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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书写与想象

— 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 《二马》

李 扬

[提 要】老舍的 《二马 》 是一部独特的长篇 小说
,

它第一次把中国人里 于西 方文化的

背景之下
,

并且站在中国一东方的立场上主动 书写与英 国一 西方的文化差距和 冲突
,

在中

西文化的冲突和对立 中展现 出东西 方之间的相互书写与想象
。

老舍从普通英 国人的 日常行

为 中敏锐地洞察到了西方 中心主 义与殖 民主义的思 想所造成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心态
,

并以特有的京味语言颠及了西方文化凭借话语建立起来的权力关 系
。

老舍的发现与 20 世纪

70 一8 0 年代兴起的后殖民思想所关注的 问题多有重合之处
,

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独 立思考

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

[关键词 ] 老舍 《二马 》 文化冲突 种族歧视 后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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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

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

如同一把利剑倒悬在全体中国人的头顶
。

这个

古老的文 明古国经过了几百年的闭关锁国
,

变

成了一个巨大的
“

停滞的帝国
” 。

她固执地抱持

着
“
天朝上 国

”

的迷梦
,

逐渐脱离了世界发展

进步的轨道
。

自从 1 8 4 。 年鸦片战争开始
,

中国

在与列强之间的战争中屡遭败绩
,

抱残守缺的

清政府以签订无数丧权辱国 的条约苟延残喘
,

好似一艘在大海的风暴中飘摇欲摧的破船
。

从魏源开始
,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
“

开 眼

看世界
” 。

面对西方的飞速发展
,

从 19 世纪下

半叶开始
,

中国出现了一股旷 日持久的
“

向西

方学习
”

的社会思潮
。

一批批 留学生被派往欧

美 日等发达 国家
,

大量 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
、

观念制度
、

文化知识被视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

药引介进来
,

中国亦随之在中西 文化的 冲突碰

撞中开始了现代性的进程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老舍来到 了伦敦
。

他既没有看到徐志摩眷恋的柔波金柳
,

也没有

看到林语堂推崇的幽默绅士
,

他发现的是处在

中英文化矛盾与冲突之中的中国人的不公正遭

遇
,

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
,

以及隐藏在这一切

背后的殖民主义的思想与倾向
。

作为一个中国

人
,

老舍在伦敦深刻地感受到了英国生 活
、

思

维方式的异质性和作为
“

弱 国子 民
”

的耻辱
,

也敏锐地观察到了所谓帝国文化的强横
、

顽固
、

愚昧和保守之处
。

因此
,

老舍笔下的 《二马 》

担负起了揭示西方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的使命
,

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中展现出东西方之间

的相互书写与想象
。

《二马 》 是老舍在英国创作的第三部小说
,

也是他早期长篇小说的代表作
。

与 《老张的哲

学 》 和 《赵子日 》 靠回忆和想象来描写纯粹的

北京人
、

中国事不同
,

《二马 》 调动了他在伦敦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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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的时间里积累的真实生活经验和感受
,

第一次把中国人置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表现

2 0 世纪 20 年代中英的文化差距和冲突
。

这在老

舍的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
,

也为中国新文学开

辟了一个全新的题材领域
。

老舍声称 《二马 》 中的人和事都是纯粹想

象
、

虚构的产物
,

他的写作动机是
“
比较中国

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
,

…… 注意他们所代表的

民族性
” 。

① 因此
,

在以往解读 《二马 》 的时候
,

评论者关注的重点是老舍在英国文化的对照下

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

对
“

老中国儿女
”

