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 &"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 +++, -./01234, 5-/ , 67/, 81 * 4.8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

［作者简介］张德明（<%=# $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

与文化研究。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张 德 明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

［摘 要］在“帝国主义文本化”的过程中，语言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语

言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得到保证和强化。加勒比英语作家在经历了对西方文学经

典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舌头”（语言），通过克里奥尔语整合了该地区异质性的

文化，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加勒比作家做出的努力和尝

试，对于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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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 世纪 ;" 年代理查德·罗蒂提出“语言学转向”（ 3C1D/C4(C8 (/01）之后，语言问题在 !"
世纪西方文学和批评中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索绪尔和巴特尔、德里达和拉康成了当代学人

必谈的对象，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成了 !" 世纪的热门学科，“解构”、“非中

心化”、“表述危机”等关键词在学术期刊上频频出现。但语言不仅是人类的家园，也是民族文

化身份的表征。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语言问题并不完全就是人类的语言问题，而表述危机也并

非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特有的现象。事实上，!" 世纪 ;" 年代以来，在广大的属于第三世界的

后殖民社会及后殖民文学中，有着一系列另类的“语言学转向”问题，它们虽与西方的“语言学

转向”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却源自本民族文化面临的当下的问题性，既具有自身的文化价值，又

对处于西方强势语言与文化压力下的第三世界当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即以

国内学术界关注相对较少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为典型例证，讨论后殖民文学、本土语言意识与文

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帝国·语言·霸权

加勒比后殖民文学中语言问题的由来正如后殖民理论本身一样，建立在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欧

地区征服和殖民这个“历史事实”上［<］（),!）。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

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

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

融合的十字路口。由于加勒比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自新大陆发现以来，它就

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控制、掠夺和争夺的对象。西方殖民者进入加勒比地区后，本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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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大批来自非洲的奴隶被强行迁

入甘蔗种植园；在奴隶制废除后，来自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契约劳工又被大量输入加勒比地区，形

成该地区种族、语言、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混合杂交性。

按照后殖民批评的观点，帝国主义的霸权一方面是通过军事冲突、民族迁移和对财富的探

求等强力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文化表征”（*+,-+"#, "./".&.0-#-(10 ）的过程。“对一块

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力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像的领导权

的问题。”［2］（/34）帝国主义是通过无以数计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

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在“帝国主义文本化”的过程中，语言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

色。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就直白地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5］（/3627）。伊比利

亚语文学家佩拉约（8#*.,(01 8.0.09.: ; <.,#=1）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到了语言与帝国之

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他将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视为具有特权的语言，认为这些

语言“从它们由以生长的地方穿过广阔的地域，扩展了帝国的版图”。他并且将西班牙语和英

语在美洲的扩张与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古典时代的扩张作了比较，在他看来，西班牙语美洲文学

反映了“西班牙人的天才”，并从“我们至今仍然在控制世界事务上占有二等地位”这个事实中

引申出一种帝国的安慰［5］（/3627）。

宣扬西方语言优势论是帝国主义从心理上征服殖民地人民的重要文化策略之一。以欧洲标准

来衡量，被殖民者的语言不是“糟糕的”（)#9），就是“破碎的”（)"1%.0）。至于文学则更是白人的特

权。早在 6> 世纪，康德就认为黑人和白人在心智能力方面的差异，就像他们之间在肤色上的差异

一样大；在黑格尔看来，非洲人之所以沦为次等人种，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写作和感知系统，不能掌

握欧洲语言中的那种写作艺术”；英国的麦考莱勋爵宣称，“一个标准的欧洲图书馆中的一个书架就

比所有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更有价值”［5］（/3624）；《人性论》的作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姆则相信，“黑

人，以及一般地说其他种族的人⋯⋯肯定低于白人”，当他听说有一位牙买加黑人表现出文学才能

时，不以为然地说，“那充其量不过像一只鹦鹉学舌，能发几个清晰的音罢了”［5］（/3627）。

在帝国主义向加勒比地区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欧洲语言优势论得以物质化和体制化，变成一系

列可实际操作的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制度。为了控制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和言论，消解其反抗意识，

