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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讨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白蛇主题。第一部分从历史、地

理、语种及人种的多重维度讨论“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从历史而言，所谓 “世界华文文学”

概念应从前现代东亚华语圈的存在和未来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圈出现的可能来多方探讨。

从地理而言，在这看似包容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中，中国大陆文学却并无一席之地。从语

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折射了从“中国文学”到“华语语系文学”的转型，并凸显出其中

对杂糅之美的强调。而从种族的角度而言，这一概念触及到“世界华文文学”的根基问题：其

中的 “华”仅为书写语言媒介，抑或是对书写者华人身份的强调？第二部分触及世界华文

文学中的白蛇主题，并从唐宋、明清及现当代的历史转折中简要讨论该主题的演变。第三部

分通过对白蛇主题中宗教与哲学、民间与文人、文本、图像、其他媒介的关系的简单梳理来强

调世界华文文学中白蛇主题的跨学科、跨文化比较及其媒体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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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提法，有论者称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才产生的概念②。而这
一概念的产生、变异，甚至终结的可能，都应该从历史、地理、语种及人种的多重纬度来进行

梳理和检讨。本文尝试结合白蛇主题在华语文学世界的传播与影响问题，探讨白蛇故事在

不同历史时期被重述的特征，以及其背后呈现的观念演变。

一、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地理、语种及人种的多重维度

１．历史维度：“前现代”世界华文文学？未来的 “世界华文文学共和国”？

首先，所谓世界华文文学，最早可追溯到何时？它是否有较为深远的历史维度？抑或它

是一个只能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的概念？说到世界华文文学，似乎鲜有论者提及所谓 “前现

代”时期民间传说在东亚华语区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前现代”朝鲜、日本、越南的知识

分子所写的所谓 “汉诗”，也似乎并未被研究者们纳入所谓 “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难道

“世界华文文学”必须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之中或紧随其后，为反抗民族国家身份桎梏

而创造出来的以文化抗衡政治的文学？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探究 “前现代”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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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华文文学是否能对当前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试图超越政治桎梏却深陷政治话语的状况

提供些许借鉴？

其次，在超越政治的所谓文化至上的话语中，世界华文文学是否真正能为世界各国的和

平共处创造可能？所谓 “世界华文文学共和国”是否真能存在？①在这个以所谓共同语言为

基础的超越国界的 “理想国”里，是否真的没有权利结构中的高与低、没有霸权与弱势群体

的对峙、没有殖民与被殖民的矛盾？

２．地理维度：不包括中国大陆文学
世界华文文学的地理纬度同样颇为发人深省。在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台湾等地，“世界

华文文学”的概念已有相当的学术基础，并已成为可谓蔚然大观的专门学科。但大家心照不

宣的是，在这一概念里并不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学。正如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指称世界华文文

学为 “海外华文文学”一样。与此类似，在大陆、新马和北美等地广泛使用的 “华语文学”概

念，以及逐渐在大陆和北美广泛使用的所谓 “新移民文学”，甚至在香港颇为常用的“中文

文学”，似乎都有意识地在中国这一民族国家和华文文学这一文化现象之间划清界限。

近年来以史书美为代表的活跃于北美（最近移至香港）的学者们鲜明地提出了 “华语语

系文学”（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强调中国大陆的 “内部殖民
结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并以此为据将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创作的华语文学和中国大陆
以外的华语文学纳入 “华语语系”，同样从反殖民、反霸权、反中心的角度将中国大陆的华

语文学排斥在外。②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一大贡献在于它将产生文学的当时当地视为

文学的归属，强调 “华语语系文学”是所在地文学，是所在地文化、历史、社会的结晶，并认

为所谓 “离散文学”的概念总会 “过期”，不应把所谓家国概念、文化寻根意识强加于当代

“华语语系文学”之上。③

３．语种维度
不论是 “世界华文文学”，还是 “华语语系文学”，其实本身似乎都是在语种的维度衍

生出来的概念。语言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因为 “华语”才为联系世界各地生生不息