种种

劣根性的讽刺
。

这诚然是老舍写作的主要 目的
,

然而从 《二 马 》 的字里行间中能够明显地看出

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眷恋和珍视
,

即使

西方文明再先进
、

再科学
、

再美好
,

也不能撼

动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 目中的地位与价值
。

这

样的文化态度和立场贯穿了老舍文学创作的始

终
,

虽然 《二马 》 只是他文化选择和价值判断

的初步显示 和萌芽
,

但是在异域文化背景的映

衬下
,

却表现得异常突出
,

耐人寻味
。

与大多数
“

五四
”
先驱者和现代作家不同

,

老舍出国不是去留学
,

而是应邀到伦敦大学的

东方学院任教
。

他以教授者的身份进人英国社

会
、

接触英国文化
,

对以英 国为代表的西方 国

家的态度就不是单向接受的
。

他一方面称赞西

方的秩序
、

文 明
,

肯定西方在科技
、

制度上 的

先进性
,

另一方面也警惕着西方文化对东方 的

压制
、

歪曲和否定
。

对西方文化的冷静考察与

思索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现代文学的

主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

出于一个作家的敏感
,

老舍清醒地看到了

中国人在西方人心 目中的屈辱地位
。

这 固然与

中国贫弱遭受列强欺凌
、

中国人愚弱不争气有

关
,

而西方人顽固的骄傲与偏见更令人震惊
:

放着砒霜
,

出气是绿气炮
,

一 挤眼便叫人

一命呜呼
,

更是 叫外 国男女老少从心里 打

哆嗦的
。

这刻意的夸张想必是老舍最切身的感受
。

绝大

多数西方人并没有到过中国
,

他们对中国人的

这种
“

妖魔化
”

的印象完全来 自书刊报纸
、

电

影戏剧或是街谈巷议
。

在他们看来
,

中国是一

个遥远
、

贫穷
、

野蛮
、

落后的国度
,

中国人是

肮脏愚蠢
、

阴险狡诈
、

异常危险的
。

深刻的民

族偏见在这个最讲究科学和 民主的国家被作为

一种
“

信仰
”
来传播

,

教育人民
,

简直是不可

思议
。

老舍不断地提示读者注意到针对中国的

种族歧视在英国的普遍存在
:

温都太太不愿意
“

让两个中国人在我的房子里煮老鼠吃
” ; 玛力

把老马的茶叶当作
“

毒药
” ; 伊太太认定中国话

是下等语言
,

孩子要是学了中国话
, “
以后绝对

不能有高尚的思想
” ; … … 这样的例子在 《二

马 》 中俯拾皆是
。

古玩铺被砸后
,

老 马 的话登了报
: “

M e

n o s a y
.

M e n o s p e a k
. ” 。

虽 然 老 马 没有这 么

说
,

但是报纸上描写 中国 人的英文
,

必须要

这样
“

狗屁不通
” ,

否则英国人会认为描写得

不真实
。

这是一个
“

生动
”

的例子
,

西方 的

新闻传媒
、

文学创作根本无意 向西方展 示真

实的中国
,

也无意于 扰乱西方人头脑 中已定

型的种种
“

观念
” 。

这
“

观念
”

误导着西方人

的观念和 行为
,

又反 过来规约他们 的传媒和

文学
。

中国人的 形象被一遍遍地污蔑
、

篡改

着
,

而毫无辩解
、

澄 清的机会
。

经过无数次

的以讹传讹
,

中国在西方 就被极度地妖魔化

了
。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的是
,

他们 的经验和

常识竟然是这样得来的
:

外国人 心 中的中国人是
:

矮身量
,

带

辫子
,

扁脸
,

肿颧骨
,

没鼻子
,

眼睛是 一

寸来长 的两道缝儿
,

撤着嘴
,

唇上挂着迎

风而动的小胡子
,

两条哈巴狗腿
,

一走 一 _

扭
。

这还不过是从表面上看
,

至 于 中国人 ①

的阴险诡诈
,

袖子里揣着毒蛇
,

耳朵 眼里

在伦敦的中国人
,

大概可以分作 两等
,

工人和学生
。

工人 多半是住在东伦敦
,

最

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
。

没钱到东方旅行

的德 国人
,

法国 人
,

美国人
,

到伦敦的时

老舍
: 《我怎样写 <二马 >》 ,

曾广灿
、

杨怀斌编 《老舍研究

资料 》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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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

