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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扎迪·史密斯的小说《白牙》是一部优秀的后殖民主义作品，小说通过深入描写三个不同背景的家庭，

揭示了英国战后移民面对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困境，涉及了种族，宗教，历史，文化认同等多个主

题。本文将以代际变迁为脉络，从文化杂糅的角度分析多元背景下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是如何面对

身份文化危机，以及如何在文化差异中寻找个体的文化认同感，从而实现移民文化的身份认同，最后本

文揭示了移民身份的杂糅性和不确定性，体现了史密斯对多元文化和谐社会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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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adie Smith’s novel “White Teeth” is an excellent work of post-colonialism. Through in-depth de-
scription of three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novel reveals the se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dilemma and involves multiple themes such as race,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ition to analyze how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face the identity and culture crisis and how to find individual 
cultural ident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immigrant identity. The novel reveals the hy-
bridity and uncertainty of immigrant identity and embodies Smith’s advocacy of a multicultural 
and harmonious society.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75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75
http://www.hanspub.org


李沣霖 

 

 

DOI: 10.12677/wls.2022.104075 482 世界文学研究 
 

Keywords 
Zadie Smith, “White Teeth”, Post-Colonialism, Hybridity Theory, Generational Change,  
Immigration Status, Cultural Identit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白牙》是英国移民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处女作，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并斩获多

个奖项。小说叙述了二战后三个背景不同的英国家庭，其中包括英籍牙买加人，孟加拉人和犹太人在不

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历。面对战后及当代英国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困境，移民自身的身份认同被解构。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不同代际的英国移民如何构建新的文化身份是移民们所面对的问题。第一代

移民执着地认为可以回到想象中的家园，保留着固有的生活方式；而第二代移民往往会感到更强烈的

历史文化的断层与差异，从而揭示了移民文化中的杂糅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关

注小说中的移民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构建自身的文化身份，对于流动频繁的跨文化人群有着一定

的参照意义。 

2. 小说简介与杂糅理论 

《白牙》写了两代伦敦居民，三家人。小说通过三个不同的家庭，特别是亚奇和萨马德的家庭，以

喜剧的笔法，处理了移民，种族，阶级，历史，性别，政治，宗教等严肃的社会和家庭话题。在复杂多

变的社会背景下，老一辈的英国移民及其后代都热切期望能够找到方法来解决身份认同问题。他们试图

通过全盘接受或完全否定西方文明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最后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在文化全球化的今

天，当代的移民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杂糅。 
杂糅性理论是霍米•巴巴后殖民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杂糅性，有人也称混杂性，杂交性，杂合性，这一词源于生物学，后被引用到其他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它指具有了发生交流双方的特点，但又不同于双方的杂合体，也具有了双方不

可比拟的优点。 
此外，霍米巴巴还提出了“第三空间”这一概念，而在这部小说之中，就存在着这样的“第三空间”，

这是一种在文化之间的“间隙”中呈现出来的协商的空间。殖民的历史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被强化了，在这些交流中呈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要相互理解，通过

翻译、协商的方式来达到临时的理解和共识，它并非实体的存在，而是一个交流的场所，存在于各种文

化之中。 

3. 第一代移民：反抗与挣扎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流散族群”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随着他们踏上移入国的土地开始工

作和生活，源文化和主流文化便使他们在构建文化身份时面临着两难选择。对于历史传统，宗教信仰，

阶级划分和性别身份等问题，移民者们的认知和选择也千差万别，而杂糅也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

途经。本文将选取第一代移民的代表人物萨马德和克拉拉来探究第一代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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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萨马德 

萨马德是小说里东方移民家庭的主要成员。他是孟加拉人，参加过二战，为英国打仗。他作战勇敢，战

绩出色。然而他的英国白人战友却对此毫无兴趣。战斗间歇，萨马德喜欢讲自己曾祖父的故事。他的曾祖父

是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反对英国殖民化的勇士，萨马德对此十分自豪，但是他的英国战友听完故事后却毫不在

意，沉默良久，使萨马德显得十分难堪。二战后，萨马德定居英国，成为第一代移民。他虽然受过良好的教

育，出身高贵，又战绩满满，但是他在英国总是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尽管他曾经为英国二战出谋献策，

