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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美国亚裔：勇敢叫出自己的名字
文 / ?田

重拾传统拒用英文名 认祖归宗寻身份认同

“请停止糟蹋受害者的姓名！”

在 3?美国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
案发生后，美国媒体上有关受害者

情况的报道引发争议。
一方面，公开报道受害者姓名

侵犯了受害者及其家人的隐私；另
一方面，媒体错误地拼写受害者姓

名，在许多美国亚裔看来本身就是

一种不尊重。一场枪击案引发的姓
名风波，提醒越来越多美国亚裔正

视自己的姓名。
曾经，为了融入美国社会，太多

赴美亚裔给自己以及后代起了英文
名。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年轻的美

国亚裔试图寻回属于自己族裔文化
的名字。

亚裔要“正名”

“请叫我茶布”

29 岁的老挝裔美国姑娘有个
受法律认可的英文名“詹妮弗”，当

面对老板和同事，她就是艺术家詹
妮弗。但私底下，家人和密友们称她

“茶布”，这是她的中间名，在老挝语
中意为“新的”。

尽管在合同文本和支票上只能

签上“詹妮弗”，但她总觉得那是她
扮演的一个美国梦角色，而“茶布”

才是真实的。在思考了自己的身份
认同和希望塑造的个人形象后，她

决定放弃“詹妮弗”，改叫“茶布”。她
觉得，这个名字给她以力量。

像茶布这样，想要为自己“正
名”的美国亚裔还有很多。

“你可能知道我的名字是凯莉，
但我的真名是鸾。”曾出演《星球大

战 8：最后的绝地武士》的越南裔演
员凯莉·玛丽·陈在《纽约时报》网站

上撰文写道。
根据美国《劳工经济学》杂志对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在 1900

年至 1930年间，在美国出生的移民

后代中，约有 86%男孩和 93%女孩
起了美国人熟悉的英文名。而到了

第三代和第四代亚裔移民后代，背
负着文化传统的中文、日文、越南

文、柬埔寨文等非英文名不复存在，
大部分人只知道自己的英文名。

名字纵“洗白”

仍是“局外人”

将名字“洗白”，努力融入主流
社会。然而美国亚裔和他们的后代

最终还是发现，他们自始至终都是
局外人，徘徊在美国社会边缘，甚至

对自己的身份和归属产生了怀疑。
越南裔演员凯莉·玛丽·陈说，

她的父母为了方便别人发音，分别

改名为托尼和凯，而她本人除了保
留了原来的姓氏外，也起了美国人

常见的英文名。甚至，为了避免白人
孩子嘲笑，从 9岁开始她便不再说

越南语。然而，当她在餐馆点餐时，
流利的英文受到服务生的惊叹，让

她意识到自己的东方面孔以及美国

社会对亚裔的偏见是她永远都无法
摆脱的。“也许，如果我不是亚裔就

好了。”想要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认可
的想法，一度让她陷入矛盾之中。

而由于感觉中文姓氏“汪”在争
取角色时成了自己的“减分项”，父

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白人的华裔演

员汪可盈 2017年决定跟母亲姓，改
名克洛伊·贝内特。改姓后，她收到

了美剧《神盾局特工》的邀请。“好莱
坞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会允许

我有一个令他们感觉不舒服的姓氏
存在。”汪可盈为自己备受争议的改

名决定这般辩护。
可是，当美国的亚裔都开始“嫌

弃”自己的本名，又如何赢得白人世
界对亚裔以及亚洲文化的尊重？

2013年，在报道震惊全球的韩
亚航空客机失事新闻时，美国福克

斯电视台下属频道杜撰了 4个亚洲
乘客的姓名，用谐音梗嘲讽亚洲人

的英语发音。
2016年，缅因州州长拿一名华

人男子的姓氏“裘”开玩笑，称“这是
打喷嚏的发音”。

2020年，位于加州的莱尼学院

一名教授要求学生将越南语姓名改
成英语，称这个越南语姓名的发音

“在英语中听起来像是种侮辱”。
而今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

公布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案受害
者姓名时，将韩裔受害者名字的一

部分当成中间名缩写。这一做法遭

到美国亚裔尤其是韩裔群体的指责
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轻描淡写地

将所有责任推给枪击案所在县法医
办公室，没有一句道歉。

想做回自己
为族裔发声

究竟是谁在侮辱谁？究竟是该
主动将名字“洗白”还是坚守尊严？

美国亚裔群体对此议论纷纷。
无意念错对方的名字可以理

解，但如果以对方的名字看起来奇
怪或复杂为由刻意排斥，甚至故意

读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乔伊看来，那就是在告诉对方“你不
重要，你不被接纳”。

