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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性空间#静观指向的广阔性阐释
!!!以小说"黄色糊墙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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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尔曼的小说往往对于某一实物有着说不清的眷顾#这可以视为她对
+?

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语境的
现象学介入%其女性主义关怀根植于她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思考#而其作品的女性主义内涵在于将女性生存空间的
广阔性蕴涵于实物之上予以静观性阐释%与其他女性主义作品不同#!黄色糊墙纸"打破了传统女性主义作品过度
依赖文化基座的封闭逻辑定势#而是以具有现象学意义的实物作为文学建构的载体#通过广阔性这一概念来勾连
并彰显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黄色糊墙纸"中看似光怪陆离的延异空间中#折射出的是认知主体在本体定位上的
扩散及其自我世界感知的嬗变#而这一切都直接指向女性生存空间的纠结与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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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4波金斯4吉尔曼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
研究当中一位绕不过去的作家&著名女权主义领袖
凯特把她列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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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伟大的女性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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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曼的小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
一席之地#其作品的女性主义价值不单单因为特殊
的人物或者情节设置而位列女性主义作品之列#其
独到的价值还在于她的作品当中糅合着一种对于女
性生存空间的真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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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曼的这种女性情
愫常常表现得十分直观#往往负载于某一具体的实
物之上&这一实物本身的特性加上它所激发的主人
公的思考使得她的作品映现出一种淡淡的现象学元
素&聚焦于某一实物对象进而塑造女性生存空间的
广阔性#借此勾勒文学作品的主题#这是吉尔曼小说
的独到之处&她一生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直接以具体
实物命名的就有好几部#例如'黄色糊墙纸(+'那颗
稀世宝石(+'巨型紫藤(+'摇椅(+'它们的房子(等

等&应该说#吉尔曼小说中实物元素的介入丰实了
女性小说的创作向度#同时也从现象学本位上体现
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诸多反思#这一点应被
看作是女性主义批评中不可忽略的要点&然而#至
今吉尔曼小说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对于女性生存
空间的现象学关注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
已有学者呼唤从现象学的视角探究文学这一艺术形
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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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大多从男权主义的宏观视
角或者女性自我解脱的微观视域/

!K@

0入手解构小说
的女性主义主题#但对于小说中所体现出的主人公
静观指向及其对象的广阔性#这些与女性生存空间
反思休戚相关的重要现象学概念却视而不见#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然#对吉尔曼短篇小说中的实物空间广阔性
同女性主义主题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但都
在两个方面显得难以尽如人意&其一#分析焦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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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于散乱而显得抓不住主题#空间的广阔性与主
体能动性之间的关联被忽略#所以无法提升作品分
析的深度与厚度$其二#对吉尔曼小说中女性主义思
想同具体实物之间关系的考察一直被搁浅&当然#

我们并不否认当前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文化诊断*

研究范式的优点#毕竟其文化观是女性主义得以建
构和编织的背景与前提之一&

我们必须去思考如何从微观层面以一个典型视
点切入#进而系统而又细腻地揭示小说的深刻内涵&

这不但可以摆脱)用人生经历来解释作品是解释不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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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这一阐释性尴尬#同时还可以更为系统地
发掘小说的美学本体内涵#因为作品之外的任何东
西都不可能享有此时作品在解读者身上所享有的那
些不寻常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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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糊墙纸(是吉尔曼的一
篇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它已成为女性主义文学
作品中的)经典*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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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以'黄色糊墙纸(

为例分析吉尔曼小说#认为关注小说主人公的静观
指向性载体%%%黄墙纸%%%所折射的梦性空间的广
阔性#可以为我们从现象学视角穿凿入微地破译小
说的深度主题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拟从实物现象
学的角度#通过细读文本#力求对这部小说中的现象
学元素介入予以解析&我们认为#这部小说中女主
人公在黄墙纸刺激下所激活的梦性空间中的静观指
向及其广阔性是其女性主义主题得以彰显的隐性焦
点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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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与指向#梦性空间延异的广阔性前提
在茵伽登看来#文学作品分析离不开)意向性*

