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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

(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纯性)与(热性)是其主

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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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是一个民族生态十分复杂'富于多样性

的人群社会$除了地理构造的差异$其人种'民族'语

言'宗教和文化都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从历史

上看$(南洋)处于种族和民族迁徙的(十字路口)$人

们称之为人类广泛交往的(枢纽)与(桥梁)&当地既

存留最早进入(南洋)地区的原始种族人群$又有后

来入迁的多种民族与当地土著结合$形成新族群在

(南洋)生息蕃衍$因而(南洋)各国毫无例外几乎都

是多民族国家$其中拥有
#""

个以上民族的国家有

印度尼西亚$

@"

多个民族的有菲律宾$

>"

多个民族

的有越南$

%"

多个民族的有缅甸等&民族和语言的

多样性带来了(南洋)诸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复合与丰

富多彩$并相互交光互影$各具特色&活存于(南洋)

当地的各国土生人民自然也是面像

各异$精神不一$然而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却有

几点通约性的生动文化性格特质$下面一一解析之&

一$"纯性#类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南洋)人的(纯性)类征表

现在剔除一切(文明)虚饰$按照一种纯自由生命的

心灵状态活存&纯朴'老实'自然是中国现代作家对

他们(纯性)类征的一般归纳$对于此种心性$一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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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表现出礼赞'钦赏的情感倾向$另一些作家则对

(纯性)之反向意味333痴'拙'笨表现出不以为然的

揶揄&

#f

行止衣饰&由于(南洋)属热带气候$(南洋)

人的行路风格便少有穿鞋的$他们大部喜欢赤足

行走%

印尼人爱赤足行路"步履轻轻"仿佛不愿自己的

脚步声惊动了别人"而显出自己的存在来!(巴人

.印尼散记/)

&

#

'

%#@

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和他的身份好

象都是差不多"他们都拖着木板屐"或穿上脚趾全露

的凉鞋"印度人和马来人更是连木屐也不穿"那样随

便地赤着脚板!(陈残云.热带惊涛录/)

他们踱着$谈着"有一个马来女人迎面走来!她

穿着白色窄身短上衣"披着长长的纱朗"赤足"平扁

的橄榄色脸孔"有一颗小黑痣"样子斯文"面带愁容!

(陈残云.热带惊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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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带(文明)束缚的文化现象彰显了(南洋)

人的真朴'纯真和与大自然无冲突的水乳交融生活

情态$而在这种纯(自然)的生命状态中也寄予了一

些中国现代作家的艳羡和褒赞$比如巴人写及印尼

女穿沙笼的美时便几乎灌注了十足诗意的笔墨%

她常常把纱笼结在乳房的上部"露出肩胛和臂

膀"出现在这屋子的前后!印尼女人最美丽的装束"

我认为就是那样的!不论她脸子如何瘦削"毫无美

丽之处"但她这结着纱笼"首先使二个圆肩膀"显出

那样有生命的自然美"而缠着纱笼下来"就可看到紧

扎的腰部与丰满的臂部!再接着是有弹性的坚实的

两只高高地赤露的腿子和腿踵!她随意地走着"与

乡野的自然配合得非常匀称!(巴人.印尼散

记/)

&

#

'

!E$

对(南洋)原生态美的行止衣饰礼赞事实上也表

达了作家对中国德性文化规训太严厉的批判性反

观&(南洋)人崇尚(美)的自然装饰$有时甚而可以

上升到精神图腾的高度$印尼妇女的视(金)不是

(钱)便是很好的典例%

而印尼人苦力妇女们爱带首饰呢"倒不是为的

金子值钱"显示阔绰"谁都知道那是假金饰"谁也不

会因为你有了金饰看重你的身份"而是为了天真的

爱好!他们古老的习惯"并不把金子作为硬通货使

用"而是作为装饰品的!这样的落后社会里的人们"

被夺去了爱好的东西"便也甘愿撕裂爱情的结合!