抹杀其民族记忆，殖民主义者将来自同一地区、操同一语言的非洲奴隶分为不同的小组，将欧洲语

言强行植入奴隶的语言中。尽管奴隶在种植园中还是经常说非洲语言，但在欧洲人占统治地位的

西印度社会，它们被系统地打了折扣（9(&*1+0-.9），至少在官方场合已经被欧洲语言、文化和历史所

取代了［?］（/36@）。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还在殖民地强行推广西式教育，将西方文学经典文本输入西

印度社会。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回忆，他们就是在背诵华兹华斯的《咏水仙》或阅读狄更斯的长篇

小说中度过他们的少年时代的，尽管西印度群岛既没有水仙花，也没有伦敦雾。

长此以往，殖民地人民的话语权和自我阐述权就被西方殖民者剥夺了。甚至殖民社会的历史

也只能通过欧洲人之口被叙述出来。A3 B3奈保尔通过其小说《河湾》中的主角萨林姆说的一番话，

道出了殖民主义语言霸权与殖民地人民普遍的表述危机之间的联系：

我自己的家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阿拉伯

人当年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上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作了

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加尔各答；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

的使用者就是我们波斯的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都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

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

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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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仿·失语·诅咒

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文学创作始于对西方文学经典的模仿。在英式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

们普遍认为，只有用标准英语写就、亦步亦趋模仿西方文学程式结构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

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当代巴巴多斯诗人、作家卡莫·布莱斯维特（!"#"$ %&"’()"*’）指出，在

殖民文化教育体制下出现的怪事就是，人们对英国国王和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

得还要多。人们不去描写加勒比地区每年发生的飓风，而去描写根本没有见过的下雪的经验，甚至

写出“雪落在甘蔗田里”这样可笑的诗句［+］（,,-.+/ 0 .+1）。

.2 世纪 /2 年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一些作家，如牙买加的雷德

凯姆（34# 5678"#）的创作混合了对不列颠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反映了“政治归属”和“情感

归属”之间的矛盾，显示出一种朦胧的本土意识［9］（,-/:）。另一些作家则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经验和

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语言之间发生了脱节和断裂：殖民地的本土经验无法用一种强行输入的

外来语表现出来。;- <-奈保尔在《茉莉花》一文中回忆道：

一位老夫人折了一枝花给我。我将它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嗅着

它。茉莉花，茉莉花。但是词语和花之间在我心中是脱节的。它们不能同时出现。［=］（,-/）

奈保尔熟悉茉莉花的气味，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那属于另一个语境：茉莉花是书本上的一

个词，是从枯燥的植物学中引出来的一个词。正如当代加勒比评论家威斯（3*#4’(> ?- @6*AA）指出

的：“（茉莉花）这种植物生长在西印度群岛，它的名字却属于他（;- <-奈保尔）所受的英国式教育和

他的浪漫的文学野心的一部分。对 ;- <-奈保尔来说，花与词语之间的脱节实际上标示了殖民地世

界与具有‘蒸馏’、‘歪曲’之权力的英语之间的鸿沟；标示了被大西洋分割的群岛之间的距离，以及

他的殖民身份与他想成为都市作家的渴望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体现了“给予意义的帝国中心的权

威与 ;- <-奈保尔的殖民经验和理解之间的鸿沟”［=］（,,-/ 0 1）。

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B&"86 C*8(4DA）的一首经常被人引用的诗表达了后殖民作

家普遍的“失语症”：“我越过了大洋 E我失去了我的舌头 E从那古老的根上 E一种新的根已经生

长。”［F］（,-G/G）在这首短诗中，诗人有意利用英语中舌头和语言（’4HI$6）的双关性，暗示了失语给殖民

地作家造成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痛苦：因为语言与生存之根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的失去意味着后

者的断裂，族群的记忆在民族大流散（7*"A,4&"）中迸裂为碎片。

如何在殖民者强行植入的欧洲语言和本土语言中进行选择，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语言）和介