这一现象学重要概念的介入#因为后者有助于确定
意识时间过程中的隐含点与不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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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向
性的检索与提取旨在锁定主体静观所带来的意蕴与
澄明&)静观*彰显的往往是这一核心美学范畴的重
要意蕴,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本真世界的澄明#这
恰好是现象学完成让)实事*本身被)看见*的重要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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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虚*与)静*是)静观*得以发生的本源#

具体到文学分析中的内在结构之上#二者又必须落
实在一定的指向对象之上#因而文学阐释与呈现也
必然以这一静观指向为基座&这样做不但可以保证
小说主题分析既具有本真性和至上性#还可以留存
小说主题分析的本然性和先在性&唯有如此#才能
使小说主题所关指的广阔性阐释显得更为具体#从
而生动地揭示主人公如何表现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和对本真世界的僭越&因此#从现象学角度来分析

'黄色糊墙纸(的主题#需要找到)静观*的)虚静*载
体&能够满足虚静属性的物件在该故事中有很多#

但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黄墙纸&当然#不可否认其
作为小说标题多少透露了其与小说主题密切关联#

但尤为重要的是#黄墙纸作为静观物见证了女主人
公跌宕起伏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升华历程&

黄墙纸作为感知的刺激物引领女主人公往返于)着
相*与)无相*的不二境界当中#这应被看作是黄墙纸
作为静观指向载体所打开的空间发生延异的广阔性
前提&

一方面#在女主人公看来#黄墙纸具备)万相之
相*&它是怪异的#也是女主人公)无名之火*的助燃
剂#同时它是好奇心的有效控制器#此外#它又是激
活女主人公)无限恐惧*的按钮&它作为刺激物#显
然成功地激活了女性的生理以及心理反应#因此反
过来女主人公在语言中表现出受了刺激的特征#例
如小说非线性结构的调配#大量使用短句子+短段落
以及一些颠来倒去的句法结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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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
有这一虚静物件的存在#就不会有静观中的)万相之
相*发生#也就不能形象地描摹出女主人公所深陷樊
篱的惊悚与狰狞&另一方面#女主人公借助它进入
了)万法皆空*的)无相*之境&在黄墙纸面前#女主
人公可以)致虚极#守静笃*#外在的世界逐渐消融于
静观当中&此间丈夫与亲人皆在远处#女主人公在
静观中进入一种类似疯癫的)心斋*或)坐忘*的境界
当中&读者初步看到的是疯癫与可怖#但正是在这
种疯癫当中#女主人可以摆脱)目要色*+)耳要声*+

)口要味*+)四肢要逸乐*等低级的自然生理的欲望
需求#展示了自我肉体生存的逻辑如何在静观中悖
反并完成适应性延异的具体表征&片片斑驳的黄墙
纸成了女主人公静观的具体指向落点#是她聊以自
慰的神奇物#同时也是使她深陷)暂时的神经抑郁
症*和)轻微的歇斯底里倾向*而不能自拔的回钩钉&

在一个虚极的梦性空间中#女主人公的生活被表现
为延异的#她依赖的不再是众人皆为看重的眼耳鼻
舌身意#六识逐渐丧失并让位于静观世界所勾勒出
来的异化图景#那里有心灵的对话#那里有现实中所
缺失的落差&

正是游走于)着相*与)无相*交界的边缘#女主
人公通过面对黄墙纸的静观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广阔
性的现象学空间当中&广阔性在言语现象学上的发
声性本质#决定了黄墙纸所打开的梦性空间走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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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性空间,静观指向的广阔性阐释%%%以小说'黄色糊墙纸(为例



