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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蜀芹电影作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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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 氏电影以女性寻找 自我为起点 ,经 历 了
“
花木兰

”
与

“
还我女儿妆

”
的两难 因境 ,最 终 由对父权

社会的背叛走 向了重写历史重塑 自我的女性躯体书写。其突出成就 即在于 ,以
“
回到 自己的屋子

”
的女性

身体的写作方式 ,使 女性寻找 自己话语的叙事策略得以完形 ,并 通过独特的经验 内容对男性话语提 出挑战。

以自已的身体语言 ,在 银幕上书写具有独立人格理想和文化精神的主体形象 ,这 是 中国电影文化的一大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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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创作活动 ,自 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而一种自

觉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写作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今

天 ,对一个女性导演来说 ,问 题的关键已不在于能否表

达 ,而是这种表达是否源自女性的本己经验。几千年历

史的延续和文化的承传 ,决定了女性是在男性文化的熏

陶中
“
成烬

”
起来的,她们的身体、情感、心灵需求被刻上

一道深深的男性文化的印迹 ,尽 管有许多女性导演在写

作在表达 ,并且有的还十分地
“
女性化

”
,但常常是她们的

这种写作、这种表达 ,无意识中却变成了反映男性需求的
“
他者话语

”
。当代女性电影作品无论在对妇女问题的思

考还是表现方面,都 隐藏着一些对男性文化精神自觉或

不自觉的承接和传递。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新时期女

性导演最具特色的衍进轨迹之一,具 体地说是女性电影

从追寻
“
自我

”
转向背叛颠覆被男性中心文化异化的

“
女

性主体
”
;由 女性电影觉醒的女性形象 ,转 向以女性生命

的躯体语言书写历史 ,进人厉史。

在当代中国影坛 ,黄 蜀芹是较早带着自觉女性意识

书写的导演 ,她 的《人 ·鬼 ·情》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

“
女性电影的作品

”
,这部影片的诞生 ,标志着新时期女性

导演开始获得性别意义上镜城召唤的自觉。黄蜀芹迄今

为止的全部作品 ,实 质上只讲述了一个主题——寻找的

主题 ,而在寻找 自我不可得的背后 ,也 只讲述了一个事

实 ,“ 女性创作在电影业的男性世界里
”
[l]生存的困境。

黄蜀芹创作从寻找 自我到颠覆男性文化象征秩序 ,突 破

女性意识种种遮蔽之时 ,不 经意间却陷入寻父恋父的情

结中,黄蜀芹本人也戴起愈来愈强大的人格面具 ,从而获

得了某种普遍的人类学本体意义。

一 寻找

(一 )寻父与男性话语霸权

黄蜀芹的影片大部分都含有一个政治性或社会性的

主题 ,对 主题的选取却常常表露出黄蜀芹的明敏 ,然 而这

主题通常只是寻找呼唤理想之父的潜在主题的假面与化

装。

从某种意义上 ,正是寻父这一动机构成了黄蜀芹
“
自

恋
”
式影片基本的叙事结构主体。其作品序列除《围城》、

《超国界行动》外都是寻父/救赎主题变奏曲。在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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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话语中,父亲不仅意味着一个少女的上帝 ,她潜在的欲

望对象 ,而且是她唯一的必需的成人之途。
“
在正常发展

过程中,女孩子将会找到这个以父亲身份出现的对象通

向选择最后对象的道路的
”
[2]。 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 ,

女性对父亲的寻找认同 ,正是个体被作为人格模范赋予

意义的过程。对性/欲望的体验 ,对 理想父亲的寻觅 ,恰

好构成黄蜀芹女性自我欲望叙事的基本点。《青春万岁》

是黄蜀芹第一部具有真正作者意义的影片 ,更 是黄蜀芹

私人影集上一帧年轻时的镜像 ,是 一段对被摧毁的青春

的执拗追忆。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 ,黄 蜀芹受教育

于五六十年代 ,这 时期正是新中国最美好浪漫的年代。

金星火炬 ,队鼓咚咚 ,诚挚、纯情、认真、严谨 ,时代给予了

黄蜀芹一种浓郁的
“
恋父情结

”
或曰

“
共和国情绪

”
。同

时,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楷模 ,中 国传统文化
“
文以

载道
”
的精神 ,成 为这代导演无法改良的心理编码 ,徘徊、

滞留在他们创作的情感世界里 ,即 使遭受文革灭顶之灾 ,

也坚信民族会重构真善美。黄蜀芹的《青春万岁》正是将

这种对新生人民共和国理想之父的崇敬、向往、热爱之情

溢满银幕的每一个角落 :

