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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奥列的跨文化文学书写

! 王小平

摘"要!澳洲华文作家张奥列在小说与散文创作#文学评论与研究方面均
有建树!在推动澳华文学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小说与散文创作题材内
容丰富!包括对海外生活见闻的记录与描绘!对澳洲华人历史的追溯!以及对现
实中的故土与心理&原乡'的探寻等!体现了作家敏锐细腻的现实书写能力!以及
深邃丰厚的历史感悟与思考!充分显示出跨文化经验影响下的双重视角写作
特点"

关键词!澳华作家"张奥列"跨文化文学书写

迄今为止!澳华文坛已有大大小小数十个华文文学团体!文学作品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成果也蔚为可观!陆续出版的$澳洲华文文学丛书%*五卷+&$第三类文化系列丛书,澳洲
专辑%*三卷+!$澳华文学精选%*三卷!进行中+等显示了澳华文学的成就与活力!澳华文学
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在澳华文学的发展中!集作家&评论家&编辑&学者多种身份于
一身的文学家张奥列!贡献不容忽视#他在出国前即已有两本文学论著问世!以坦率犀利
的评论风格&扎实细致的作品分析见长!!"世纪$"年代初赴澳后又连续出版了$悉尼写
真%$澳洲风流%$澳华文人百态%$澳华名士风采%$家在悉尼%$飞出悉尼歌剧院%$澳华文学
史迹%$故乡的云!异域的风%等著作!创作量既丰!体裁种类亦多!包括游记散文&小说&文
化随笔&纪实文学&人物专访&文学评论与研究等!体现了作者开阔的书写视野和出色的文
字驾驭能力!其文学成就构成了近年来澳华文学实绩的重要部分!是澳华文学发展重要的
参与者&见证者与推动者#本文拟从写作内容的角度分析其散文与小说写作!将其大致分
为三种/一是日常书写!以记录海外见闻&描绘澳洲华人新移民的生活世界为主"二是文
化溯根!追溯澳洲华人的历史足迹!描绘其社会贡献与文化意义"三是原乡之旅!通过现实
与精神上(故乡)的探寻!对海外华人的身份&文化认同问题进行深层次思考#

一! 日 常 书 写

这里的日常书写主要指作者旅居澳洲时!对个人日常生活见闻&文化体验的描述!以
及对澳洲华人新移民生活&情感世界的写真或想象性书写!这部分作品包括散文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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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收录在$悉尼写真%$澳洲风流%等作品集中#其中大多为纪实性散文!作者以生动细
腻的笔触描写澳华留学生的生活状态与心理感受#譬如!$留学生的困惑%中!澳华留学生
面对陌生环境时!不无惶惑却勇于迎接挑战的(洋插队)心态"在$同居的迷失%$中国女孩%
等文中!留学生们在异域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在生理&心理需求以及现实利益考量等种种
因素交织下!多元&精彩同时也混合着困惑&迷惘的复杂情爱世界#对于一些令人无奈的
人事!作者自有感慨/(自由的天地!或许催化了她们人性的释放!而生存的空间!却有时也
难免造成其人格的扭曲#)!但整体文风坦率明快!对人事有一份清醒的洞察与体贴/(人
的情感微妙复杂!难以捉摸!且受制于环境与现实!往往身不由己#)"且体现出文化差异

对个体心理与行为选择的影响/(中国的留学生!正处于两种文化不同的夹击中#他们与
古老的东方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却又渴求沐浴时新的西方文化#)#确然!澳洲幅
员辽阔!生活着近百个国家和民族的移民!生活于其中的人!自然思维&生活方式各不相
同#在$人种的聚会%$东方人西方人%等文中!作者即饶有兴趣地刻画不同种族&国家移民
的言行!并进而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的行为模式&思维与情感方式进行比较!向读者展示了
丰富的澳洲多元文化图景#