却也只能找到在餐厅当招待员这样的工作，因为英国人不相信一个东方人能够做好比招待更好的工作。 
萨马德虽然是个孟加拉人，但是却对英国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他自身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他完

成英国的高等教育，加入英国军队，讲英语甚至带着上层社会的英语口音；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的曾

祖父而骄傲，并视其为抵抗殖民主义的英雄，所以在战争结束后他感到无处可去。作为“一个变节的英

籍印度人，”他自问，“我将来干什么呢？回到孟加拉呢？还是回到德里呢？谁要这么个英国人呢？回

到英国，谁要这么个印度人呢？”[1]他对未来感到十分困惑，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身份，他的国籍在不停

地变化，先是印度人，然后是巴基斯坦人，后来是孟加拉人，最后只能用伊斯兰作为自己的文化身份，

这种窘况使萨马德深陷矛盾和自我身份混淆的境地。 
面对复杂的社会困境，萨马德与他的妻子阿萨娜一起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初到英国的阿萨娜，对西

方文化心生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并没有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能在主流文化的氛围内渐

渐释放自己并能够理性地思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她的一点一滴也在影响着她

的丈夫萨马德，他们共同在文化杂糅，各具特色的社会环境下努力找到自身的身份认同。 

3.2. 克拉拉 

克拉拉是一个牙买加的黑人姑娘，她的母亲霍顿斯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希望她的女儿

嫁给黑人。但是，克拉拉拒绝了母亲的极端宗教虔诚，对自己的文化之根并不感兴趣，就像她被碰掉的

龅牙一样，她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分开来了。小说的叙述者说：“克拉拉来自一个地方，她有根……在她

变漂亮之前，她是丑陋的。”[1]而牙作为意象，代表了根和过去。 
克拉拉在十六岁时便随母亲霍腾丝来到英国，但是对于母女二人来说，来到英国获得的不是身份上

的归属或者家园的重建，而是语言与行为上的缺失。对于霍腾丝来说，她依靠宗教信仰建立起此处和家

乡的关系，提供了身处移居国的生活方式。克拉拉也表示她自己作为黑白混血，对自己杂糅身份的不确

定。追根溯源，她很难辨认自己到底是牙买加人还是英国人[2]。 
克拉拉的婚姻也是充满着杂糅和不确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认识了白人男子阿吉•琼斯，并和

他组建了家庭。因为这场婚姻，克拉拉的母亲将她赶出家门，阿吉也被排除在公司聚会之外。克拉拉与

阿吉•琼斯结婚时，只有萨马德一家参加婚礼，一个年轻的牙买加黑人姑娘嫁给一个中年英国白人男子，

这对双方都是一种屈辱。而阿吉也是对文化多元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希望，由于他对文化的宽容和博爱的

性格，阿吉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纽带，这更有利于不同文化的杂糅，为英国乃至世界建立一个多元文

化的杂糅社会做出了贡献。 

4. 第二代移民：反叛与顺从 

与第一代移民相比，第二代移民面临着更严重的身份危机和不确定性。对第二代移民而言，家族历

史显然存在距离感，同时，他们还受到英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他们不得不在源文化和主流文

化中反复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本文将选取第二代移民的两个代表人物——艾莉和萨马德的双胞胎儿子

为例子，进一步阐述第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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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艾莉 

阿吉与克拉拉的女儿艾莉是文化杂糅性的另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为一个混血女孩，她既是英国人，

也是牙买加人，既是黑人也是白人，通过艾莉在英国生活的选择和变化，作者也试图说明杂糅性是解决

移民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艾莉与中产阶级英籍犹太人夏尔芬一家因为工作关系打交道，在她眼里，夏尔芬一家就是“典型的”

而又“纯正的”的英国家庭，与这一家因为工作的相处，她时常因为自己牙买加的外貌而倍感羞耻，她

“胸部大，臀部大，胯骨大，大腿粗，也有着大牙齿”[1]，导致她经常对自己特有的牙买加外貌感到羞

耻。艾莉努力使自己看上去符合英国人的审美标准，但却发现没有人在意她，她减肥，拉直头发，可是

她却发现“英国就像一面硕大的镜子，艾莉就站在那里，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像是陌生土地上的一

