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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背景发生在多米尼加政治上获得独立的时期，然而英国殖民者在多米尼加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

的殖民痕迹无处不在。生活在其中的主人公雪拉，母亲是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父亲是红毛苏格兰人和

非洲人的混血，面临着种族、文化身份的混杂。在“模拟”的学校教育以及周围以其父为代表的殖民意

识形态崇尚的熏陶下，她是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培育出的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的“模拟人”。然而她

明确表现出了自主意识，主要体现在她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抵制、对父权、帝

国主义的模拟的变异——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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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is set in the period of Dominica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However, the colonial traces of 
British colonists in Dominican thought, culture, education and so on are everywhere. The prota-
gonist Xuela, whose mother is the descendant of Dominic slaves and whose father is racially m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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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ed-haired Scots and African, is confronted with hybrid ra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imicked”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 colonial ideology represented 
by her father, she is actually a “mimicman” with dual cultural identity cultivated by the British co-
lonists in the colonies. However, she clearly shows her sense of autonomy, which is mainly re-
flected in he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aribbean racial identity, her resistance to colonial ideology, 
and her variation—subversion of the mimicry of patriarchy and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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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加勒比裔美国女作家，其种族被殖民的经历为其创作提供了独特

的视角，她才华横溢、个性突出，敢于发出别样的抗议之声，形成了独特的“愤怒”的写作风格。作为

公认的金凯德最好的作品，《我母亲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y Mother)，以下简称《自传》是一

部回忆式的自传体小说，以鲜活而感人的文字写出“殖民之恨”。以 20 世纪的多米尼克为背景，主人公

雪拉的内心剖白为我们展示了后殖民时代，少数族裔女性面临着的种种压迫和多重身份的混杂，而其作

为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的模拟以及自主意识的反抗一定程度上动摇和解构了殖民者的权威。 
国内外对《自传》的研究有增无减，主要从创伤叙事、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空间批评、后

殖民批评视角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格三重奏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其中涉及后殖民文学批评的研究更

多地聚焦于“他者”、斯皮瓦克的“属下”以及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的理论视角，从霍米·巴巴后

殖民理论中的“混杂性”和“模拟人”对《自传》进行切入的研究尚且不足，而本文就将结合这两个理

论视角解读《自传》中的主人公雪拉。 

2. 霍米巴巴的相关理论 

混杂理论和模拟理论是霍米巴巴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解构帝国殖民的意识形态，

解构西方，尤其是美欧的中心主义和二元论，从而重建底层人民和民族的主体性，促进承认国家间的文

化差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交流，瓦解殖民者的帝国文化霸权。 

2.1. 身份的混杂 

“混杂性”是“殖民权力、其不断变动的力量与稳定性之生产能力的符号；它是对借助否弃(即：那

种确保了权威的“纯粹”、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而实现的统治过程进行策略性倒转的名称”[1]。身份

(identity)及身份认同是文化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身份特征体现在于不同文化相交的“居间”(in-between)，
被殖民者居于本民族文化和霸权文化的“居间”，一方面收到殖民霸权话语的压制，面临着民族身份危

机；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接受主体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和强加。霍米·巴巴拒绝始源性(originality)的、稳固

的文化身份认同，而宁愿选择模棱两可的、协商的双重身份即混杂文化身份。混杂文化身份打破了非此

即彼的身份二元对立局面，新的文化身份产生于矛盾和混杂地带。以巴赫金的杂交和“复调”理论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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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巴巴的混杂性理论相较于传统意义上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话语对抗方式，主张挖掘隐藏在双方之间

的矛盾，并通过瓦解他们的对立关系，来消除殖民文化权威[2]。 

2.2. “模拟人”的反抗 

“模拟(Mimicry)”和“模拟人(Mimicman)”是巴巴在揭露殖民话语的内在矛盾时发明的两个重要概

念。“殖民话语一方面鼓励引导被殖民主体改进并逐渐接近殖民者之文明优雅；而另一方面则用本体论

的差异和劣等性概念对这种改进与接近进行抵制”[3]，这种统治策略实际上在殖民地培育出了在文化上

具有双重身份的“模拟人”。而这种模拟往往是一份对殖民者“面目模糊的拷贝”，而根据巴巴的分析，

对于殖民者而言，这种似是而非、似像非像的拷贝是很具威胁性的[3]。不同于其他两位后殖民主义理论

代表人物，巴巴倾向于将殖民话语当作一种论战性的而非对抗性的模式，这种模式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在