虽然张奥列的整体创作以散文居多!小说仅占一小部分!但作家深知小说的分量!曾
在$澳华文学史迹%中指出!(写小说最见文学功力#)$的确!与散文相比!张奥列的小说体
现出!作者思考&表现生活的力度在不断增强!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编织等方面颇见
功力!对澳华留学生&新移民生活状态与文化心态的呈现&探析也更为深入#$澳洲风流%
收入了大部分小说!这些作品着力描写澳洲留学生&新移民的情感世界!特别是婚恋生活#
作者将之置于不同文化差异&冲突的背景下!描写男女情爱关系中的行为&心理所受到的
文化背景影响与制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误解与不谐!自然!也有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包容!
深刻揭示了多元文化环境中两性关系的复杂与生动#在这些小说中!有些是以第一人称
的视角描写个人的情场遇合!其中的男主人公往往深受东方文化影响!在性心理与行为上
都偏于保守!澳洲前卫开放的性文化让他们感到新鲜刺激!他们对开放的两性情爱关系不
无向往却也时有困惑!如$不羁的爱丽丝%$情人节%"在面对渴望的异国女性时!时常在大
胆自信与犹疑自卑间徘徊!如$将计就计%$潇洒一回%等"有些则书写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跨
国婚恋的失败!如$买房%$我和茱迪%$晚霞之吻%#作者的观察细致入微!笔触简洁流畅却
又不失生动!往往能以寥寥几笔即精准地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体现出对人物心态
的准确把握#部分作品情感浓郁&心理感受描写极为细腻!风格鲜明!如$情到深处%!延续
了郁达夫式浪漫伤感的抒情色彩!是现代文学传统中海外(零余者)这一形象流脉的体现#
此外!更在冷静描摹&刻画悲欢离合故事之外!显示出对人性的理解与悲悯!如$爱在深
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由纯粹的性交易而相识!生理上的相互慰藉&异乡孤独感的共
同体验&对彼此境况的深深同情使他们生出了惺惺相惜的情感#分明是不堪的环境!但性
事结束后!(他望着墙上那面大镜!觉得镜中的男女有点陌生!有点像$圣经%中的亚当与夏
娃)#%从单纯的肉欲冲动&轻佻调笑到温情的逐渐蔓延与生长!从交易关系到相互扶持的
朋友&爱人!小说写得格外细腻&真切#结尾处!(又听说!他们登记结婚了!是在秋天#那
是一个金色的深秋!一个成熟的季节)#&对人物的精准描写!对人性&情爱&婚姻的深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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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使这篇小说体现出独特的风貌#
除描绘留学生&新移民的生活之外!作者也将笔触探入华裔二代的情感世界#在$未

成年少女%$苏菲出走%等篇中!作者描写华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将严肃的文化冲突
主题以轻快的笔触写出!同时又能启人深思#这也体现出张奥列小说的一个特点!即通过
故事性&喜剧性因素的引入!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在生动活泼的情节&轻松随意的氛
围中带出对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差异的思考#这种举重若轻的文学
手法体现了一种较为从容的创作心态!也与作者理解&把握生活的方式有关#即便是在一
些无果而终的悲剧性婚恋故事中!主人公也多半能够很快走出来!而不是一味耽溺于伤
痛#这种洒脱&清新&明快的文风!构成了张奥列文学的另一种风格#

总体来看!描写澳华留学生&新移民&(华二代)在现实环境压力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碰撞中的惶惑与迷惘!以及各自努力挣扎求生存的现状!就构成了张奥列书写澳洲生活系
列的重要内容!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澳洲移民的万般滋味!万种体验尽在其中#)由于作者
对他们的生活较为熟悉!对其在异域生活的复杂心理状态有着细腻体会!再加上文笔的准
确生动!因而读来格外真实可感#可以说!看得真切&写得深刻!是张奥列这一系列作品较
为突出的特色!体现了作者丰富开阔的生活视野与敏锐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对文化差异的
深度思考!为读者了解澳洲移民的生活提供了丰富可感的文学资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奥列的海外日常书写并不仅限于澳洲!还有不少散文是关于欧
美亚的旅行见闻&感受#这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游记!而是以中国和澳洲的生活经历为背
景!对欧洲历史&文化所作的观察与描述!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比较!因而着眼点多在于社
会人文!而非景点名胜!如嗜酒的德意志&与世无争的奥地利&民风淳朴的瑞士&鱼龙混杂
的意大利&风情万种的法兰西等!都是抓住主要特征进行阐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者
的叙述平实自然!富于真情实感!也往往能令读者感受到作者个人经历&学识与眼前观感
的关联!明白其来有自!虽然篇幅并不长!却寓意蕴藉!融知识与见解于一体!可谓(寸幅中
有新见!尺水里有波澜)#这些游记文字记录着作者的足迹与心迹!见证了作者生命的感
悟与成长!与澳洲生活见闻一起!构成了张奥列海外大文化图景的一部分#