大支燃着的火把渐渐入画,围 成圆形 ,点 燃的篝

火堆。少男少女们踩着共和国诞生的鼓点跳起来

了,那 是怎样的 日子啊。那是一天一个样的 日子 ,

“
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 ⋯是单纯的日子

”(王 蒙),

天空是那样晴朗,阳 光是那样 明丽,理 想是那样美

好 ,心 灵是那样纯净 ,前 途是那样广阔⋯⋯

——《青春万岁》电影文学剧本
°

一种极端纯挚、真诚、朴实与激情、健康的女性青春

形象 ,奠定其作为共和国父亲生命颂歌歌手的地位 ,并 以

此进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空间。

事实上 ,黄蜀芹的生父黄佐临 ,是 她理想的崇拜者、

智者及情感依恋者 ,更是真实的精神之父。黄蜀芹曾在

《我的爸爸——黄佐临》中饱含激情地写道 :“ 我爸爸很重

视自己与妇女的交往 ,重 视 自己的妇女观的表述。
”
在她

创作中,父亲一直是她成人之旅的引领者 ,成为其作品中

一缕抹不去的父姓西方血脉的阴痕 j作 者执著的电影追

求贯穿其女性叙事始终。一方面 ,作 为共和国培养的女

导演 ,她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直接受惠者 ,对

于主流意识形态 ,她 更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明敏 ;另 一方

面,黄蜀芹又执著于她的女性写作 ,在追寻自我生命意识

的同时 ,自 觉不自觉地隐藏着传统的影子 ,从而无法逃离

男性文化樊篱。因而
“
花木兰

”(化装成男人去表达 )式境

遇成为其女性写作最重要的话语表达 (后述 )。 在故事层

面上 ,当黄蜀芹将 自己的真实情感纳人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空间时 ,《 青春万岁》成为她私人相簿中美好青春生活

的一场影恋。而在影像层面上 ,当 前景的男主角田林被

指认为一个理想的引领者 (一个父亲的形象 ,以 兄代父 )

时 ,黄蜀芹的真身/真实的个人经历与文化追求就成为背

景中的影子 ,理 想的精神之父置换为人民共和国。而黄

蜀芹则将 自己的全部激情搬演为对杨蔷云、李青、裒新

枝、郑波、吴长福等 sO年 代一群女中学生青春情绪生活

经验的指认。频繁的特写镜头 ,特 别是元旦晚会一组微

仰的镜头 ,正 表现一种对人民共和国理想父亲的询唤。

像绝大多数的女人是在爱情中寻找 自我 ,最 后又在

爱情中迷失自我一样 ,女 性电影本身涉足最多和最深刻

的也是爱的主题。《童年的朋友》是关于 0O年 代延安抗

日根据地一首爱情悲怆曲,这是关于爱的困惑古老而永

恒的主题 ,这一主题至今仍然陷于困惑之中 ,它没能找到

一个终极的完满的答案 ,这 也是女性未趋于完全解放的

标志和象征。黄蜀芹的明敏在于她并未将 自己陷人关于
“
爱的不可知论

”
,而是以一种女性独特的视听方式 ,使这

一陈旧的主题得到了颇富新意的表达。在《童年的朋友》

中 ,这一主题是充分视觉化的主题 ,作 为这—视听主题的

独特呈现 ,在影片的形式系统中 ,黄蜀芹设置了一位流浪

儿寻找父亲 ,以及在流浪儿视域呈现的班长、田秀娟寻找

爱情的悲剧世界。片头一个小孩在狂风呼啸的黄土高原

拼命爬行的镜象 ,暗喻了本片寻找父亲的主题。

影片主人公侯志是一个未成年的男孩。
“
但在父权

制的社会中
‘
女人

’
并不是完全都是女性 ,那些地位低和

年幼无权的男性也是被当作女人对待
”
[3](18页 )。 无

疑 ,黄蜀芹正是通过侯志的视域实现其女性叙事动机。

侯志,10岁 ,是经历俄底浦斯情结阶段的年龄 ,是恋母同

时又要否定拒斥母亲、认同父亲的年龄 ,影 片中侯志的父

亲却是一位不出场的英雄 ,寻 找父亲的行为因父亲的缺

席而成为空洞的能指 ,父 亲的形象在战斗的叙述中,最终

幻化为梦境中三次出现的白骏马。

与其说白骏马是侯志心中的父亲形象 ,不 如说是女

导演本人心境的展露。连续的镜头切换 ,高调的摄影 ,特

别是每当感情抒发伴随着笛声四次出现的旱柳 :旱 柳、

夜、月光、湛蓝天空下亭亭玉立的旱柳 ,伴着忧伤的爱情

主旋律艰难地、缓缓地连缀成旋律流淌而出 ,诗意地表达

了作者心灵的期待——对理想父亲的询唤。而这位不出

场的英雄以叙镜中的死亡而被放逐。

于是 ,班长则以长兄的身份替代父亲的缺席成为出

场的英雄。当田秀娟以别人的妻子身份出现在班长的视

野时 ,低矮的小屋 ,一件红色婴儿的衣服 (特 写),孕妇的

形象 ,更反复述说着 :她 已然是别人的妻子 ,即 将成为别

人的母亲。影片最后 ,父 兄以死亡而被放逐 ,这更泄露黄

蜀芹心中对延安革命圣地强大不可触犯的尊敬。询唤因

缺席的父兄而付厥如。黄蜀芹在执著于女性生命体验中

寻找自我、观察世界的同时 ,不 自觉地陷落于询唤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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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中,失 落其确认 ,表 达 自己性别的权力与可能 ,寻 找

