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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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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牲乔装
”

載事的符号学摞讨

程丽蓉

摘 要 ： 符号文本的 意义结构层级和符号表意参与 者的 身份都会影 响符

号表意述真与 否 ，
这是为 学界所忽视的 。

“

易 性乔装
”

叙事最

能凸显 出 述真 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
符号接收者／解码者对于

符号文本意义结构层级的理解 ， 其与符号发送者／编码者是否达

成一致 ，
以及符号表意参与 者的性别 身份都会极大影响表意效

果 。 本文以 莎士 比亚 、 伍 尔 夫和安 吉拉 ？ 卡特 的代表作 为 例 ，

揭示
“

易性乔装
”

叙事述真之复杂与 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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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女性主义叙事阐释方法研究
”

（
１ ７ ＢＷＷ００３

） 的阶段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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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述真
”

问题与
“

易性乔装
”

叙事

符号表意的真实性问题 ， 即
“

述真
”

（
ｖｅｒｉｄ ｉｃ ｔ ｉｏｎ

） 问题被认为是符号学

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１

， ｐ ．２６０
） 。 赵毅衡先生 曾梳理学界各领

域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成果 ， 如伦理哲学家罗斯 （
Ｗ ． Ｄ ． Ｒｏｓ ｓ

） 的人际交流
“

诚

信原则
”

（ ｐ
ｒｉｎｃｉ

ｐ
ｌｅｏｆｆｉｄｅｌ ｉｔ

ｙ ） ， 语言学家格赖斯 （
Ｈ ． Ｐ ．Ｇｒｉ ｃｅ

） 提出 的
“

合作

原则
”

（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
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
） ， 罗宾 ． 拉可夫 （

Ｒｏｂ ｉｎＬａｃｏｆｆ
） 、 利奇 （

Ｌｅｅｃｈ
） 、

列文森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 等人提 出 的
“

礼貌原则
”

 （ ｐｏｌ ｉ ｔｅｎｅｓ ｓｐｒｉｎｃ ｉｐ
ｌｅ

） ， 艾柯的
“

符号撒谎论
”

， 戈夫曼的
“

社会行为表演论
”

以及朱迪斯 ？ 巴特勒的
“

性别

操演论
”

， 等等 ， 并以专章详细分析讨论此问题 ， 修正格雷马斯的述真 四分

模式 ， 提出真实性问题必须贯穿符号表意的三个环节 ， 即发送者的意图意义 、

文本携带的文本意义以及接收者的解释意义来考虑 ， 认为
“

诚信／作伪
”

取

决于发送者态度 ，

“

恰当／不恰当
”

取决于文本品质 ，

“

愿接受／不愿接受
”

取

决于接收者态度 ， 进而得出八种可能的模式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１
，ＰＰ ． ２６０

－

２７７
）

然而 ， 即便如此缜密地分析符号表意的述真问题 ， 当我们面对古今中外

文学中都存在的
“

易性乔装
”

（
ｃｒｏｓｓ

－ｄｒｅＳＳ ｉｎ
ｇ ） 叙事时会发现 ， 这些模式还是

存在很大的漏洞和缺陷 。 尽管赵先生事先声明 ， 伦理学 、 法学 、 政治学 、 语

言学等领域的符号表意诚信原则还 比较好分析 ，

“
一旦用到复杂的 ， 有许多

虚构的传达场合 ， 例如美学 ， 叙述学 ， 游戏学 ， 应用
‘

诚信原则
’

， 就很困

难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１
， ｐ ． ２６３

） ， 但显然他的分析还是限制在了符号表意三环

节 （要素 ） 之中 。 事实上 ，
正如赵先生该书一再表明 的 ， 符号表意的述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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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绝不是在一个细读 （
ｃｌｏｓｅｒｅａｄｉｎ

ｇ ） 状态下发生的问题 ， 不是一个仅涉及发

送者 、 文本和接收者三个环节的问题 ， 还必然包括其他重要 因素 ？

． 符号的使

用场景与语境 ， 文本所处的意义结构层级 ， 发送者 （ 编码者 ） 的表达意图与

表达能力相符程度及其与他人的符号关联 ， 接收者 （解码者 ） 的解读意图与

解读能力相符程度及其与他人的符号关联 ，
等等 。

？ 尤其为符号学家们所忽

略的是 ， 符号表意参与者的身份本身也会对符号表意的述真问题造成很大干

扰 ， 性别 、 性向 、 种族 、 阶级阶层 、 健康状况等都可能牵涉其中 ， 各种 因素

交织在一起 。

“

易性乔装
”

叙事最能凸显出性别身份影响下 的符号表意的述真问题是

何其复杂而又意涵丰富 。

“

易性乔装
”

即通过装扮变化性别 ， 误导人将其视作另一性别 。

“

乔装
”

这个概念最原初和基本的含义是指通过对物质身体外表的服饰妆容的乔装打

扮 ， 有意误导人对其生理性别 的判断 ， 后来又更多延伸及言语行为甚至心理

思维。 在文学中 ，

“

易性乔装
”

叙事既涉及故事层面 ，
也涉及话语层面 ， 还

涉及作者与读者层面以及创作行为的文化隐喻层面 。 身体观和性别观在人类

文明进程不同历史时期 、 不同文化语境中发生了丰富多元的演变 ， 身体包含

了 肉体 、 躯体 、 身份 、 身体空间 、 身体实践 、 符号身体、 文本身体等不同层

面 （ 张金凤 ，
２０ １ ９

；
汪民安 ，

２０ １４
） ， 性别也包含 了生理性别 、 社会性别 、

符号性别 、 性别实践 （操演 ） 等复杂意义 。 身体和性别紧密相关 ， 在人类文

明演进中又被披上了形形色色的隐喻外衣 ，
这就使得

“

易性乔装
”

这一概念

可以在其基本含义上延伸 出繁复的关于身体 、 性别和乔装的文化隐喻 。

“

易性乔装
”

关涉身体与性别 、 身体与服饰文化、 身份与符号 、 述真与

虚实等文化隐喻问题 ， 内涵异常丰富 ， 自 带强烈的戏剧张力 ，
因而颇受古今

中外文学之青睐 。 莎翁 《 皆大欢喜 》 曾言 ：

“

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 ， 所有的

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罢了 （
Ａｌｌ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ｓａｓ ｔａｇｅ ，
／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

