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馄符号文市中的虚梅精感

杨利 亭

摘 要 ： 虚构情感是接收者对虚构叙述结果的反应 ， 是虚构叙述的 附加

意义 ，
因 而是符号化的 产 物 。 虚构叙述的基本语义域为 可能世

界 ， 因 此依赖 于 它 的虚构情感 只在指 涉此世界时具有真 实性 。

虚构情感并非 产生于主客体之 间 的 关 系 ，
而是 由符号化的 主客

体之间 的 关 系 构筑 ，
它 的 强 弱取决 于主客体的符号化程度 ，

后

者影响着人对 自 身 、 世界以及二者关 系 的认知和判 断 。 本文通

过探讨主体 、 客体符号化以及二者的辩证关 系在
“

二我差
”

中

的独特呈现 ，
进一步思考跨界通达的虚构情感在现 实 文化 中发

挥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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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叙述并不再现符号之外的世界 ， 而是通过符号化行为创造 自 己 的世

界 ， 并在它
“

指涉的世界内 自动为真
”

（瑞安 ，

２０ １４
，ｐ ．４９

） ， 因此依赖于它

的虚构情感在此世界内也 自 动为真。 虚构情感并非产生于主客体之间 的关系 ，

而是由符号化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促成 。 格雷马斯和封塔尼耶对
“

激情符号

学
”

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虚构情感 ：

“

激情并不是主体所专有的特性 ， 而

是整个话语的特性……激情借助一种
‘

符号学风格
’

的作用发端于话语的结

构
”

（怀宇 ，

２０ １ ９
，Ｐ ． ７３

） ， 而该
“

符号学风格
”

可以投射到主体 、 客体或二

者之间的关系上 。 将上文中 的
“

激情
”

替换为
“

虚构情感
”

， 可知情感符号

学并不将虚构情感视为心理因素 ， 而是看作进人了符号活动并在其中结合了

一定的历史语境 、 文化结构和审美标准的意义效果。

任何物或符号都能构成
“

物
－

符号
”

二联体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１
， Ｐ ． ２８

） ，

此二联体的诠释域在纯物与纯符号之间 自 由滑动——在实在化与符号化之间

滑动 ， 如玉石既能作为换购 的商品或伤人的武器 ，
也可作为爱情的信物 、 友

谊的见证 、 权力的象征或供人观赏的艺术品 。 谭光辉认为物和符号在动态变

化的
“

物
－

符号
”

二联体范围 内存在共生关系 ， 由此推导 出主客体
“

符号化

程度
”

（谭光辉 ，

２０２ １
， ｐ ．３５４

） 会对情感产生影响 ， 而笔者则集中讨论主客

体符号化程度对虚构情感的影响 。 虚构情感的叙述对象是一种无法被实在化

的纯符号 ， 这是因为虚构叙述是心灵活动 的产物 ， 依据的是心理的可能性

（情感 、 梦境 、 心灵 、 欲望 ） ， 而非现实逻辑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８２
） 。 臆想

中的怨恨 、 愤怒和复仇虽时常以暴力 的形式释放冲动 ， 但 由 于仍在虚构边框

之内 ， 也就不可能被实在化 ， 因此对外界并不构成杀伤性 ； 想象中 的爱情对

话和爱欲场景虽未必能在现实中兑现 ， 却暂时安抚了激情澎湃的 内心 ；
双双

殉情的虚构人物之所以一直栩栩如生 ， 是 因 为其始终存在于符号化的语境

之中 。

本文讨论的虚构情感主要集中在文本中 的主体 、 客体符号化现象以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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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互动关系在
“

二我差
”

现象中 的独特呈现 。 虽然赵毅衡构建的
“

二我

差
”

理论已相当完整 ， 但笔者仍觉得该理论还有可以发掘和讨论的空间 ： 除

了 以历时性的时间差 、 年龄差 、 心象叙述和非时间性为讨论依据外 ，
还可以

把共时性在场的主客二我之间的认知差作为起点种暂时悬置了时间的
“

二我差
”

。 简言之 ，
主客体符号化理论一方面激发了笔者对大量 由虚构情感

主导的符号文本的重新关注 ， 另
一方面还启迪了笔者对

“

二我差
”

理论的重

新思考。

一

、 主体符号化与客体符号化

主体符号化和客体符号化虽在情感的落脚点上常被视为同一问题的两个

方面 ， 但因二者各 自关注的起点大相径庭 （ 分别是符号主体和符号客体 ） ，

所以仍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单独讨论 ， 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二者的互动关系一－