的繁复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但这一似乎最具统一性的维度却颇有仔细分析的必要。世界

华文文学的语言，美在其混杂性。而在其中充当决定其 “华文”属性基本因素的是以汉字

为基础的中文。世界华文文学的可贵之处也正在其与当地其他语种、人种、风俗、习惯的碰

撞与交汇中，所形成的多彩风土人情和风格迥异的创作。

尤为重要的是，在世界华文文学共享的书面文字背后，是自成一体的发音系统，和与当

·６４２· 华夏文化论坛·第十五辑

①

②

③

参见ＰａｓｃａｌｅＣａｓａｎｏｖａ，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Ｂ．ＤｅＢｅｖｏｉｓ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
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Ｓｈｕ－ｍｅｉＳｈｉｈ，“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ＰＭＬＡ，ｖｏｌ．１２６，ｎｏ．３（２０１１），７１６．参见 Ｓｈｕ－ｍｅｉ
Ｓｈｉｈ，Ｃｈｉｅｎ－ｈｓｉｎＴｓａｉ，ａｎｄＢｒｉａ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ｅｄｓ．，Ｓｉｎｏｐｈｏ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在此意义上而言，“华语语系”是对杜维明以离散文学为基础的所谓 “文化中国”概念的延伸与反

叛。参见 ＴｕＷｅｉ－ｍ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ａ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ｖｏｌ．１２０，ｎｏ．２，ＴｈｅＬｉｖ
ｉｎｇＴｒｅ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Ｂｅ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ｏｄａｙ（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９１），１－３２．



地语言结合后创造出的新词、衍生出的新声。以此类推，“华语语系文学”也包括在大陆颇

有历史传承和现实影响的以川、粤、吴语等进行的 “方言”写作。而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

中对大陆少数民族作者华语写作的突显，是否也包含对非汉族作者汉语写作中语种杂糅性

的期待？

４．人种维度
与大陆少数民族作家的华语写作相关，或许 “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还有着其潜在的

人种维度。也许不少论者会对这样的提法不屑一顾：在文化多元、自由包容的今天，难道我

们还会搞什么种族歧视？但静下心来考虑，或许在 “世界华文文学”背后，我们还是通常会

预设华人、华侨、华裔作为其当然的作者。

“世界华文文学”的 “华”是否只是单纯的语种的概念，还是这里的 “华文”必须是带

有人种维度的 “华人”之文？而当代韩国作家的华文写作，是否比欧洲白人作家的华文写

作、美国黑人作家的华文写作，更接近所谓 “世界华文文学”？这些问题的提出预设了华人、

黄种人、黑人、白人、亚洲人、美国人、欧洲人等等种族、地域、国别的分野，及其间的权力结构

和等级关系。在寻求 “世界大同”的 “世界华文文学”理想共和国的路上，我们是否还有不

少隐秘的疆界需要跨越？

二、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白蛇主题

１．唐宋

一直以来，在所谓中国四大传说与十大悲剧中均占有一席之地的白蛇故事，在世界华文

文学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暂且认同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维度，并将目光投向

所谓 “前现代”时期。我们不难想见，在以文言文为基础的今天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前

现代”时期，魏晋之名士风流、唐宋之传奇话本对当地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白蛇故事的原型常被追溯到成书于十世纪末、宋代《太平广记》中所录之唐传奇《李

黄》，其间青年男子李黄为白蛇所惑，数日后躯体化为血水而死。至宋末元初的《西湖三塔

记》，以西湖为依托，以白蛇和奚宣赞（许宣）为人物原型的故事才有所开展。据伊维德教授

（ＷｉｌｔＩｄｅｍａ）的考察，白蛇故事最早至十六世纪才初步成型，可谓四大传说中最为年轻的故
事。①

２．明清
白蛇故事的多数版本都讲述白蛇化为美女在杭州西湖与许宣（后改为许仙）相遇，由此

引出一段爱恨交织、聚散离合的故事。成书于十七世纪的冯梦龙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正