父亲的庇护本身就使女性之为话语及历史主体的可能再

度成为无妄。

(二 )“ 花木兰
”
与女儿装

黄蜀芹放逐了父兄 ,同 时也放逐了自己的过去和未

来。父兄放逐的直接后果是女性寻找自我主体人格的不

能确立 ,她将成为永远的流浪者 ,游荡在异国它乡。女性

自我要从历史/男 性话语所阻断的记忆中浮现出来 ,将无

声的记忆发而为话语、为表达 ,这挣扎必将会遭遇到克里

斯蒂娃所谓的
“
花木兰式

”
境遇——化装成男人去表达。

黄蜀芹《人 ·鬼 ·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一部有趣的

女性文本。

《人 ·鬼 ·情》借助一个女艺术家扮演男性的生活 ,

象喻式呈现一个现代女性生存与文化的困境。一个拒绝

并试图逃离女性命运的女人 ,因 扮演男人而成功 ,却 最终

作为一个女人而未能获救。片中的女主角秋芸不是完全

意义上的叛逆者 ,更不是
“
阁楼上的疯女人

”°
,她 只是顽

强、执著于自己追求的女性。这是一份现代女性的自况 ,

同时也是一份隐忍的憧憬与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 ,《 人

·鬼 。情》重述重构了花木兰的故事 ,文 明将女人置于
“
镜城

”
之中 ,做 女人、为女人是永恒的困惑 ,真正女人的

出场只能是化装为男人去表达 ,或者
“
还我女儿身

”
。影

片片头段落是一个克满魅惑的扮演花木兰影像 :

特写镜头中呈现装有红、白、黑三种油彩 ,色 艳

欲滴的化妆碗。当一道一道的油彩渐次掩去女人娇

好的面容后覆之以一张威武神奇男性夸张的脸谱 ,

女人巳不复存在 ,取 而代之的是钟馗神奇、丑陋却毕

竟男性化的造型外表。镜前 ,秋 芸与钟馗交换 ,镜

中,秋 芸与钟馗同在。如同步入回廊之椅 ,跌 入梦魇

之中,古 与今 ,人 与鬼 ,男 人?女 人?是 角色?还 是

真身?沉滞的盛装与时髦的裸露的意象反差。

画面展示了一个时空错综不应共存、而又畸形共存 ,

前景不堪预测、也无以预测的背景。这无疑是一个跌人

镜式迷惑的时刻 ,是被
“
我是谁

”
这一悲剧式发问攫住的

瞬间。它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境况的陈述 ,它是女性的
“
花

木兰
”
生存。作为女人 ,秋 芸扮演男人 ,以 此获得成功。

然而当她扮演男人的同时 ,她便以一个男性形象的在场

造成她作为女性形象的缺席。她作为女人而表达 ,却 以

女性话语主体的缺席为代价。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女

人当她化装成男人去表达时 ,必将以
“
女儿身

”
的缺失为

代价。这不是一种镜式的迷惑与混淆 ,而是角色与扮演

者无法同在彼此缺失的主体关系。
“
花木兰

”
只是女人话

语表达的一个象喻。《人 ·鬼 ·情》在这种意义上重构或

消解着
“
花木兰

”
故事 ,“ 花木兰

”
/女儿装成为女性生存与

表达的又一重因境。

二 背叛

黄蜀芹说 :“ 拍了《童年的朋友》之后 ,我 在家里坐了半

年 ,我觉得我到了这个时候 ,我 有欲望——我应该拍一部

好电影。好 ,就是非常突出,能代表我 ,代表我自己,代表我

的人格 ,能表达我。
”
[4]朱丽亚 ·斯温蒂斯认为 :“ 当妇女

作为作家进入创作表现过程时 ,她们也就进人了一个用特

殊方法铭刻妇女神话的历史。
”
[到 (35页 )任何男性作家对

女性命运的叙述 ,客观上都不能超越男性的视角 ,“ 所有男

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 ,因 为男人的身份 ,有

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
[6]。 因此 ,女 性只有 自

己从事创作 ,写 自己的成长 ,才 能改变女性被控制在奴隶

般缄默无语的地位 ,以女性声音来表达自己真实的历史境

况 ,最终实现对父权文化的颠覆与背叛。女性在成长中逃

离与流浪成为黄蜀芹女性写作的另一维。

(-)成长中的逃离

女性的成长不仅指个体人生经历的童年、少年、青

年、壮年这样一个生命生长发育的过程 ,同 时它还是精神

和心理层面的。在男性中心文化的社会里 ,女 性的成长

并不是以女性身心的全面发展、女性创造潜力的充分实

现为出发点 ,而是以社会 (男 性 )需要为基点 ,建立起所谓

的女性的理想模式。波伏瓦说 ,一个人之为女人 ,与 其说

是
“
天生

”
的不如说是

“
形成的

”
。文化的浸淫对女性产生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使 女性 自觉选择这种范式作为 自己

的人生目标 ,从而不自觉地将社会的、男性的价值标准化

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因此对于女性
“
成长

”
关注就会有一

种深意 ,即从这层层厚茧突围 ,寻 找自己真实历史境况的

声音。

对于以表达为生存的当代女导演 ,将 这独属女性的

心路历程呈现为本文是一种必然。她们初登影坛曾以

《白毛女》、《昆仑山上一棵草》触碰过成长的主题。《红

衣少女》、《失踪的女中学生》、《女儿楼》、《沙鸥》又对成

长的主题作了又一次更全面、丰富、深入的重新书写。关

于女人
“
成长

”
的主题一直成为她们钟情的话题 ,她们 自

身的情感经历往往成了创作中最 自然的契人 口,在 影片

中隐约闪现 ,但 它只是作为人物情节发展的一个背景或

社会问题展示 ,从未被推向舞台的前方 ,在 聚光灯下为众

目所视。其原因较复杂。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政 治制

度所保障的男女平等权力 ,“ 男同志能干的事 ,女 同志也

能做
”

,“ 妇女能顶半边天
”
,妇 女解放主要被纳人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操作之中。这意味着女性在面对 自己的社会