“如果一个亚裔的名字一直被

念错或拼错，并且受到质疑，被要求

改名，那真的会对他的心理造成伤
害。”乔伊说，“名字体现着一个人的

存在和历史，倘若有人坚持要求他
改名字，那就是没把他当人看。”

于是有了印度裔喜剧演员兼制
片人明哈杰在电视节目“艾伦秀”现

场纠正主持人对他名字的误读。在

明哈杰看来，要求非英语族裔的人
改名，是一种以英语为中心的伪善。

美国亚裔记者协会则在亚特兰
大水疗中心枪击案后，专门在社交

媒体发布一则视频，由两名亚裔记
者教授观众受害者名字的正确读

法。其中一名韩裔记者说，读对名字
是对受害者的尊重。

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亚裔开始意
识到，名字不仅仅是字母和发音的

组合，还包含着文化认同和身份归
属。想起父母当年改用英文名，从字

面上抹去文化印记，凯莉·玛丽·陈
说：“这种做法至今令我感到痛心。”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世界版图
东升西降，亚洲在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随着亚
洲多国的文化符号在全球吸引越来

越多粉丝，生活在美国的移民后裔
也能够更加方便地与自身族裔的传

统文化重新建立联系，尝试着学习
父辈的母语，或是拜访祖辈们生活

的地方，认祖归宗，赢回尊重，做回
自己。而重拾被遗忘的文化传统和

姓名的过程，也是他们重新构建身

份认同、为所在族裔发声的过程。
“我只是想做我自己，我是茶布

而非詹妮弗，这是我反抗这种强加
在我身上的‘洗白’式美国文化的开

始。”在茶布看来，释放那个被压抑
太久的“茶布”，是她维护身份认同

和文化传承的方式。“延续与祖辈的
联系，不忘记自己来自哪里，以及祖

辈们都经历了什么。”

    相当一部分早期赴美移民

主动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英文
名， 一方面是方便以英语为母

语的人，免得他们面对发音“奇
特”的名字不会读不会写；另一

方面则是为了方便自己， 希望
靠着一个全新的“美式”英文名

“入乡随俗”， 让自己更快更好

地融入这个新世界。

“任何可能使他们顺利实

现美国梦的改变， 都被大部分
移民视作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

一步。”前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
局历史学家玛丽安·史密斯说，

尤其在所谓 “黄祸论” 盛行的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改用英

文名几乎成了这些美国亚裔的
生存策略。

二战期间， 改名换姓更是
成为日裔美国人证明自己爱

国、重申美国人身份的方式，于
是，“真人”（Makoto） 成了 “马

克”，“勇”（Isamu）成了“萨姆”。

这些寄托了长辈期许的名字，

一下子变成了仅仅是代号一般
的存在。

    38 岁的孟加拉裔美国人

塔奈伊斯念念不忘父母为她精
心起的名字坦维·南迪尼·伊斯

兰。“坦维”在梵语中意为草叶，

“南迪尼”意为女儿，也是印度

教女神杜尔迦的别名，而“伊斯
兰” 不仅反映这家人的宗教背

景，也有“和平”的寄望。 “塔奈
伊斯” 便是这个充满文化意涵

的名字的缩写。

但在塔奈伊斯的童年记忆
中， 关于这个美丽又有文化的

名字， 有着太多并不那么美好
的记忆。

太多人不知道“坦维”的发
音，也不想知道如何发音。一年

级时的老师甚至公开表示 “坦
维”太难发音，所以改叫她“托

尼”。“于是那一整年我都叫‘托
尼’，我讨厌那个名字，那不是

我的名字。”塔奈伊斯至今难以
忘怀儿时的感受，“我记得我不

开心， 在我看来托尼是个男孩
的名字。 ”

名字发音困难，所以“被改
名”或被要求改名，这是许多美

国亚裔的共同经历。

发音困难
被迫改名

为求生存
“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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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挝裔美国姑娘茶布

（左）以她父母移民美国多
年后首次回故乡的经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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