度延异#而不只是停留于被感知或者被阅读的浅显
层面&从本体来看#广阔性本身就是梦想的一个哲
学范畴#因此黄墙纸所打开的)无相为万相*的现象
空间注定具备广阔性特点&小说中女主人的诸多遐
思所激发的联翩浮想就是最好的证据%%%它们实体
微缩#但是静观巨大&事实上#我们几乎看不到广阔
性缘起何处+了却何方#可是它却总是以相同的方式
附着在静观指向载体之上&广阔性是逃离黄墙纸
的#一纸斑驳似乎难于承受宇观之广阔$广阔性是亲
近黄墙纸的#因为没有后者的前者注定成为一个元
性虚壳&在)逃离*与)亲近*之间#黄墙纸找到了本
体广阔性的现象学定位&诚如现象学家所说#如果
我们可以分析静观的广阔性印象#或是广阔性带给
静观的填充物#我们就马上进入了一个最纯粹的现
象学领域%%%一种没有现象的现象学#或者用不太
自相矛盾的方式说#这种现象学如果要了解静观产
生的流变过程#只需要等待静观的指向自行构成#自
行固定为完成的指向/

+!

0

)**

&通过对广阔性载体的
分析#我们就可以在自我心中实现纯粹想像力的纯
粹存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很明显地表
现为)存在主义*的副产品#而女性主义作品就是旨
在通过小说这种)存在主义*的副产品针对不合理的
)存在*予以抨击&女主人公在黄墙纸面前所看到的
一切#使得她的世界突破了现实三维空间的限制而
将自己带入一个具备四维属性的静观空间当中&如
果女主人公的梦性空间延异前提的广阔性未能剥离
出来#那么小说的标题很可能会被简单地当作一个
类似装饰标记而被简单处理#这是十分可惜的&从
现象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审视广阔性与主人公生存
空间的关联#不但扩充了静观指向载体的现象学内
涵#同时也揭示了作者将其作为标题的社会学用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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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超越#时空定位纠偏的广阔性刺激
女性主义作品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关注女性自

我以及鼓励女性超越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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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鲜活地描摹女性
在限定的现实空间之内完成)破茧化蝶*的自我超
越#自然也就成了女性主义作品历来关注的主题&

吉尔曼同样关注这一主题#但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
她在作品中援引了一些现象学元素#从而更为深入
地刻画女性生存空间中的纠结与困顿&黄墙纸就如
同一幅三维立体画#它不但需要借助文学之眼的品
评与体悟#还需要依赖现象学层面的分析与探究&

正如同广阔性这个抽象概念从来都不是那么抽象一

样#其有声价值使得广阔性立刻在相邻的言语中体
现出来#在形象中突显出来#也在思想中突显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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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二维特征的黄墙纸在本体定位上不
能也不应该被桎梏于简单的物理属性当中#它不但
反映出女主人公固守自我本体解读的)离物化*#而
且透露出她转而欣赏静观性反思的内心陶醉与迷
离&

首先#在主人公的眼里#黄墙纸已经丧失了具体
的空间维度而具有了通感的神力%%%本体的解读逾
越了固定的时空坐标而出现了各种感官的光晕性增
长效应#并且每一个形象的扩大都扩大着另一个形
象的外延&在这个本体定位无穷放大的连锁反应当
中#女主人公的自我存在空间被无限扩大#同时也留
下自我超越的广阔性痕迹&她在这种空间广阔性的
感知中体会到一种幸福的印象&说到底#这是一种
为逼迫所促动的)大光明法*式的离欲与解脱&其
次#黄墙纸丧失具体的时间维度&在这些占据了静
观者脑海的梦想里#细节淡化了&时钟似乎依然破
落#时轴沿双向无尽延展&女主人公继续静观与自
己的二重奏#把世界和自己变成两个联合起来的创
造者#他们在各自的孤独中对话#以这种自相矛盾的
方式统一在一起#从而揭示着自我超越的困境与价
值预期&在与黄墙纸的对望当中#女主人公感到自
己摆脱了现实世界孤寂与重量的束缚#她通过回忆
与想像重新找到了超乎寻常的自我超越快感&女主
人公不自觉地一个人在客观的孤独中追逐着一个巨
大的梦想#但这一孤独伴随着广阔的视野和大片弥
散的能动性光芒&女主人公严重的自我超越空间显
然带有)空之又空*的元表征特点#因为在她看来#黄
墙纸打开的空间里面#除了广阔性之外#没有其他的
背景&但是#在那里有自己的世界#在那里她不再是
自己既定存在的囚徒&当静观的女主人公真正体验
到广阔性带来的快感的时候#她看见自己摆脱了她
的烦恼+思想和梦想&她不再禁锢于自己的俗世体
验#进而奔向灵魂的轻灵与超越/