于加强殖民权威，而是通过模拟而产生出一种相对于权威的杂体[4]，其实质上一种抵制殖民策略，用以

描述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抵抗、挪用、误用、消解，借此取消殖民关系中的二元

对立，动摇殖民者的权威，消解其中心主义。 

3. 主人公雪拉身份的混杂 

一个人的身份并非固有、稳定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金凯德在

《自传》中塑造了典型的身份混杂人物形象，主人公雪拉是混血儿，她的母亲是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

父亲是红毛苏格兰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其种族身份混杂。就文化身份的认同，霍米巴巴借用了拉康的精

神分析理论，选择模棱两可的、协商的双重身份即混杂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互相规定与制约的境况

下动态地建构”[5]。小说背景虽然发生在英国殖民者从多米尼克撤离后，其殖民痕迹仍无处不在，而雪

拉也潜移默化德受到了殖民文化、教育等的影响，动态构建出了混杂的文化身份。 

3.1. 种族身份的混杂 

主人公雪拉的母亲是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父亲是红毛苏格兰人和非洲人的混血。 
雪拉的母亲属于身份最低的加勒比土著，一个被征服、被打败、被消灭的族裔，贫穷而弱势，身体

外貌特征受人歧视，而遗传了母亲种族长相的雪拉也因此在本土文化中被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瑕疵，即使

是在本土的学校里也遭受着种族的歧视：雪拉非凡的记忆能力被她的老师称为“是罪恶的，说我被恶魔

附了体，而且毫无疑问地就可证实这一点。她再次指出了我的母亲是加勒比人这一事实”[6]。 
而其父，姓氏“理查森”，一个欧洲姓氏，有白人血统并以此为荣，拒绝血液中被征服者的属性。

他是深受欧洲思想影响的所谓“土著精英”，会说纯正的英语，深谙处事之道，善于和欧洲白人交朋友、

做生意。在米拉父亲身上，同时存在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作虐者与受害者，但他选择继承前者的衣钵，

且永远如此。作为一名狱卒，一个警察，雪拉的父亲表现出亲殖民者的倾向，殖民者的统治已经扭曲他

的思想和最起码的良知。他戴着面具生活，掠夺同胞的财产，无情地倾扎与碾压本土的同胞们，即使是

对妻子和儿女也不过是出于利益或面子的考虑。 
在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殖民主义被粉饰成一个进步、正义的历史进程，鼓吹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

了文明和发展，后殖民时代英殖民主义在教育、文化和精神等方面对多米尼地造成的侵害实质上给殖民

地人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动荡以及精神、心理和文化上创伤，甚至造成了被殖

民这种族内部的相互侵害。 

3.2. 文化身份的混杂 

在小说的背景中，英国殖民者已经从多米尼加撤离，而多米尼加似乎已经获得所谓的“独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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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多米尼加人在无形间已被剥夺了与祖国的关联，英国殖民者的教育和统治在无形中给殖民地的

人民刻上了被殖民的印记。 
法国批评家弗朗茨·法农曾指出，讲一种语言“首先意味着对一种文化的接纳，以及对一种文明势

力的支持”[7]。雪拉在四岁时，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爸爸哪儿去了”[6]，用得竟然是地地道道的英

语殖民者的语言，“我说了英语，一种我从没听别人说过的语言……我竟用我将永远不会喜欢不会热爱

的一个民族的语言说了这第一句……”[6]。加勒比民族深受英殖民主义文化的渗透，其教育与文化无形

间早已打上了殖民者的烙印：学校里教授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挂的是大英帝国的地图，甚至老师都是卫

斯理教会传教士训练出来的女人，周边的英国的教堂、衣服、节日等等。英国殖民者在多米尼加有形和

无形殖民痕迹无处不在，残害着当地人的的民族主体性意识，加勒比民族被殖民的身份一次次的被确立。 
而雪拉深受混杂的文化身份之苦，对于被殖民者来说，语言上的同化再残酷不过了，放弃了自己的

母语，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意味着放弃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根，也意味着殖民者想完全在思想上束缚、