地位时 ,已 由五四以来 ,莎 菲女士、子君等主动争取革命

的热情逐渐变为被动提升的心理满足。而当男女平等的

思想被卓有成效地以法律条文形式固定下来以后 ,中 国

女导演对主流意识形态更有感恩戴德的明敏 ,而 耻于谈

自己作品是有女性意识的。
“
中国社会女性意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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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 ,大家没有这个意识 ,好像用
‘
女性意识

’
当作评论的

话 ,把影片的意义缩小了,贬低了
”
[1]。 另一方面 ,中 国

妇女解放运动 ,不但没有松动男性话语的根基 ,反而在某

种程度上强化了它。创作中只强调导演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而不是女导演的性别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男性

话语的价值和合法性 ,并 进而与男性一道分享男性话语

的权利、威力和魅力。如王苹、广春兰、王好为等女导演

的作品多以男性话语来书写。直到 sO年代出现了以张

暖昕、陆小雅、黄蜀芹为代表的女性意识电影创作 ,女性

电影创作陈辞慷慨。《青春祭》复活了李纯进人现代文明

而被压抑的女性意识 ,《 热恋》声诉男性压迫 ,陈述对男性

的悲悯与失望。但只有黄蜀芹将这种寻找自我、背叛父

权社会的女性意识真正发展成为话语的第一人。《人 ·

鬼 ·情》、《画魂》把目光从对男性的声诉不满转向为对女

性自身成长的潜性逸事的关注。成长的主题在 《人 ·鬼

·情》演绎为逃离的故事 ,黄蜀芹将女艺术家秋芸的成长

呈现为一个寻找生父过程中绝望地试图逃离女性命运与

女性悲剧的挣扎。片中出现秋芸成长过程中,三 次逃离

做女人场面 ,然 而她的每一次逃离都只能是对这一性别

宿命的遭遇与直面。

秋芸拒绝女性角色 ,甚 至放弃了女人装束。在注定

不能逃避的世界挑战面前 ,女 人的逃亡尽管是一种背叛

的姿态 ,显然只能是无效的撤离方式 ,面对滚滚而来的世

俗浊流 ,秋芸守住心中唯一的追求 ,步 步退却 ,回 到一间
“
自己的屋子里

”
。秋芸、玉良拒绝大人角色 ,拒绝女人命

运的代价是女性生命的缺失。

(二 )世俗的流浪

⒈流浪的女人

逃离的女人并没有因扮演男人而获得拯救 ,逃 离中

的背叛也未使女人获得新生。背叛社会的女人只能成为

被社会放逐的对象 ,因 而流浪成为寻找自我的又一起点。

流浪的意象是黄蜀芹作品萦田不去的背景 ,流 浪的女人

成为流浪背景中亮丽的人生。流浪实质是另一种方式的

寻找。秋芸、大志在流浪中的寻父 ,玉 良的背井离乡(远

涉重洋 ,老七的弃家出走 ,这 是对女性社会命运的挣脱 ,

是一种心灵的寻找。黄蜀芹说 :“ 流浪戏班子不是什么年

代问题 ,奉献问题 ,这就是人类真正寓言性的东西
”

,“ 一

个社会外的家庭 ,真 正的无差别社会
”
[1]。 这是女性精

神栖居地 ,理想的乌托邦 ,这是一个
“
家

”
的寓言。

对于家的渴望 ,事 实上宿命地根植于当代女性的历

史性欲求之中。流浪的目的是还乡之梦 ,而 还乡的秋芸

面对的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残破的家 ;玉 良的家亦非她

所画的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画中倚靠着丈夫的她 ,忧

郁的眼睛面对观众 ,分明在诉说着心中无以言表的压抑、

委屈、痛苦[7](封 四)。 一个依靠男人的女人 ,一 个无法

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 ,一 个绝望地试图作为
“
纯粹的女

人
”
进人历史的女人 ,在

“
不孝有三 ,无 后为大

”
的父权社

会 ,女人的意义在于她生育男孩 ,并 把他带人男性象征秩

序。而丧失了生殖能力的玉良对父权社会的
“
家

”
的回

归 ,终究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当她带着幻想破碎

的痛苦学习绘画 ,并将所有生命激情升华为画布上赤裸

女性的胴体时 ,她 又陷人父权社会性禁忌之中。在父权

社会中,权力将性和肉体的其他器官分离开来 ,通过对性

的控制来控制肉体。
“
如果性行为不是出于生育繁衍的

需要 ,不纳人生殖繁衍的轨迹 ,就 别想得到认可 ,受 到保

护 ,更不用想有谁会去附耳一听 ,而 只能遭到放逐 ,否定 ,

逐人沉寂
”
[8](4、 1ss页 )。

还乡的代价是进一步的漂泊、流浪 ,玉 良以超凡的勇

气再次踏上渺茫的寻觅之途。她再次遭到社会的放逐。

尼采说 :“ 上帝死了,上 帝不会复生 ,我 们 已经把它杀死

了,我们这些最大的凶手 ,将何以安慰 自己呢?我们必须

发明出什么样的赎罪节目和神圣游戏呢?” [9](198页 )在

一个虚无和荒谬的世界上 ,人 除了永远的
“
流放

”
之外 ,还

有什么可能呢?女 人的精神家园永远不可能找到 ,无 家

可归的悲怆之情油然而生。这一命定噩运在黄蜀芹电影

中表现在流浪的艺班子身上 ,大 志、侯志、秋仪、老七的流

浪生涯不自觉地被反复渲染。对漂泊者的肯定 ,是 否表

明了黄蜀芹一个被迫远离庙堂 ,逐 渐边缘化的知识女性

漂泊者的隐逸心态呢?