二! 文 化 溯 根

除以小说&随感散文等方式描写旅澳华人的现实生活外!张奥列还以纪实性写作&人
物专访等形式追溯澳洲华人的历史足迹!阐发他们在中澳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的重
要贡献!这部分作品主要收入$澳洲名士风采%$飞出悉尼歌剧院%等作品集中!体现了作者
开阔的历史视野&知人论世的独到眼光以及出色的纪实写作能力#所书写的人物对象极
为庞杂!其中!有执着于研究澳洲华人历史及中国文史的学者!如刘渭平&陈顺妍&萧虹&张
典姊等"有文学家梁羽生&黄雍廉&陆扬烈&刘湛秋&洪丕柱等"歌唱家俞淑琴&书法家杜忠
诰等"还有众多商界&武术界名人#他们各自背景不同!经历&性格迥异!但都取得了重要
的成就#张奥列对这些旅澳人士投以热忱的关注!以记者的敏锐与作家的妙笔为他们留
下了一份份文化小传与人物专访!其中很多是年迈的长者!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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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本人生活经验丰富!又曾任记者&编辑!视野宽广!写人纪事冷静通达!但在平实
自然&质朴无华的文笔中却自有一份隽永的情味!更具文学性!(写人叙事用白描手法!简
笔勾勒!稍加点染!就形神毕现!表现出精细的观察与5写真6功夫)#'

从内容来看!其纪人写作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首先!通过材料的取舍来体现写作
对象的独特性!把握其个性特征#张奥列善于在众多的材料中捕捉重点!选取人物生平经
历的重要事件!在彰显其事业成就的同时!生动地呈现对象个性特点!因而能够以简洁流
畅的文字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飞出悉尼歌剧院%一
文记述著名华裔歌唱家俞淑琴经历重重艰难!终于登上澳洲艺术舞台并频频获得国际大
奖!最终为澳洲主流艺术社会所接受#在这篇纪实性作品中!作者在表现俞淑琴求学经历
之艰辛时!特别撷取了若干片段以突出其在面临困难时坚强&乐观&富有好奇心且勇往直
前的个性!更以较多的篇幅描写她在获得悉尼歌剧院(终身艺术家)称号与职位后!毅然放
弃并转而到商业艺术领域且大放异彩#如此!一位在异域闯荡&始终勇往直前&永不止步
的艺术家形象呼之欲出#作者巧妙地将俞淑琴的自述与外界评价融合在一起!生动地写
出了她的个性特色和对艺术的热爱!使读者充分感知到其强烈鲜明的个性#这种注重把
握书写对象性格特点的纪实写作风格也体现在其他篇目中!如$澳华元老李承基先生%一
文#李承基是澳洲华人界的商业领袖之一!其父亲是上海四大百货之一的新新百货创办
人#李早年丧父后继承家业!独力闯荡上海滩!既经历过富贵!也尝过世间冷眼!#$'$年
后出走海外重建家业#对于这样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商界传奇人物!张奥列在访
谈与写作中!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其事业成就上!而是着重探索人物成功背后的心态与性格
因素#其为人处世的低调谦和!早年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和宗教信仰!以及淡泊明志&宁静
致远的传统文化品质等对其所产生的影响!都在字里行间一一呈现!真实可感#

其次!在写作中!张奥列格外注重人物命运与社会发展&历史变迁&文化传承之间的关
系#譬如$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唐人街之王)方劲武见证今昔%一文中!不仅描写
了方劲武的生平经历&地位!且以较多的篇幅讲述了悉尼华人的历史&唐人街的由来!其中
穿插着澳洲华人相关政策的制定&悉尼政府对(唐人街)的认可等历史背景资料!于是!方
劲武的一生成了唐人街沧桑的见证!个体命运与历史&时代的变迁相交织!使得这篇纪实
性人物散文蕴蓄了丰厚的历史内涵#而在$澳洲菜园人生...蔡氏四代悉尼种菜传奇%一
文中!则以蔡姓几代人在悉尼的种菜生涯为线索!兼述澳洲中国菜种植与推广的历史!以
及广东高要人向海外发展的艰辛!描绘出了一幅华人移民在贫苦动荡的环境中求生存&谋
出路!最终在异乡安居乐业&代代传承的动人图景#而在这些历史图景之中!文化传统的
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面#在张奥列笔下!中华文化传统是旅澳华人内心深处的情结!它
融入了华人的血脉!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俞淑琴对民族艺术的热
爱&李承基宁静淡泊的传统文化品质!都成为他们在异乡开拓出事业新境界的重要支撑#
而即便是普通人!文化传统也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重要心理资源#如$澳洲菜园人生%中
的蔡裕权!他#"岁赴澳!是一位普通的菜农!但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者!不仅
在为人处世&子女教育等方面恪守文化传统!还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乡下仔回忆录%#
在这本书中!他将自己的人生幸福归因于(保持了中国人的特征与传统!用中华文化来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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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自己)#(

