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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华人 

—— 谈《伊甸之东》中的“老李”形象 

西安交通大学外语部  王  晖*  刘振利**  西安邮电学院计算机系  胡  滨*** 

摘  要：在约翰·斯坦贝克的主要作品《伊甸之东》中，他运用象征和写实的手法，生动描绘了善与
恶之间的斗争和华人的困境。在这部作品中，斯坦贝克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华人形象——老李，并使其成为
小说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笔者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对该人物进行剖析，以分析斯坦贝克笔下的华人形象
来揭示作为一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斯坦贝克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关键词：斯坦贝克   《伊甸之东》   老李   华人形象 

一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主要作品之一《伊甸之东》描写了萨利纳斯河谷两
个家族从美国南北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世小说，它交叉运用了象征和写实的
手法，描绘了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这部作品中，斯坦贝克塑造了一个鲜明的华人形象——老李。老李的
身份是复杂的，他不同于以往外国作家笔下简单的、愚昧无知的、只是作为白人的附庸而出现的“劣等”
人种。虽然老李是特拉斯克家的佣人，留着辫子，讲洋泾浜英语，还有点迷信，斯坦贝克把他塑造成了小
说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后来成了特拉斯克家庭的支柱，不仅帮助亚当摆脱痛苦，而且担当起培养和
教育亚当两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确实也把他当作贴心的朋友和父亲看待。小说结尾处是他说服垂死的
亚当原谅了卡尔，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小说中还有另外一幕也很感人，老李对加尔的女朋友说，他觉
得她像是他的女儿，而那女孩子回答说，我也希望你是我的父亲。一个白人女孩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却真心
尊敬并喜欢这个华人，应该说斯坦贝克的安排是用意良苦的。  

斯坦贝克还通过老李描绘了从美国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的困境。老李受过教育，可以
说流利的英语，但最初他却用洋泾浜英语跟塞缪尔对话。后来塞缪尔问他为什么不讲规范的英语，他反问
说，这不是你们期待一个佣人说的英语吗？短短一句话说出了华人所受的歧视和偏见。老李想要有自己的
书店和家庭，但他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他说，这是因为在白人眼里，他是个华人，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
而在华人眼里，他又不像自己人更像“洋鬼子”。这恐怕也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感受，既回不了自己的
故土又不被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所接受。 

最为重要的是，老李对《伊甸之东》的中心主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斯坦贝克在这本小说里利用《圣
经》中该隐弑弟亚伯的故事来探讨善恶问题。他自己在谈到小说的主题时说，“所有的小说、所有的诗歌
都建立在我们内心中善与恶的永不停息的斗争基础上”。但他不赞成“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
说法。他通过老李提供对《圣经》中上帝的一句话的新的解释，说明人可以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从恶还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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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这是全书最关键的部分，而解决问题的却是一个华人。斯坦贝克详细描写老李如何跟唐人街一群华人
学者认真学习希伯来文，钻研希伯来文的《圣经》原著，发现翻译中的错误等等。这恐怕不能说是从殖民
主义观点出发把老李写成一个模范华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小说出版的 1952 年正是朝鲜战争中美交战对抗
的时期，我们可能更得佩服斯坦贝克把一个华人塑造为正面的重要人物的勇气。 

二 

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东方相对于欧洲而言，一直都是沉
默的他者。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一个遥远而富饶的国度，东方的历史具有悠久感和独特性。但是由于欧
洲自身工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欧洲源于这种发展的前行似乎使东方远远的落在了后面。按照赛义德的
观点，东方这个概念是人为构建的，专门为了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东方与东方人在美国的种族与文化的
论述中，只能扮演无法同化的外国人或“模范弱势族裔”。 

由于主流社会控制出版事业，加上基督教传教士的传统影响，早期华人移民被美国社会定格在这样一
种套话中：软弱、温顺、胆小、谦卑、狡诈、女性化⋯⋯ 这是西方人眼中“模范移民”的华裔形象，也
是东方主义式概念化形象的典型代表，还是白人主流社会所接受并认可的东方人的刻板形象。在老李这个
人物的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一模版。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1. 守规矩 
老李深知做仆人的原则，当塞缪尔问他关于亚当的妻子卡西的情况时，老李答道：“中国仆人只干活

——不听不问”。而事实上，老李对亚当夫妇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只是他什么都不说，装聋作哑罢了，否
则他也不会产生要离开亚当家的念头。但当他提出要去塞缪尔家而遭到婉拒时，面对塞缪尔的追问，他又
立刻故作轻描淡写状，说“我只是问一声”并马上结束了谈话，避免了谈论他认为作为一个仆人不该谈论
的事。卡西不喜欢老李，因为她看不透他的心思，有他在场她就觉得不自在。即便如此她仍认为“他是个
懂规矩的好仆人——再好也没有了”。 

2. 狡  猾 
老李上过大学，受过教育，能说标准的英语，但最初和塞缪尔交谈时他用的却是洋泾滨英语。他的理

由是：“为了方便，甚至可以说是自我保护。主要是为了让别人听懂”。老李早就摸透了那些西方人的想法，
并且为了自保而去迎合他们，真可谓大智若愚。在老李和塞缪尔讨论关于作仆人的哲学时，老李说：“至
于好仆人，我就是极其出色的、能够完全控制他的主人，叫他想什么、做什么、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离婚，
把他管的服服帖帖，或者使他快活，最后立遗嘱时还让仆人分到财产。只要我高兴，我替任何人当仆人都
能骗他、耍他、剥夺他，临走时他还感激我”。在西方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东方式的狡诈。 

