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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女勇士》中龙的意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  孟凡飞*  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李学民** 

摘  要：汤亭亭是 20 世纪末美国华裔文学繁荣发展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她写作的鲜明特征
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最大规模地移植进英语的文本。本文运用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她的代表作《女勇士》
中龙的意象，以说明汤亭亭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理解以及在文本中对中国文化多层次的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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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不仅畅销

文学市场，而且还得到了美国学术界主流文化的认可并多次获奖。她的处女作《女勇士》不仅是华裔美国
文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可能是美国当代亚裔文学中最有名的一部作品（刘亚龙，2002）。该书
最大的特征就是对中国文化最大规模的在英语文本中移植，书中充斥着对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和人物，以及
中国文化知识的运用（卫景宜，2003）。然而，正是这些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带来了争议。美国华裔评论家
赵健秀在同汤亭亭的论战中指出，汤亭亭在文中曲解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本文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分析她
的处女作《女勇士》中龙的意象，来证明汤亭亭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小说中对中国文化从多层
次进行了描述。 

在文学作品中，原型往往指在不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具有稳定性的象征、神话、意象等。荣格透过各
种祭祀仪式和精神病理惊人的相似这一现象发现，产生自洪荒太古的人类最原始阶段的集体经验和一系列
的原始意象、原型，才是无意识最根本的内容，即集体无意识。作家通过数千年代代相沿的文化遗传而获
得，并不断承续下去，在各类文学样式中不由自主地反复凸显。（荣格，1997）    

《女勇士》分为“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部分。作
者通过第一人称描写她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故事及她周围华人的生活状况。在这部小说里，中国
的神话传说、妈妈的怪事奇闻、美国华人的现实生活、想像与现实以巧妙的手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多层
次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其中，在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作者以第一人称重新讲述了妈妈讲过的花木兰
的故事，并在讲述过程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描述。在这一章中国语境中，龙的意象出现
了两次。第一次，是小女孩在白虎山学道期间，在师父的指导下练习苍龙真功。作者运用大量笔墨对她眼
中无处不在的龙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描述巨龙的血脉、肌质、牙齿、骨骼、肌肤等等。详尽的描述之后，
作者又总结了她的感悟：“龙生存于天空、海洋、沼泽和大山之中，而大山却又是龙的脑袋。龙的声音如
雷声轰轰，却也叮当作响，宛如铜盘。龙的呼吸是水也是火。有时龙独一无二，有时却又为数众多。”（汤
亭亭，1998：26） 

龙第二次出现是在花木兰率领起义军北伐推翻帝王的时候，看到路上，“龙王爷吸干了地里最后一滴
水分，成百万的农民放下锄头，在干渴的土地上面北而坐。”（同上：33）龙的意象在第三章“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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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母亲向女儿讲述自己在中国学医时到闹鬼的房间里睡觉的故事。母亲说自己不是
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她想做条龙。（“我属龙”，她对我说，“你也属龙。”）她可不能软下来，她就该伸开
龙爪，抖动一片片的红鳞，露出一圈圈绿色的花纹，危险时自我表现的好时刻。”（同上：58）龙最后一次
出现在当成年的“我”回到母亲家中，年迈的母亲以乳名唤“我”，顿时“我”感到压力的减轻，整个世
界都轻了很多。然后作者说，“其实我是条龙，像母亲一样，我们俩都出生在龙年。我实际上是长女的长
女。”（同上：100） 

龙在小说中不同章节中出现，代表了不同的含义。要想对这几次不同的龙的意象进行考察，我们必须
先看一下中国文化中龙的原型及其意义。龙是一种源自人类古老传说的神秘动物，早在 7000 多年前的新
石器时代就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图腾，之后又演变成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象征，中
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人也经常自豪的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龙是几种不同动
物的混合，其功能与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而《女勇士》几次龙的出现对这几种不同的
含义分别进行了阐释。 

