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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地狱：存在的危机
———对电影《无间道》的存在符号学分析
　　　　颜小芳

［摘要 ］电影 《无间道》主人公之一陈永仁最大的悲剧是存在的悲剧�也真理的悲剧。通过陈永仁的悲
剧�《无间道》告诉我们在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主体的存在必须出示符号的证明。作为符号的主体�
是由符号的所指 （存在 ）和能指 （意义 ）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且在符号的世界�符号的存在由能指
决定。而当能指和所指不协调时�符号主体就会产生焦虑�而焦虑正是主体存在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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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这一存在者与共处一个世界的其他存在者

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正
是由于这种反思或自我意识�人类才会对 “人是什
么 ”这个问题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才会对人的存
在问题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永不疲倦。卡西尔
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它揭示了人类符号化生存时
代的降临：“所有不同的文明生存状态�都可用一
句话概括：符号化生存。” ［1］ （Ｐ．1）而符号在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无穷便利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和隐患。
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由于符号能指的过度膨胀

而导致的后果：如目前正困扰许多国家的全球性
金融危机、后现代超宽幅社会、广告的肆掠与人们
实际购买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之间的矛盾等等。这
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符号对人的存在将构
成严重的威胁———电影《无间道》在不知不觉中已
经触及到了存在与符号之间的尖锐冲突。

《无间道》讲述的是警察与黑社会通过互相派
遣卧底深入对方进行斡旋的故事。陈永仁 （梁朝
伟饰 ）是警方派出的潜入黑帮的卧底。由于与黑
社会有牵连�虽然他考上警校�却无法从警校毕
业。他的上司黄警督见他志向坚定�于是说好给
他一个机会�让他混入黑社会�一来考验他�二来
也正好利用他为警方获取情报。陈永仁答应了�
在黑帮做了十年卧底。这期间�陈永仁一直期待
能恢复警察的身份。因为长时间扮演两种角色�
他的精神有些分裂。黄志诚答应他在完成最后一
个任务即剿灭韩琛 （黑帮大哥 ）之后恢复陈永仁的

真实身份。韩琛最后终于伏法�但不幸的是黄警
督也因公殉职。黄警督是唯一知道陈永仁真实身
份的人。不过还好�在黄警督的电脑中�存有陈永
仁的真实档案。陈永仁将秘码告诉在警方任职的
刘建明 （刘德华饰 ）�刘建明正想帮助陈永仁恢复
警察身份的时候�陈永仁却突然发现了刘建明原
来就是那个潜入警方的卧底�于是要抓捕刘建明。
而刘建明得知自己身份暴露�也改变了自己的决
定�将陈永仁的档案完全删除了。影片中刘健明
和陈永仁有一段对话很发人深省。在天台�陈用
枪指着刘的头：

“给我一个机会！”刘低声请求。
“怎么给你机会？”陈反问。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刘

说

“好啊�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陈
仍用枪指着刘的脑袋。

“那就要我死？”刘看了陈一眼。
“对不起�我是警察。”陈微笑着说。
“谁知道？”刘反问。
沉默。
一句 “谁知道 ”�使陈永仁陷入了思想的困境：

一个人是不是好人�自己说了不算�某些人说了也
不算�要有证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你是好人�那
你就是坏人。对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我是谁不
是我能证明的�必须由符号来说明。每个人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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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符号空间�受着符号系统的支配。而
符号系统只负责意义的产生�不管意义的虚假和
真实。它只告诉我们真理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
困境中�陈永仁面临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即我是
谁。在他自己看来�我是警察�这个好人的身份毫
无疑问�但需要他者的证明�然后由代表正义的警
察系统来裁决或评判。而问题就出在评价体系本
身�即元语言本身。这个评价体系后面的集团主
体被陈永仁的表象———黑帮中的一员�所蒙蔽了。
这是一个非本真 （ｉｎ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符号。在符号学中�
本真的与非本真的、能指与所指以及显现的和内
在的这三组概念可以并置。本真的意味着拥有一
个意义、内容、所指的事物；而非本真的指那些没
有内容、仅在现实表面移动的事物。本真的事物
相当于格雷马斯的 “ｔｏｂｅ”�而非本真的事物相当
于 “ｔｏａｐｐｅａｒ”。［2］ （Ｐ．114）即在陈永仁的身份符号中�
罪犯的身份是伪装的�警察的身份才是真实的。
陈永仁所要做的就是要去掉非本真符号而让本真