入世界文化主流之间保持平衡，成为加勒比后殖民作家不得不关注的核心问题。沃尔科特在《绿

夜》（GF+.）中的诗句道出了后殖民作家面临的语言困境：“我怎能作出选择 E在我所爱的这个非洲和

英语之间 E是对两者都背叛 E还是把它们给与的统统归还？”许多加勒比作家将莎士比亚《暴风雨》中

普罗斯佩罗（J&4A,6&4）与卡列班（K"D*L"H）的关系解读为殖民主义者与原住民的关系：普罗斯佩罗从

米兰来到荒岛，征服了原住民卡列班，并且教会他说欧洲语言，只是为了控制他，使唤他。而被外来

者强占了荒岛并沦为奴隶的卡列班的反抗则是：“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的好处就是懂得了怎么样

诅咒。”［G2］（,-:.F）事实上后殖民作家正是在学习西方殖民者提供的语言和经典的同时，学会了用后者

的方式进行“诅咒”。布莱斯维特宣称：“如果说普罗斯佩罗创造了语言的牢房将卡列班囚禁其中，

那么卡列班的责任就是从中开出一条道路来。他能够开辟的惟一的道路就是返回他母亲，塞克罗

克斯的语言。”［=］（,-G==）一些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所谓的“破碎的”语言作为反抗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

中心和理性结构的工具。正如《加勒比文学读本》的编者阿利森·多奈尔（MD*A4H N4HH6DD）等人指出

的：“在加勒比文学中，破碎性被视为语言实验的工具，文学的转喻，历史和经验的范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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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诗人吉米·兰德在一首题为《敲门，敲门》（!"#$%&"#$）的诗中有意运用了原始（!"#$#%#&’）

的声音模式：“(’ )*+ ,*+ * +-’’! #. $’ /’0 1 )’. * .23 42$’ !5. $’ 022" 1 /"#67% *.0 ’*"-8，,2" 0*8 $2".#.6 1
/’,2"’ 0*). /"53 1 9243 .243:.243 .243 1 /*022$/*022$ .243 .243 1 /*022$/*022$ .243 .243 1 /*022$/*022$
.243 ;*022$/*022$ .243 1<72 0*%；* )72 0*% .243？”这首诗有意打破标准英语的规范，如将第一人称

主语和所有格全写成宾语形式的“$’”，似乎是在强调殖民地人民所处的宾格（从属）地位；为了强

调口语效果，许多单词（如 /’0"22$、3.243、/"’*3）有意被误拼或漏拼，等等。大卫·戴比迪（=*&#0
=*/80’’.）指出，上述这类诗歌在语言的运用上与黑人意识难解难分，殖民主义者强行推广欧洲语

言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他者”经验殖民化，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学感觉范围内，以便更有效地实行殖民

统治；而后殖民作家用活生生的黑人土语写活生生的本土题材，本身就是对英语经典的一种颠

覆［>］（!?@AB）。

种种事实说明，“对于后殖民话语来说，语言是基本的斗争场所，因为殖民的过程本身是从语言

开始的”［A］（!?BCD）。如果说当代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号召突破逻各斯中心“语言的牢房”，那么，对于后

殖民作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牢房，建立起本土语言的文化地位。

三、克里奥尔语·民族语言·文化身份

法兰兹·法侬在《白皮肤，黑面具》中指出，语言是建立加勒比身份的中心事件。作为一个精神

分析学家，他发现外来语言在引发当地原住民的精神疾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帝国主义的语言对加

勒比人民有着特殊的影响。在被殖民的非洲国家中，本土语言和外来的欧洲语言之间发生了剧烈

的冲 突。黑 人 被 要 求 说 标 准 英 语 的 同 时，也 贬 低 了 他 们 自 己 的 语 言。在 这 种 语 言 中，“黑

鬼”（.#66’"）一词既指体质性的，也指动物性的，而“白人”一词则是道德性和智力性的［E］（!?ABF）。布莱

斯维特指出：“正是在语言中，奴隶也许真正被其主人成功地奴役了，但也正是在使用（误用）这种语

言的同时，他也许进行了最有效的反抗。”［E］（!?ABF）这种语言就是克里奥尔语。

克里奥尔语起源于 AC 世纪末，是从加勒比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的语言与文化现象。

