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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心中》是美国菲裔作家卡洛斯·布洛桑最为经

典的作品，甚至其一度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最重要的

五十部作品之一。该作品创作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亦是

在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异常复杂的时期。在美西战争和菲美战

争之后，美国从西班牙吞并了菲律宾，从而导致大量菲律宾

人移居美国以填补农业工作。尽管 1924 年的美国移民法将菲

律宾人归类为被殖民的国民，美国白人依旧将菲律宾人视为

一个野蛮的亚洲群体，一个不应该出现在美国土地上的少数

族裔。卡洛斯以自己为缩影，为我们展现了菲裔劳工在白人

至上的美国社会中每天所经历的触目惊心的种族主义和偏见。

但从马克思主义者视角出发解读《美国在心中》，这部

著作已不局限于一部单纯讲述种族歧视的文学作品。其更重

论《美国在心中》中主人公卡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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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蕴含于主人公卡洛斯以及书中其他重要人物思想意

识上的变化历程。本文将以卡洛斯的人物经历为依托，得出

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可以拯救那些迷途的追梦者的结论，并

且成为他们思想武器，让其不仅走出迷茫困惑的处境，而且

因此重获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念。

一、无产阶级意识觉醒前：盲目且无知的追梦者

马克思曾从阶级统治的角度剖析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他

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利和财富仅掌握在一少部分人手中，

而这一小部分人即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持其统治，就会把

自身的特殊利益描绘成大众的普遍利益，以掩盖其独占生产

资料的实质。美国梦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

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现。被这些民主、平等思想蒙蔽的劳苦大

众就会对未来充满期待，认为只要自己肯努力，一定会实现

远大抱负，这样也就间接地认同并拥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尚未觉醒时期的卡洛斯，他就是被这样虚

假意识形态迷惑的一员。

在卡洛斯童年时期菲律宾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以

救世主的姿态出现，教化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大批菲

律宾人开始学习殖民者的语言，试图摆脱贫苦的困境，他们

深深地被美国梦吸引，卡洛斯就是其中一员。当卡洛斯还在

菲律宾老家时就深深地被林肯的故事吸引。一个穷小子竟然

能当上美国总统，可以说从那时起他的内心就已经认同美国

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他单纯的以为在那里只要肯拼搏努

力，最后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他十分向往去到这个

“只要肯努力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国家并逃离自己家乡的

艰难困苦。此时的他甚至把追寻美国梦的过程描述成一场“朝

圣之旅”（90）。在这个阶段的卡洛斯初入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盲目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主动观察，更是忽略了对美国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价值判断。