ｍｅｒｅｌ
ｙｐｌａｙｅ

ｒｓ
） 。

”

越是中西文化身体和性别观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 ，

“

易性乔

装
”

叙事越是发生频繁 ： 在西方 ，

“

易性乔装
”

叙事可远溯至古希腊神话 、

圣经以 及 民 间 故 事 ， 如 宙斯乔装成公 牛 、 雄 鹰 引 诱劫 掠 ， 提瑞西 阿斯

（
Ｔｉｒｅｓｉａｓ

） 男女两性变换 ， 赫马佛洛狄式斯 （
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 ｉ ｔｕｓ

） 雌雄同体 。 柏

拉图 《会饮篇 》 还以这些神话为基础提出关于爱情和两性和谐共生的哲学命

① 譬如赵毅衡先生讨论体裁问题时引用卡勒的话 ，

“

同样的语句 ，
在不 同 的体裁 中 ，

可产生不

同的意义
”

，
以及他对傻子叙述者叙事的不可靠叙事分析 。

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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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布里松 ，
２００５

） 。 莎士 比亚时代 、
１ ８ 世纪小说兴起时期？ 、 弗吉利亚 ？

伍尔夫时代以及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安吉拉 ？ 卡特时期 ，

“

易性乔装
”

叙事都

极为活跃 。 在中国 ，

“

易性乔装
”

可 以追溯到远古的巫术 ， 在明 中后期 、 清

中后期 、 民 国时期的小说戏剧 中频繁 出 现 （ 唐县 ，

２００５
； 黎黎 ，

２０ １０
） 。 随

着身份 、 性别观念及文化语境的变化 ， 在大众传媒助推之下 ， 当代中西方均

产生了媒介形态更为多样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 ， 电影 、 电视 、 动漫 、 游戏 、

网剧 、 舞台剧 、 改编电影等 ， 为符号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 。

二
、 从

“

反讽
”

到
“

易性乔装
”

叙事 ： 意义结构层级与符号

表

应该注意到 ， 关于符号表意问题 ，
无论是格雷马斯的符号表意矩阵 ， 哈

贝 马斯的
“

语言棋局
”

，
巴恩斯的

“

语言扑克游戏
”

，
还是赵毅衡先生提出 的

八种可能模式 ， 都是把符号表意当作一个平面文本 ， 作为一个文本层级来讨

论的 。 这在 日 常生活场景或非文学艺术场景中 ， 理论上讲是逻辑周密的 ， 也

为多层级符号文本的符号表意剖析打下了坚实基础 。 然而 ， 不可忽视的是 ，

很多符号表意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平面维度上 ， 直接诉诸交流言语或身体语言 ，

在符号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直接进行交流的 ， 尤其是文学艺术的符号表意往

往被镶嵌在多层级的符号文本之中 ， 大大增加 了符号表意的复杂性 。 在叙事

文学中 ， 经过隐含作者 、 叙述者 、 叙述角度 、 叙述声音 、 叙述节奏 、 受述者 、

理想读者等各种叙事要素的过滤和负载 ， 符号表意在每个文本意义结构层级

上都可能发生变化 ， 甚至会发生跨层级的交互影响 ， 使得整个符号文本变得

歧义丛生 ， 甚而面 目全非 。 此时 ， 文本述真问题也就变得非常复杂 ， 无法简

单判断 。 赵先生对于反讽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点 。

赵先生指出 ：

“

反讽的修辞学定义 ， 是
一个符号表意表达的非但不是直

接指义 ， 而是正好相反的意思 ， 这样的符号文本就有两层相反的意思 ： 字面

义／实际义 ； 表达面／意图面 ； 外延义／内涵义 ， 两者对立而并存 ， 其中之一是

主要义 ， 另
一义是衬托义 。 但是究竟这两者是如何安排的 ， 却依解释而变化 ，

① 玛德琳 ？ 卡恩的 《叙事异装癖 ：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修辞与性别 》 就因为运用这一新学术视

角 ， 发现
“

第一部规范的英语小说是由男人以女人的身份写成的
”

， 包括笛福的 《摩尔 ？ 弗兰德斯 》

《罗克萨娜》 （ Ｋｏｕｍｏ
） 和理查森的 《 帕美拉 》 《克拉丽莎 》 等早期经典小说 ， 都是 由 男 性以女性第

一人称叙述方式创作的 。 由此现象出发 ， 卡恩追问性别叙事修辞问题 ， 结合精神分析和叙事学 ， 提 出
“

叙事性变装癖
”

这个概念并揭示其修辞意义 ， 为性别叙事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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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定之规 。

”“

反讽是
‘

口是心非
’

， 冲突的意义发生于不 同层次 ： 文本

说是 ， 实用意义说非 。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１
， ｐ

．２０９
）

“

反讽与悖论最大的共同

点 ， 是都需要解释者的
‘

矫正解释
’

， 矫正的主要工具是情景语境和伴随文

本语境 。

”

（ Ｐ
．２ １ １

）
“

双关语反讽 ， 也依靠发 出 者与接收者的文化背景相通 ，

产生效果 。

”

（ Ｐ ．２ １ ２
）
—方面 ， 反讽乃是将符号文本的字面表达放置于某种

语境之上 （也即意义结构之中 ） ， 形成不同表意层级之间 的反差 ， 不论是情

景反讽 、 历史反讽 、 戏剧反讽 ，
还是以不可靠叙述为极致的修辞反讽以及大

局面反讽均是如此 ；
另一方面 ， 反讽在元符号层面造成了两层相反的意义 ，

这是利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形成的双层符号表意 。 这种双层符号文

本表意的达成与否并非 由文本所携带的意义决定 ， 而是特别依赖于符号发送

者和接收者就符号文本的相反双层意义达成一致理解 ； 如不能达成一致 ， 则

反讽无效或失效 。 对于大局面反讽而言 ， 则还需要接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发

送者埋置在符号文本各个层级之间意义的相反相成 ， 才能达成真正有效的表

意 。 比如赵先生论反讽时以岑参的名 句
“

忽如一夜春风来 ， 千树万树梨花

开
”