(巴人.印尼散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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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单纯的自然爱好$印尼妇女不惜(撕裂

爱情)$可见这种(天真的喜好)空前(人类童年)地纯

彻&在常人看来$因金饰品的不得而与男人决裂充

其量表明女人(物质性)的贪财与虚荣$作者却深层

次挖掘出另一文化涵蕴的原始因333(纯)性的民族

古老习惯$显见了巴人文化随笔考察的敏锐与深度$

从而也打消了中国文化窥伺镜城里不必要的(恶)性

解读与无谓迷思&

!f

婚俗女性&在婚俗和女性地位方面$(南洋)

某些地区的土著人也显现出天然纯性的开明色彩$

比如许地山和杜埃笔下的(南洋)女性%

缅甸的风俗"子女的婚嫁本没有要求父母同意

的必要!(许地山.缀网劳蛛/)

&

%

'

##

+菲律宾要比你们中国好!女人在家庭还有一

些地位"就是日本人来了"也不能不装着尊重女人

哩,!

真的0 菲律宾的风俗"刚和我们相反!她们在

家庭中占有管理权"丈夫是要受到不少限制的!男

孩子长大了"便离开家庭出去另外成家立业!而女

孩子长大了却留在家里"把女婿接过来"一家生活到

老!(杜埃.在吕宋平原/)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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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有个尊重妇女的习惯1菲律宾风俗殴打

和污辱妇女是可鄙的1菲律宾法律至少还有这么一

条*殴打妇女是最可耻的行为0 (杜埃.风雨太平

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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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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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的婚嫁不必经过中国式的(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表达的是情恋自由的纯性色彩$没有过多礼

教沉重的拘囚$事实上也是人性解放达至纯美境界

的文化征象$作为与中国婚俗的反向比照$作者许地

山无疑寄注了对中国婚姻观念结构的不满以及冀望

中国向缅甸纯自由婚恋文化进行内在学习&与此同

态意向申衍的是女性文化地位的提升$菲律宾女性

地位根本与中国的(男尊女卑)文化截然相反$依据

他们当地的风俗$妇女在家庭里享有管理者的独尊

威权$而殴打和污辱妇女则是最可鄙的行为$要受到

公序良俗的恶谴$这也是当地人纯性文化的一种诠

显$它没有遭罹男权文化历史积垢的污渎$从而表现

出一种前俄狄浦斯时代的原始纯真生活丰采&

%f

生存过活&在生存过活方面$(南洋)人亦有

简易淳朴'毫无机巧伪饰的从容%

不用床了"学学菲律宾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卧

(杜埃.风雨太平洋/)

&

>

'

@A

菲律宾气候太妙"什么地方都可当床睡觉"除了

雨季!(杜埃.风雨太平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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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这里面的人都是平民化的"不摆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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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罗克凌%(纯性)与(热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的"甚至连有钱的头家也一样!有一些衣饰漂亮$颈

项上挂着大金链"又戴上钻石耳环的女人"也不会装

模作样"象香港女人那样动不动就给人轻蔑的眼色!

因而陈登觉得满舒服"觉得自己并不渺小!杜青松

和他有相同的感觉"他赞赏这平静而淳朴的生活!

(陈残云.热带惊涛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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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羡慕的臆想以外也有反讽的声音$比

如洪灵菲笔下的(南洋)人%

他们过的差不多是一种原人的生活"倦了便在

柔茸的草原上睡"热了便在茂密的树荫下纳凉"渴了

便饮着河水"饥了便有各种土产供他们食饱!他们

乐天安命"绝少苦恼"本来真是值得羡慕的!(洪灵

菲.流亡/)

&

$

'

#""

与上面文字表面意思(本来真是值得羡慕)相

左$隐含作者在文字暗里却反向表达了一种对(南

洋)人不文明生活方式的鄙蔑与不屑$从而彻心彻骨

地维护了中国(开化)文明生活的礼道尊严&然而

(南洋)人貌似无目的性的(疏懒)生活方式呈现的亦

是一种回复自然的高贵情性$这种(疏懒)精神元素

可能正是心灵纯真'清新的氧气$(它的极致就是植

物化%0最高'最完善的生活无非是一种纯粹的植物

化&1植物看来是0一切自然形式中最端正'最优美

的)

-

E

.