个陌生人。”[1]在英国的这片土地上，她时常感到自己格格不入。 
后来，艾莉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身份，找寻自己的根。她计划到次大陆和非洲一年，找寻家乡的

东西。在艾莉的眼中，牙买加生机勃勃，富有魅力，而她对家乡的幻想体现在了她对未来的理解和期盼。

艾莉终于意识到了家乡是一个人的民族之根，对自己的身份认识也从厌恶走向认同，也明白了一个人无论

怎样都很难改变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她的大骨架，大牙齿和卷发正是自己牙买加人身份的体现[3]。 
同时，在这篇小说中，艾莉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是联系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的桥梁和纽带。作者

对艾莉的描写暗示着英国社会杂糅文化光明的未来，她腹中的孩子则是第三代少数族裔移民的代言人，

孩子预示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和平共处，这种积极向上的多元文化模式将以更加公平和宽容的态度对待

不同的民族和文化[4]。 

4.2. 双胞胎马吉德和迈勒特 

萨马德的双胞胎儿子马吉德和迈勒特在面对这种移民困境有着不同的选择，也体现了文化的杂糅性。他

们是二代移民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与白人没什么不同，但却因为肤色等原因遭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这不

仅是在外面，由于双胞胎的不同性格，他们也导致了父母的区别对待。这种不公平导致了两种身份认同的危

机：一种是一味追随居住国的文化，离自己的根越来越远；一种是成为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捍卫者。虽然双胞

胎长着一样的面孔，但是他们却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父亲萨马德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儿子身上，他千方百

计筹钱把大儿子送回孟加拉，母亲阿萨娜时刻关注一切有关孟加拉的新闻，担忧着大儿子的处境，而对小儿

子迈勒特的生活几乎置之不理，为了博得父母的关注，迈勒特加入了极端宗教组织“永伊护”[5]。 
马吉德回到英国后从事科学研究，而迈勒特所属的极端宗教组织则与科学相对立，两大阵营的矛盾

日益尖锐，两兄弟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马吉德被送回孟加拉却一心仰慕西方文明，甚至将自己的名字

改为马克来反对父母这一代的文化传统，他一心想融入英国文化，比英国人还绅士；而小儿子迈勒特从

小在伦敦长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西方文明充满仇恨，为努力寻求一种归属感，他加入了激进组织，

在面对文化困境与精神迷茫时，他们兄弟俩各自的选择都体现出了文化的杂糅性[5]。 
最后，艾莉先后与两兄弟发生关系后怀孕，无法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也暗示着两兄弟在血脉上是不

可分割的整体，并且作者安排两兄弟正面交锋的时间是新年的前一天，辞旧迎新的节点暗示出双胞胎兄

弟之间旧的冲突关系的结束，以及新的友好局面的开启，也暗示着作者对文化杂糅下的英国社会走向光

明社会的期盼。 

5. 移民身份的认同 

二战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大量移民涌入宗主国，移民冲击着宗主国的文化，同时面临着

非散居文化，移民自身的身份认同慢慢再被解构。在这部小说之中，无论是哪一代移民，他们都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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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萨马德和克拉拉作为第一代移民，努力在移居国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根”

和归属感，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孩子。而艾莉和双胞胎兄弟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成长在文化快

速发展融合的时期，在面对自身身份危机时也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更好地进行文化杂糅来实现文化的

认同感。 

6. 结语 

在小说的最后，最能体现文化杂糅现象是对“最终空间”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

见证马库斯的未来鼠的实验能否成功，这部小说中的不同人物以不同团体成员的身份齐聚一堂。史密斯

把这些人集合在伦敦佩雷特学院的一个独特的房间里，表达出了即使在英国这个充满不可调和对立的国

家，它依然能分享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和相互影响的社会空间[6]。 
随着文化杂糅的不断加速，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将会导致西方社会移民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这部小

说鼓励读者摒弃“本地人”和“外来者”两元对立的观点，以多元化的思维方式考虑英国社会，这将有

助于缓解他们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危机，有助于共创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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