+#

0

++

&可见#黄墙纸
成为了广阔性得以折射的镜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广
阔性使得女主人公在内心世界完成自我感知与纠
偏&黄墙纸帮助女主人公完成了一个基本功能%%%

纠偏的精神历程&在认同人是一个宽广的存在这一
命题当中#女主人公证明了)黄墙纸*这一空间凡物
的启示性功能&当然#这离不开)静观*本身的超脱
性诉求&)静观*除了要超越感性杂多世界及其所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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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的单维度生理+心理欲望之外#还要消解单维度知
性+理性的知解活动及其知识产物&如果说)离形*+

)堕肢体*是对感性欲望的超越的话#那么)去知觉*+

)黜聪明*则是对知性和理性的超越&静观层面的透
视反映了主人公自我认同的超越与鉴证&

现象学视域下的静观指向载体解读注定要完成
一段纠偏之旅&在纠偏过程中#女主人公的快感在
常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捉摸&因为在读者眼睛中#

她的这种静观性超越带有明显的失读和失语特点&

从表面上看#静观空间的梦性延异是如此的简单与
偶然#然而实质上#个体生命在这种空间中的存在与
接受却是绝对的复杂多变#抑或说是异常的艰辛&

女主人公对于黄墙纸理解的跌宕起伏以及她对自我
身份的思考说明其身份转变的震撼性&这在女主人
公的主观情态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她渐渐地沉迷
于静观世界当中#因此尘世中芸芸众生所珍视的诸
多感官慢慢蜕变#仅剩视觉作为采摄信息的工具#其
解读生活周遭一切的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女主人公
是失读的&她在人际交往中存在诸多障碍#要么是
没有交际对象#因为丈夫总是忙于工作#要么是交际
中自言自语#并且词汇单一#因为百感交集之时话语
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因此女主公又是失语的&自
然而然#这种既失读又失语的状态就注定她必然难
逃失神的困顿&但是不论失读也好#失语也好#都不
能代表失意或者失败#因为静观中的女主人公唯有
放弃了世俗的恐惧#奔向所谓的)疯癫*#她才能获得
超脱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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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语到失读#小说交待了女主
人公空间延异当中黄墙纸本体定位纠偏的具化层
面#同时反过来也指正了女性主义生存空间当中黄
墙纸原型功能解读的嬗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现
象学元素的还原过程中#有一个不能最终还原掉的
)现象学剩余*#即一个人类主体性的)自我极*

/

!

0

&

一切意向性的对象化+主体间性和想像力的自由变
更#无不是以这种自我极的能动性作为前提才得以
可能的/

!

0

&这一点在黄墙纸原型功能解读与广阔性
的投影关系上体现得更为明晰&

三
!

灵魂与镜鉴#原型解读嬗变的广阔性投影
吉尔曼在小说中揉入现象学元素不仅仅停留在

具体静观指向实物定位的纠偏之上#分析实物原型
并解读其原型嬗变同样是一个挑战&吉尔曼在作品
中调配的一些现象学元素与其作品主题呈现休戚相
关&诚如所有女性主义作品均旨在解释女性的内心
世界#反鉴她们圣洁的灵魂一样/

