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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的火》中的身份认同研究

李克燕　罗文彦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小小小小的火》是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深度探讨了种族、阶级、家族等多元社会议题，展

现出一幅细腻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本文运用身份认同与创伤理论，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探究《小小小小的

火》中三位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身份重建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本文有助于读者和文学评论者更深入、多维度地理解该长篇的主题，以期为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中少数群体渴望

与主流社会共同生存的身份焦虑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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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小小小的火》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社会中不

同人物的生活图景，在看似平静的日常叙事下，隐藏着深刻

的身份认同议题。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

身份认同成为个体在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确立价值归属的

关键命题。小说中，人物因种族、阶级、家庭等多重因素，

在身份认同上陷入困境与挣扎，这种困境不仅深刻影响着个

体的内心世界与行为选择，也折射出社会阶层的种种问题以

及文化碰撞带来的冲击。深入研究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问

题，有助于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

动机，同时也能为现实生活中人们处理身份认同危机提供一

定的启示与借鉴。

1 身份认同的理论内涵

身份认同作为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议题，其理论内涵在

哲学思辨、社会建构与文化阐释的交织中不断丰富。从存在

主义哲学视角出发，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个体在自由选择与责

任承担中对自我本质的确认，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论断

揭示了身份并非先天赋予，而是通过个体实践活动动态建构

的过程。心理学领域进一步细化其内在机制，埃里克森的心

理社会发展理论指出，身份认同的形成贯穿个体毕生发展，

在不同阶段通过解决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逐步构

建稳定的自我认知框架。这种心理层面的认同不仅依赖于个

体的自我反思，更受到镜像神经元理论所强调的“他者凝视”

影响，个体通过内化他人评价完成自我概念的塑造。

在社会学视域下，身份认同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建构性

特征。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表明，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决定其惯习形成，进而塑造特定的身份认知；个体在不同场

域（如家庭、职场、社群）中的角色转换与互动，构成多重

身份的动态平衡。文化研究则将身份认同置于全球化与多元

文化碰撞的语境中，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打破二元

对立的身份认知模式，强调文化差异碰撞下产生的中间态身

份具有创新性与抵抗性；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接合理论”

进一步指出，身份认同是文化符号与意识形态不断协商、重

构的产物。这些理论共同揭示身份认同是个体主体性与社会

文化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其内涵在个体心理建

构、社会角色实践与文化符号协商的多维张力中持续演进。

2《小小小小的火》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社会文化体系犹如一张巨网，个体依据既定的文化编

码程序与他人建立结点，并由此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体

系中的角色。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米娅、伊奇和珀尔三

位主人公的社会认同身份和自我认同身份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裂痕，并共同显示出在规则森严的西克尔高地社会中她们

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

2.1 伊奇：被压抑的自我

伊奇作为理查德森家的小女儿，在家庭中始终处于一

种压抑的状态，她的个性被家庭的传统观念与社会的既定规

范所束缚。在这个看似完美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一切都被严

格规划，伊奇的言行举止也被期望符合家庭的形象与社会的

标准。她的母亲埃琳娜，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她强

调秩序、规则与社会地位，对伊奇的教育方式充满了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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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眼中，伊奇应该像姐姐们一样，乖巧懂事，遵循社会

的主流价值观，追求安稳的生活。伊奇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对

自由与真实自我的渴望，这种渴望与家庭的期望形成了强烈

的冲突。

在学校里，伊奇也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认同。她的同

学们大多来自类似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遵循着同样的价值

体系，对伊奇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为充满了不解与排

斥。伊奇在学校里被视为异类，她的孤独感与自我怀疑不断

加深，这进一步压抑了她的个性，使她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

境之中。

2.2 米娅：流浪艺术家的边缘身份

米娅作为一位流浪艺术家，她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主流

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使她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在那个时代，

职业摄影师相对罕见，更鲜少有女性从事这类工作。除了哥

哥，她的家人都无法理解她对艺术的追求。米娅及其热爱摄

影且极具天赋，但当她成年后，她的父母强烈反对她学习艺

术。他们认为米娅“总是胡思乱想”，“完全是浪费钱”。

他们不仅拒绝支付米娅的学费，还通过经济威胁迫使米娅放

弃她的梦想。后来她成为了一名流浪艺术家，居无定所，不

断地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她的经济来源不稳定，常常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