作为
“

夸大陈述
”

（
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类型的反讽和反讽 、 惇论难辨的例子

（ ＰＰ ．２ １２
－

２ １ ３
） 。 笔者进一步要讨论的是 ，

一般符号接收者如果不知道岑参

《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 全诗及其意义结构 ， 就不懂得此句与全诗酷冷凝冰

的世界形成的反差 ，
也不懂此句与最后一句

“

山 回路转不见君 ， 雪上空 留马

行处
”

形成的繁闹与空寂之间 的反差 。 而接收者如果把这个名句抽离 出来 ，

读成一般的 比喻句 （ 梨花喻雪花 ） ，
不能注意到这个句子制造 了

一个低于整

首诗符号文本的意义结构层级 ， 那么 ， 这句
“

夸大陈述
”

类型的反讽表意就

是失效的 。 张爱玲 《倾城之恋 》 中的反讽也有类于此 。

可见 ， 符号表意的效果如何 ， 特别是述真与否 ， 必然涉及符号文本的意

义结构层级 ， 符号接收者／解码者对于意义结构层级的理解 ， 以及此理解是否

与符号发送者／编码者一致 。

由于还涉及符号表意参与者的性别身份及其乔装问题 ，

“

易性乔装
”

叙

事中符号表意述真与否的复杂性更甚于反讽 。

“

易性乔装
”

叙事往往建构不

同意义结构层级的符号文本 ， 性别及其变化更增加 了意义结构层级之间 的交

织变幻 ， 述真与否也就更难 以辨识。 莎士 比亚的 《威尼斯商人 》 、 弗吉尼

亚 ？ 伍尔夫的 《奥兰多 ：

一部传记》 和安吉拉 ？ 卡特的 《魔幻玩具铺》 《马

戏团之夜》 作为戏剧和小说
“

易性乔装
”

叙事的典型案例 ， 在叙事修辞 、 叙

事结构 、 文化隐喻各层面实践
“

易性乔装
”

叙事探险 ， 特别适用于探讨符号

表意述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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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莎士比亚式
“

易性乔装
”

叙事

莎士比亚是在戏剧中最多运用
“

伪装
”

（
ｄ ｉ ｓｇｕ

ｉｓｅ
） 和

“

易性乔装
”

叙事

的作家 ， 其悲剧和喜剧遍布伪装 ， 而喜剧则更多用
“

易性乔装
”

（ 女扮男装 ）

（ 曾练 ，

２〇Ｍ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
观 ４

） ， 如 《威尼斯商人》 《第十二夜 》 《维洛那二

绅士》 《皆大欢喜 》 《仲夏夜之梦 》 《驯悍记 》 等 。 莎士 比亚利用
“

女扮男

装
”

推进故事情节 ， 塑造人物形象和角色人格 ， 借性别置换与错位以表达对

爱情 、 婚姻以及性别和性别关系的观点 ，
还传递出 当时的社会文化信息 。 从

表面看 ， 莎剧通过
“

女扮男装
”

成功地展现了女性人物的聪明才智 ， 使她们

贏得了与男性同样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 然而这恰恰反映出女性在所处时

代所受到的极大束缚 ： 她们只有通过这种途径 ， 才有可能较 自 由地表达 自 我

和展现聪明才智 。 女性人物聪明才智 的展现构成 了 莎剧叙事多层级设计的

基础 。

《威尼斯商人》 第五幕后半段鲍西亚和尼莉莎戏弄丈夫这个场景最能凸

显
“

易性乔装
”

叙事的符号文本结构层级 ，
且 以此为例 。 剧 中 ，

当审判结

束 ， 鲍西亚回到家中恢复女装 ，
巴萨尼奥等人随后来到 ，

鲍西亚和女仆事先

商议要教训她们的丈夫 ， 因为他们把结婚指环送 了别人 （ 尽管是伪装成律师

的 ） 。 这时 ， 剧 中有这样的对白 ：

巴 萨尼奥 ：
鲍西娅

， 饶恕我这一 次 出 于 不得 已 的错误
，
当 着这

许 多 朋友们 的 面前 ， 我 向 您发誓 ，
凭着您这一双 美 丽 的 眼睛 ， 在 它

们 里面我可以看见我 自 己 。

鲍西亚 ： 你们听他的话 ！ 我 的 左眼里也有一个他 ， 我 的 右眼里

也有一个他 ；
您 用 您的 两重人格发誓 ，

我还能够相信您吗 ？

这组对白作为一个符号文本 ， 表意极为丰富 ， 详析如下 ：

鲍西娅
，
饶恕我这一次 出 于不得 已 的错误 （ 符号发送对象为鲍西娅 ；

承

认错误 ， 请求饶恕 ）

当 着这许 多 朋友们 的 面前 （符号发送对象为鲍西娅和在场所有人 ； 拉誓

言的担保人和见证人 ）

我向您发誓 （符号发送对象为鲍西飯和在场所有人包括他 自 己 ； 这里的

发誓既具有外在言语动作性 ， 又具有心理动作性 ， 表明 巴萨尼奥极其真诚 ）

凭着您这
一双美丽的 眼睛

， 在它们 里 面我可以 看见我 自 己 （ 符号发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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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鲍西娅和他 自 己 ；

“

您这一双美丽的眼睛
”

明确指 向 的是鲍西娅的眼睛 ；

表 白真情 ， 袒露真心 ，

“

看见我 自 己忠贞不贰的真心
”

， 无双关意 ）

你们 听他的话 ！ （ 符号发送对象为除鲍西飯 自 己外所有在场者 ）

我的 左眼里也有一个他 ， 我 的右眼里也有一个他 （ 符号发送对象表面上

是除鲍西娅和巴萨尼奥外的所有在场者 ， 而实际对象却是巴萨尼奥 ； 双关语 ，

把
“
一双眼睛

”

拆解成
“

左眼
”

和
“

右眼
”

， 两个他既是指视觉感知的两个

形象 ， 又将巴萨尼奥分离成之前
“

转送别人指环
”