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 眼
,

为是找些 写

小说
,

日记
,

新 闻的材料
。

中国城并没有

什么出奇的地 方
,

住着的工人也没 有什 么

了不得的举动
。

就是 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
,

所以他们 要瞧 一瞧
。

就是 因为中国是个弱

国
,

所以他们 随便给 那群勤苦耐劳
,

在异

域找饭吃的华人加 上 一切 的罪名
。

中国城

里要是住着二十个 中国人
,

他 们 的记 载上

一定是五 千 ; 而且这 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

大烟
,

私运 军火
,

害死 人把尸首往床底下

藏
,

强奸妇女不 问老少
,

和作 一切 至少该

千刀万剐的李情的
。

作小说 的
,

写戏剧 的
,

作电影 的
,

描 写 中国人全根据着这 种传说

和报告
。

然 后看戏
,

看 电影
,

念小说的姑

娘
,

老太太
,

小 孩子
,

和英国皇帝
,

把这

种出乎情理 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 里
,

于是

中国人就 变成世界上 最 阴险
,

最污 浊
,

最

讨厌
,

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

如果说一般的英国人对中国有误解
,

可 以

归咎于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歪曲和诬蔑
,

那么 去

过中国
、

真正接触过中国的英国人仍然对中国

人存有偏见和歧视
,

则能够更为深刻地体现出

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在英国人头脑中

的根深蒂固
。

老舍说过
, “

英国的普通学校里教

历史是不教中国事的
。

知道中国事的人只是到

过中国做买卖的
,

传教的
” 。

《二马 》 就恰恰描

写了这两种典型
:

亚历山大和伊牧师
。

亚历山大由于到中国做生意
,

变得粗俗不

堪
,

令人生厌
。

殖 民主义的思想竟然彻底地改

变了这个英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

使他完全抛弃

了英国的礼貌和风度
。

中国在他的心 目中
,

是

一个没有必要做文明人的地方
,

可 以供他肆意

发泄野蛮兽性
。

在所谓
“
高等文明

”
的面纱之

下
,

隐藏的是一副粗鄙丑恶的嘴脸
。

作为上帝使者的伊牧师
,

在中国传教 20 多

年
,

是
“
一本带着腿的

`

中国百科全书
’ ” 。

然

而他鼓动老马去英国
,

热心地帮忙
,

只是 为了

向英国人展示他传教的功绩
。

他内心充满了狂

热的殖民思想
,

英国的殖民扩张行为与他真诚

信奉着的宗教竟然达成 了惊人的统一
:

肮脏落
1 2 6

后的中国要靠英国来拯救
,

只能把 中国变成英

国的殖民地
,

由英 国来统治
。

至于 中国人现世

的苦难
,

他从来不提
,

大概认 为这是上帝的安

排
,

中国人注定要承受吧
。

伊牧师的太太跟随伊牧师去中国多年
,

但

结果是使她更加看不起中国
。

老舍用充满嘲讽
、

贬抑的语气
,

把她塑造成 了一个强势
、

虚荣
、

愚昧
、

庸俗的极为漫画化的形象
。

在老舍小说

的形象系列里
,

这代表他最反感
、

最厌恶的人

物
。

这个丑陋
、

无知又粗俗的英国女人
,

在英

国属于下层平民
,

没有社会地位
,

只能嫁给贫

穷的伊牧师
。

但在她的头脑里等级思想
、

种族

观念却是天经地义的
。

她仗恃 自己在中国生活

过的经历
,

号称懂得
“

中国人的灵魂
” ,

可是她

根本就拒绝去接触
、

了解中国人
,

只是在顽固

地坚持她愚蠢的偏见
。

相比之下
,

温都母女比较感性
,

在与二马

父子朝夕相处的一年生 活中
,

她们逐渐改变了

对于中国人的误解
,

发现即使用英国人的标准

来衡量
,

中国人也是有许多优点的
。

她们对二

马父子表现出了明显的好感
,

温都太太甚至差

点爱上了老马
。

但即使温都母女都很善 良
,

她

们也不敢
“

冒天下之大不题
”

去接纳二马
。

囿

于社会成见
、

民族感情和对女儿幸福的希望
,

温都太太痛苦地拒绝了老马
。

对 于二马来说
,

种族偏见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

使他们无法

融入英国市民社会
,

更不用说谋求发展了
。

在

英国
,

中国人永远都是不受欢迎的异乡人
。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

中国从来都没有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
。

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在某

些特定的区域 (如租界 ) 内
,

才享有类似在殖

民地的权力
。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帝国 主义国家

从殖民主义的思路出发来对待中国
,

以种族主

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实施文化霸权
。

这种

隐性的文化侵略与霸权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殖

民主义理论兴起之后才逐渐得到中国人的普遍

发现和关注
。

处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
,

西方的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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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普遍意义上得到了大众的接受
。