$E

$(南洋)人(原人)式(植物化)自然生活方式

的(端正)'(优美)面无疑被作家洪灵菲所盲视与

遮蔽&

Cf

人性观念&在人性观念层面$(南洋)人也大

多表现出纯性的善良与无邪$只是(文明)世界的侵

染使他们的本真心性受到了荼毒$比如巴人在*印尼

散记+中描写了印尼人前期的无机心与后期得到了

私有社会(文明)精神训练后变得(机智)起来的

无奈%

+那没有什么"一切我2扰总3跟你们办好!爪哇

人容易说话"只要你一松一紧"一打一拉"一软一硬"

叫他摸不着你中心"他着急了"事情就落局!再说"

他赌钱输狠了"急要钱呢!,柯先生说!(巴人.印尼

散记/)

&

#

'

!>$

印尼人一般缺少强烈的私有观念!积钱"想从

钱中去生利息"很少印尼人有这习惯"然而为了生

活"私有社会的法则"却开发了他们的机智"需要这

么做"我们没有权利说他们是掠夺了我们的吧!(巴

人.印尼散记/)

&

#

'

!$C

(爪哇人容易说话)'容易上当受骗是人物柯先

生对印尼人心灵(思无邪)的傲慢认知$在柯先生的

自大式嘲讽言述中$作家巴人进行了深度反思$一方

面表达了印尼人(纯心)不再的悲惋$另一方面对中

国人的智巧与聪明也投注了反讽的谴责&无独有

偶$萧乾在其特写*印缅友谊值得争取+一文中也表

达了同样的观念%(甚而前五天记者在滇越车上$还

看见我们的高等难民正心怀敌意地鄙视欺凌同车越

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彻底清除那点天朝的优越感

呢/ 什么时候才识点时务呢/ 一颗真朴的心是不难

争取的$但我们自己须先具备一颗呵6)

-

A

.

#CA

$

#C@

$越

人(真朴的心)便是他们(纯性)的体现$而文化自大

的中国人明显缺匮$作者通过内省式的疾声呼吁再

次肯认了越南人(纯洁)品性的无上可贵$同时也对

中国(夜郎自大)的国民劣根性毫不遮饰地痛下

针砭&

二$"热#性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原像之另一类

征便是(热)性$(南洋)人的(热)性类征通常表现为

三种形态$即热烈'热情与热狂&首先是情性热烈$

他们没有中国人温柔敦厚的含蓄与内敛&以菲律宾

人为例$作家杜埃在其小说*风雨太平洋+中写道%

(菲人比我们活泼乐天$思想上没太多束缚)

-

>

.

%"#

$

思想上自由轻松$自然心性上也无有压迫性挂碍$从

而便没有隐曲遁默的矫情必要$菲律宾人可以完全

展现出他们最(活泼乐天)的直露情怀&此外$菲律

宾人(演说时总是声调激厉的$非常庄重$正如一般

菲律宾中上级干部一样$他们演说时的庄严性$狂烈

性$都有一个共通点$声音战栗而又发出威力$使所

有的听众都肃然起敬&这也许是由于宗教和家长制

的某些影响所致)

-

C

.

!$

$

!E

$(热带的人易动感情)

-

>

.

!#>

$

(谈起政权$一般的菲律宾人都要显露出煽动家的热

情&你随处可以见到$普通的演说者都带有一种令

我们华侨惊异的热情$就好像他们的朗诵诗一样$声

调高昂而凄厉$激动的情感像黄河的水$自半天的高

原倾泻而下)

-

@

.

A

$(正如一般菲律宾中上级干部一

样$他们演说时的庄严性$狂烈性$都有一个共通点$

声音战栗而又发出威力$使所有的听众都肃然起

敬)

-

@

.