［ 不忠贞专一 ］ 和现在发

誓表真心 ［ 忠贞专一 ］ 的两个不同 的人 ， 假意不接受丈夫的真心和真情表

白 ， 含讥诮意味 ） 。

您 用 您 的 两 重人格发誓 ， 我还能 够相信您吗 ？ （符号发送对象为巴萨尼

奥 ， 挑明他前后言行不一致 、 人格不一致 ， 假意怀疑其真心 ， 半含讥诮半认

真 ）

当把前述对 白看作一个单独的符号文本时 ， 是卸下了
“

易性乔装
”

的修

饰的 ， 即便如此 ， 我们已经可 以体会到语言符号表意的丰富与多层次。 而当

将这个符号文本放置在更大的文本意义结构 中时 ，

“

易性乔装
”

带来的更为

丰富复杂的表意层级就进一步显露出来 ：

第一层级 ： 鲍西姬与巴萨尼奥之间的对白 。 男人被蒙蔽 ， 身份完整统
一

，

即男人、 丈夫 、 商人 ； 女人了解真相 ， 掌控局面 ，
有双重身份 ： 男／女 、 律

师／妻子 ，
她的身份因男人的无知而分裂地存在 。

第二层级 ： 剧 中在场众人听到 、 看到 的对 白 和场景 。 不知鲍西碰主仆
“

易性乔装
”

的男人们和知道此事的女仆尼莉莎造成后面不 同人物的不 同心

理反应和动作语言 ； 男人们的认知割裂了鲍西娅作为男性律师和作为女性妻

子这两面 ， 而唯有在女性仆人的认知 中鲍西碰才是一个统一的人。

第三层级 ： 处于整个剧作 中的对 白场景 。 巴萨尼奥所说的
“

您的一双美

丽的眼睛
”

指向的是剧中每个人物的视觉感知 ， 他们有眼睛 ， 可以看到 ， 但

看到的并非真相 ， 就像男人们看到 的男人并不一定就是男人 （ 生理性别 ） ，

他们所认同的男人也并不一定是男人 （ 气质特征和社会性别 ） ； 同时 ， 每个

人物又都相互提供镜像 ， 认知是人际互动的 ，

“

在它们里面我可 以看见我 自

己
”

， 但这种认知是否准确和正确却是可疑的 ， 用鲍西娅的话说就是
“

我的

左眼里也有一个他 ， 我的右眼里也有一个他 ； 您用您的双重人格发誓 ， 我还

能够相信您吗 ？ 

”

就像巴萨尼奥以为他忠于妻子 ， 却经不起友谊的诱惑而背

叛爱情 （ 为了安东尼奥而愿意献出生命 ， 为了安东尼奥的提议而把指环送给

律师 ）

——以忠贞为傲却成背叛者 ； 安东尼奥 自 以为 自 己可以用财富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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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 却不知风云莫测 、 自 身难保——以财富为傲却成负债者 ； 夏洛克 自 以

为稳操胜券却最终惨败收场——以智慧为傲却成愚蠢者… …一切 皆非眼睛所

见 ，

一切皆非心里所期 ， 表相与本质之间总是充满悖谬与张力 。

不仅如此 ， 鲍西＊明知 自 己乔装打扮骗了丈夫和众人 ， 这样的胜利 和优

势是依靠乔装成男人获得的 ， 这是暂时的 、 没有保障的 ， 她
一旦恢复女儿身 ，

就会再度受到当时社会风习和文化制度对女性的束缚 ， 重新处于女性的弱势

地位 。 因此 ， 她和女仆要利用这枚指环来将计就计 ， 使男人们进
一步做出忠

贞和顺从的承诺 ， 继续巩固乔装成男人才得到的优势和主导地位 ： 这时她的

生理性别是女性 ，
心理和社会性别却是男性的 。 因此 ， 鲍西娅清醒地知道 自

己才是那个有两重人格的人 。

“

我的左眼里也有一个他 ，
我的右眼里也有一

个他 ； 您用您的双重人格发誓 ， 我还能够相信您吗 ？

”

放在全剧 中来看 ， 这

句话符号表意的又一重指向才明晰起来 ： 这句话的符号接收者也同时是她 自

己
， 当她清晰地知道 自 己 的双重性时 ， 她 自 问哪个才是真实的 自 己 ， 哪个 自

己才是可以相信的 。 自我认知也是困难的 。

第四层级 ： 剧本读者阅读观看的对 白场景 。 这一层级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对象化地阅读观看 ， 自 身不卷人其中 ， 这种情况下 ， 读者是男性或女

性不那么重要 ； 另
一种是共情式地阅读观看 ， 这种情况下 ， 读者在生理或心

理上是男性 、 女性或超越性别者 ，
对这个符号文本的解读会有较大影响 。 这

里面情形会变得异常复杂 ， 读者的性别 、 教育背景 、 阅读环境 （ 外部的 、 心

理的 ） 等都会对这个符号文本的解读有所影响 。 即便撇开复杂的性别因素 ，

读者至少也可以发现 ，
巴萨尼奥和鲍西飯的话延伸到读者 自 己身上 ， 就会产

生对真相认知问题的极大质疑和无数遐思 。 于是 ，
巴萨尼奥那句

“

凭着您这

一双美丽的眼睛 ， 在它们里面我可以看见我 自 己
”

的符号发送者几乎就是剧

作者莎士比亚 ，
而符号发送对象转移为每个读者 （ 观众 ） 和莎士 比亚 自 己 ；

鲍西娅的那句
“

我的左眼里也有一个他 ， 我的右眼里也有
一个他 ； 您用您的

双重人格发誓 ， 我还能够相信您吗 ？

”

的符号发送者和对象也会同样悄然转

移 。 莎士 比亚通过人物间的对 白进行 自 我对话与诘问 ， 兼任了符号文本发送

者与接收者 。 与此同时 ， 奇妙的共情也促成了莎士 比亚与读者 （ 观者 ） 之间

跨越时空的符号对话 ，
以及读者 （ 观者 ） 的 自我对话与诘问 。

＇

仅仅从两句看似带着双关意义的对白的符号表意分析 ， 我们就已经看到 ，

由于
“

易性乔装
”