2.世俗人生

黄蜀芹的奇特之处在于 ,她 总是毫不掩饰地表现出

对生活直接经验的爱好 ,并 通过把生存的感性经验、身

体、感觉、欲念、爱心等等与形而上的存在本体质询相结

合 ,从而获得对生活世界多元性表达。

《我也有爸爸》、《承诺》将这种对人的人格力量褒扬

及人类生命存在本真状态的关注 ,幻 化为对生命极致的

拼贴。
“
爱心

”
成了故事不厌其烦的主题 ,“ 流浪

”
的寻找

则成了故事结构的起始点。一个白血病孤儿与一个足球

明星之间情感的极致拚贴 ,演 绎了黄蜀芹
“
珍惜生命 ,生

命灿烂的意念
”
。

“
生命弱小的弱者与生命强健的强者 ,

在人格上无强弱之分 ,人格是平等的,任何生命都有同等

价值 ,社会成员之间应当互补互爱的
”③

。片尾足球场上

飞升的巨大的红十字将一种自然人本主义观念与生命的

本真意念融为一体。黄蜀芹获得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意

义。黄蜀芹说 :“ 我觉得拍电影要有一种人类意义。这个

故事就有人类意义 ,它说的是一种人格平等。
”
〔10]在影

片中,我们得以窥见一次时代文化的优美降落 ,由 对彼岸

痴迷苦恋到对人生此岸的从容和认可。此刻 ,由 初期启

蒙主义者宏大而局促的遵命文学 ,到 一份
“
平常心

”
,一份

社会的女性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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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将时代的、社会的、人类的、爱的命题 ,更为深

刻而槔固地成为影片中不断变奏的主旋律 ,那不是炼狱 ,

不是施洗 ,那是都市里寻找好人的
“
平常人生

”
,都市里的

寻找是各种期望的破灭 ,都 市里的人生是世态人情的悲

欢离合。上海这块文明的飞地成就了黄蜀芹博大的爱

心。《承诺》里
“
悲欢离合

”
的故事则直陈海派故事的通俗

定式。
“
悲欢离合

”
是一种美化了的人生 ,富 戏剧性 ,曲

折 ,但又最为通常不过。没有人不能在这通常的生活形

态里反窥到自身 ,一 掬同情泪 ,或 一抹笑意 ,给别人更给

自己 ,“ 人生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
,人们不禁互相认同 ,

咀嚼这大同小异 ,八九不离十的大众化故事。不经然《孽

债》、《承诺》成了畅销的大众文化。不表达对生命的终极

关怀 ,但 当黄蜀芹把 日常的琐屑材料编织为无巧不成的

五彩衣饰 ,又时时触动人们情感的神经 ,于是
“
世态人情

”

