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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义背后的举意与旁观 
——《日用家当》中“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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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爱丽丝·沃克的短篇小说《日用家当》中，家宅被赋予了一定的格义属性，这可以被视为 19 世纪女性

主义文学批评语境中的心理现象学介入。家宅格义背后的心理图解划清了个体“生存空间”的原型与流变，洋溢着

深切的心理几何假设内涵。作者借助不同人物对于家宅的写实性解读，提供了一个富有曲面内涵的边缘记忆空间，

揭示了主体的物我元一思想已然深植于家宅意象当中，并以拓扑图腾的同胚形式得以彰显。家宅的心理几何图解

立体地刻画了个体在生存空间日渐缩限时的困顿与挣扎，更是直指个体守护本我世界时的一种精神重估，而这正

是该部文学作品所隐含的原生代性旨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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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 是一位近年来在美国

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黑人女作家，可以同托尼٠莫里
森齐名比肩。从大学时代开始，沃克就积极投身于轰

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当中，这一志向直到她

毕业之后仍旧丝毫未变。沃克曾是黑人妇女运动的喉

舌《女士》杂志的编辑，她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种族平

等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作为美国当代黑人文学的领

军人物，她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并且以描写

黑人妇女的命运见长。在小说创作中，沃克善于把深

受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男性双重压迫的黑人妇女作为

女主人公，在表达对她们的同情的同时，也传达出她

愤世嫉俗的战斗精神。她的作品除了代表作《紫色》

之外，收录在《爱情与困惑：黑人妇女的故事》(1973)
中的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日用家当》同样深受评

论家的关注。该短篇小说以 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
年代初风起云涌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为背景。在《日

用家当》中，作者宏观上以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矛

盾与冲突为大背景，微观上却关注美国普通黑人家庭

内部女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 
国内外的学者长期以来对于该部小说的文学主题

认识趋于一致：赞扬母亲和麦姬是黑人文化传统和种

族身份的守护神，谴责迪伊是本族文化传统的叛逆  
者[1](11)。十分有趣的是，以往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小说

中“被子”的文学意蕴，“两床祖传的被子凝聚着美国黑
人的集体智慧，是黑人传统文化遗产的象征，也是黑

人美学价值观的具体体现”[2](56)。但是细致揣摩小说文

本，发现“家宅”这个意象同样值得深究。从小说建构
来看，家宅是《日用家当》中的核心意象之一——它

出现在小说的所有关键部分，并且颇具高频性。从主

题烘托来看，家宅也是母亲和麦姬对抗迪伊为代表的

外来文化的侵蚀与反噬的掩体。可以说，家宅从某种

程度上彰显了黑人世界存在的历史坚实性与抗同化性

品格。因此，如果说《日用家当》是一部富含象征意

义的小说的话，家宅的象征内涵发掘则是一个绕不过

去的话题。然而，这一点却被莫名地忽略了，这不能

不说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心理现象学视

角入手分析个体与家宅之间的几何与超几何关系，并

进一步介入家宅空间格义背后的立体投影，展示个体

在家宅曲面内涵当中所包孕的边缘记忆，从而准确刻

画家宅的拓扑图腾背后被悬置的物我元一图景。 
 

一、空间格义：家宅的立体投影介入 
 
《日用家当》中的家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空间格

义范式当中，并且这一点可以回溯到家宅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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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当中。小说开篇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所由房子