叙事的巧妙设置 ， 随着符号文本表意结构层级的扩大 ， 这

两句对白被不断涵纳进更为深刻而博大的意义格局之中 ， 产生出 比语言符号

表层深远得多的表意空间 。

“

易性乔装
”

的述真状态也随着表意层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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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化 ， 并不存在绝对的真与伪 ， 性别和
“

易性
”

也因
“

乔装
”

而变成富有

深意的文化隐喻 。 莎剧的这种
“

易性乔装
”

叙事虽然并无叙述者介人 ， 却 因

台词 、 人物关系 、 动作语言构成摇曳多姿的叙事情节 以及多层级意义结构 ，

成为戏剧
“

易性乔装
”

符号表意的典范 。

四 、 伍尔夫式
“

易性乔装
”

叙事

戏剧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是无叙述者介人的 ，
而小说的

“

易性乔装
”

叙

事则有叙述者介人 ， 与叙述者相关的叙述视角 、 叙述声音 、 叙述态度等也就

相应介入进来 。

莎剧的
“

易性乔装
”

尚且停留于外表 （ 衣饰面貌 ） 改变带来性别角色 、

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复杂符号表意 ， 其符号表意的述真与否几乎

很难断定 ， 甚至可以说 ， 剧中 的符号表意恰恰并非以述真为鹄的 。 四百年后 ，

弗吉利亚 ？ 伍尔夫的
“

易性乔装
”

小说代表作 《奥兰多 ：

一部传记》 （ 简称

《奥兰多 》 ） 以瑰丽奇异的想象书写了奥兰多从 肉体、 衣饰到心理 、 精神 由男

性贵族转变为女性诗人发生的种种故事 ， 有真正的易性 ， 也有易性转变过程

中的乔装 。 有趣的是 ， 伍尔夫恰恰也让她的主人公穿越了从莎士 比亚所处的

伊丽莎 白时期到伍尔夫生活的 ２０ 世纪初之间的整整四百年时间 ， 而小说最后

奥兰多的年龄与作者创作时年龄相同 （
３６ 岁 ） 。 在 《奥兰多 》 中 ， 奥兰多看

到情人萨沙跟水手调情后 ， 回到泰晤士河边 ， 那里正上演着 《奥赛罗 》 （ 莎

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就在泰晤士河畔 ） ， 剧 中奥赛罗被挑唆认为妻子背叛他时

的狂暴 、 愤怒和强烈的受伤感正好投射 出奧兰多此刻的心情 。 不仅如此 ， 小

说还多处致敬又调侃莎士比亚 ， 伍尔夫 《 自 己 的房间 》 里还写了著名的
“

莎

士比亚的妹妹
”

的故事 ，
以至于我们很难不想到 ， 《奥兰多》 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跟莎剧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之间存在奇妙 的关联 。 不过 ， 小说 《奥兰

多》 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 因为叙述者及其相关要素的介人而跟莎剧模式差异

巨大 。

“

他
，
这 自然就表明 了他的性别 ， 虽说其时的风气对此有所掩饰 ，

正朝

梁上悬下的一颗摩尔人的头颅劈刺过去 。

”

（伍尔夫 ，

２００３
，Ｐ ． ｌ

） 小说一开

篇就以一个简单句中间加人插人语的方式 ，
形象又直接地呈现出 了强烈的叙

述者介入和控制感 ， 同时也直截了 当地凸显出
“

他
”

的性别 ， 并以极富于性

别象征意义的
“

劈刺
”

强化男性所代表的征服 、 杀戮 、 战争 、 权力 、 勇气等

含义 。 插入语就仿佛
“

刺点
”

（ ｐｕｎｃ ｔｕｍ
） ， 破坏了原本简单句

“

他正朝梁上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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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下的一颗摩尔人的头颃劈刺过去
”

的统一性 ， 使得简单句这个故事层被插

人语这个凸显话语层的标志操控 、 改变和破坏 ， 故事层的那种逼真感遭到刻

意破坏 。 不要忘了小说的副标题——
“
一部传记

”

， 故事层确乎是一部传记 ，

不过前半部是男子奧兰多 的生平故事 ， 后半部则是女子奥兰多 的生平故事 ，

因而它绝不是普通人的普通传记 ，
而是

“

被叙述塑造 出来的
”

男人和女人的
“

被叙述出来的
”

传记 ， 既是
“

ｈ ｉｓ
－

ｓｔｏｒｙ

”

又是
“

ｈｅｒ－ｓｔｏｒｙ

”

； 操控这
“

叙述
”

的作者不再是莎士比亚之类的男性作家 ， 或者传统传记的男性作者 ，
而是一

个与四百年前的莎翁同样生活在伦敦的 ３６ 岁女作家——这正是插人语对简单

句的操控和破坏所喻示的意义 ， 它确立起了女作家作为叙述代理人对于这部

传记的叙述权威性 ，
而这正是对男作家主宰传统传记的叙述权威的僭越与颠

覆 。 罗兰 ？ 巴尔特在 《明室》 中说 ：

“

不管如何突如其来 ，

‘

ＰＵＮＣＴＵＭ
’

（刺

点 ） 总是或多或少地潜藏着扩展的力量 。 这种扩展的力量往往是隐喻式的
”

；

“

刺点在作为
‘

细节
’

存在的同时 ，
又不合常情地把整张照片 占满

”

（
２００３

，

Ｐ
．７３

） 。 小说开篇那句布满性别和时代暗示的插人语凸显 出
“

叙述
”

和
“

易

性乔装
”

叙事的意义 ， 恰如
“

刺点
”

， 既是细节 ，
又掌控全局 。

对奥兰多家族辉煌历史的交代看似合乎传统传记的溯源写法 ， 其血腥的

征服杀戮史在男性传记作家那里往往是最着力处 ， 以彰显
“

ｈ ｉ ｓ
－

ｓｔｏｒ
ｙ

”

的特

质 。 但叙述者极其简短地略过 了这段光荣历史 ， 快速聚焦到家族盾徽和盾徽

反射出 的三色光中奥兰多的美丽躯体以及
“

在窗子敞开的一刹那 ， 他的面庞

是沐浴在阳光中的惟一部位
”