通过人的情感反应来验证符号叙述的结果 。 主体符号化和客体符号化的程度

影响着人对 自 我意识 、 外在世界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认知 、 判断与抉择 。

（

一

）
幻 由心生 ： 主体符号化

主体符号化程度影响着人们 的认知倾向 ， 有的人注重观察物或符号的外

部特点和实用功能 ， 有的人则偏 向 于探究其指涉意义 。 适度的主体符号化

（新古典主义戏剧与大部分现实主义文学 、 艺术作品 ） 有助于协调和平衡人

的虚构感和现实感 ； 过度的主体符号化 （林黛玉 、 堂吉诃德和包法利夫人 ）

会令人感到脱离尘寰与不合时宜 。 与适度的主体符号化相比 ， 过度主体符号

化的文本 （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 ） 似乎更受读者的青睐 。 下文将从三种不同

程度的主体符号化来讨论文本中的虚构情感 。

１ ． 坠落现实 的 主体符号化

主体符号化使人获得了一种想象的满足 ， 但这种满足往往是转瞬即逝的 ，

因为人最终要回到现实中并承受虚构情感在现实中的落空 ， 这就使之前为了

接收虚构叙述而抽离出来与之相应的虚构人格再度坠落并消融于现实语境中 ，

于是想象的虚幻与现实的残酷之间便形成了鲜明的落差 。

强烈的主观意念会使人进人虚幻 。 臆想 中 的暴力正因未被实在化 ， 反而

释放了狂怒不已 的情绪 。 在电影 《无间道 》 中 ， 当刘建明听到妻子不仅要离

婚还要夺走女儿的抚养权时 ，

一怒之下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 ，
然而 ， 镜头一

转 ， 咖啡杯却完好无损 ，
可见打翻咖啡杯的举动仅发生在他的臆想之中 。

１ ９ １



□ 符号与传孀 （
２５

）

幻想之爱虽在虚构中 为真 ， 但因无法被实在化而映照 出生命的虚妄 。 蒲

松龄 《聊斋志异 ？ 画壁 》 讲述了一个如梦又似真的爱情奇遇 ： 书生朱孝廉在

观看壁画时进人幻境 ， 并与画像中
“

拈花微笑 ， 櫻唇欲动 ， 眼波将流
”

的散

花天女谈了一场如胶似漆的恋爱 ， 被人唤醒后才知方才
“

画像复活之情状以

致千幻并作 ， 并非画之动 ，
而是 自 己 的心在动

”

（ 杨利亭 ，

２０ １ ８
，ｐ ．１６ １

） 。

如果朱孝廉的爱情发生在 由壁画引发的奇幻联想 中 ， 那么 ， 简 ？ 爱 、 希

斯克里夫和阿切尔的爱情则发生在对意中人的过度思念之中 。 ２０ １ １ 年版电影

《简 ？ 爱 》 （ Ｊａｎｅ￡ｊｒｅ ） 中意识到 自 己受到欺骗而离开桑菲尔德庄园 的简 ？

爱 ， 因强烈思念罗彻斯特先生而产生了幻觉——以为正在敲门 的人是罗彻斯

特 ， 便迅速打开门 ， 与对方激动地拥吻起来……直到约翰打招呼 ， 她才终止

了幻想 。 艾米莉 ？ 勃朗特的 《呼啸山庄》 （
奶 中凯瑟琳的幽

灵与其说是真实的 ， 倒不如说是 由 陷入精神分裂的希斯克里夫想象出来的 。

电影 《纯真年代》 （
７７ｉ？ ｉ４ｇｅ （／ ７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 中爱上奥兰斯卡夫人的纽兰 ？ 阿切

尔背对着前者站在窗前 ， 忽然感到对方缓缓离开椅子并从背后抱住了他 ， 为

确认这一幕的真实性 ， 他转过头 ， 却失望地发现对方仍坐在原处 ， 纹丝不动 。

２ ． 若醒若梦的 主体符号化

过度强化的主体符号化会严重扭曲客体并使人陷人亦幻亦真甚至视幻为

真的错觉之中 ， 以致最终无法区分 自 己是现实中人还是虚构中人 。 初坠爱河

的人 、 精神分裂者 、 失忆症患者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经常会把事物过度主观