!$

22$菲律宾人演说的言辞狂烈而富有感染

力$作者认为乃宗教和家长制所致$菲人信奉从早期

殖民者西班牙移植入境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具有的

神圣威严及布道时的修辞效果影响了菲人演说者的

声气'语调及虔诚感$而家长制的威权也影响了听众

的信从心理$两者的有机合力促成了菲人演说热烈

心性的开达与豁通&其次是待客的热心'热情与过

从的热络$杜埃在*风雨太平洋+中写道%(热情好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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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菲律宾人的传统美德)$(菲人对讨人家的

东西吃$并不觉得有失面子&他们有一种对任何事

情都满不在乎$吃光了再说的性格!有一种互助和好

客的美德$对陌生人也不例外&0你没有的$我给

你&1用不着偿还)$(但菲人就是这样$你送他一点东

西$她总要想法回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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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在

吕宋平原+中$杜埃也有这样的描述%(在平原的村

庄$你还可以看到一种与中国纯然不同的风俗$你无

论到哪个村庄$假如有一家人在做什么节目$或跳舞

会$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那家的主人$你都可以去参

加$你可以安然地毫无愧色的得到一份食物&他们

对客人有一种责任似的$而且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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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

宾人有一种爱客的风俗$当他拿出饭来$你要是推

辞$他是会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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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总而言之$(互助)与

(好客)表达了菲律宾人心胸豁达'与人为善的优秀

内在品质$与中国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节制文化

相比$菲人摒弃一切心理虚矫$以一种开阔而赤裸'

不带任何城府的豪爽明净风格处事$故有(讨人家的

东西吃$并不觉得失面子)'(吃光了再说的性格)'对

陌生人视同熟人一般慷慨施物以及赠必有回的国民

性可爱文化现象&热烈性如若遭遇负面阻遏$其心

理激能便可以转化为爆炸性排山倒海的反抗气势$

这便是(南洋)人的第三个文化特质%热狂&鲁迅先

生曾经在*坟4杂忆+中礼赞过菲律宾的民族英雄黎

刹%(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

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

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
DL\

+6O1K/13U1K[

!匈牙利的爱国诗人
F3:'-1.++L')

!

飞猎滨"今译为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

的厘沙路"今译为黎刹#$333他的祖先还是中国人$

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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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人的(热)性

至此便转为英雄式(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

罗)精神&再比如杜埃*在吕宋平原+中写到的一个

名叫番娜的菲律宾农会妇女部长$她是抗战时期村

里的妇女领袖$她聪明机智$性格豪辣$敢于为人民

说话$具有十分勇敢的战斗精神$因而被村里的乡亲

们亲切地称为(会啼的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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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菲律宾人

(热)性显现的另一生动形象佐证&(南洋)人的(热)

性类征如若偏向(恶)质的一面$有时也会生发出非

理性的不当热狂来$比如狭隘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

义在(南洋)便时有发生$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也作过

毫不掩饰的思想对话实录$以下便是文本中部分菲

律宾人偏执的文化观念声音%

中国人全不是东西"他们一年不知道要寄多少

钱回唐山去"这些钱是什么人的% 全是我们的血汗!

不赶走中国人"我们菲岛的人永远也翻不了身!(司

马文森.南洋淘金记/)

&

##

'

##A

对菲岛的侵略主义"发源自欧洲的西班牙"而后

中国人继承了它!美国人也不是好东西"但他并没

有在菲岛生下根"他们是迟早要被赶出去的"只有中

国人可怕!他们在菲岛国境内不论城市"农村"以至

僻静的去处"都生了根!他们没有拿到形式上的统

治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统治者"比美国还可怕!

因为美国人仅仅拿到政治权"而中国人把持着全国

经济命脉!(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

&

##

'

#!>

这些情绪化声音的历史呈现虽说事出有因$却

几乎皆出于极端'偏激的非理智精神反弹$在另一面

相上也展现了菲律宾人(热)性类征的(非正途)歧向

膨胀&总而言之$以菲律宾人作为个案言说并非仅

只菲律宾人独自所有$(南洋)其它地区的人亦有相

通的性格徽记$(南洋)(热)之地理风候陶养了所有

(南洋)人的(热)性类征$这种(精神气温带)"泰纳

语#人文类征的本色披显内在尖锐地潜涵了无可避

免的正'反题二律背反之心理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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