（伍尔夫 ，

２００３
，ｐ ． ｌ

） 。 叙述焦点随奥兰多的

动作及光线的变化而移动 ， 然后聚集到他的面庞 ， 凝视 ， 品评 ， 彻底把奥兰

多对象化 、 客体化 ， 叙述声音充满权威性而又富有调侃和反讽意味
——

“

而

为他的一生做传的人更应欣喜 ， 因为不必求助小说家或诗人的手段 。 他将不

断建功立业 ， 不断博取荣耀 ， 不断扶摇直上 ， 也有人等着为他树碑立传 ， 直

到这一切达至欲望的顶峰
”

（ Ｐ ． １
）

——传统传记所叙述的传主生平事迹可如

此高度概括 ， 但奥兰多 ３０ 岁之后的人生却因性别变化而发生转折 ， 从对外的

欲望扩张转变为对内 的 自我完善 。 由此 ， 此段引 文作为符号文本所表达之意

是否述真就很难确定 。 ①字面意义上看 ， 奥兰多的身世 、 长相 自 然具有诗歌

或小说般的抒情性和故事性 ， 可以预示他的人生轨迹 ； 读者若直接接受这层

意义 ， 则会因后文传主人生 的大转折而惊奇 ， 惊叹叙事造就人生 的力 量 。

②潜在的与字面相反的意义 ： 小说与诗歌岂不是虚构 （ 假 ） 的 ？ 奥兰多 的人

生就是虚构 （假 ） 的 ， 真实的人生不会这样
一路向上 。 读者若接收到此层意

义 ， 则会把这个符号当作后文的伏笔 。 ③与字面意义接近的意义 ：

“

更为欣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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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

喜
”

与
“

更应欣喜
”

接近 ， 传记不是写奥兰多作为一个母亲 的儿子的故事 ，

而是写一个男人建功立业的成功故事 。 传记作者关注的是后者 ， 但读者如果

沿着这层意义的指示读下去 ， 就会大失所望 ， 这不是一部励志小说 。 ④与字

面意义并列的意义 。 当奥兰多功名显赫时
“

也有人等着为他树碑立传
”

， 与

这部传记写他尚未扬名立万以及最终不是获得了男人意义上的成功 ， 而是超

越性别的成功 ， 这两种情形是并列而又不同 的 。 读者要读到小说结束时才会

真正明 白这个传记的性别意义 。 此外 ， 这个符号文本被叙述者 （ 符号发送

者 ） 以权威而又调侃的语言传达出来 ， 更增加 了这个文本表意的不确定性 ，

更何况它背后还关涉传记史 、 性别史以及时代的印记。

小说第四章写到奧兰多身体变成女性后 ， 乘船从伊斯坦布尔经意大利 回

英格兰 ， 在船上她第一次换上女装 ， 才意识到 自 己 的性别问题 ， 从 自 己对衣

饰的注意 、 船长和水手的反应以及反思与萨沙的恋爱往事当 中 ， 领悟到性别

对于人的意义 ， 感受到
“

易性乔裝
”

带来的生理 、 心理乃至精神层面的悄然

变化。 这一部分中 ， 叙述者时而疏离奥兰多 ， 观察她的衣着举止和心理 ， 与

之保持一定距离 ，
以外部第三人称客观视角平视奥兰多 ； 时而贴近她 ， 直曝

其微妙感受 ， 以第一人称内在视角探人其内心 ； 时而又嘲弄和调侃奥兰多过

去与现在的 巨大落差 ， 以全知全能的权威叙述俯视人物 ， 通览其人生。 不仅

仅奥兰多这个人物的心理忽而为男性 ， 忽而超越男 女两性 ，
忽而又为女性 ，

叙述者的叙述声音和态度也变得忽而烦躁狂野 ， 忽而冷静理性 ， 忽而细腻温

柔 ， 摇荡不定 。 恰如 巴特勒所言 ：

“

性别是在时间 的过程中建立的脆弱 的身

份 ， 通过身体 的 风格／程式化 的重复动作在一个表面 的空 间 里建制 的 。

”

（
２００９

，ｐ ＿１ ８４
）

跟随小说进程 ， 我们恍然发现 ， 叙述者一方面佯装传统传记叙述的权威

与真实 ， 另
一方面又采用多种方式增加符号表意的不确定性和摇曳感 ， 完全

解构传统传记的那种线性时间的 、 因果逻辑的宏大叙事方式 。 描摹细节场景

的符号文本被放置进富于性别戏谑意义的叙事修辞文本中 ， 并进一步被置于

对传统传记的解构叙事文本中 ， 其表意效果就不断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
述真

问题一再被搁置甚或被嘲弄 。 这种大格局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倒是莎剧所未

涉足的 。

《奥兰多》 这种从细节场景 、 叙事修辞到叙事思维全方位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极大地延展了
“

易性乔装
”

的文化意义 。 这种
“

易性乔装
”

叙事符号文

本的表意机制似乎极好地彰显了德里达的
“

延异
”

论——意义不是静止的存

在物 ， 不具有中心和整体性结构 ， 它是一种
“

散布
”

和
“

播散
”

，

一个无始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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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终进行着追加和替补的过程 ；
意义不是固定在某个符号中 ， 而是播散在一

连串的能指中 。 意义不是确定的实体 ， 而是延异的效果 ， 语言就是延异的游

戏 ， 在这个游戏中意义通过联系而不断生成 。 （ 冯俊 ，
２００３

，ＰＰ ． ３ １ ８
－

３ ３０
）

现代主义文学之后 ， 以安吉拉 ？ 卡特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主义作家更是以多种

方式把
“

易性乔装
”

发挥到极致 ， 使性别和
“

易性乔装
”

成为对人类历史社

会文化意涵丰富的隐喻 。

五 、 安吉拉 ？ 卡特式
“

易性乔装
”

叙事

当代认知语言学经典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 论证表明 ， 隐喻不仅是语

言中词汇的问题 ， 还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 ， 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 ，

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 ， 其中重要原因正在于隐喻是感官体验与具身认知之

间的桥梁 （ 莱考夫 ，
２０ １ ５

） 。 性和性别 问题作为人类最为贴 己 的感官体验 ，

通过隐喻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展开极为丰富的具身认知 ， 可谓宇宙之大 、 纤尘

