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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黑人历史的特殊性，黑人母亲的身份特征一直处于动态的流变之中。黑人母亲身份是黑人女性主义

思想的核心。托妮·莫里森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在其小说中打破了传统作品对于母

亲身份的书写范式，颠覆并消解了制度化的母性，面对政治、性别、阶级与种族对黑人母性的交互式压

制，以反母性的行为给予了无声而有力的揭示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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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black history, the identity of black mothers has been in a dynamic 
evolution. Black motherhood is the core of black feminism. Toni Morrison, as one of the most in-
fluential contemporary black female writers, broke the traditional writing paradigm of mother-
hood in her novels, subverted and dispelled the institutionalized motherhood, and in the face of 
the interactive suppression of black motherhood by politics, gender, class and race. She gave a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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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 and powerful revelat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anti motherhoo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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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黑人的历史的特殊性，黑人母亲的身份特征一直处于动态的流变之中。在远古的非洲神话中，

人们的信仰是“大地母神”，非洲被称为“母地”，可见母亲的在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至高地位。她

们生儿育女，承担着整个社区和族群的经济、文化教养的重担，母亲是神灵一样的存在，不尊重母亲就

是亵渎神灵。 
无数的黑人被迫来到美洲大陆后，黑人母亲在阶级、种族和性别等重重压迫下，其身份特征也在历

史的变迁中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她们仍然是非洲文化最坚定的守护者。 
随着黑人奴隶的解放以及黑人女性中产阶级的出现，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思想。黑人女性主义思想

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女性，开始寻求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但是并未形

成理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趣催生了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

七十年代“康巴希河组织”(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发表《黑人女权主义者声明》(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标志着黑人女性主义的正式出现。作为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黑人女性主义同样致力于

批判父权制，对抗在各个领域中出现的性别等级现象，意在唤起集体身份认同感争取女性群体的合法权

益。 
母亲身份是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与此同时，许多女性小说家开始在作品中将目光转向母亲以及母

亲身份的确立和流变。托妮·莫里森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在其小说中打破了传统作

品对于母亲身份的书写范式，诉说着母亲在不同情境下的爱恨取舍，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母亲身份的动

态流变。 

2. 美国奴隶制时期(1619~1865)——母爱的“慈悲” 

黑人来到美洲新大陆后，劳动力被剥削，成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黑人母亲的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成为没有感情的“骡子”。1662 年弗吉尼亚制定法律，规定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孩子继承奴隶母亲的身

份。奴隶制改变了黑人的政治身份，也改变了黑人家庭中正常的生养秩序以及母亲的身份特征。这个时

期的黑人女性，一旦到了生养的年纪，就会在奴隶主的安排下怀孕生子。奴隶主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财

产，人为的加快黑人女性生养的速度，黑人母子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阻碍，黑人母亲的身份无以为继。

黑人女性中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妇女权利活动家索杰纳·储斯(Sojourner Truth)曾是个奴隶，她在 1851
年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呐喊道：“我已经生了 13 个孩子，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卖掉，当我

用母亲的悲痛大声疾呼时，只有主能听到我的声音。难道我不是个女人么?”[1] 
1)《慈悲》中的反母性行为 
这一时期的母亲身份变化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九部小说《慈悲》(A Mercy，2008)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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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淋漓尽致。故事背景是十七世纪晚期黑人奴隶制度尚未形成、蓄奴制度刚起步的美国，白人移民、

黑人农奴、土著女性在北美这块土地上的艰难生活。小说用了大半的篇幅讲述黑人女奴弗洛伦斯对母亲

的回忆以及她的心理变化和成长。小说反复提到弗洛伦斯被母亲抛弃时零散的记忆，这段悲惨的经历导

致她一度失语，始终不能释怀。“我在看，我的母亲在．听。她的男孩在她的胯上。主人付不清他欠先

生的所有钱，先生说，他把女人和这个女孩带走，不要这个男耍，债就清了。阿闵玛恳请说不行。她的

小男婴还在吃奶。带走我女儿，她说，我的女儿。我。我。先生同意了，更改了欠款的数目。”[2] (p. 28) 
2)《慈悲》中非传统的母性力量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是以弗洛伦斯的母亲悯哈妹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身份来叙述整个事件，“烧了我们

的房子，把那些他们没能杀死的或后来找到的聚集到一起去做交易。我们被用藤条捆绑在一起，转移了

四次，每次都有更多的买卖、挑拣和死亡”[2] (p. 179)。对于弗洛伦斯，她这样说“我不知道谁是你的爸

爸。四下太黑，我看不清他们任何人。他们夜里来的，把我们三个，包括贝丝，带到了一个晾烟棚里。

一个个黑影坐在桶上，然后站起来。他们说他们被要求强行进入我们。完全没有保护。在这种地方做女

人，就是做一个永远长不上的裸露伤口。即便结了痂，底下也永远长着脓”[2] (p. 180)。这段表面平静的

描述深刻揭露了黑人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以及黑人女奴所遭受的双重苦难——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作

为母亲，悯哈妹竭尽所能的保护自己的女儿，她央求白人雅各布带走自己的女儿，因为他看起来“有人

性”。多年后，在弗洛伦斯经历了铁匠的抛弃以及白人对她的身体的粗暴检查之后，她终于和母亲达成

了和解，脱下了母亲不允许她穿的鞋子。“妈妈，你现在可以开心了，因为我的脚底板和柏树一样坚硬

了。”[2] (p. 161)弗洛伦斯明白了母亲用心，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和成长。 
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来看，在这个时期，尽管黑人母亲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生存环境中遭受苦难，