符号得以显现。但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遭遇到了
来自黑方派遣的卧底刘建明的阻挠�因此对陈永
仁欲求与自己所需价值对象的结合形成一定的阻

力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这个阻力�表面上看由刘建明个
人施加�实际上阻力最终是陈永仁所力求归依的
以及刘建明所利用的警察体制所赋予�即警察元
语言所赋予。刘建明也是一个有着矛盾身份的主
体�他的显现身份为警察�这也是一个非本真符
号�或者艾柯意义上的假冒物 （ｆｏｒｇｅｒｙ）�而他的隐
藏真实身份却是罪犯。陈永仁欲求的价值对象也
是刘建明所欲求的�但双方从客观上都构成了对
方追求价值对象的阻力。而正是无法同时在一个
层面显现的两种语境元语言———警察和罪犯———
预先给予了他们不同的意义阐述方式。结局以陈
永仁的牺牲告终。真实的警察输给了假冒的警
察�而后者借以杀人的工具却是警察元语言。陈
永仁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警方元语言的内部系统出

现了背叛因素。而陈永仁个人能力元语言是比较
强的�所以他焦虑但不迷惘�“意志 ”坚定�但阻力
过大�因为意识形态元语言所犯下的错误超出个
人能力范围之外。

《无间道》片头引用了这样一段话：《涅磐经》
第十九卷：“凡八大地狱之罪�称为无间地狱�为无
间断遭受大苦之意�故有此名。”这个 “无间地狱 ”
就是被符号挤压而形成的真空地带�这就是人的
存在空间�“真实 ”也存在于这里。我们时代的文

明是影像 （ｉｍａｇｅ）的文明�而在此文明之中�本真
的现实逃离了�而世界则是一个充满了互相指涉
的符号能指的世界�因而唯名论成为了占据统治
地位的认识论。塔拉斯蒂说�在符号学术语中�有
一个现实的零点�它是主体所在的地方�在这个地
方�不会发生叙述的分离�这个地方涉及的是对现
实的具体的本真的体验�也是真实存在的事物。
这个现实的零点在电影《无间道》中已经成了无间
地狱。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只可能在‘主体’当
中�并随着‘主体’的存在一道浮沉。” ［3］ （Ｐ．261）真理
是什么？真理就是无间地狱。故陈永仁的悲剧是
生存的悲剧�也是真理的悲剧。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符号无处不
在。“由于符号化生存�符号切断了人与客观世
界、人与社会的直接联系。” ［1］ （Ｐ．2）在符号化的世
界�人生的价值需要符号来衡量�人的存在也都需
要符号来证明�以至人们竟然忘记了人存在的本
来面目。 “存在可以被遮蔽得如此深远�乃至存在
被遗忘了�存在及其意义的问题也无人问
津。” ［3］ （Ｐ．42）在符号之前�人是什么？这是海德格
尔要说明的问题�人是此在�“此在的本质在于它
的生存 （存在 ）” ［3］ （Ｐ．49） “而现成存在这种存在方式
本质上和具有此在形状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了不

相干。” ［3］ （Ｐ．50）此处的现成存在在今天就是符号化
的生存�而在人的符号化生存之前的主体是什么
样的？无间地狱的主体本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存
在？新符号学或存在符号学就是对这一存在主体
的分析。

存在符号学或新符号学是一种不同于以皮尔

士、格雷马斯、西比奥克等为代表的经典符号学家
的理论。塔拉斯蒂认为它们主要有二个方面的不
同：第一�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经典符号学研究
的是符号形成以后的系统、分类、特征、规律、表现
形式等等�是在符号凝固以后的层面来对符号进
行静态的分析。而存在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形成
之前的状态�相应的 “前符号 ”。［2］ （Ｐ．18）存在符号学
将符号视为有生命、有灵魂的运动的事物来研究�
“存在的符号时刻是在符号形成之前或之后的时
刻�因为符号的生命不会停下来�它们总是处于形
成的状态。” ［2］ （Ｐ．18）第二�研究方法有所区别。经
典符号学多采用客观的、科学的、分析的、实证的
方法来研究符号�相比之下�存在符号学倾向于直
觉的、综合的方式�但存在符号学也吸收了经典符
号学的理论成果�是在继承基础上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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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体的符号到底如何产生？
符号的产生是 “需要 ”这个符号的意义的缺