禁锢被殖民者的阴谋实现了。雪拉一方面她对殖民者满怀憎恨，认同着加勒比民族身份，一方面在她在

无形和有形之间又接受着殖民者言语、行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4. 主人公雪拉“模拟人”的反抗 

正如霍米·巴巴所言，英式教育是典型的殖民模拟，其目的是造就“几乎相同、却不完全一样的”

“模拟人”充当殖民统治的中介。他们之所以“不完全一样”，是因为被灌输的是偏离了启蒙理性自由

话语的“不完整的”西方知识[8]。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即使英国殖民者已经从多米尼加撤离，在后殖

民时期，英语被确立为多米尼加教育用语，不但强制多米尼加人，尤其是接受教育的知识阶级接纳英国

文化，而且取缔了本土文化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意义上，在“模拟”的学校教育以及周围以其父为代表

的殖民意识形态的熏陶下，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雪拉也可以称得上是“模拟人”了。 
一旦被殖民着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就不得不“接纳其文化，承载其文明的负载”[7]，宗主国在借助

语言建立文化霸权的同时，必然剥夺被殖民者的文化自信。在后殖民时期多米尼加，英语取代了本土语

言成为了教育用语，本土文化的合法性被剥夺，使多米尼加人陷入文化自卑，不断地自我否定，与非洲

关联的一切都被看做是贫穷、野蛮、低级的。然而雪拉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现出自主意识，主要体现在她

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抵制、对两性权利关系的模拟的变异。 

4.1. 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 

在后殖民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法农揭示了肤色、种族是如何隐秘地与一系列意象和词语联

系在一起，即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种族政治是如何运作并给殖民地的人们在心理上创伤的。霍米·巴

巴指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中的“皮肤—文化所指的种族固定格式”[1]。 
雪拉的母亲是一个多米尼克奴隶的后代，属于身份最低的加勒比土著。雪拉，继承了母亲的长相，

在本土却遭受着种族歧视，即使加勒比种族和多米尼加同属于非洲，也有着同样苦难的经历，有着耻辱

和奴役的历史，但还是遭受了排斥，因为她的种族是一个已经被征服、被消失的族裔。而主人公雪拉却

坚持对加勒比种族身份的认同，她热爱自己的黑皮肤、热爱着流淌着加勒比种族血液的身体。“没有人

注视和观看我，我注视和观看我自己……出于绝望，我公然挑战性地渐渐爱上了我自己，因为我别无选

择”[6]。她和白人菲利普在婚后搬到了很远的山里，那里是雪拉母亲和她的族裔生活过的地方。 
殖民地征服的国家被剥夺了与祖国关联的一切，多米尼加人被迫吸收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在殖民主

义和种族主义权力话语中，殖民主义者不断地把殖民价值灌输给殖民地的人民：白色的皮肤代表先进和

文明，而黑色的皮肤代表着落后和愚昧，他们在殖民地不断地强化这种“肤色—地位”的关联，使被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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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不断自我否定，陷入文化自卑。而雪拉的极度自恋，实质上确实是确立自我存在、肯定自我价值的

心理表征和外在表现，是对殖民文化的批判、变形，甚至是公然的反抗，解构了殖民文化霸权。 

4.2. 对殖民意识形态的抵制 

殖民者军队撤离了，多米尼加政治上获得了独立，然而书中的殖民痕迹无处不在：英国殖民者的语

言、大英帝国的地图、画有英国乡村场景的碟子、英国造的衣服等等，这都是当地人的谄媚白人文化的

体现。加勒比人刻意模仿着殖民者的文化，并采取一种“跪拜”的姿态，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仍像笼罩

在加勒比人民头顶的阴云，摧残着被殖民地的传统和文化，无形间控制着本土民众思想和良知，他们对

彼此不信任，甚至相互憎恨和仇视。 
雪拉的第一次反抗发生在四岁，她摔碎了尤妮丝分外珍惜的碟子，即使是被尤妮丝惩罚下跪从而强

制她致歉，她也拒绝道歉。那个被尤尼斯视若珍宝的碟子上画的是英国乡村的景象，而画面的下方写着“天
堂”，揭示了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营造大不列颠对是自由、欢乐的乐园的假象，而这一谎言、假象却深