1.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徽帜 

一般认为，从母系氏族公社起，每个氏族都用一种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或者无生物作为本氏族的名
称，并认为它们与本族有血亲关系，或相信该氏族起源于该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我们祖先最主要的部
落黄帝族，以水族为自己的图腾标志，如鲵、鲤、龟、蛇、鳄等。而后来这些具体的水族动物意象和鸟兽
复合为龙这一图腾徽帜。《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中对龙的形象描述为：“裱过之山，⋯⋯浪水出焉，
而南注入于海，其中有虎蛟，鱼身而蛇尾。”（王大有，1987：83）因为炎帝、黄帝均被认为是龙神或者龙
神的后代，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才经常认为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继而，龙又被认为是华夏民族生命
力的象征。在《女勇士》中第一次出现的龙与天空、海洋、沼泽、大地紧密联系，象征了中华民族生命力
源泉的厚博，龙的强大威猛正是华人内在生命力旺盛的象征。而文本中最后一次对龙的描述，是作者认为
自己是条龙，证明了自己和母亲一样，都是“龙的传人”，这是对中国文化中“龙”作为中华民族身份象
征的阐释，在华夏民族的图腾徽帜层次上对龙的意象进行了正确的描述。  

2. 作为雷雨之神的权威 

自先秦时代的古籍描述，龙就是和雨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龙，
水物也。”《管子·水地篇》：“龙⋯⋯欲下则入入深泉。龙生于水。”《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乃
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应龙畜水。”在汉以后的年代，无论人们观念中的龙如何发展，无论龙的性质
如何变化，龙作为主管雷雨、降水的神这一性质基本上始终没有改变。（罗二虎，1990：22）后期的民间
传说中，无论海水，湖水，河水都是由龙王掌管，各地都立龙王庙，成为求雨者的奉祀之地。《女勇士》
中对龙王这一主要职能也进行了描述。花木兰北伐之际，龙王爷不下雨，干旱导致了农民生活困苦，雷雨
之神的龙王这时表现出了对人们生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作者正是通过描写花木兰对龙王的权威和
皇帝的权威无所畏惧表现了这一民族英雄的英勇形象。从这个方面来看，作者准确地把握了龙作为权威代
表的文化内涵并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3. 作为力量的象征 

东汉时期，龙的形象多作为镇守四方的四神之一出现在墓葬中，镇守墓中，驱邪除魔。如《论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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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篇》中记载：“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飞尸流凶，不敢妄集，
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周晓薇，2005：87）龙因其勇猛而成为镇守墓葬的神，而后龙更是成为了
勇猛和力量的化身。因此，在“乡村医生”这一章中，当同学们为房间里闹鬼而人心惶惶时，母亲沉静自
若地在整个宿舍楼里巡视，当其他同学质疑时，她甚至主动到鬼屋里睡觉。这时她并非不害怕，因为生肖
属龙的母亲把自己看作了一条龙，无所畏惧，勇猛无比，危险当前就应表现出自己勇猛的一面。同时，母
亲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同为生肖龙的女儿也提出了不能软弱的要求。最后作者在“乡村医生”的结
尾中也说，自己和母亲一样，都是龙，自己要象母亲捉鬼一样，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无所畏惧，勇
往直前。在这一章，作者准确运用了龙的象征意义来表现母亲的勇敢和自己要向母亲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
决心。 

4. 作为中国文化的总代表 

从图腾徽帜到权力的象征，从虚拟的生物到与其他生物并列的生肖，从古代神话传说到古代社会各种
器皿和纺织品上的装饰，从帝制王权的象征到宗教意象，从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到随处可见的各种形容性
词汇，龙这一文化符号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广泛的得到应用。闻一多先生曾把龙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而龙文化的演变过程直接反映了华夏民族审美心理特征的变迁和
中国传统文化气质的演变。因此，把龙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毫不为过。 

龙这一意象的多层次含义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对其理解的难度，而汤亭亭在《女勇士》
中准确地从三个层次对龙这一中国文化中常见的意象进行了运用。通过对龙作为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权
威的象征、力量的象征等方面的描述，作者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含义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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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Dragon in The Woman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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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xine Hong Kingsto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emale writer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boom in late 20th century. One of her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is her massive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text. In this paper, the image of dragon in her masterpiece The Woman Warrior is analyzed with Jung’s 
archetype critical theory to prove that the author has great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he describes 
Chinese culture from different layers in her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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