波。在西克尔高地这个追求安稳与秩序的社区里，米娅的存

在显得格格不入，她被视为异类，受到周围人的异样眼光与

排斥 [1]。

米娅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是她坚守自我身份的核心动

力。她将艺术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艺术创作是她表达

自我、与世界沟通的方式。米娅的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

理解与感悟，她通过摄影等艺术形式，捕捉那些被常人忽视

的瞬间与情感。她的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艺术规范，展现出

自由奔放的风格，这正是她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体

现。来到西克尔高地后，米娅成为了一个游离于西克尔高地

的主流文化和她自己追寻的自由文化之间的边缘人 [2]。她拒

绝被世俗的物质追求所束缚，不愿意为了安稳的生活而放弃

自己的艺术追求。她带着女儿珀尔四处流浪，每到一个地方，

都用心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将这些独特的经历融入到自

己的艺术创作中 [3]。

2.3 珀尔：对稳定家庭身份的渴望与迷茫

珀尔自幼跟随母亲米娅过着流浪的生活，这种漂泊不

定的生活经历，使她对稳定家庭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渴望。在

流浪的岁月里，珀尔从未拥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她不

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结交新的朋友，却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告

别。这种频繁的变动让她内心充满了不安与孤独，她渴望能

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一个温暖的家庭，让她可以不再漂泊。

在西克尔高地，珀尔看到了理查德森一家的生活，他

们拥有宽敞的房子、稳定的收入和看似和谐的家庭关系，这

一切都让珀尔心生向往。她羡慕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可以在

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成长，拥有自己的房间和熟悉的朋友。珀

尔开始渴望融入这个家庭，她努力地讨好理查德森家的每一

个人，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家的感觉。她与理查德森家的孩

子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与穆迪，他们之间的感情逐

渐超越了普通朋友，珀尔在穆迪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温

暖与关怀 [4]。

珀尔在追求稳定家庭身份的过程中，内心充满了迷茫。

她一方面被理查德森家的生活所吸引，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割舍与母亲米娅之间的深厚感情。米娅

虽然给不了她稳定的生活，但却给予了她无尽的爱与自由。

珀尔深知母亲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她理解母

亲的选择，也尊重母亲的生活方式。但她自己却在这种自由

与安稳之间难以抉择，她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珀尔在面对自己对穆迪的感情时，也充满了迷茫。她不

确定这份感情是否真实，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她担心自己

的感情会影响到与穆迪的友谊，也会给两个家庭带来麻烦。

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珀尔感到自己仿佛迷失了方向，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3 身份认同的探索与追寻

《小小小小的火》向读者展示了如何瓦解人物的身份

认同危机，同时重新建立起身份认同。小说中的米娅、伊奇

和珀尔有着不一样的身份困境，却有着相似的人生选择。

3.1 打破常规：对传统身份模式的挑战

在《小小小小的火》中，伊奇以其独特的行为与思想，

成为打破传统身份模式的先锋。她所处的理查德森家庭，是

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的坚定拥护者，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被

期望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与家庭规则，以维护家庭的体面与

社会地位。伊奇却对这种按部就班、被规划好的生活模式深

感厌倦与束缚。

伊奇在学校里，便常常表现出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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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她对学校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并不认同，不愿参与那些

被视为“正常”的社交活动与学术竞赛。她拒绝随波逐流，

坚持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使她在同学中显得孤立。她敢

于质疑学校的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认为它们过于僵化，无

法真正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发展。这种质疑精神，在传

统的教育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却正是伊奇对传统身份模式

挑战的开端 [6]。

伊奇对家庭传统的反抗愈发激烈。她不再满足于母亲

为她设定的人生道路，对母亲所强调的秩序、规则与社会地

位嗤之以鼻。她开始故意违反家庭规则，如不按时回家、不

遵守家庭的作息时间等。她的这些行为，在母亲埃琳娜看来，

是不可理喻的叛逆，但在伊奇心中，却是她追求自由与真实

自我的勇敢尝试。

在与米娅相识后，伊奇受到米娅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和

坚定的自我认同的影响，对传统身份模式的挑战更加彻底。

她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她积极参与米娅的摄影创作，通过镜头表达自己对世界

的独特看法。这种对艺术的追求，与她家庭所期望的职业道

路大相径庭，进一步加剧了她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伊奇还在个人情感与人际关系上打破常规。她不再遵

循传统的社交模式，与那些被社会视为“异类”的人交往，

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真正的理解与共鸣。她与珀尔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这种跨越家庭背景与社会阶层的友谊，挑战

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她对爱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不被传统的恋爱观念所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渴

望的感情 [7]。

3.2 自我认知的深化：在迷茫中寻找方向

在经历了种种困惑与挫折后，《小小小小的火》中的

人物开始踏上自我反思的征程，这一过程犹如在黑暗中摸索

前行，却也逐渐点亮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为他们在迷

茫中指引出前行的方向。

伊奇在与家庭的激烈冲突以及对米娅自由生活的深入

接触后，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与深刻的反思。她开始重新

审视自己过往的生活，意识到自己一直被家庭的期望和社会

的规范所左右，失去了对真实自我的感知。伊奇在反思中逐

渐明确了自己对自由和艺术的追求。她发现，在艺术创作中，

她能够摆脱外界的束缚，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她

开始积极参与米娅的摄影活动，用相机捕捉那些被忽视的美

好瞬间，通过镜头展现出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内心世界。这种

对艺术的热爱，成为了她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让她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她决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即