和小院子组成的家宅。这是在一场大火之后全家人“倾
其所有”而建造的另一处居所，除了房顶是用铁皮敲成
的之外，其他地方与被烧毁的旧房子并无分别。家宅

所进行的结构改造不但体现出自我本身的不断占有与

被占有；同时由于新增的铁皮，新建的家宅又是对旧

式家宅自我本身的变幻式远离。借助家宅建构的原型

相似性与几何格义性[3](22)，新建的家宅完成与旧式家

宅的全息式互现与表征。在小说当中，新建的家宅之

上可以看到旧式家宅的投影，因为家宅本身就是一个

充满过去投影的世界。更为有趣的是，旧时的回忆在

那时比在此时还要古老许多，因为对于新生代的黑人

来说，家宅的底片价值已经流失殆尽。例如，在迪伊

的眼中，家宅代表的是腐朽与没落；在母亲和麦姬的

眼中，家宅却是温馨与归属的代名词。同一个物件在

不同人的眼里变幻出的是不同的特点，就如同投影随

着视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幻一样，这一点也不稀奇。但

让人赞叹的是，黑人母女“越来越窄小，但却历久弥新”
的悖论式生存境遇以及其间掺杂的纠结与超脱却在家

宅背景中得以完美体现，而这显然离不开家宅在个体

心理空间中的投影差异。随着迪伊位移速度和频率的

加快，以封闭、内敛、缓慢、寂静为特征的乡村生活

整体性断裂了[4](125)，在迪伊看来，母亲和妹妹所珍视

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对于母女而言，未曾

离开半步的家宅却是值得坚守的故土与精神家园。此

时，家宅与外面新世界的对抗中是否会获得自己的胜

利这一假设命题的证明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家宅与

个体的固守共同体中，在传统家宅和新鲜事物的对峙

中，唯有跳出单纯几何形式的牵绊，转而切入格义所

激活的立体投影空间，才能准确地描摹个体的胜利。 
家宅的空间格义属性直接旨归主人公生活的现实

性，因为那里有主人公出生、存在与生活过的痕迹。

与此同时，家宅的空间格式属性又间接地激活了家宅

的非现实性，具体表现为灵性个体不应该也不可能囿

于家宅的物理属性当中，否则个体将沦落为失去社会

文化传统的动物。通过引入非现实性元素，家宅的立

体投影旨在将物理学家于普通的生理活动中所发现的

行为矛盾封闭——家宅所象征的传统在时空面前可以

跳出衰老与破败的轮回，而是走向历久弥新的般若之

境。正是在家宅的这种现实与非现实的错杂投影当中，

主人公游走于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变迁当中。这正好验

证了“人的生存是在空间中的生存，所以人对于空间的
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

态”[4](134)这句话。由此，通过详细考察家宅中个体的

自我生命节奏，就可以建立基于家宅空间格义基础之

上的个体分析。当我们从紧缩而又压抑的家宅转移到

膨胀而又宽释的家宅，从而对节奏的分析敏感的时  
候[4]，这种呼声就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回荡起来。 
家宅的空间格义特性还体现在它的超现实性当

中。借助于格义的边界效应[5](17)，古老的家宅成为传

统印象的栖身之所，这比外面的花花世界更为安全静

谐。空间格义当中，家宅的传统价值显示出充分的人

性底蕴，特别是在空间格义的框定下，这一价值冲突

变得异常猛烈。此时，家宅的立体投影关指的不再仅

是一个关于“存在”抑或“存活”的问题，而是关于维系
自我存在能量的思考以及关于反对自我存在的能量的

对抗的问题[4](136)，这就是家宅的超现实性所在。确切

地说，外化式的场所格义可以通过规定家宅的对象性

来细化其内涵的投射效果，因此家宅不再是一个静态

的箱子，而演化为一个“芥子纳须弥”的神奇魔方，在
那里居住的空间范畴超越了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值

域。尤为重要的是，这里新旧事物之间存在的矛盾与

斗争结果最终将取决于家宅的空间格义价值的投影。

也正是在家宅的格义化投影当中，我们看到家宅演化

为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交界处的敏感标识，它能够准确

地考量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抑或抵触程度。也正是在这

样的考量当中，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黑人
性”(Blackness)——才能得以充分显映。空间几何元素
分析对于文学作品批评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从空间格

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审视家宅与主人公生存空间的关

联，不但扩充了小说主题载体的现象学内涵，同时也

揭示了“家宅”与“日用家当”之间上下义关联背后的心
理学用意。这一点在家宅的曲面内涵与边缘记忆的关

系上体现得更为明晰。 
 

二、边缘记忆：家宅的曲面内涵萃取 
 
小说中的家宅里面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外面的

风是永远吹不到里面去的。小小的院子是唯一让家人

感到舒适的地方，母亲幽默地说打扫干净以后就像“向
外延伸的客厅”。这是小说对于家宅的延展性最为直白
的交代。换言之，家宅具备随着个体心识的扩张而表

现出弹性伸缩的能力。个体若要安“心”于家宅之内，
就需要一个“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破”的禅境思维。
心识之力使得家宅在空间中如花绽放，因此其空间显

现出无尽的延展。这里的家宅就是世界，它与自然浑

然一体并超越了几何学意义上的人工雕琢与浮泛划

界。借助心识之力，非现实性内涵却被赋予很强的现

实性形象，这就使得我们进入了小说的心理学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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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家宅的几何性并非棱角分