在种植园中，殖民主义者禁止奴隶说非洲土语，就像《暴风雨》中的普罗斯佩罗禁止卡列班说土语一

样。为了生存和斗争，奴隶们需要发明一种既能允许他们对付殖民主子，又能在自己人中间进行交

流的“潜语言”（+5/$’"6’ -*.65*6’）。克里奥尔语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法侬认为，从殖民者语言中

创造出来的克里奥尔语，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存在的方式”，因为“每一种方言都是一种思想方

式”［E］（!?ABF）。在克里奥尔语中，词语意义往往更多地依赖“能指”（音调的高低和节奏），而不仅仅是

“所指”（抽象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奥尔语从整体上渗透了西印度社会。它为来自不同种

族文化背景的奴隶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其形式也随着使用者的不同而变化。

克里奥尔语出现之初被殖民主义者视为一种“退化的英语”。但是，特立尼达的中学校长

G ? G ?托马斯早在 ACHE 年出版的《克里奥尔语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指出，克里奥尔语不应被看

作是退化的英语，而应被视为语言的进化，因为它有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E］（!?ABF）。克里奥尔语

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BF 世纪初，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I-*50’ (43*8）和路易

斯·班内特（J25#+’ ;’..’%%）率先在文学中运用了克里奥尔语，为克里奥尔语独白体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其 AEKC 年发表的系列十四行诗《群岛故事集》第 K 章的开

头，成功地运用了经过改造的克里奥尔语，成为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在小说方面，特立尼达

小说家撒缪尔·塞尔文（L*$5’- L’-&2.）创作的《孤独的伦敦人》（AEKH），首次在整部小说中运用了克

里奥尔语。一位评论家指出：“这是西印度文学中一位作家首次成功地将加勒比语言，包括它的精

致和微妙的韵律带入书页，既不是作为奇珍异宝，也不是作为异国情调，而是如同阳光般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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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语言突然发现了它自己的叙述语言。”［!］（"#$%&）大卫·戴比迪（’()*+ ’,-.+,,/）说，克里奥尔语

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因为克里奥尔语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

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0］（"#1$2）。在他看来，现代的“卡列班正在撕破普罗斯佩罗的魔术书

页，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顺序重新编排之”［0］（"#323）。女作家荷洁（4,56, 78+9,）直

接而动情地呼唤加勒比人运用克里奥尔语作为“增势”（,:"8;,5*/9）的工具：

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

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0］（"#$3）

尽管有不少作家和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克里奥尔问题，但对克里奥尔化作出明确解释，并

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的，当归功于当代巴巴多斯诗人、小说家和理论家卡莫·布莱斯

维特。$!0! 年，布莱斯维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率先亮出了“民族语言”（/(<*8/ 6(/9=(9,）的大

旗，肯定了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土语的文化地位。在他看来，民族语言与方言土语之间存在着

紧密的联系。加勒比本土文化的核心就是克里奥尔化的语言与文化。按照布莱斯维特的说法，“克

里奥尔化”是指对加勒比地区现存的四种文化携带者（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及东印度人）

之间相互作用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在新大陆创造出新社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描

述和解释。克里奥尔语既是一种无力的语言（因为它没有官方地位），又是一种有力的语言（因为它

具有强大的颠覆潜力）。运用克里奥尔语或民族语言，就是承认来自非洲的残存的口语传统的活

力，承认充满地域色彩的本土民间文学，从而将碎片化的加勒比经验整合起来，达到文化身份认

同［$］（""#3>! ? 3$3）。

按照布莱斯维特的总结，民族语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口语性。在他看来，诗歌和文化

本身不存在于词典中，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口语传统中，因此，必须强调声音模式在传达意义上所

起到的作用。声音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的附加物，而是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声音也就失去