+@

0

+

#吉尔曼的小说

也不例外&据此来看#黄墙纸这一静观指向符号可
以被看作锁定女主人公内心动态轨迹的有效跟踪
器&黄墙纸本身所激活的生存空间广阔性不但表征
了她超越自我+完成纠偏的心灵历程#同时也是圈定
她跳出物化原型+寻求生存正解的求索痕迹&在这
个过程中#广阔性投影于黄墙纸之上#形成一面反鉴
灵魂的魔镜#以芥子纳须弥之势勾勒出女性内心空
间的变幻与起伏&如果说黄墙纸折射了女主人公的
一种灵魂状态#那么那种类似)客观偏执*的黄墙纸
物性解读遗漏了一种并非轻易就能得到的心理学超
越性&客观的黄墙纸是一个带有童话色彩的形象#

与小说中的婴儿室放在一起尤为如此&关于这个形
象的现象学思考#我们要知道由于哪一个当前的原
因#根据哪一种正在活动的静观价值#这样的形象吸
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仅要问#来自无数时代
以前的遥远时空关系如何依托这一客观意向建构一
个带有心理学色彩的假设- 因此#十分有必要确立
黄墙纸原型的当前内容&

黄墙纸的原型解读十分抽象#它与广阔性的有
效关联注定它的原型往往同和谐与安详相辅相成#

从而直指女主人公的灵魂状态&可以说#黄墙纸的
原型传达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信念#一个发自女性肺
腑的信念%%%女性自身的存在犹如隐秘卧室的回
声#它需要首先做出努力才能获得回响#否则所谓的
生命之声注定黯然消隐得无影无踪&黄墙纸原型的
核心修饰语广阔性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它憎恨躁动
不安以及拿腔拿调的刻板&在本质上#广阔性要求
其投影于黄墙纸之上并存在于平和寂静当中&黄墙
纸所彰显的广阔性教会女主人公学会呼吸身边的空
气#在静观中远离令人焦虑的纠结与迷离&在广阔
性的支撑下#黄墙纸僭越了空间标记属性#进而蜕变
为一个心理标记&它的物理空间标记性正是它具备
开启自我世界广阔性并得以辐射的基本前提#因为
有黄墙纸的刺激#所以读者在女主人公的静观中透
视到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曾发生抑或未曾发生的一些
轶事&从本源上讲#黄墙纸所衍生出来的广阔性在
本质上不属于地理学家的研究素材#文学作品中的
广阔性需要栖息于某一实物但同时又需要超出它所
隐匿的载体&如果尝试客观地研究黄墙纸的广阔性
形象#那么很可能以无法摆脱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枯
燥而告终#更为直接导致)先验还原*

/

+"

0的失误&加
之广阔性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多维主题#因此静观指
向中的广阔性阐释必须求助于灵魂这一)纯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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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性空间,静观指向的广阔性阐释%%%以小说'黄色糊墙纸(为例



的进一步纯化*

/

+A

0

!的先验原型&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黄色糊墙纸(这部小说中#广阔性首先必须凝聚
为黄墙纸之上#在确定主人公物理空间坐标的同时#

也折射出女主人公心理世界的基本情况&作为社会
存在的人身上总是存在这样一条规律,无限宇宙面
前沉思的人的抗争意愿在梦性的静观当中存在一个
奇异的复合体#其中嬗变的超验自我是静观存在的
意识核心&在黄墙纸中所构想的问题是对广阔性形
象的更为轻松的参与#一种)真我*与)超我*之间关
指灵魂的置换&显然#这一点是其他缺乏现象学元
素介入的女性小说所难以企及的&

不可忽略的是黄墙纸的原型嬗变对于女主人公
内心世界表征的灵动性&小说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可
以概括为身处围城当中的一只)笼中鸟*#并且她根
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哪里#又何谈知晓自己该去往何
方/