而大多

数学人在致力于以西学改造中国时
,

却没有意

识到西方文化霸权阴影 的笼罩
。

现代作家在作

品中探讨中国人国民性的落后
,

希求用西方人

性
、

人道主义的观念改造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

老舍也未尝不为中国的问题所困
,

但是在英国

从教的经历使他能够从文化矛盾和 冲突的角度

来审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地位和关系
。

在后殖民

理论的视野中观照 《二马 》
,

会发现老舍看到了

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讨论的一些问题
,

并

且提早了近半个世纪
。

可以说
,

老舍的 《二马 》

是关于后殖民理论的一个超前的文本呈现
。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曾分析西方的殖

民文化心 理
,

他们认为理性
、

发展
、

人道
、

高

级的西方和反帝
、

不发达
、

低级的东方之间存

在着绝对和系统的差别
。

这种建立在现代性基

础之上 的善恶对立模式
,

先验地规定 了西方与

东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

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
。

西方以其强大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实力

支持它对东方国家的影响或统治
。

后殖民主 义根据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理

论
,

认为东方主义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

而是

一个权力的问题
。

西方国家对东方的认知和态

度并不取决于它们对东方了解的程度
,

西方人

的东方学也并不是要得到关于东方的真理性的

认识
,

而是
“

要通过 一种关于东方的言说
、

书

写
、

知识
,

以真理的形式去定义一种有利于西

方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全球性关系
” 。

① 知识本身

就是权力
,

如何判定知识成为知识
,

以什么作

为检验知识和非知识的标准
,

都是权力运作 的

结果
。

西方的价值观念
、

思维方式
、

检验标准

等都在进行全球性的经济
、

军事
、

政治
、

文化

扩张的过程中被作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推广到

了东方
。

这不仅为西方的殖 民扩张提供了充足

的科学解释和理论支持
,

而且严重地削弱了东

方文化的主体性
。

东方在理论上成 为了西方
“

创造
”
出来 的一个非西方的世界

,

一个
“

他

者
”

的世界
。

东方学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权力性质的话语
。

很明显
, “

建立在政治
、

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

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
” 。

②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
,

中国被动地进人现代性的进程
。

与处在上升时期的西方相 比
,

中国在政治
、

经

济
、

军事
、

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处于弱势
。

因此
,

在进人现代世界的开始
,

中国是在学习

西方先进的经验和知识
,

为西方的话语所主宰

和牵制
。

在他者话语的遮蔽下
,

中国自身的话

语受到极大的压制
,

逐渐丧失说话的权力 和

能力
。

老舍则断然拒绝了西方强加于中国的这种

处境
。

《二马 》 主动书写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

坚

定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书写和想象西方
。

最

突出的表现就是老舍拒绝西方话语的影响
,

坚

持以纯熟的北京白话作为叙述语言
,

用独特的

话语展现了一个 中国人眼中的伦敦市井社会
:

保姆
,

他叫做
“

奶妈子
” ;
英国硬币

,

他 叫做
“

铜子
” ;
英国的街巷

,

他叫做
“

胡同
” ; 出租司

机
,

他叫做
“

赶车的
” ;
留声机

,

他叫做
“

话匣

子 ,’; 度假
,

他叫做
“

歇夏
” ; 洋娃娃

,

他叫做
“

小布人
” ; 商店

,

他叫做
“

铺子
” ; 顾客

,

他叫

做
“

照顾主儿
” ; …… 从这些典型 的词汇可以看

出
,

老舍没有使用欧化语言去塑造西方城市的

形象
,

而是用这些原生态 的
、

带着土味和市井

生活气息的语言把伦敦变成了 中国人熟悉的老

北平
,

造成了一种既陌 生又 熟悉 的阅读效果
。

这在事实上彻底颠覆了西方文化凭借话语建立

起来的权力关系
。

《二马 》 写于 1 9 2 9 年
。

五 四新文化运动之

后
,

现代白话取代了文言
,

但是如何用白话写

出优美的文章
,

使 白话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民

族语言
,

当时的文坛正在探索之中
。

许多现代

作家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

语言
“

欧化
”