是通过 “戒色”的重要性来强调蛇女的兽性及其对人类的危害，以建立法海维护自然法则

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合法性。②因而早期的白蛇故事展示的是白蛇形象中包含的种种出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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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力量，以及箝制那些颇具威胁性力量的所谓必要性。然而，时移势易，白蛇故事也在十

八世纪后期产生嬗变，白蛇摇身一变成为 “义妖”，而法海逐渐成为反面形象。成书于十八

世纪晚期、清代方成培所著《雷峰塔》传奇是这一转变中的重要版本之一。①方本较冯本而言

结构更为丰满，尤为重要的是增加了仙山盗草、白蛇产子、状元祭塔等为后人耳熟能详的情

节，被视为结合舞台演出本和追踪大众趣味，促使白蛇人化、白蛇故事经典化并开启后世流

行文化先河的重要文本。据称乾隆南巡时御览之本即为方本《雷峰塔》，白蛇故事籍此成为

家喻户晓的流行经典。②

３．现当代
在中国大陆，田汉完成于五十年代中期的京剧《白蛇传》利用象征底层的青蛇之手来推

倒象征封建礼教的雷峰塔，进而 “解放”白蛇，正是社会主义中国推崇国家女权主义和阶级

革命的表现。③在此意义上，白蛇故事被 “创造性地”用来服务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

种种需求。而在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完成于世纪之交的中篇小说《白蛇》中，扮演白蛇的舞者

在生活中被当作 “破鞋”对待，只因为她活灵活现地在台上舞出了白蛇柔若无骨的娇媚。④

难道舞台上淋漓尽致地释放在“文革”的现实生活中便自然转化为可疑的“牛鬼蛇神”？白蛇

青蛇扮演者台下的生活及其在冷战时期直至当代的经历，颇有研究的价值。她们是如何在

政治文化变迁中 “扮演”蛇女的？舞台与银幕上的演出与台下的生活大剧场有何联系？在

她们的生活中是否也有如严歌苓《白蛇》所描绘的舞台上下不分、艺术左右生活的现象？

二十世纪以降，白蛇传说相继为自由恋爱、女性解放、阶级革命及同性恋和变性者自我

表述的 “先锋”思想代言。⑤透过对重述白蛇故事从业者以及读者与观众日常生活的考察，

我们得以倾听过去百年华语文化圈及亚洲社会现代化蜕变中，在人、蛇、妖、仙间挣扎的蛇女

们在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中发出的声音。

三、多学科、跨文化比较与媒体间性

１．宗教与哲学
在华文文学与日文文学、印地语文学、英文文学等超越语言疆界的跨文化比较中，我们

亦能进一步从宗教与哲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入探究蛇女形象可能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因为地

理位置与宗教传统的双重影响，蛇形象在印度文化中占有颇为重要的位置。而在中国语境

里的白蛇故事常常被解释为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磨合。在一篇发表于二十年代中期、题

为《女与蛇》的电影论文里，田汉已经为我们勾勒出蛇女在拉米亚神话、印度传统、英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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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慈的诗作、１８世纪日人上田秋成的故事集《雨月物语》、现代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电影
脚本《蛇性之淫》等开阔的比较文学视野中，在宗教与哲学之间辗转反复的转世轮回。①

２．民间与文人
白蛇主题同时还能在民间口头传统和文人案头书写之间架起桥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者们也不妨在对精英作家实验写作的 “纯文学”关注之外，同时发掘来自民间的、底层的声