就成为影片的文化。平常人生的悲欢离合成为黄蜀芹

《承诺》的主体 ,生命呈现出神性消逝以后的卑微性 ,这显

然有应合于 90年 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社会心理需要之

嫌 ,自 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世俗化大

众消费社会的来临 ,使女导演陷人写作困境 ,明 显走向无

我的不确定性 ,并在世俗叙事模仿中,迎合商业机制与炒

作口味。

流浪的女人不能逃脱女性的宿命 ,即 男人之于女人

的既定权力模式 ;世俗的人生也不过是暂时的《承诺》;关

于
“
家

”
的寓言也只是玉良画中的梦幻。黄蜀芹终于对文

明社会有了
“
惘惘的威胁

”
[11](I35页 )。 都市的文明成

就了黄蜀芹的平常人生 ,女 人的解放并未因城市的文明

而获救 ,却 以遁人城市的世俗而放逐。

三 重写

如果说成长中的逃离与流浪是女性对生存困境的个

体性抗争的话 ,那么女性以自己的躯体写作来质疑、重写

历史 ,则 是在存在层面上的群体性表述 ,是女性写作建立

自己性别主体的唯一通途 ,是 女性个体人格成长社会化

的必要程序 ,更是女性给自己命名 ,参与文化语言象征秩

序 ,实现自我 ,浮 出历史地表的必经之路。

(— )男区体写作

在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 ,女人是差异的生产者 ,是客

体 ,永远是意义的承担者而非生产者 [12]。 女性要想成

为文化的生产者 ,要想表达自己,不可能依靠历史、文化、

社会经验而写作 ,同样 ,一个女导演首先要做到的也恰恰

是拒绝历史、拒绝文化、拒绝社会。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

行
“
悬搁

”
的策略 ,女性导演才能够从男性文化无处不在

的经验领域抽身而出。无历史、无记忆是女性写作本真

性的首要前提。埃莱娜 ·西苏认为 ,妇女在通常意义上

进行写作是无济于事的 ,要 想摧毁菲勒斯中心语言体系 ,

“
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

”
,颠覆、重写历史原有

的句法学 ,创 造一种属于 自己的无法被攻破的语言。很

显然 ,回 到
“
自己的屋子

”
[13],通过身体写作首先是女性

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因而 ,对 身体的倾注成为黄蜀芹

写作的主体。在潘玉良的画室 ,在 秋芸扮演钟馗——男

性鬼魅的假面下 ,黄 蜀芹为女性找到了一块表现女性真

身的所在。

玉良回到 自已的画室,坐 在镜前 ,缓 缓褪去上

衣 ,露 出浑圆的脖子和丰腴润泽的肌体 ,这 是一个优

美 ,丰 满 ,成 热的女性躯体 ,叠 化 ,镜 头推近。
——《画魂》电影工作台本

玉良用身体的影像画面倾听来 自被中心话语放逐

的、边缘地带的女性 自己身体的神秘声音。这是绝对沉

浸于精神自恋的玉良、秋芸。当她们回到她们最内在存

在的时候 ,她就回到了她最坚实的女性 自我 ,像西方大多

数女性主义导演一样 ,黄蜀芹不顾一切地写到女性身体 ,

用自我的眼光对身体进行审视——这是女性回到自我主

体的一种特殊实践方式 ,它具有了精神/肉 体双重 自恋意

义。同时这也是女性 自己的语言——躯体语言 ,更 是女

性自己的写作——“
零点的写作

”
[14](176页 )。

黄蜀芹的明敏正在于用影像的摄影机来凝视 自己的

身体 ,这本身就摒弃了象征语言系统 ,从而获得了一种表

现女性本体的自觉。当然 ,也 不排除陷人好莱坞男性意

识形态话语表述的可能。另外 ,在 《画魂》中玉良坐在镜

前 ,凝视自我 ,用 画笔重写 自我 ,将 自己变成 了艺术品 :

“
我是我自己的模特儿/我 创造了艺术 ;艺 术创造了我。

”

《画魂》、《人 ·鬼 ·情》以女性 自传与导演心路历程彼此

交织造就了黄蜀芹新时期电影又一个空前伟大的叙事
——用身体语言来叙事。而电影画面综合艺术 ,成 全了

黄蜀芹的女性写作 ,摄影机镜头 ,则 为身体语言叙事提供

了最为准确的镜像。

10B女浴室(深秋 日、内)

雾气升腾缭绕。

浴后的裸女们的身影在这里若隐若显。

(主 观移摇)浴 女三三两两互相嬉闹、梳洗。

憩歇着——潘玉良无数张女裸素描画的姿态。

(主观)镜 头,举 目似仙境 ,侧 耳听水声 ,说 笑声。

老妇与少女相依。

健壮 ,硕 大乳房的中年妇女相互打闹。

各种女人身体美妙的局部。

——《画魂》电影工作台本

这是把自己变成艺术品的过程 ,这 过程显然不是一

种天真稚弱 ,亦不是一种道德操守 ,甚 至不是一种力量或

可能的选择 ,它是直面世故的真谆 ,是一种生命与真情的

自然流露 ,一种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将 自己变为艺术

品更是一个真切、饱满、裸露、辉煌的瞬间。对此 ,布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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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深刻地指出 :“ 通过艺术来摧毁我们给定的身份的活动

与创造新的主体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
”
[14](z39页 )女

性把自己变成一件艺术品的过程中,她成为一个 自我中

心的孤独者。妇女必须通过折磨 自己的肉体来体验文明

的篇章。

从抽象或哲学的意义上说 ,对 自己身体的关注 ,这取

向有一种
“
归家

”
的含义 ;实 际上 ,这跟苏格拉底从普通人

性角度提出的
“
认识你自己

”
属于同一向度。女性主义创

作的目的 ,归根到底是在价值、心理和审美上自主地发现

确认女性性别 自身。而要做到这一点 ,女性一方面不仅

要往外走 ,向 前进 ,从被男性象征秩序湮没的地下浮出历

史地表 ,重新书写历史 ;另 一方面必须一步步从被男性话

语垄断和统治的外部世界后退 ,直 到回到一个能使一切

男性符号被搁置被解除的文化为零的空间—— “
一间自

已的屋子
”
。这空间显然只能是女性直接禀 自天然的赤

裸的躯体。所以女性主义作家说 ,她们能够用来书写 自

身的只有自身躯体 ,躯体语言成为她们拒绝男性话语写

作的手段。埃莱娜 ·西苏宣布 :“ 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

看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 ,潜 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

涌。
”
[15](133页 )舍 勒说 :“ 身体是一个作为生物存在的

人和具有丰富心理内在的存在 (身 体心灵)的 表达域。
”

[16]