了一部分意义，因此，布莱斯维特强调诗歌的朗诵性，认为只有朗诵才能保留口语的鲜活生动性。

其次，民族语言是一种整体的表达（<8<(6 ,@"5,AA*8/）。阅读是个人化的、与世隔绝的活动，而口语则

依赖于观众的共同参与。诗人创造的声音需要听众作出反应，然后再回到诗人自身。因此，意义是

一个全民共同创造的连续的过程，通过这个过 程，全 民 的 经 验 和 情 感 融 为 一 体，达 到 集 体 认

同［2］（""#%0$ ? %03）。不难看出，布莱斯维特的这种观点与当代美国黑山派诗歌主将奥尔森提出的“放

射诗”（"58B,C<*8/ "8,<5.）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处在于，布莱斯维特主要是从建立民族文化诗学的

角度出发考虑诗歌口语问题，奥尔森则更多地从诗歌语言实验的角度入手强调诗歌能量的放射问

题，从根本上说，两者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诗歌形式实验上，布莱斯维特号召打破自乔叟时代以来的五音步抑扬格英诗格律传统，而代之

一种以口语为基础、适合于表现加勒比自然环境和经验的韵律节奏。加勒比具有非常丰富的民间口

语文化传统，既有来自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的，也有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口语文化传统。来自东非的奴

隶和来自印度、中国的契约劳工们在踏上横渡大洋的帆船的同时，也把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带上了加勒

比群岛。在特立尼达，一直流行一种名叫卡里普索（C(6."A8）的小调，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如

今已成为加勒比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加勒比英语作家们的这种尝试和努力与

北美新大陆惠特曼对自由体诗（D5,, ),5A,）的追求出于同一目的，都是为了打破英诗传统的束缚，建立

独立的民族诗学体系，同时也是反抗欧洲语言霸权，获得文化身份的一条重要途径。

但是，抵抗欧洲语言霸权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外来文化，而强调本土口语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走

上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之路。正如阿契贝所说：“我觉得英语（E/96*AF）可以携带我的非洲经

验。但必须有一种新的小写的英语（,/96*AF,A），与其古老的家园完全和谐，但改造成可以适应新的

非洲语境。”［$］（"#%G2）比尔·阿什克罗夫特（H*66 IAFC58D<）则认为，那种认为英语不能传达出非英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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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想法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即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其实，意义是在“信

息事件”内部的互动中构成的，语言的挪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颠覆的策略［!］（"#$%&）。他同时指出，后

殖民社会的语言以复杂性、杂交性和持续的变化为其特征，它必然要拒绝殖民主义对语言或符号结

构作 出 的“标 准”和“变 体”的 区 分。所 有 的 语 言 都 是 边 缘 的，所 有 的 语 言 都 出 自 冲 突 和 斗

争［!］（"#’((）。在种种关于语言的论争中，马莱·诺比斯·菲力普（)*+,-.- /01+2-3- 456,6"）的话或许是较

为现实和中肯的，体现了一种全球化时代应有的宽容。他认为：“说经验只能用标准英语表达（如果

确实有这种东西），或只能用加勒比通俗口语表达（确实有这种东西），实际上是限制了用加勒比土

语写作的非洲艺术家的经验。真正的经验恰恰存在于从标准英语到加勒比英语的表达的连续

体（70.86.119）之中。”［:］（"#!’!）

四、结 论

从上述探讨中可以看出，加勒比地区就像所有的后殖民社会一样，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殖民主义

势力撤出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建立，而语言则是文化身份的核心。加勒比作家尽管有过这样或那

样的对西方经典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舌头”（语言），通过克里奥尔语

整合了该地区异质性的文化，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加勒比作家以他们的行动证明：“西印度的独立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变化，而且是用西印度词语表述

西印度思想和感觉的一种更新的能力。”［&］（"#!(!）

当代加勒比英语作家对本土语言意识和文化身份之间关系的探索和实验，对于处在全球化进

程中的中国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近

代没有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全面的殖民入侵，按理说，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必

须看到，进入当代，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来自西方的强势语言正在日益侵蚀着汉民族语言

的纯洁性。大量未经消化的外来词语进入汉语的词汇库，许多欧化的句子正在消解着传统汉语的

语法结构，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汉语文学和学术的“失语”问题，而公众在语言文化心理方面的“自

我殖民化”倾向似乎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看待和解决这些敏感的问题，既保持本土民族语言文

化的传统，又不至退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在这方面，研究一下当代加勒比后殖民文学和批评，无疑

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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