音。近来学界对所谓 “新移民”写作的关注，也反映了这方面的一些动向。但对口头传统

或任何转瞬即逝的表演形式的研究，历来是难上加难。在世界华文文学的特定空间内，它又

再次提醒我们在相对统一的书面文字面前，声音的多元化的复杂现状及其深远意义。百年

来以白蛇故事为主题的种种地方戏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借助不同的方言、特定的表演程序

和与本地风情相符的人物塑造和剧情转变，让白蛇主题得以淋漓尽致地重生、转形。其中川

剧《白蛇传》中青蛇的双性性征，更为白蛇主题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中的革命性转变埋下伏

笔。②

３．文字、图像与其他媒体
在世界华文文学范畴下，和大陆各地的地方戏同样重要的是港台媒体对白蛇主题层出

不穷的影视重现及其对东南亚各国的深远影响。承续上海天一传统的香港邵氏于１９６２年
推出了黄梅调电影《白蛇传》。这一彩色剧情长片由名震一时的林黛 （１９３４－１９６４）领衔主
演，可被视为香港对日本电影界数年前摄制的两部白蛇主题影片的一种回应。③而嘉凌主演

的功夫喜剧《白蛇大闹天宫》（《新白蛇传》，１９７５）以及林青霞主演的《真白蛇传》（１９７８）虽
为台湾电影，实际上多由香港公司制作，而港台六七十年代商业剧情片的兴起也为白蛇电影

的成功提供了契机。尤为重要的是，黄梅调的阴柔之美，通过香港的嫁接成为一种 “创造的

传统”（ｉｎｖｅｎ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从而将白蛇故事以更柔和更大众化的形式介绍到东南亚及其他
华人聚居的海外地区。④在此情境下，性的政治与革命的政治并不总是互相矛盾的；与此相

反，白蛇式的叛逆女性颇能为革命政治充当有效的宣传。在七十年代中期的港台合拍片中，

武侠与喜剧并置，而喜剧、色情、与蛇精的人性化合流，从而将神话转化为悲喜剧。这种种文

体形式与主题的交错为在多学科背景下探究政治、人性以及悲喜剧在世界华文文学圈的发

展提供了契机。

八十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巨变也目睹了白蛇主题在当代世界华文文学语境中

的新一轮裂变。从香港到海外，仅以李碧华的长篇小说《青蛇》与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

为例，便可见出其中革命性的转型。尤为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政治变迁成为世

纪之交华人女作家重述白蛇故事的重要主题。从李碧华《青蛇》展开的一系列文学与视觉文

本都凸显青蛇对 “人性”、“自由”的追求，对革命的 “游戏化”态度及其性别和性取向的含

混。青蛇成为较白蛇更为激进、更强有力的形象。以青蛇为中心的后现代叙述也因此凸显

·９４２·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白蛇主题

①

②

③

④

田汉：《女与蛇》，见《田汉散文集》，上海：今代书店，１９３６年，第９０－９６页。
周逢琴：《川剧白蛇传中青蛇的审美意义》，见《四川戏剧》，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４３－４４页。
参见「白夫人の妖恋」，山口淑子（李香兰）主演，东京：东宝、香港：邵氏，１９５６年；以及《白蛇传》，东

京：东映动画，１９５８。
参见林青华：《黄梅戏电影在香港和台湾的发展》，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了青蛇、法海、白蛇、许仙之间兽性与人性、爱与欲、情与理冲突汇流的复杂四角关系。相较

之下，严歌苓的《白蛇》在对十七年时期及“文革”历史的想象与记忆、对女性身份及其性取

向的深刻探究上似乎更进一层。在此政治的革命与性的革命可谓同生死共命运：“文革”中

扮演白蛇的舞者与爱上她的少女粉丝之间的感情，到了“文革”之后的 “新时期”必须回归

“正常”。至此世界华文文学中的白蛇主题也成为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缩影：白蛇的蜕

变昭示着时代政治的变迁，白蛇的被驯服也揭示了新的权力结构对其所施加的暴力。

·０５２· 华夏文化论坛·第十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