的风

气很盛
,

语句繁复
、

洋味很重
。

老舍在系统地

阅读了西方文学名著之后
,

却认为简劲 自然的

文字才是最好的文字
: “

文艺风格的劲美
,

正是

仗着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
,

而不必花枝招展
,

华丽辉煌
。 ’ ,③ 要

“

烧出白话的原味
” ,

老舍注重

张法
:

《论后殖民理论 》
,

《教学与研究 》 1 9 9 9 年第 l 期
。

萨义德
: 《东方学 》

,

三联书店 1 9 9 9 年版
,

第 49 页
。

老舍
: 《我的

“

话
, ,

》
, 《老舍论创作 》 ,

上 海文艺出版社

19 8 2 年版
,

第 2 0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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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

句子的顺当与否
,

和字眼的是否妥当
” 。

①

老舍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在文学作品中代

表话语权与立场的特殊作用
。

《二马 》 不仅在语

言风格上追求简单
、

平易
、

通俗
,

力避欧化
,

还让京味的语言渗透进了对英国人心理
、

精神

的想象
,

更加凸现了中国立场
。

他笔下的英国

人都说着漂亮的北京话
, “

至不济
” 、 “

新新
” 、

“

成全
” 、 “

自幼儿
” 、 “

自要
”

都是地道的老北京

话
。

老舍不模仿西方人说话的腔调
、

声态
,

反

而让他们的行动言谈都向中国人靠拢
,

即使是

他们内心的思想感情也以中国的方式表达出来
。

于是
,

建立在西方话语基础上的等级差异和种

族主义的思想也被彻底地颠覆了
。

老舍有意让英国人说北京话
,

让英国人按

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思想
,

这绝不仅仅是一

种调侃
,

或刻意增加小说的幽默因素
,

而应当

隐含着作家的文化意图
。

在 《二马 》 中
,

英 国

人与中国人不同的 只有相貌以及骄傲 自大的民

族性格
,

种族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差别
。

《二马 》 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
,

发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珍贵价值
,

中国人的 自

尊
、

自信
、

自强通过老舍独特的话语体系
,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现代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动