明，它隐藏着些许曲面，而曲面背后的内涵阐释则是

小说美学发掘的重中之重，毕竟文学作品总是因为这

样那样的距离控制而显得言未尽意[6](23)。表面上看，

主人公似乎在家宅的曲面里治疗幽闭症，这在笨拙的

麦姬身上似乎体现得最为直观。然而，对于这种有关

自我存在空间的思考来说，这种类似自欺欺人的“嫁
接”却是极其重要的——它建构了本体对立的生存标
记，释放了小说中个体内心久被封印的边缘记忆。在

读者自己很可能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这些对立使得一

些重要的原型活动起来：现实与虚拟、平面与曲面、

思想与梦想、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种种强烈矛盾将读者

从单一概念的迷梦中惊醒，并将读者从实用性的几何

学中解放出来，从而更为切身地去体会小说主人公被

边缘化的社会境遇——家宅是黑人女性在残酷的劣势

文化环境下精心营造的家园，是她们痛苦生活的见证，

是她们情感的寄托，是庇护她们的精神归宿，也是沿

袭守护遍体伤痕的黑人传统文化的阵地。可以说，家

宅在小说中经历了格义化处理，并被赋予了丰富的边

缘性记忆内涵。 
当母亲和麦姬幸福地生活在当下家宅中时，尘封

的记忆便已然开始获得了活生生的存在可能性。这是

因为主人公的记忆当中塞满了“他者”视野之下的体验
事实，并渗透于家宅新旧模样的无形比对当中。如果

她们在记忆中剔除了幻想而以边缘回忆的准确收集为

目的，那么消失在时间的立体投影里的家宅就会从曲

面中一点一点地得以复现。并且，这种记忆根本无需

人为地将其重新组合，因为它缘起于个体的内心空  
间[4](137)，并在个体生活的温馨体验中完成浴火涅槃。

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一种空间的融合感，过

去与现在的印象对比是那么深刻。对于新生代黑人女

性而言，家宅已经沦为不现实的乌托梦影，她们至多

偶而沉浸于一段被剥脱了具体日期的过去当中，出生

家宅的清晰印象在其内心已经悄然失色。于是，家宅

的曲面内涵因为她们的“识时务”而被变相湮没，转而
出现的是阿Q精神胜利法般的自我暗示——家宅已不
再是根之所在。而对于固守自我传统的黑人女性来说，

回忆的现实性却显得那么伸手可及。与新生代同伴对

比的增多使得家宅的曲面内涵价值都生动起来。家宅

的中心性体验是叛离者与守护者之间分野的标尺，就

像处女的守宫砂一样清晰。这就决定了现实与幻想的

复合体从来得不到确定的化解，因此迪伊的出走并非

偶然。同样，母亲和麦姬固守内心空间的温柔质料进

而重新找回家宅的归属感也就可以理解，因为家宅即

使在它开始以人性的方式生活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失去

其“对象性”。由此，就可以描绘出这些旧日的家宅，
从而呈现出一个具有所有实物复制品特征的再现。从

这个意义上讲，家宅刻下了一部传奇，尽管它掩映在

自我的曲面阴影里。 
到了小说的结尾，迪伊走了，剩下了母亲和小女

儿麦姬。迪伊还要走自己的路；母亲和麦姬也会和往

常一样坐在院子里，和着微风慢慢地品尝着草莓酱直

到天黑，小院还是她们守护传统的依靠，那里包孕的

是自我身份认同的最佳时空节点。但是，在经历了一

场不小的风雨之后，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萦绕不去  
——家宅曲面内涵中的边缘记忆还能像这样持续多久? 
如果说家宅的各种不同特征之间的辩证法可能会打破

家宅原型感知的同一性，那么还是让原型之间的分歧

掩盖在家宅的曲面当中较好。毕竟，边缘记忆所附带

的自我撕裂疼痛压合于无形当中才是最为隐匿、最为

体面的，尽管这样可能更疼。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

隐性启发动力，读者可以走得更远，思辨得更深，进

而去解读家宅的高度如何被折叠在固定的再现当   
中[4](141)。当读者将其展开、予以延展性解读时，家宅

就从纯粹的现象学角度呈现本体，而这正是家宅的曲

面内涵所在。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一切意向性的对象
化、主体间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变更，无不是以这种自

我极的能动性作为前提才得以可能的”[7](9)。 
 

三、物我元一：家宅的拓扑图腾同胚 
 
诚如弥撒经中的一句箴言所说“花儿总在种子

里”，家宅就可以被看作是简化了的庇护所在内心空间
的紧密压缩[4](142)。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宅可以

被看作是拓扑变换的本体与载体。据此，家宅的简化

感知就可以看作是寄居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函数，前者

因个体境遇不同而发生变异性投射。家宅的心理现实

性是基于具有现实基础的准事实构成的，并有其自身

的虚拟结构与边界。因此，家宅完全有资格担当物我

元一的拓扑图腾。在家宅的心理几何分析当中，只需

要确定拓扑变换下的同胚变形(homeomorphism)[8](11)，

找到转换中“恒量”得以继承的轨迹，我们就能在特定
时刻标明个体的一切可能有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

所有路径，而这恰好是深陷“白人文化”与“男权主义”
双重囹圄中的黑人女性当下处境的准确刻画。在单纯

的心理学范畴之内，家宅强化了居住的幸福感；在复

杂的心理学范畴当中，家宅却蜕变为“自由是束缚”。
但不管怎样，家宅的拓扑分析都可以锁定寄居个体的

一种灵魂状态。确切地说，即使家宅的外表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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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是表达着内心的空间——小说中的房子虽然历经
修复，但在母女看来依然光鲜。在她们眼里的家宅是