之微均投射着性别隐喻 。 在男权社会 ， 文化的性别隐喻最普遍的莫过于 由男／

女而衍生的各种二元对立 ： 强／弱 、 主／次 、 尊／卑 、 中心／边缘… …随着女权

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及其影响 以及西方解构主义哲学的兴起 ，

２０ 世纪

六七十年代以来 ， 大批女性作家从伍尔夫的
“

自 己 的房间
”

翻窗越门而出 ，

撒欢于写作之野 ，
以各种写作方式重构带有强烈性别隐喻的符号文本 ， 颠覆

传统男权文化隐喻 ， 重构新的性别隐喻话语秩序 。 她们再也不必像勃朗特姐

妹和乔治 ？ 桑那样
“

易性乔装
”

去出版作品 ， 也不必像伍尔夫那样承受性取

向和性心理分裂扭曲的痛苦 。 长期 的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性别身份焦虑和性别

经验的压抑却在显性和隐性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中得到释放和疗愈 ， 使得叙

事文学大量出现性别化的经典重写 （ 挑战和颠覆男性文学传统权力 ） 和狂欢

化的叙事方式 （通过戏谑性模仿否定和颠覆正统 ） 。 前者是创作行为的
“

易

性乔装
”

， 而后者则将
“

易性乔装
”

的创作行为与动机及其对于文化语境的

反抗与抗争蕴含在了叙事方式之中 。 安吉拉 ？ 卡特的创作突 出地代表了这种

故意张扬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 。

安吉拉 ？ 卡特挑战和颠覆男性文学传统权力 的创作首先是对经典童话的

性别化重写 （ 《 〈血室 〉 及其他故事 》 ） 以及对关于性和性别的民间故事的仿

写 （ 《安吉拉 ？ 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 ） 。 不仅如此 ， 卡特进
一步发挥伍尔夫

《奥兰多》

“

易性乔装
”

叙事的瑰丽想象和对男性传统的调侃戏谑 ， 戏仿男权

文化制造 的各种性别神话及其性别话语 ， 就像 《魔幻玩具铺 》 的开篇——

２０３



□ 符号与传媒 （
２３

）

“

这年夏天 ， 十五岁 的梅拉尼发现了 自 己 的血 肉之躯 。 哦 ， 我 的美利坚 ， 我

的新大陆
”

（
２０ １ ９

，ｐ ． ｌ
） 。 她从叙事话语层面重新塑造性别身体和符号身体 ，

又以来 自基于身体的感官体验的具身认知颠覆和重塑被男权掌控的性与性别

话语 ， 甚至以人物的变性来消解身体与性别之间 固定的能指与所指关系 ， 重

新唤醒基于感觉经验之上 的 身体物质属性 （ 《新夏娃 的 激情 》 ） 。 （ 程毅 ，

２０ １ ７
，ｐｐ ．１ ０６

－

１ １ ４
） 实际上 ， 卡特笔下的女性往往身体形态 、 性别年龄 、 存

在空间 皆不受限 。 她可 以是羔羊或者老虎 ， 男人或是女人 （ 《新夏娃的激

情 》 ） ；
她可以是妓女或者处女 ， 胎生或者卵生 （ 《马戏团之夜 》 ） ； 她可 以言

之凿凿继而又对 自 己 的陈述全盘否定 （ 《魔幻玩具铺》 ） ； 她可以是鸟或者人 ，

以飞翔实现地理和身体空间 的双重超越 （ 《马戏团之夜 》 ） 。 这些人物作为符

号的表意完全是延异 、 解域的 （ 姜晓渤 ，

２０ １ ５
） ，
迥异 传统男权叙事的线

性逻辑与界限分明 。 不仅如此 ， 卡特还通过使用超故事异故事叙述者 、 主人

公叙述者 、 次要人物叙述者 、 固定式 内聚焦 、 转换式内 聚焦 、 第一人称主人

公叙述
“

我
”

的内聚焦 、 零聚焦以及叙事声音与叙事聚焦的重合或分离等叙

事技巧 ， 将不同年龄 、 性别 、 社会地位 、 背景的人物聚集于狂欢化的时空世

界 ， 完全打破了男权文化在性 、 性别 、 阶级与阶层 、 正统与异端等方面的逻

各斯 中心 主义规范与规约 （ 《 明智 的孩子 》 《 马戏团 之夜 》 ） 。 （ 厉婉露 ，

２０ １４
； 秦艺咿 ，

２０ １ ３
）

在女性主义思潮激进发展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安吉拉 ？ 卡特近似破坏狂

的
“

易性乔装
”

狂欢叙事反映出 的是作家对当下文化语境和 自我身份剧烈变

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的体验与焦虑 。 桑德拉 ？ 吉尔伯特与苏珊 ？ 古芭 《 阁楼上

的疯女人》 曾指 出 ， 女作家通过塑造与女主人公
“

双生
”

的疯女人这种
“

替

身 （
ｄｏｕｂｌｅ

） 策略
”

表达对性别歧视的愤怒和身份焦虑 。 事实上 ， 女作家同

时也因为
“

写作
”

这种对男性书写权力 的篡夺行为而不得不经受
“

易性乔

装
”

的
“

第二性文化身份焦虑
”

（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
ｐ

ａ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ｘ
） （ 吉尔伯

特 ， 古芭 ，
２０ １ ５

） ， 卡特的狂欢化
“

易性乔装
”

叙事不过显得更为狂野而已 。

隐含着如此复杂的个人情感情绪 、 性别创伤体验和文化历史印迹的
“

易性乔

装
”

叙事 ， 文化隐喻极其丰富 ， 实难 以一般的符号表意分析去判断其述

真性。

结 论

在 《论中 国人的戏剧 》 中 ， 布莱希特观察梅兰芳的京剧演出 ：

“

他 （ 梅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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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芳 ） 身穿黑色礼服 ，
示范某些女性动作 。 很 明显有两个形象 。

一个在展

示
， 另

一个被展示
”

， 在舞台上他同时以三种身份出现 ，

一个是展示者 ， 两

个是被展示者 ， 即不仅展示人物的举止 ， 而且展示演员 的举止 ，

“

他表现出

来他知道在被观察
”