她们仍然在卑微中努力保持着积极的主体身份意识，竭尽所能去保护关爱后辈，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种族

和性别压迫。 

3. 南北战争后到民权运动期间(1865~1968)——“消失”的母爱 

南北战争后，黑人母亲逐渐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生育自由，生育子女的平均数目由之前的七个降为四

个，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卖走，黑人家庭关系比之前更为稳固[3]。 
1) 疯癫的佩科拉 
《最蓝的眼睛》是莫里森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的故事发生于 1941 年，主人公是 11 岁的黑人女孩佩

科拉。从她出生开始一直遭受父母的无视和粗暴，周围同辈群体的奚落和嘲笑，还有来自整个社区的冷

漠和“泼脏水”。作为孩童的佩科拉将所有自己身上的苦难归结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人女孩，甚至她的

妈妈在她打翻了熬果酱之后，也是将白人雇主家的女孩抱在怀里，将她一阵捶打推到在地，并补上几个

耳光。她渴望有一双秀兰邓波儿那样的蓝眼睛。她天真的认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的父母就不会在

她面前打架，同伴也会另眼相看，对她表示赞许。然而，在她遭受了生父的酒后奸污后，生下了一个死

婴，这成了最后一根稻草，佩科拉陷入了疯癫的状态，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双无与伦比的“最蓝的眼睛”。 
年仅 11 岁的佩科拉在遭受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母亲的缺失，甚至母亲也觉得她是肮脏的

丑陋的，这是导致她疯狂的最根本的原因。佩科拉的母亲波琳早年在南方的生活是快乐的，尽管腿有残

疾但是家庭的关爱让她健康成长。在女儿佩科拉出生之前，她也曾下决心，无论孩子怎么样都要去爱她。

但是妇产医院的医生将黑人女性视为动物：“她们生小孩很快，不痛的，跟马生崽一样”[4] (p. 99)，这

一段话将她的决心击得支离破碎。她随着丈夫从南方来到北方，处处被人歧视，内在化的种族歧视和白

人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扭曲了她的心灵。波琳无疑只是被扭曲的黑人女性之一，她的母爱也随之被扭

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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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提到麦克蒂尔夫妇一家在种族主义和经济贫困中努力避免这种“精神困境”。他们带着两个

女儿，一家四口住在漏风的房子里，冬天烧捡回来的煤渣，吃青菜勉强果腹。他们自尊自爱，家庭和睦，

富有责任感。他们的两个女儿健康活泼的长大，对父母的爱充满了感恩。父母的关心和爱给孩子们树立

起了自信自尊自爱，这使得她们同样身处困境也从不放弃希望和信任，这使得她们能在杂乱且充满恶意

的生活中保持了心灵的健康和人格健全。作者通过对麦克蒂尔一家的描述，让读者看到了黑暗中的那道

光。 
2) 疯狂的秀拉 
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活多或少都出现了母爱的缺失。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秀拉》可以说是《最蓝

的眼睛》的延续，描写了黑人女主人公秀拉的童年，并一直延续到成年以后的生活，成年后的秀拉的做

法不可谓不疯狂。这部小说的年份跨度比较大，从 1919 年一直到 1965 年，跨越了秀拉的一生。她的母

亲汉娜在丈夫死后就带着秀拉回到娘家。汉娜在依靠母亲伊娃生活的同时，与镇上众多黑人男性保持着

不正当关系，这激怒了镇上的其他黑人女性。秀拉从她母亲身上渐渐感知：作为黑人女性，获得外界的

认同并以此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是靠不住的。成年后的秀拉走上了和母亲如出一辙的路，年轻时离开家，

与不同的男性保持着情人关系，回归后，甚至和最好的朋友内尔的丈夫勾搭，导致唯一的朋友也离开了

她。秀拉一系列的毫无责任感的疯狂的行为可以说是来自她的母亲汉娜。在她十二岁的时候，无意中听

到母亲说：“我爱秀拉，我只是不喜欢她”[4] (p. 52)。这句话不仅让秀拉眼睛感到刺痛，也隔断了她与

母亲的的感情，导致她的人生没有了生长点，使得她成为不忠不孝毫无责任感的人。 
总而言之，奴隶制结束以后，黑人母亲开始拥有相对独立和平等，自主程度也有所改观，但与白人

女性相比，她们仍然遭受着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母亲形象也因此而变得扭曲。在这期间黑人男性的工

作不稳定而且收入微薄，因此黑人母亲需要在外工作养家或者贴补家用，白人至上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往

往导致了母爱的扭曲。白人社会也给给黑人母亲贴上了诸如“不称职的母亲”(bad mother)或“不负责任

或不计后果的繁殖者”(irresponsible or reckless breeders)等新的身份标签。 

4. 结语 

黑人母亲的身份可以追溯到公元 8 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那时候黑人母亲拥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和

宗教地位。当黑人母亲被贩卖到美洲大陆后，早期的母亲身份收到美国社会的政治、种族、性别以及阶

级等多重压迫而变得扭曲和无力。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旨在解构并重建黑人母亲身份。莫里森作为黑人女

性主义作家的代表，在其作品中极为关注黑人女性尤其黑人母亲的生存困境以及以及她们的自我赋权与

成长，颠覆并消解了制度化的母性，面对政治、性别、阶级与种族对母性的交互式压制，以反母性的行

为给予了无声而有力的揭示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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