摇的地位
。

老舍在 《二马 》 里坚持了对民族文化的 自

信心
,

以质疑
、

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
,

在

进行严肃的国 民性批判的同时
,

对 中国传统文

化仍倍加珍视
。

这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与现代文

学主流产生了偏离
。

这个特点的养成与老舍的生 活经历与性格

品质有很大关系
。

老舍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的

满族旗人家庭
,

自幼失枯
,

尝尽了社会底层人

民生活的艰辛
,

也浸染了平民百姓勤劳淳朴的

性格与北京 文化丰富深厚的品格
。

他由于偶然

地受到接济
,

才有机会上学接受教育
,

从而改

变 了他成为贩夫走卒的命运
。

老舍这样谈到他

的性格
: “

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系的
。

因为

穷
,

我很孤高
,

特别是在十七八岁 的时候
。

一

1 2 8

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 自沉思
,

而每每引起悲观
。

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
,

我是个悲观者
。

我不喜

欢跟着大家走
,

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
,

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
,

我只好冷笑
。

赶

到岁数大了一些
,

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
,

于

是连 自己也看不起了
。 ’ ,

② 由此可见
,

他很早就

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

不轻易相信宣传和书

本
,

而是相信 自己的眼睛和头脑
。

这不仅使他

在思想上早熟
,

还赋予 了他坚定的民间立场和

平民心态
。

五四运动爆发时
,

老舍 20 岁
,

正是热血青

年
。

但他没有像大多数年轻的学生一样走上街

头宣传
、

示威
,

而是个
“

旁观者
” 。

这不仅因为

他那时的身份已经是教师
、

小学校长
,

更因为

他在思想上的成熟和冷静
。

老舍从未把 自己当

作青年知识者
,

也从未想过凭借知识充 当大众

的精神导师
。

他 自认是大众的一员
,

是一个读

过书
、

认了字
、

会写文章的普通人
。

目睹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
,

作为有良

知与爱国精神的中国青年
,

老舍和五四运动中的

青年学生们一样义愤填膺
。

但他意识到
, “

安放不

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

的中国是最没有希望的
。

虽

然没有高深的理论
,

但在英国的生活经验和近距

离观察给了他最直接的触动
,

得出了他的
“

读书

救国论
” : “

好好的念书
,

不用管别的 ! …… 空暴

躁一回
,

能把中国就变好了吗 ? 不能 ! 当国家乱

的时候
,

没人跟你表同情
。

… …人家看你弱就欺

侮你
,

看你起来革命就讥笑你
,

国与国的关系本

来是你死我活的事
。

除非你们把国变好了
,

变强

了
,

没人跟你讲交情
。

…… 只有念书能救国 ;
中

国不但短大炮飞艇
,

也短各样的人材 ; 除了你成

了个人材
,

你不配说什么救国不救国 !! 现在你

(指马威
,

笔者注 ) 总算有这个机会到国外来
,

看

看外国的错处
,

看看自己国家的错处
,

……然后

冷静的想一想
。 ”
这里明确表达了老舍对于中国前

途和命运的看法
,

他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中国青

老舍
: 《我怎样写 (二马 > 》 ,

曾广灿
、

杨怀斌编 《老舍研究

资料 》 (上 )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 8 5 4仁版
,

第 5 3 4 页
。

老舍
: 《我的创作经验 (讲演稿 ) 》 , 《老舍论创作 》 ,

仁海文

艺出版社 1 9 8 2 年版
,

第 2 02 页
。



李 扬
:

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书写与想象一一后殖民理论视野中的 《二马 》

年人的身上
。

他们是扬长避短的一代人
,

在博采

中西文化之长的同时
,

不但摒弃了
“

老中国儿女
”

的国民性弱点和劣根性
,

也能警惕西方文化的缺

点和错误
。

这是老舍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状态
。

老舍对国家
、

民族立场的坚持态度不仅仅

体现为对民族语言的艺术探索
,

更体现在他对

中国文化和 民族精神的自觉维护与发扬
。

正是

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珍视与热爱
,

老舍在面对文

明程度更高的英国文化时才能一直保持必要的

冷静和客观
。

他并非拒斥西方文化
,

而是不 以

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
。

他以一种冷眼

旁观的态度
,

对英国文化进行思考和审视
。

在

他看来
,

英伦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存在很多问

题
,

如顽固保守的大国心态
、

刻板僵化的礼仪

规范
、

年青人浮躁不读书等等
。

因此
,

西方人

在文化方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

中国人也不应

盲 目自卑
。

老舍也注意到不应以西方的思想观念来完

全代替中国固有的世界观
、

价值观
。

如果 以西

方为标准来衡量 中国
,

那么 中国的落后
、

失败

就是绝对的
。

处于西方文化霸权的统治之下
,

中国文化会在全面 的压制下丧失独立 生存
、

发

展的空间
,

失去其有着独特价值与意义的部分
。

这不但对于一个文化古国是莫大的屈 辱
,

而且

是任何一个独立 自主的民族文化主体都不能容

忍的
。

老舍生 活的时代先于后殖民理论兴起
,

他

不可能提前接触到那些西方理论
。

然而作为一

个富于民族感情和独立精神的作家
,

老舍敏锐

地意识到了中西方在接触和交流中的不对等状

态
,

并在他的小说中把这些问题形象地表达出

来
,

非常难能可贵
。

《二马 》 所进行的文化思考

和探索不但丰富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
,

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

〔导师赵稀方教授点评〕

李扬同学的 《东西 方之间的相互 书写 与想

象—
后 殖民理论视野 中的 <二马 >》 一文

,

透

过对老舍小说 《二 马 》 的解读
,

提 出 了一 个 中

国现代 文学
“

现代性
”
与

“
殖民性

”
的 关 系问

题
,

具有独到价值
。

由于为 自己的研 究对象所

局限
,

在
“
西 化

”

—
“

现代 性
”
的 追 求 中

,

殖民性的问题往往被忽略
。

李扬具有西方后 殖

民理论的素养
,

又有出 色的文本解读 能力
,

这

使她看到 了别人没有看到的 问题
。

我认为
,

这

个问题的推 出
,

对 于推动 中国现代文 学研 究具

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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