可以看出此时的卡洛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阶级的使命，

更不具备无产阶级意识，他单纯的以为美国是一片可以让他

变得富庶，拥有自己的小家，能够获得尊重和平等的乐土。

二、萌芽的无产阶级意识：梦破碎后迷途者的最后救赎

在不断地被剥削和被压榨中，卡洛斯的阶级反抗意识不

断积累，从而导致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开始萌芽。正如马克思

所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

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而此时卡洛斯对于报酬和工作环境的简单诉求

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开端。此时的他虽然能够认清自己被剥

削、被压榨的事实，但是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陷于如

此处境，更不知道该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正如在文中他所表

达的无奈“我什么也做不了”。可以看出此时卡洛斯即使意

识到了一些现存事实的不合理性，但是他还不知道如何去打

破这种困境。

在无产阶级意识萌芽的这个阶段，卡洛斯是迷茫的。一

方面对于社会现实的感知让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已经处于萌芽

状态，而另一方面仍麻痹自己想着“有朝一日，我会在这里

买一个房子”（115）。而此时正处于迷茫时期的他，当得知

父亲死后，也丧失了自己在美国的最后一丝信念，渐渐地像

大多数菲律宾人一样颓废。他开始为了钱偷东西，赌博，甚

至去打劫。现实的残酷与无情改变了那个曾经善良的少年，

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也化作了泡影。截止到小说的这部分，卡

洛斯的人生经历似乎和大多数菲裔劳工没有什么差别。一开

始他们都是被美国梦吸引，满腔热血地以为可以通过努力就

能闯出一片天。但当他们来到美国后，逐渐意识到现实情况

和他们所想有着千差万别。这时候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磨平棱

角，开始沉沦于赌博、酗酒、抽大烟、找妓女等事情上，每

天都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这似乎已然是大多数菲裔劳工的

最终归宿，基本无一幸免。

但当卡洛斯知道哥哥阿玛多和他朋友阿尔弗雷多一起开

赌场榨取自己同胞的血汗钱的时候，他实在不能苟同，并明

确表示自己是不会加入他们的勾当。这说明虽然此时的卡洛

斯也想变得有钱，但是他不会选择一种压榨欺骗自己同胞的

方式去赚钱，他是不会变得像那些赌场里的地主一样，也不

可能加入他们成为其中一员。处于迷茫时期的卡洛斯虽然颓

废堕落，但是萌芽的无产阶级意识拯救了他，没有让他完全

堕落。而此时的他虽然也想追求金钱梦，但是对于以剥削压

榨手段获取钱财的方式是完全鄙夷的。

三、自发的无产阶级意识：走出迷茫、自发反抗的指引

卡洛斯透过社会现实观察到菲裔群体在美国的整体生存

困境：从最开始将菲律宾人的堕落归因于这些人自身原因，

到后来逐步意识到他们的沉沦是社会强加的，这就是促发他

无产阶级意识自发觉醒的关键因素。卢卡奇在《意识》一书

中说道“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这个阶级的每个人的思想和情

感的总和，也不是它的平均数”，而是一个群体作为整体阶

级的自我意识。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自发

过程，是无产阶级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总体认知。所以分

析卡洛斯无产阶级意识是否达到自发觉醒阶段其实是要看其

作为无产阶级这个大群体中的成员，是否有了对于整体阶级

所处社会地位的总体感知。



572022 年 12 月下

卡洛斯刚来到美国时，看到同胞的沉沦，会觉得这只是

小部分现象，只是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他无法透过社会现

实看到这是自己所处阶级的共同遭遇。而后来当他的足迹已

遍布美国各州、各大城市、各个小镇，他发现只要是所及之处，

菲律宾人无不面临同样的困境，过着同样的悲惨生活。甚至

连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哥哥，那个他一直信奉为儿时信仰的

哥哥马卡里奥也不能幸免。这让卡洛斯开始对于自己所处的

社会地位和阶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开始

透过对社会现实的感知自发地觉醒。此时的他已经意识到，“我

们的颓废是由一个与我们的性格和喜好格格不入、与我们的

传统和历史格格不入的社会强加的。”（120）此时的卡洛斯

已经对于自己所处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把握。

此时他已然意识到菲裔的整体困境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他们的，

这让卡洛斯更为深刻地理解了自己所属阶级的阶级属性，从

而对其达到了整体性的把握。

在思想意识自发觉醒后，卡洛斯行动上也做出了相应的

反映。面对菲裔群体深受压迫剥削的事实，此时的他们想要

做的就是反抗。“旧世界终将灭亡，这是我人生的新格言。

这是我思想意识觉醒的开端。”（173）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第

三部分的开篇位置。在美国的种种遭遇，让他们意识到美国

只不过是以“自由”“平等”为口号，吸引大量移民前来追

寻美国梦，但实际上却是千方百计地奴役压迫他们。他们深

刻地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改变现状。以卡洛斯和何

塞为主要代表人物，此时的菲裔群体在四面八方展开斗争。

他们通过游行示威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通过罢工告诉资本

家自己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创建工人协会想要带领

菲裔劳工一起摆脱困境；他们创办报纸教育那些还未受过思

想启迪并深受压迫的工人，为后续的全面反抗做准备。但是

由于处于阶级意识自发阶段，这个时候工人的反抗斗争比较

分散，此时卡洛斯也还未意识到联合起所有无产者一起斗争

的重要性。

四、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引领全面革命的一束光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具有

