去权”的埃尔伍德的使命，让黑人

重获权力与自由，走出创伤阴影。逃出尼科尔后，特纳改名换姓为埃尔伍德·科提斯，“纪念他已故的

朋友埃尔伍德。替他活着”。([7], p. 202)他也继续践行埃尔伍德生前对自由、尊严与正义的追寻，完成

它未了的心愿。他利用闲暇时间到成人学校学习，并成功拿到了“普通教育发展证书”(GED)，完成了

埃尔伍德的求学梦。通过勤奋的努力和辛苦的劳动，他创立了一个小的搬家公司，让黑人也活出了尊严，

摆脱“黑奴”的卑贱地位。他也打算到法庭作证，为埃尔伍德与尼科尔的黑人讨回公道，与种族暴力与

歧视进行对抗。通过这些努力，特纳逐渐淡化了创伤阴影，学会接受正常的生活。同时，妻子米莉(Millie)
对特纳不离不弃，给予了他最需要的温暖、支持与爱护。她帮助特纳重新建立了社交圈，让他重新融入

了社会与生活。 
令人值得深思的是，怀特黑德在故事结尾留下了一系列的悬念，故事也已开放性结尾落幕。特纳虽

然逐渐接受了新的生活，但创伤阴影依然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他。他对尼科尔的暴行义愤填膺，盼着为故

友伸张正义。然而，他畏惧美国政治的黑暗与法律的不公，担心他的贸然行动将他再次置于水深火热之

中。故事也以特纳的犹豫不决而告终。这体现了怀特黑德对美国政治暴力与种族歧视的反思，以及他对

黑人在美国的生存处境的忧虑。 

5. 结语 

怀特黑德所有的作品均围绕种族、政治、社会与历史而展开，体现了他作为非裔作家对美国种族

歧视以及黑人的生存处境的深刻反思。不同于其他小说，在《镍币男孩》中怀特黑德以佛罗里达州“多

泽尔”学校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在历史与虚构的交织下描摹出美国种族暴力的黑暗血腥与黑人真实的

生存写照。通过小说，怀特黑德严厉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种族压迫与违背人道伦理的暴力行径。同时，

他提醒黑人必须要自立、自强、自尊和自爱，唯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创伤历史的桎梏，摆脱黑人悲惨

的生存处境。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言，无论面对何种困境“都要挺起腰杆，保持你的尊严”。([7], p. 27)
然而，怀特黑德对美国的种族发展以及对黑人的未来生存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种族歧视在美国具有

几百年的历史，早已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黑人依然是罪恶低贱

的民族，那么白人对他们的“管教”是“理所应当”的，合理化了美国政府对黑人的种族压迫与暴力

控制。这也是种族暴力的悲剧几百年来从未间断的主要原因。那么，黑人在美国该如何生存？选择安

分守己还是继续拼搏？种族暴力的创伤是否能够痊愈？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当下美国社会，乃至全世

界需要深刻反思的人类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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