于是 ,秋芸、玉良们的
“
私人生活

”
,她们

“
潜性逸事

”
,

她们的
“
成长史

”·⋯⋯统统收人黄蜀芹的镜下 ,这一幅幅
“
自己房间

”
式的风景 ,将社会化的场景排斥在外 ,藉此拒

绝承担电影的男性功能和社会教化作用 ,只 关注自身、个

人化的叙述或边缘化的写作 ,成 为她们免于卷人意识形

态功能的屏障 ,这是一种自我放逐 ,更是作为一种革命性

力量威胁颠覆着象征秩序。

(二 )重 写历史

历史以新的方式改写个人生命。重新书写历史是重

新为自己命名 ,让 经验从话语层面上浮现出来 ,从 而
“
凝

固
”
为意义 ,这是今日女性写作目标和进入历史的途径之

一。黄蜀芹进入历史的同时 ,首 先必将对既有历史进行

重述和
“
解构

”
。

《红粉》又一次向我们重述绑缚在男人身上的女人的

故事 ,一个历史城堡中女人的故事 ,一个无论历史怎样变

化、生活怎样天翻地覆、女人照旧是女人的故事。《红粉》

无疑想看一看历史城堡中女人的命运 ,不 然也就无需把

老故事放到特定历史背景中搬演了 ,但看到的绝非命运

的改造 ,亦没有作为女性的自觉 ,对 老浦的枪决只是一个

告别仪式 ,告别曾经有的希望 ,其 中充满了多少恋旧的感

怀啊。没有张爱玲倾城的可能 ,亦 无倾城的女人——女

人是城堡的守望者 ,既守且望。于是怀旧便只是怀旧 ,重

述亦仅仅是重述 ,不必以为它真要做历史的课题 ,女人被

逐 回城堡之中 ,成 为
“
过去

”
之守望者。因为守是永远的 ,

望就成为陈旧不堪的姿势。

《孽债》及同期《四十不惑》、《年轮》以再次改写历史

的方式完成历史与现实的撞击。弃儿弃女的到来使得历

史被重新指认。文革历史以这种方式呈现 ,文 革的照片

是焦点不实的幻灯片 (《 四十不惑》中回忆文革的镜头 )。

历史成了焦点不实的投影 ,这 只说明一个问题 ,历史无法

为他们承担 ,历史也不能承担。而历史的重新书写 ,却不

经然成了畅销的大众文化 ,“ 历史以这种方式成为壁橱
”
。

这是一种呈现 ,也是一种撕裂 ,是 抚慰品更是抗议 ,说 明

了在旧的价值业已崩溃、新的价值正在形成的新时期 ,人

们 自觉不自觉中还习惯于与权威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潜意识中把自己当成弃儿弃女而渴望新父母的认领 ,

因此对父亲、母亲神话进行全面颠覆和重估 ,就必须有敢

于同过去权威决裂的勇气。传统家庭文化与人 自由天性

之间的冲突问题 ,在 《孽债》中不再是一个古老东方特有

的
“
铁屋子

”
中的悲剧 ,而 是

“
人类

”
永恒的

“
普遍

”
的因

境 :个人与社会 ,一 已幸福与义务责任 ,关 于父母与子女 ,

关于人性与文化。

此时 ,黄蜀芹寻找 自我、重述历史的女性意识 ,明 显

走向卑琐与无我的不确定性。在世俗叙事的表象模仿

中 ,本文直接迎合商业机制和商业炒作的口味。故事 ,是

关于女人一生性角色轮回 (《 红粉》),是男人与女人城里

城外的性别游戏 (《 围城》);人物 ,则 是性别之战中的男/

女 ;场景 ,是限定于闺阁、街道、市井、弄堂 ,以 一种琐屑的

环境对形而下的愉悦 ,呈 现生命生存状态的主体性内缩。

不同程度暴露男性文化的阴暗面和探索女性回归人间家

园的可能。且不说那些事实上积淀了诸多女性社会内容

的生活经验 ,以 及玉良、秋芸、小鄂、秋仪、老七、俞乐呤、

杨绍奎等诸种女性 自我奋斗和精神探索 ,都 必将使既成

历史在个体的亲历中呈现为多元和歧义性 ,从 而对主流

历史中的中心化和一元化倾向发生潜移默化消解和改写

作用。同时 ,即 使是那些似乎纯个人的弗洛依德称之为
“
黑暗大陆

”
隐秘女性经验的发露 ,对 于男性文化所要求

所肯定的女性表象不啻是一种轰毁。

黄蜀芹的电影语言形态中镶嵌着如此多元繁复的情

感 :既有《红粉》、《丈夫》、《我也有爸爸》紧紧抓住和女性

生命相关联的一切进行一场纯粹是个人经验的挥洒、回

顾和细致的体味 ;又有以《人 ·鬼 ·情》、〈画魂》在别人的

故事中融人作者的意识情感 ,一次精神生活深刻记录 ,一

场沉溺又超拔的精神历险。那极为个人的经验表述在某

种程度上发露着女性群体的经验 ,其 中既有表层的生活

经历 ,如《丈夫》、《画魂》中妓女的遭际 ,也有玉良独 自远

游 ,社会白眼 ,创作挫折等 ,更有老七、秋仪女性边缘陌生

的生理/Jb理经验书写。女性个体性经验、家的欲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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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想 ,这些以往不被主流叙事认可、甚至视作禁忌的记

忆和遭受 ,成为导演个人不能忘却的身心体验 ,得 到了深

刻而惊心动魄的书写。而这种书写之所以令人震撼和瞩

目,乃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它 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经