3. 迷  信 
从一开始，老李就对塞缪尔说，“仆人能学到一种本领，善于辨别他所在的人家的风向气候”。他还经

常谈到鬼怪幽灵。“我们的幽灵比什么都多。我想中国什么都死不了。”塞缪尔死后，老李告诉亚当“我们
办丧事要敲鼓，撒纸钱糊弄野鬼，坟墓前不放花，放烤猪。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老是觉得有点饿。我们
的鬼不很机灵。我们能糊弄他们，那就是进步”。 

4. 守  旧 
老李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他出生就在美国，但他在衣着和很多生活方式上仍然保留了中国人的特点。

老李留着辫子，虽然辫子被西方人看作是满洲人征服中国南方人之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奴役的标志。“干
力气活时，他把辫子盘在头顶。他穿的是窄裤腿的棉布裤子、没有后跟的黑便鞋和盘花纽扣的中国式罩衫。
他一有可能就把手拢在袖管里，仿佛怕看到它们似的，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样”。甚至在搬到萨利纳斯
以后，老李即使去购物也要打扮成美国保守分子的样子。绒面黑呢子衣服，白衬衫，高硬领，以及一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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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方参议员标志的黑色窄领带。他的帽子也是黑色的、平檐、圆顶，没有一点凹陷，似乎还要把辫子盘
在头顶，留出空地方。 

5. 女性化 
对亚当的孪生子来说，老李充当的角色与其说是个仆人，还不如说是个母亲。从兄弟俩一生下来，他

们的亲生母亲就抛弃了他们，自那以后，老李就成了他们的代理母亲。为他们张罗着起名字，给他们做饭
洗衣服，替他们洗澡，喂他们吃东西，还给他们缝补衣服。当老李觉得什么事情好笑时，他甚至会用手掩
住嘴。 

6. 克  制 
老李从不随意宣泄自己的情感，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他的表现总是那么不温不火。塞缪尔死后，面

对这个老朋友的死讯，老李也没有捶胸顿足。他对亚当说：“我们中国人是善于克制自己的，我们不流露
感情。” 

7. 温  和 
文中不只一次地用温和来形容老李。他从未对人发过脾气，包括调皮捣蛋的孩子们。面对对他不是那

么友好的、出言不逊的乔，老李也只是双手一摊，温和地笑笑。他甚至还赞美乔，说他非常能干、非常聪
明。老李的温和立刻扭转了小伙子的态度，并用宽容取代了粗暴。 

8. 工作认真 
且不说老李在特拉斯克家的十多年中，始终都勤勤恳恳，悉心照料着全家人。甚至在亚当康复后，他

们决定搬到萨利纳斯去，浩大的搬家工作也是由老李一个人担当的。他把要带走的东西打好包，送到火车
站托运，小件行李装在汽车后座里，到了萨利纳斯再把行李打开，让全家安顿下来。凡是他能想到的、能
使他们舒服的事，老李全做了。在亚当晚年患病期间，老李甚至到旧金山去买了一大堆医学书，并认真钻
研，有关大脑解剖、脑血管损伤和血栓的症状及严重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他都有所了解。以至于使墨菲大
夫从一个行家对待一个中国佣人的不耐烦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对一个学者的衷心敬佩。 

其实，老李所具备的东方人的特性远不止这些，老李为人谦卑，恪守做仆人的本分。他老实、善良，
从不欺诈他人。总之，老李充分体现了西方人眼中的“好中国仆人”所具备的所有特性。 

三 

对西方人来说，东方曾经是个神话，那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精彩纷呈的文学
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都让西方人感到十分神奇。然而，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进程，神秘的东方人也被无情地卷入了白人的世界。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和种族的差异，使这些早期在美
国的中国移民也饱受了无尽的劫难。 

从 18 世纪 80 年代到 1940 年这一时期被称为种族歧视时期。这段时期移居美国的华人，大部分来自
广东省。他们是从加勒比海进入美国的，开始是被作为放牧人被招到西印度群岛。美国内战后，由于南方
农场主急需大批农业劳动力，于是他们又由西印度群岛迁移到美国南部，最初参加修筑铁路，而后在棉花
种植园里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中国人才分散到美国各地的社会团体中。早期赴美的华人几乎都是
男性，当时美国的法律又禁止华人与白人女子通婚，这给他们造成了无法建立正常家庭的灾难性后果。斯
坦贝克通过老李的口，也描述了这一时期华人的悲惨的处境。老李的父亲就是早期到美国的广东劳工，为
了还债而签了卖身契。他的母亲因不忍与丈夫分离而女扮男装也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夫妻俩到美国后拼
命干活，他们本以为自己制定的计划能够保全一家人的性命，无奈计划破产了，老李的母亲因为过度劳累
而早产，暴露身份后的她被工头活活打死了。 

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斯坦贝克始终是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他不想做一个不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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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安慰者和娱乐者，他选择的主题是严肃和攻击性的。”他站在被压迫和受难者一边，对他们表示同情，
同时对社会进行讽刺和批判。由于斯坦贝克早年具有类似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经历，也由于他坚持写此类
作品时从现实中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因而他的作品具有真实性和很强的社会批判性。同时，斯坦贝克也是
人类伟大精神的捍卫者，他的作品具有积极向上、鼓舞和教育人的作用。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斯坦贝克并非是一个激进的思想家，故而提不出、也不会提出任何方案来推翻
资本主义制度和改良社会。他只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所以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他的笔，以艺术的形式记
载下人民的斗争，使普通民众能清楚地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也使当权者从中得到些许警示和建议。
由此来看，约翰·斯坦贝克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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