席。符号是意义的缺失而造成的 （虚拟 ）的欲望。
也就是说符号行为的起始点是个人对于意义的渴

求�即 “每个人都有对于自己和他人变得有意义、
富有意义的欲望和被理解的欲望 ” ［2］ （Ｐ．8）而这些意
义是人本来的此在不具备的。那么人为什么要追
求意义呢？这是由于此在世界的不完满和人对此
不完满的此在所不满意而产生的对超越的渴求。
“超越 ”是新符号学的本质概念。超越的行为是人
们获取意义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塔拉斯蒂这种存在符号学的模

式。

图一：存在主体经由肯定和否定的行为之运动过程 ［2］ （Ｐ．10）

塔拉斯蒂认为这种模式建立在这种观念的基

础之上：主体在世界上存在�主体体验到纯粹 “此
在 ”的世界是不充实的。因此�主体为了追求意
义�而开始追求并实践超越的行为�这种超越的行
为有两种类型：否定和肯定。

主体通过两项行为成为存在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创
造意义的存在 （ｂｅｉｎｇ）。首先�主体处于客观性的
符号中�这个客观性的符号世界即是此在 （Ｄａ-
ｓｅｉｎ）。这个 “此在 ”在此已经不同于海德格尔意
义上的 “此在 ”。主体认识到了它由来的此在周围
的空虚和虚无�主体必须朝向 “虚无 ”做一次飞跃�
这就构成了超越的第一个行为———否定�即对 “此
在 ”的否定�并超越此在�跃向 “虚无 ”。［2］ （Ｐ．11）

当主体从他对此在的超越———否定中返回
时�他拥有了新的观点。此在世界的许多客体失
去了含义并被证明只是显得有意义。但是�主体
新的存在体验为那些保留它们意义的客体提供了

新的充实的内容。这个时候。主体获得了 “符号
的自我 ”。［2］ （Ｐ．11）

但是�主体的运动继续前进�接下来是超越的
第二个行为。他遇到了虚无的对立面———普遍�
它是充满意义的�但是却以某种超个体的方式�独
立于他自己的意义行为之外。这种行为称作 “肯
定 ”。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主体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而且�它也对于专注于它的主体辐射出一种新的
意义。这 个 时 候 主 体 感 到 了 生 命 的 “充
实 ”。［2］ （Ｐ．11）

在《无间道》中�对陈永仁和刘建明来说最有
意义的欲望便是想做个好人�过一般的好人所过
的生活�也就是正常人的生活。这个欲望是由他
们原本的生存当中 “正常人 ”生活 （好人 ）意义的
缺乏而产生的。陈永仁本是黑社会老大倪坤的儿
子�这层关系使得成绩优异的他却无法从警校顺
利毕业。但他自己却不甘心�因为他有要当警察、
做好人的强烈欲望。所以第一步�他要反叛此在�
他要背叛它。黄思诚警司利用了他与黑社会的这
层关系派他充当黑帮的卧底�待完成任务通过考
验之后�便可恢复他的警察身份。于是从黑帮老
大的儿子到黑帮的卧底�陈永仁开始了第一项超
越的行动：否定。当陈永仁从对此在的超越———
否定中返回他的此在时�他以新的观点来看此在。
即他已经认为自己是警察�是好人。他的第二个
超越行为就是要 “肯定 ”自己的警察身份�但事实
上�他一直未成功�直到死去�由身份引发的焦虑
到最后以死亡的方式终结。他想通过 “符号 “的方
式获得重生的愿望破灭了。

塔拉斯蒂还认为�符号总是与某种情境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符号情境有不同的符
码。看过电影《霸王别姬》的朋友对故事的结局一
定还有印象：男主角程蝶衣扮演虞姬的时候在舞
台上竟然真正地横刀自刎�令人震惊。有人说他
是戏痴�演戏演得太投入�进得去�出不来了。也
有人说他因为对现实人生完全绝望�从而以自杀
的方式选择了解脱。而用符号学的原理分析程蝶
衣的悲剧�我们可以说他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符号
情境：艺术和现实�或者可以说戏和人生。人们常
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说明人生和艺术这两种情
境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但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
符号体系�有着不同的法则和规律�用艺术的符码
来理解生活或用生活的符码来解释艺术都是犯了

符号学的错误。故而程蝶衣的悲剧是符号意义上
的悲剧。生活中的人们特别是艺术家要清楚地认
识到这一点�才不会犯程蝶衣似的错误。现实生
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香港著名艺人张国
荣的自杀等等。从符号学意义上看�符号只负责
意义的生产�而不管意义的正确与否。意义是正
确的还是错误的取决于人的解释。符号是处于不
断变化之中的�故而符码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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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地对符码进行重新解释。而只有能够不
断重新解释符码并随符码的变化一起变化的人才