， 同时
“

艺术家观察 自身
”

， 观众不像在西方戏剧 中只看

到人物 ， 而是同时可以看到演员 自 身 。 （ 布莱希特 ，

１ ９９０
，ＰＰ ． ２０３

－

２０７
） 布

莱希特的观察与思考催生了他著名 的
“

间离
”

和
“

陌生化
”

理论 ， 而这同样

启迪我们从符号表意角度去思考
“

易性乔装
”

叙事问题——把
“

梅兰芳的京

剧演出
”

作为一个叙事符号文本 ， 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
“

易性乔装
”

叙事

既包含多重身份转换的问题 ，
还包含多重叙事层级的问题 （ 波兰斯基导演的

电影 《穿裘皮的维纳斯 》 几乎将之运用到极致 ） 。 在这种多重身份与层级交

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符号表意 中 ， 述真与否变得异常难以判断 。 不仅如此 ，

毋宁说 ， 不论莎剧式的 、 伍尔夫式的还是卡特式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 ， 都在

最内层级 （文本内 ） 的符号表意之外套上了性别的 、 身份的 、 身体的 、 文化

的一层层符号文本 。 这样
“

蓄意的
”

隐藏与显露 ， 所谓
“

假作真时真亦假
”

“

不疯魔不成活
”

， 才是文学叙事魅力本质之所在 。 确如萨拉 ？ 米尔斯所说 ：

“

文学文本与
‘

真实
’

（
ｔｒｕｔｈ

） 和
‘

价值
’

（
ｖａｌｕｅ

） 有着复杂关系 ，

一方面被

看作提供了人类状况之
‘

真
’

， 另
一方面这又是通过虚构的因而也是

‘

非真
’

的形式来实现的 。

”

（
Ｍ ｉｌｌｓ

，

１ ９９７
，Ｐ ．２３

） 至于 中 国文学中 明 、 清 、 民 国盛行

的
“

易性乔装
”

叙事 ，
以及今天流行的舞台剧和影视剧 中的

“

易性乔装
”

叙

事 ， 则并不似西方这般狂野和女性主义化 ， 又当另文专论。

引 用文献 ：

巴特 ， 罗兰 （
２００３

）
． 明室 （ 赵克非 ， 译 ）

． 北京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巴特勒 ， 朱迪斯 （
２００９

）
． 性别麻烦 ：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宋素凤 ， 译 ）

． 上海 ： 上海三

联书店 ．

布莱希特 （
１ ９９０ ）

． 布莱希特论戏剧 （ 丁扬忠 ， 等译 ）
． 北京 ： 中 国戏剧出版社 ．

布里松 ， 吕克 （
２００５

）
． 古希腊罗马时期不确定的性别 （侯雪梅 ， 译 ）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

程毅 （
２０ １ ７

）
？ 《新夏娃的激情 》 中的物质身体政治 ？ 北京社会科学 ，

１ ０
，１ ０６

－

１ １４ ．

冯俊 ， 等 （
２００３ ）

？ 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 （ 陈喜贵 ， 译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姜晓渤 （
２０ １ ５

）
． 安吉拉 ？ 卡特小说的空间与主体性研究 ．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吉尔伯特 ， 桑德拉 ； 古芭 ， 苏珊 （
２０ １ ５ ）

． 阁楼上的疯女人 （ 杨莉馨 ， 译 ）
． 上海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卡特 ， 安吉拉 （
２０ １ ９

）
． 魔幻玩具铺 （严韵 ， 译 ）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５



□ 符号与传嫌 （
２３

）

莱考夫 ， 乔治 ； 约翰逊 ， 马克 （
２０ １ ５

）
．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何文忠 ， 译 ）

． 杭州 ： 浙江大

学出版社．

厉婉露 （
２０ １４

）
． 女性意识的独特讲述一安吉拉 ？ 卡特 《 马戏团之夜 》 叙事学解读 ？ 浙

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黎黎 （
２０ １０

）
． 易性乔装与话本小说的女性观 ？ 明清小说研究 ，

２
，１６４

－

１７３ ．

秦艺渐 （
２０ １ ３

）
． 论安吉拉 ？ 卡特 《 明智的孩子》 中的狂欢化特征 ．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 ．

唐昱 （
２００５

）
． 明清

“

易性乔装
”

剧之研究 ．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汪民安 （
２００４

）
．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开封 ： 河南大学出版社．

伍尔夫 ， 弗吉尼亚 （
２００３

）
． 奥兰多 （林燕 ， 译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曾绛 （
２０ １４

）
． 伪装 ： 叙事 、 身份与人格的易变——以 莎士 比亚戏剧为例 ． 外语教学 ，

３５

（
０５

） ，８９
－

９２ ．

张金凤 （
２〇 １９

）
． 身体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１

）
． 符号学 ： 原理与推演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Ｈ ．（

２０ １４
）

．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ｉｎＳｋａｋｅｓｐｅａ

ｒｅ
＾

ｓＰｌａｙｓ ．Ｄ 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ｓ
，

Ｇｒａｄｗｏｄｃｓ ．

Ｍｉｌｌｓｒａ
，Ｓ ．（

１ ９９７ ）
．Ｄ 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
ｅ ．

作者简介 ：

程丽蓉 ， 博士 ，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主要研究领域为

中西小说与叙事理论 ， 文艺与传媒 、 性别与传媒跨学科研究。

Ａｕｔｉｉｏｒ ：

ＣｈｅｎｇＬｉｒｏｎｇ ，Ｐｈ ．Ｄ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 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ｅｊ

ｉａｎ
ｇ

Ｇｏｎｇｓ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Ｈｅｒ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 ｔｅｒｎｎｏｖｅｌ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
ｙ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 ｉ

ｐ
ｌｉｎａｒ

ｙ
ｓ 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ｔａｎｄｍｅｄｉａ
，ａｓｗｅ ｌｌａｓ

ｇ
ｅｎｄｅｒ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

Ｅ －ｍａｉｌ ： ｃ ｌｒ ｌ ｌ ６＠ １ ６３ ． ｃｏｍ

２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