革命性质的“自为的阶级”的标志就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

换而言之，也就是当无产阶级完成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

的转变时，其无产阶级意识也完成了从“自发的阶级意识”

到“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转变。

卡洛斯意识到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并联合所有无产者开

展斗争，获取其应有的权利，就是其无产阶级意识转为自觉

阶段的一种体现。当无产阶级意识处于自发阶段的时候“工

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但当无产阶

级意识步入自觉阶段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意识到联合的重

要性。在第四部分开篇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卡洛斯参加了

一次会议，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会议却不似以往只有菲裔劳

工组成，而是很多不同国籍的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对现今

的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些讨论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

是要联合所有弱势群体一起进行抗争。此时的卡洛斯已然不

局限于为备受压迫的菲裔群体发声，而是站在劳苦人民的立

场上为饱受剥削的所有无产者发声。这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不

仅仅是白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的博弈，更是资产者和无产者的

对立。此时的他想要联合所有被剥削、被压榨的无产者去和

资本家斗争。他开始创办工人学校，启迪那些虽然意识到了

自己处境但却处于迷茫状态的工人，告诉他们要为自己的权

利抗争，让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整体阶级利益而不是仅仅

局限在表面的涨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上。同时更重要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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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这些阶级意识还未觉

醒的工人意识到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使

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对抗他

们真正的敌人——资本

家。

无产阶级意识从自

发转为自觉阶段也一定少

不了正确思想的引领。我

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共产党

的相信与认同。他知道自

己需要加入这样一个党

派，他也知道自己一定要

融入它。后来卡洛斯开始

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

与共产党员紧密接触，加

入了由共产党成立的下属组织CPFP（菲律宾人权利保护委员

会），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并写文章来宣传他们的工作。在这

些诸多经历后，卡洛斯的思想也深受启迪，他更是感叹道：“共

产党无疑促进了在西海岸菲律宾人思想的觉醒。我感觉我属

于第二波菲裔共产主义运动”。（248）卡洛斯是深受共产党

影响的，他更是从共产主义运动中汲取了勇气，受到了启发，

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让他在即使觉得无

能为力、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有了一丝指引，“从而能够经受

住迷茫困惑以及抒发生活的无能为力”（248）。同时这个思

想武器指引着他进行斗争，为了菲裔甚至是所有无产者的权

利而抗争，这也促进了他无产阶级意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通过一次次抗争，在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中卡洛斯的无

产阶级意识逐步觉醒至自觉阶段。而在无产阶级意识达到全

面觉醒之后，由小说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卡洛斯已经

不再迷茫困惑。此时他充满希望与期待，想要通过斗争为无

产者获得更多的权利。

五、结语

无产，有产二词背后对应了两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自两个阶级产生以来，阶级对立就无处不在。无产阶

级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没有资产的一个群体，他们处于

社会的底层，贫穷就是他们的代名词。但恰恰就是这样的一

个群体被马克思赋予厚望，认为他们才是革命的主体，引领

革命的真正力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

转变为具有革命性质的“自为的阶级”的关键或者说是标志

就是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西方学者卢卡奇更是认为无产阶

级只有唤醒无产阶级意识才能克服乃至根除物化意识所带来

的意识形态危机，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卢卡奇

过分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但是其对于无产阶级意识重要

性的强调是和马克思一致的。基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对于阶级

意识的理解，笔者从文本出发，找到了指引卡洛斯走出迷茫

的关键因素，即逐步觉醒的无产阶级意识。本文之所以分析

主人公一行人思想意识的动态变化是想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

对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意识通

过互联网散播开来，如果没有正确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做引

导，那就不免走偏路误入歧途。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

要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者角度分析《美

国在心中》这部小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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