能在符号的意义上做出正确的行为。故而情境总
是具体和特殊的�并且对于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
意义。塔拉斯蒂一共列举了九种不同的符号情
境�包括社会规则、历史情境、存在情境、交往情
境、权力情境、宗教情境、烹饪情境、爱欲情境、道
德选择情境�但这种分类并非包括所有的符号情
境。

符号有不同于决定它们行为的规则的另外一

种生命吗？塔拉斯蒂认为是有的。符号有内在的
生命、灵魂�符号不过是表层、封面、现象�它的里
面是主体、灵魂在移动。

那么符号的主体有哪些模式情态呢？塔拉斯
蒂详尽分析了符号主体的一种主要现身情态———
焦虑。 “焦虑是主体存在的标志�也是主体存在的
符号。” ［2］ （Ｐ．77）塔拉斯蒂认为焦虑是主体与它的价
值客体分离的状态。产生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两
种：（1）主体与令人陶醉的客体分离；（2）主体与
令人狂躁的客体结合。塔拉斯蒂以音乐剧 《帕西
法尔》为例�分析了焦虑在不同的行为者上的表
现。

同时�焦虑还可以解释为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
不协调 ”。［2］ （Ｐ．81）《无间道》中陈永仁的焦虑就属于
这种。在符号的宇宙�陈永仁这个存在的主体对
于他者显现为符号�这个显现在人们面前的陈永
仁的表现就是符号的能指。那么陈永仁显现在公
众面前的表象除了他的物质形体外�就是他作为
卧底———黑社会的一员的身份。那么符号的所指
是什么呢？所指即是符号的实质�即存在的主体�
从某种意义上看存在的就是真理�这一点陈永仁
自己是无法意识到的�这个真理在陈永仁的意识
中表现为好人。表明上看陈永仁的苦恼是作为好
人的能指和作为黑社会的能指这两个身份之间的

冲突�而实际上却是好人和坏人这两种符号的能
指与作为符号所指的真实存在之间无法协调的冲

突而引发了陈永仁内心的焦虑。所以陈永仁在身
为卧底的十年时间内患上了精神病�这种精神病
是内心的焦虑的症状�而焦虑的产生正是能指和
所指的不协调所致。《无间道》通过陈永仁的悲剧
进一步说明了在符号形成的意义世界�“主体 ”的
存在必须出示符号的证明。因为作为符号的 “主

体 ”�是由符号的所指 （“存在 ” ）和能指 （意义 ）两
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构成的�且在符号的世界�符号
的存在由能指决定。

焦虑还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当两种符号体
系发生冲突时�如主体的内在符号结构和外在世
界发生冲突�也会导致焦虑的产生。 《霸王别姬》
的主角程蝶衣的焦虑就是属于此种样式。那么解
决的方法之一就是主体完全适应他者的符号体

系。这种方式对程蝶衣来说实在太难�故而他选
择的是一种终结主体生命的自我解脱的方式。

焦虑是可以和解的�音乐剧 《帕西法尔》提供
了一种和解焦虑的方式�那就是宗教。

焦虑和创造性有关。塔拉斯蒂在描述符号主
体的两种超越行为时提到�当主体体验虚无的时
候�他的内心是焦虑的�但这种焦虑却可以成为一
种创造性的体验�只要主体继续朝前运动。

人是借助符合来思考的�那么在符号产生之
前�人如何了解此在？既然无法了解�是不是意味
着它不存在？但如果真的不存在�那么 《无间道》
的主人公陈永仁又为什么会感到焦虑？他的焦虑
从何而来？说明他意识到了某个非符号的真实性
的本质的存在但却无法找到他�因此他变得焦虑�
在存在与符号之间�在意与在之间�他迷惘了�意
与在是不会发生冲突的�但是一旦冲突了�那么将
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陈永仁死了�程蝶衣也死
了。他们的人生不一样�但都是在符号的世界迷
失了自我。现实中的人注定是要分裂的。死了的
都是正常人�活着的都是精神病患者。这是一个
疯狂的世界。符号产生之前�人的存在是海德格
尔所分析的；符号产生之后人的存在又是什么样
的呢？电影《无间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也
是最可怕的一种状态�那就是无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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