使这意味着要离开熟悉的家庭和舒适区，去面对未知的挑战。

珀尔在追求稳定家庭身份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迷茫

与反思。她羡慕理查德森家的稳定生活，渴望融入其中，

却又难以割舍与母亲米娅之间深厚的情感。当她看到母亲

与理查德森太太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时，内心的痛苦和迷

茫达到了顶点。她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是像理查德森家孩子那样安稳的生活，还是像母亲一样自

由的流浪生活 [8]。

在反思中，珀尔逐渐认识到，无论是稳定还是自由，

都不是绝对的，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她理解了母

亲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明白了自己对家庭温暖的渴望。她

开始尝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既尊重母亲的生活方

式，又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不再盲目地追求理查德森家的

生活模式，而是学会了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同时也积极

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个性。通过这种反思，珀尔

逐渐深化了自我认知，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方向，不再被外界的

因素所左右，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

3.3 追求自由与真实：身份认同的最终诉求

自由与真实宛如两颗璀璨的星辰，在《小小小小的火》

中闪耀着迷人的光芒，成为人物身份认同的核心追求。这种

追求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深刻地体现了人物对自我价值的执

着探寻。

伊奇在家庭和社会的重重束缚下，内心对自由的渴望

愈发强烈，犹如困兽渴望挣脱牢笼。她所处的中产阶级家庭，

一切都被精心规划，规则和秩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伊奇的

个性和想法却被这种压抑的环境所抑制，她感到自己仿佛是

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无法展现真实的自我。在与米娅

相识后，米娅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如同一束强光，照亮了伊

奇黑暗的世界。米娅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

的艺术梦想，她的生活充满了未知与挑战，但她却乐在其中。

这种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伊奇，让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

活，意识到自由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伊奇开始勇敢地反抗家庭的束缚，她不再愿意遵循母亲

为她规划的人生道路。她积极参与米娅的艺术创作，通过摄

影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想法。在艺术的世界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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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找到了真正的自由，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的个性，

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她用相机捕捉那些被忽视的瞬间，将

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融入到作品中。这种对自由的追求，

使伊奇逐渐摆脱了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实现了身份的觉醒，

朝着真实的自我不断迈进。

米娅作为一位流浪艺术家，她的生活本身就是对自由

与真实的生动诠释。她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生活充满了不

确定性。她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使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内

心世界，不被世俗的观念所左右。米娅认为，艺术是她表达

自我、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只有在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她才

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她的摄影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

艺术规范，充满了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自由的向往 [9]。

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米娅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由与真

实的追求。尽管经济拮据，她依然坚持购买摄影器材，不断

进行创作。她拒绝被物质的追求所束缚，不愿意为了安稳的

生活而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她带着女儿珀尔四处流浪，每

到一个地方，都用心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将这些独特的

经历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米娅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

不被社会主流所理解，但她却坚定地认为，这才是真正属于

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她才能保持真实的自我，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珀尔在追求稳定家庭身份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自

由与真实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她羡慕理查德森家的

稳定生活，渴望融入其中，却又难以割舍与母亲米娅之间深

厚的情感。在与米娅和理查德森一家的相处中，珀尔不断地

反思自己的内心需求，逐渐明白，真正的家庭并不在于物质

的丰富和生活的安稳，而在于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做真实

的自己 [10]。

珀尔开始尝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她尊重母亲的生

活方式，也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她不再盲目地追求理查德

森家的生活模式，而是学会了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同

时也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个性。在这个过

程中，珀尔逐渐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转变。

她不再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而是坚定地朝着自己认为正确

的方向前进，追求自由与真实的生活。

结语

《小小小小的火》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伊奇、米娅、珀

尔等人物在身份认同道路上的曲折历程。他们在家庭环境、

社会文化背景的交织影响下，深陷身份困境，却又凭借着对

自我的坚持与探索，不断追寻真实的身份认同。伊奇在家庭

的压抑与米娅的启发下，从迷茫走向觉醒，勇敢地挑战传统

身份模式；米娅坚守流浪艺术家的边缘身份，以自由随性的

生活诠释对艺术和自我的执着；珀尔在对稳定家庭身份的渴

望与对母亲的眷恋之间徘徊，最终学会在两者间找到平衡。

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纽带，对个人和社

会意义重大。对个人而言，清晰的身份认同是构建自我认知、

树立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能引导个体确立人生目标，更好地

适应社会。伊奇通过身份认同的探索，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

升，从一个被束缚的女孩成长为有独立思想的个体。对社会

来说，多元的身份认同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不同身份的碰

撞与融合能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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