深植入了多米尼加民众的思想、价值中，成为被压迫者的本土民众心向往之的地方。而雪拉摔碎碟子正

是想打破殖民者所建造起来的这种假象，揭露殖民者的真实面目与多米尼加人被殖民的事实。雪拉从不

去英国人的教堂，不接受殖民者信奉的基督教和上帝，张宏薇等人[9]指出雪拉能够认清殖民者宗教的虚

伪和欺骗性，雪拉知道“奴隶为主子建造了天堂，最终却只能陷入地狱般悲惨的境地。天堂的永恒之光

永远不可能照亮他们，他们只能落入地狱无边的黑暗里”。此外，雪拉将对自己身体和性的主动权掌握

在自己手中，而雪拉的“自我”与独立意识正体现在这一系列的行为。小说书名《我母亲的自传》，而

内容上却主要围绕雪拉的人生经历，雪拉的身上有着雪拉母亲的影子，雪拉未出生的孩子也将有着雪拉

的影子，而她们都是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受害者。她拒绝生儿育女，拒绝充当“生育机器”。 
“我不是一个民族，我不是一个国家。我只是时常希望能使我的行动成为一个民族的行动，成为一

个国家的行动”[6]。实质上雪拉的行为是在拒绝重复一代代的悲剧，拒绝体现了她对后殖民时期被殖民

者悲惨人生的坚决拒绝和抵抗，对殖民意识形态和殖民行为的憎恶和抵制。 

4.3. 对父权、帝国主义的模拟的变异——颠覆 

父权制是“男性借以统治女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结构”，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下男性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占有主导地位，他们坚持对女性的统治，而女性作为依附男性的存在则处于被支配、

被压迫的地位性别压迫问题放在南非殖民话语中更具批判性。在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下，女性

作为存在，被剥夺了话语权，她们的历史被遗忘[10]。 
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身份由父权制和帝国殖民主义话语塑造的世界，多米尼加女性饱受殖民帝国主

义与父权主义的压迫，小说中与雪拉有过交集的几位女性无疑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小说中的男人，

是以雪拉的父亲、拉巴特先生、白人菲利普、罗兰等为代表的，他们贪婪自私，奉行利益至上的宗旨，

通过占有比自己弱小的黑人女性来表现自己的男子尊严和的优越地位。因此，多米尼加的妇女不被人爱，

而另一方面她们也不爱别人。雪拉把握着对自己身体和性的主动权。她和有妇之夫罗兰相恋，在性关系

中坚持着自我主导，崇尚自我愉悦；在生育方面，她坚持生育自由，认为“怀孕是子宫的负担，是一次

取乐的后果”[6]，逆转了两性权力关系中的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在与白人菲利普的婚姻中，她拒绝履行

妻子的角色，对他冷漠疏离。不同于习惯了男权主义迫害的雪拉父亲的妻子、莉莎和莫伊拉，雪拉拒绝

承担起“贤妻良母”这一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社会角色。愤怒使雪拉逐渐形成了自负而冷漠的个性，菲利

普骨子里流淌着的殖民者的血液，而他也并没有拒绝继承，这让雪拉感到愤怒，她要做那个讨债的人，

她让丈夫为殖民者的罪行、为他所继承的那个过去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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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父权主义下两性关系是男性和女性分别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女性是一个被“边

缘化”的工具，用以维持以男性为中心的体制，而帝国主义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在这样

一种饱受压迫、压抑无爱的世界里，雪拉选择爱自己，这是一种勇气与无声的反抗。而在某种程度上，

尤其在她和白人菲利普的婚姻关系中，主人公雪拉可以说是以上位者的身份模拟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运

作，在模拟的过程中变异了传统的男性和女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色和关系，从而达到了对父权、

帝国主义体系的颠覆和解构。 

5. 结语 

金凯德在《自传》中揭露了加勒比地区背负历史重担群体的痛苦境遇，深刻地批判了殖民主义的罪

恶行径，小说以主人公雪拉的内心剖白为我们展示了后殖民时代，少数族裔女性面临着的种种压迫和多

重身份的混杂。殖民者在殖民地培育出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的“模拟人”，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的模

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殖民统治的基础，而雪拉的自主意识反抗了殖民意识形态和压迫行为，是潜移默

化的消解。通过对主人公雪拉的刻画，以及混杂和模拟策略的运用，金凯德解构了殖民权威，帮助被殖

民的少数族裔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人们重新认识殖民历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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