@

0

- 这注定了她的世界是封闭的#但又是开阔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黄墙纸所激活的描述功能#不论是
心理学描述还是客观性描述#都远非物理世界所能
限定&即使女主人公在提到地理学维度的时候#她
也本能地知道这个维度能够被身在其中地读到#是
因为它植根于一种特殊的静观价值&小说当中#我
们发现)广阔*这个词具有客观性几何学的贫乏含
意&然而#当我们对语词变得超常敏感的时候#这里
却存在一种对广阔性的认同快感&随着女主人公进
入近似疯癫的静观状态#广阔性这个共同主题使得
女主人公的灵魂找到了它的综合性存在&广阔性这
个词把相互矛盾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在广阔性面
前#我们可以摆脱哲学头脑无休止地争论着一和多
的关系!例如#自己的)病态*和丈夫以及弟弟的)误
诊*"&女主人公在静观当中找到了深邃但却明亮的
统一#不同的感官印象正是通过这种综合形成连觉&

在广阔性的整合力作用下#黄墙纸成为了一个
斑驳的形象复合体#这些形象互相深化#因为它们在
一个广阔性的存在上长大&读者就可以感受到静观
指向载体的逐渐膨胀#直至最高点#从那里循环生出
了广阔性&其根源在于内心的)虚静*#内心产生于
一种出声的情感#它以某种方式融化并吸收感官世
界&因此#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广阔性外部的回声#

而且是内心广阔性的召唤&用哲学的话语讲#广阔
性是一个静观的范畴#但不仅仅是一个在对宏伟景
象的静观中形成的普遍观念&这样#小说会帮助读
者在自己的心中发现一种静观的快感#这种快感容
易扩张#所以有时候可以在一个切近的对象面前体

验到内心存在空间的广阔性&显然#吉尔曼的小说
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黄墙纸被归还给静观的力量#被
用来庆祝女主人公内心空间的)盛宴*#因而它和女
主人公一起投入巨大的自我灵魂求索当中/

E

0

&故事
借助黄墙纸发现了一个并不执着于某一感受的虚拟
空间#从而更为深入地触及人物的适应性盲区&无
论给空间染上色彩的是哪一种感受#无论这种感受
是悲伤还是沉重#一旦它被表达出来#悲伤就会缓
解#沉重就会减轻#因此踏入)无色*+)无声*+)无
香*+)无味*+)无触*的空灵境界&既然黄墙纸空间
被表达出来#其灵魂所受到的压抑与桎梏就得以脱
落#主体生存空间就获得了指数扩张的价值&黄墙
纸的空间传递性从内心深处到无限广延#两者集中
在同一扩张过程中#我们从中感到一种微观同宇观
整合一线的)自我快感*涌现出来&诚如巴什拉所
说#对每个对象来说#遥远的就是在场的#边缘和中
心具有同样的实存/

+!

0

))?

&黄墙纸的原型力量就是
矛盾纠结的稀释液与粘合剂&

小说'黄色糊墙纸(的现象学蕴涵丰富#多向度
的分析价值不容低估&本文从)静观指向*视角分析
了黄墙纸的现象学属性如何勾连于文学主题表征#

从而论证了文学现象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即)文学是
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景语之上以便传达的情
语*

/

!

0

&可以说#基于静观指向的寻求#小说中女主
人公完成了梦性空间延异的广阔性前提提取#在自
我超越的历练当中#女主人公感悟到时空定位纠偏
之后广阔性所带来的刺激#而这一切都旨在镜鉴女
性灵魂疯癫背后的困顿与超脱&由于篇幅#本文未
能涉及作者对于)静观指向*的另外一些重要意蕴#

例如它同言语失读+身份焦虑以及自我认同的关联
与界定等其他值得进一步挖掘的话题#这些都与女
性主义文学作品主题的解构与建构密切相关&总而
言之#在吉尔曼那里#女性主义生存空间的文学主体
建构与实物现象学批评是高度融合的&这种融合本
身就是对女性生存境遇整体性与和谐性遭受侵蚀的
)男权主义*现象的回应#因而也体现了吉尔曼的)女
性主义*情怀&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吉尔曼在'黄色糊墙纸(中强调的一个观点,)难道一
个男子汉真的会昏过去吗- 可是#他的确昏过去了#

而且倒在墙边#正好横在我的道上#所以我每次都得
从他身上爬过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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