活生生，具有灵动性的拓扑图腾。 
细微差别并不是起着补充性的表面角色。没有居

住经验的人只会刻画出家宅的现实，却没有真正体验

过它的原初性，虽然这种原初性属于每个居住者，只

要他愿意固守自己的根。然而，深谙世事的辩证法早

已剥脱了家宅在新生代眼中的原初价值，个体与自我

传统的关系在异化一代的生活里是如此的疏离，以至

于她们(小说中的迪伊)不再感受到自己对于家宅的原
初依恋。她们迫不及待地逃离扎根于“世界一角”的厄
运。对于那些固守者来说，家宅的居住价值在于它是

一个保护着自我的非我。这里将看到心识用无形的阴

影建造起墙壁，用受保护的形变来自我安慰(小说中的
母亲)，或则相反，在厚厚的墙壁背后颤抖，不信赖最
坚固的壁垒(小说中的麦姬)。在同胚变形求索当中，
我们就可以触摸到家宅的全部拓扑弹性——家宅减少

了个体遭遇危险的概率；家宅减少了不幸经历后的负

性连锁反应，提供一个有所慰藉的港湾；家宅重新培

育提高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家宅为个体指出正面的机

会，这能帮助他们产生希望和获取成功的资源。也正

是因为如此，家宅在许多无处怀疑的深处感动着我们。

显然，这里的家宅具有了“去社会化”的特点，特别是
在自我蜕变将到临界点时，这里的思考巧妙地推举出

家宅空间中的拓扑哲学。正是在衡量这些细微之处当

中，我们验证了家宅的心理学假设，因为细节往往是

魔鬼的栖身之所。 
新生代居住的家宅已经让家宅平常化了，其原初

价值已经降格。因此在迪伊历经流浪后回到老宅，眼

睛不再能够捕捉到原初的细微，最初的动作不会突然

鲜活起来，取而代之的却是攻击与蔑视。家宅价值的

主题变奏喧宾夺主地取代了简易而走向浮华。家宅被

复杂化处理成一个失语的存在，传统的神圣光晕在斑

驳的装饰中显得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家宅被想象

成一个破败的存在，它不再唤起新生代的图腾意识，

尽管新生代的潜意识还保留了对于家宅认同的一点点

心理羡余。例如，迪伊拍照的时候总是想把屋子扩进

去，但她对此浑然不觉。其背后的原因可以看作是原

代生性使然的结果。黑尔德认为，原代生性是一个起

点，通过它才可能进入到陌生世界之中。因此，原生

代性成为个体之间相互认同的第一性图腾。然而，小

说中的迪伊和麦姬在这一理据上已然出现彼此偏离。

至于哪一方最终会完成物我元一的修炼，其答案不言

而喻——失去了根的个体很快就会迷失自己——不知
道自己来自何处，又何谈知晓去往何方？家宅的拓扑

图腾分析表明，物我元一境界的出现往往需要个体顺

利地带进自己的心理假设。诚如佛语所云，“一相三昧，
一心专志，既至彼国”。小说中最后母亲和麦姬的惬意
就是物我元一的表现，此间的心理假设就是一心专志、

不离不弃。 
 

四、结语 
 
《日用家当》这部小说的主题载体可能并不唯一，

以往大多数研究将视点聚焦于“百纳被”上就是一例，

这与小说本身的副文本性[9](408)不无关联。但是，小说

的美学阐释要求更为开阔的分析向度，因为关注视点

的同质化倾向都会导致简单化的错误，进而剥夺文学

作品的立体美感与充实内涵。因此，小说的具体研究

需要仔细甄别基础上的主题分析视点的转换。本文从

现象学视阈阐释了《日用家当》中家宅意象的心理几

何内涵，发现家宅在经历了空间格义之后，其立体投

影中掩映着个体的物理困境与纠结之路。同时，家宅

作为个体生存空间的曲面，其内涵在于揭示个体的思

想性顿悟与超脱，这又与家宅的拓扑图腾属性密切相

关，并直接关指个体存在的“物我元一”诉求。《日用家
当》作为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还有很多

深层的东西值得进一步玩味与剖析。最为重要的是，

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读者，这是小说价值大小的

直观写照，同时也是家宅意象的心理几何属性剖析的

现实必要性写照。诚如 M·扎贝尔所说，“从根本说
来，伟大小说的目的并不是批评的、思辨的、辩证的，

或专注于细微的鉴别，而在于其抓住并体现出心灵的

价值、本能和直觉的共鸣的价值⋯⋯”[10](97)。小说《日

用家当》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此称之为经典绝对

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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