在张奥列笔下!优秀的旅澳华人们一方面自觉承传优良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
主动接纳&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从而在一己生活天地之外!开拓出丰富的多元文化空间#
他们以巨大的文化热情&积极的行动将自己的丰厚文化底蕴&背景转换为中西文化交流的
资源!不仅在向海外普及中华文化&丰富海外华人文化生活方面作出贡献!也在不同程度
上与所在社会的主流文化相融!推动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他们的存在!是澳华历史
的重要部分!共同构成了澳洲中华文化的多元景观#也因此!在经过了早期的旅澳生活见
闻写作之后!作者说/(现在我则更多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写些与澳洲华人历史有关的纪
实性作品!既想为这些真实的&典范的人物作传!同时也想为澳华历史留下些文字印痕#)
(澳洲的中华文化之旅!沧桑亦悲壮!绝不会被历史所遗忘#))也正因为有这种自觉的文

化传承意识!这部著作不仅仅凸显了个体的丰富&精彩!更因文化传统的厚重&蕴藉&开放
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人在天地间)的大气象!形成了作者独特的传记写作特色#

三! 原 乡 之 旅

在张奥列的旅澳系列书写中!少有对故乡的直接回忆与描绘!但作为一种精神背景的
(故乡)!在其作品中始终或隐或现地存在着!构成了作家观察&感受澳洲社会时的潜在文
化视角与心理资源!这在其对澳洲华人的现实日常书写与历史溯源中都可以见到#而在
最新文集$当金发碧眼遇上黑发黑眼%*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开篇$望月%则直接与(故
乡)有关!这或许是作者身处海外多年后对(故乡)感悟&思考的总结#在这篇散文中!作者
从与大卫&丽莎夫妇的生活交往开始写起!逐渐深入!通过对(望月)(思乡)这些传统文化
符号的不同理解!引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笔锋一转!写早期
赴澳华人辗转几代之后的血缘混杂!带出对血统&血缘&国籍等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并赋
予(乡愁)以新的内涵/在方便&快捷的国际化时代!(乡愁)早已不再是现实的感怀!而成
为一种乡恋&乡情的文化符号#作家写道/(寻找家园!总在路上"追梦追月!其实就是一种
修行!一种坚持#)在这样的视野中!(故乡)不再是具体的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情怀#(返
乡)也不必再是具体的旅程!而是不忘来时路#一种超越性的身份意识由此产生#这种意
识来自跨文化的大视野!它使得作者的书写摆脱了传统(离散)(在地)的对立性思考!而体
现出开放&流动的特征!更富于时代气息#

!"#)年出版的$故乡的云!异域的风%散文集!收录了张奥列自!"""年首次回国以来
的旅行见闻!其中既有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昆明等都市的现代风光!也有历史名
胜古迹&各具特色的侨乡!以及有着浓郁地域风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张奥列笔下!祖
国是熟悉的!但也是陌生的#一方面!部分作品体现了今非昔比&人事尽变的沧桑感!如作
家写曾经生活过的广州&北京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见证这份历史巨变后的失落与欣
喜/(虽然多少有传统文化的失落感!但更多的是现代文明与时俱进的新鲜感和兴奋
感#)*尽管对城市的变化有着复杂情感!但作者依然体会到!虽然到处是纵横交错的立交
桥!老字号也大多改换门庭!但作为精神家园的北京依旧存在#作者写到参访中国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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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馆!以及在钓鱼台国宾馆宴会间的谈话!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建构着我们的精神
家园)#+,-这一对文化血脉的深刻体认!是故乡纪行散文的核心情感#