验 ,而且也是无数未被讲述和未能讲述的女性经验中的

一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它 是裴艳玲、秋芸、秋仪个人

的 ,又是女性群体的。

女性写作中关于个人历史经验的重述、再述 ,事 实上

首先表明 :女 性作为一个群体进人历史的要求和企图。

如我们所知 ,长 期以来 ,在
“
一种时代不同了,男 女都一

样
”
的社会标准下 ,女 性经验被忽视和遮蔽 ,从来也没有

真正浮出过话语层面。新时期以来 ,虽 然凭借着时代的

变动 ,女性开始从服饰、发式中浮现出来 ,从一片
“
都一

样
”
的浑沌中区分出来 ,然 而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她们更

为深刻独特经历遭受却依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秘而不宣

的对象 ,这从新时期女导演关于个人体验的表达往往被

转为普遍的如《沙鸥》、《热恋》对社会问题描述 ,而迷失女

性性别本体。女性没有在经验话语中浮现过 ,就 不会在

历史中存在。那么 ,今 日
“
有差异

”
,乃 至隐秘的个人经验

的讲述则恰是女性性别本体建立的前提。就这个意义而

言 ,《 人 ·鬼 ·情》、《画魂》对个人经验的发露 ,事实上接

续了新时期自《青春茶》、《爱是不能忘记》以来 ,关于女性

心理和经验的探索。本文以各种方式呈现试图进人或逃

离历史的女人 :秋芸化装成男人 ,玉 良把 自己变成艺术

品 ,秋仪削发为尼。但历史中的暴力再次
“
确认

”
她的性

别 ,无论她们在历史的语境中试图逃离还是改变 自身作

为一个女人命运的历史 ,历 史的暴力都将她还原为一个
“
女人

”
,这是女人的宿命 ,也是女性以自己的经验为自己

的命名、浮出历史地表的精神历险。

时间长河是无法上溯的 ,真正的历史 (现 实界)是不

可重现的。因此 ,任何关于历史中的个人的陈述与反思 ,

永远只能是对历史的断章残简、文化表象与叙事话语的

再陈述与反思。历史再现的永远不是历史本身 ,于是 ,关

于历史的话语永远是某个先在历史话语的重述或
“
破坏

性重述
”
。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努力再次以女性真我的迷

失而告终。

注释 :

①《青春万岁》电影工作台本,中 国电影资料馆提供。

②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阁楼上的疯女人》是一部探求妇女文学传统的经典之作 ,它从新的角度去理解 19世纪
“
妇女独特的文艺传统"

及其共性 ,创 立了妇女文艺创作性(female creaJ呐 ty)的 新学说。两位批评家一致认为:长期以来 ,由 于艺术创造性被视为男性的基本

特征,写作被视作男性的活动,妇 女在文艺中的形象更成为男性幻想的产物 ;妇 女作家被剥夺了创造女性形象的权利 ,而须服从传统父

权制的标准。因此,她们在进行文艺活动时,总 是怀着
“
作家身份的忧虑

”(An姑 ety of Authorship),这 种忧虑使她们不能直接运用
“
女

性独特的力量
”
,而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其结果

“
掩盖和模糊了更深层的,不 易接近和不易被社会所接受的意

义。因而,这些妇女作者在做着艰难而相互矛盾的工作 ,她们在谋求变成妇女文艺的真正权威 ,同 时 ,既要顺从又在破坏着父权制的文

艺标准
”
。

③《我也有爸爸》导演阐述系黄蜀芹女士提供 ,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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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a1e:DⅡe111ma Between surv1va1and Cu⒒ure

ZHANG Ying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rnal Uniˇ ersity,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Huang’ s movies take female selfˉ seeking as its staning point, experience the dilem∏ na between

‘‘
Hua Mulan”  and‘

‘
Nu Er Zh讧 ang” , and flnally go fron1rebellion against pat五 archy soicety to description of female

bodies of rewriting history and remo1ding oneser。  Her 。utstanding achievement lies in writing method of femaIe

bodies, which allows the female to seek for their own naⅡ ative tactics for comp1etion and challenge male discourse

lfith unique expeⅡ ence。 It诒 a great progress in China’ s mov忆 culture to depict su犭 ect images of independent per-

sonali1y ideal and cultural spirit with their own body language。

Key words:Huang shu-qin; movie; female; body language

[责任编辑:唐 普]

●文史札记

《云笈七签》
“
临目

”
释义

王 敏 红

《云笈七签》卷十二《三洞经教部 ·经 ·推诵(黄庭内景经〉法》:“ 读竟礼祝毕 ,正坐向东 ,临 目内想

身神形色、长短大小,呼其名字 ,还填本宫。
”
卷二十三《日月星辰部 ·大方诸宫服日月芒法》:“ 如此良

久,临 目存自见心胃中分明,乃吐气、漱液、服液三十九过 ,止 。
”
卷二十五《日月星辰部 ·太上招五辰于

洞房飞仙秘道》:“ 安体静心 ,慢气调神 ,临 目内视。
”

按 :“ 临目
”
犹现在说的

“
眯着眼

”
。这是道教修炼时的一种重要方法 ,卷 四十五《秘要诀法部 ·临目

诀第十四》:“ 临目,目 欲闭而不闭,欲开而不开,令幽显相关 ,存注审谛。今人人靖及呈章 ,可依此法。
”

眼睛似开似闭,犹眯起眼睛。这样做的目的是既能看到外界事物,又能静心安气 ,内视自我 ,故 言
“
令幽

显相关 ,存注审谛
”
。它与闭目(又作瞑目或冥目)是两种不同的做法。闭目是完全人靖 ,与外界隔绝 ,

进人内心世界,如卷三十《禀生受命部 ·九真中经天上飞文》:“ 平旦 ,接手于两膝上 ,阔气瞑目,内视存

天精君 ,坐 在心中,使大神口出紫气 ,以 绕心外九重。
”
可见闭目甚至还闭气。而临目似乎是物我两不

忘,界于现实与想象之间,故卷二十三《服日月六气法》:“ 毕 ,乃存泥丸中,日 从目中出,当 口前 ,令相去

九寸,临 目仿佛如见之。
”
临目仿佛见到了太阳就在自己口前相去九寸的地方 ,实在是现实与想象的交

融。《汉语大词典》未收此词 ,可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