另一方面!则是对多元中华文化景观深入&立体的呈现#这部分内容以地方乡土风情
描写为主!以丰富&生动的实例见证了中华文化多元共存的宏大气象!不仅充满浓郁的地
方气息!且富有历史与人文的深度!情感也格外饱满丰沛#如游记中较长的一篇$彩云之
南!梦幻之旅%!共分#'小节!以翔实又富于变化的文笔记录了一次#"多天的精彩云南之
旅!横跨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红河(个州区!深入体验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等民族
的风土人情#作家不仅以生动的笔触&出色的写实记叙能力去描绘&呈现美丽迷人的自然
风光&民族风情!而且全方位调动自己的知识&回忆!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融入丰富的想
象力进行创作#于是!腾冲&瑞丽&红河这些令人神往的边地!在作者笔下!不再仅仅是一
个个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人文地理空间!同时也是回忆&现实&想象相交织的深邃立体的
心理文化空间#而在文字风格上!这部分散文也跳脱出以往的平实风格!笔致多变!随描
写对象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致#有时是对探访对象的准确描摹!如在$游走东西南北%
一文中!描写广东侨乡(四邑)之一开平的特色建筑...碉楼!从历史背景到具体结构设
计&建筑背后的故事!以写真的文笔娓娓道来!带领读者细细观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
时则以轻快明亮的笔触描绘节庆习俗与少数民族风情!譬如$与火共舞大凉山%一文!写激
情四射的彝族火把节!以及民风淳朴的凉山热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又或者!以凝练深邃
的文笔叙写边疆风土与文化!将人文景观&历史传说与现实观感融为一体!体现出富有纵
深感的时空层次#这些作品在记述对象与文字风格之间达成了高度的统一与平衡!是张
奥列中外游记散文中的精品#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内部差异性的细致观察与体认!与作者兼具中国与海外
的双重视角有关#正如作者所言/(无论在中国游山玩水!抑或在外国观光探胜!眼前的印
象总与我的生活经历&社会认知叠合融合#)+,.如果说!在描写海外生活时是带有着中国的
生活经验与文化背景印记的话!那么!在记叙中国行旅时!多年海外经历所沉淀下的生命
体验与感知方式则成了另一种参照#如此!作者才能更为深刻地体会中国大地上所发生
的变化!才能领受到当地人对海外华人的热忱情意并倍感珍惜!也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地方
民众努力想要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信念与行动!这种种复杂的感受融合在一起!构成了
故乡纪行系列散文的丰富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现实中多元化(故乡)的书写同
时也呼应了作者所提出的新的(乡愁)理念#身处何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东西方
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提升精神境界!能否在面对异乡及故土时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
收获更加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作者在散文$望月%中引用了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以及白居易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些富于生命智慧的诗句在作家的
笔下得到了充分验证!(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多元内涵的心
理概念#

以上是从内容角度对张奥列文学创作进行的初步分析#除上述三个方面之外!还有
几点值得特别注意!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再具体展开!仅提出供讨论#第一!在张奥列的海
外华人叙事中!有一些为数不多但特别吸引人的篇章!是关于个人家族的故事#这在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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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踽踽台北行%$狮城舅舅%中已有显露!在最新的散文集$当黑发黑眼遇上金发碧眼%中
亦有深化!如$家史合璧%$母亲!您想说什么%两篇散文进一步讲述身世家史!兼及族人在
台湾地区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生活#南洋华人的复杂历史与奋斗过程&与大陆天然的亲
族情感联系以及由此建构出的一种华人心灵图景!构成了另一片值得开拓的文化空间#
第二!张奥列的文学创作与其文学评论的关系#出国前!张奥列已是小有名气的评论家!
赴澳洲后!张奥列先后任职于$自立快报%$华人日报%$澳洲新报%等!他身兼作家&评论家&
编辑于一身!持续关注着澳洲文坛动向!不仅致力于搭建文学&文化交流的平台!且写下了
大量的评论文字!切实推动了澳华文学的传播与研究#其评论文章主要集中于$澳华文人
百态%$澳华文学史迹%两部著作!前者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介绍澳华文学的专著"后者除对
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分析之外!还以大量篇幅介绍澳洲华文文坛的现状!描述澳华文
学的发展轨迹!可谓是澳华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对澳华文坛的熟稔以及开阔&精准的文
艺评论眼光!也影响着张奥列自己的创作#可以说!对澳华文学得失的判断!也在某种程
度上形塑着他对自己创作的期许#正如他在$澳华文学史迹%中所说/(澳华文学的灵魂是
什么' 我以为就是/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包括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
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审视与理解!对多元文化中人的生存行为
的选择!以及移民生存的归宿感#)+,/这不仅仅是对澳华文学的整体判断!或许也同样是对
作者本人创作的一种期许&写照#而创作与评论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深
入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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