化和符号化。

电影 《禁闭岛 》 中受到精神创伤的男主人公 自认为是被

派到某岛上调查案情的联邦侦探 ， 所以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人都会被他视为

行为诡异的嫌疑人 。 电影 《记忆碎片 》 的剧情与此类似 ，
区别在

于后者跳出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 。 电影 《归来 》 中患 了失忆症的冯婉瑜每

天都坚持去车站迎接被下放的丈夫陆焉识 ，
即便后者真的 出现在她眼前也无

济于事 ， 而该影片正是通过她这种看似无效的重复行为呈现出至暗时代里真

情的可贵 。 电影 《 困在时间 中的父亲 》 （
７＾Ｆａｆｆｔｅｒ

） 中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

父亲 ， 总觉得全世界 （包括 自 我记忆 ） 都在跟 自 己作对 。

３ ． 彻底 论 陷 的 主体符号化

人之所以沉迷于角色而无法返回现实是因为把虚构文本中的拟真 （ 真实

的感觉 ） 当作了再现的彻真 （ 真实的现实经验 ） ， 混淆 了现实与虚构之间 的

边界 ， 甚至已意识不到边界和框架的存在。 如果忽视虚构框架的存在 ， 人便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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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误把现实当虚构 ， 误将演员 当角色 ： 痴迷于骑士幻想的堂 ？ 吉诃德不仅大

战风车 ，
还将羊群当军队 ， 拿脸盆当钢盔 ， 把村姑杜尔西妮亚看作高雅的贵

妇 ； 陷入爱情幻想的包法利夫人几乎把任何一个追求她的男子都想象成高贵

绅士和浪漫骑士 ， 直到临死前才意识到 自 己在现实中 比瞎子还瞎 。

主体密切关注着 自 己在臆想 中过度美化的客体 ， 为 了破解后者 ， 甚至不

惜 回归乃至成为客体 。 情感或审美主体的彻底符号化会导致人丧失对 自 身及

周 围世界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 进而人通过摧毁 自 身来捍卫情感符号或艺术符

号的完美性。

“

追求完整才有获得意义的要求 ， 承认不完整才能有接收意义

的愿望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７
，ｐ ．１９８

） ， 自认已抵达完整的人往往会 自行终结对

意义的追寻。 黄哲伦戏剧 《蝴蝶君 》 （
Ｍ．中 的法国外交官高仁尼

对京剧演员宋丽伶的迷恋便源于对歌剧里蝴蝶夫人这一角 色的代人——蝴蝶

夫人是被高仁尼高度符号化的存在 （ 喻指理想的艺术和完美的女性 ） ； 李碧

华小说 《 霸王别姬 》 中戏剧演员 程蝶衣 的悲剧也源 自 对虞姬角 色 的 自 我

植人。

如果说高仁尼和程蝶衣从生到死都未脱离过主观想象的虚构世界——都

因 自身的彻底主体符号化而最终走向 了对爱情和艺术的双重献祭 ， 那么 巴尔

扎克笔下的萨拉辛则经历了 自 己臆造的完美理念彻底幻灭的过程 。 《萨拉辛 》

讲述了一个反皮格马利翁的爱情故事 ： 男主人公爱上并死于 自 己想象的造物 ，

他误把男扮女装的赞比内拉视为完美的艺术原型和女性原型 ， 这最终导致了

他的死亡。

（
二

）

一切皆幻 ： 客体符号化

客体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方面会激发接收者的 阐释欲望 ， 另
一方面

会增加接收者认知 自我 、 他者和外界的难度 。 过度的客体符号化不仅会让人

陷人真假难辨的错觉中 ，
而且还会令人怀疑 自 身的真实性 ： 如果眼前呈现的

现实世界本身就是一座迷宫 ， 那么人又该如何认识和把握 自身 ？ 此时的人究

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 下面将从四种客体符号化来讨论文本中的虚构情感 。

１ ． 激发求知欲 的客体符 号 化

客体符号化唤醒了接收者的激情——想要破译客体在有意无意间释放的

种种似曾相识又无法完全破译的符号 ， 因为总有
“
一种符号的强力驱使我们

去探寻 ， 它剥夺了我们 的安宁 。 真理并非通过相似性或善 良意志而被发现 ，

而是在无意识的符号面前显露
”

（ 德勒兹 ，
２００８

，Ｐ ．１ ７
） 。

符号化的外在形象常被用来暗示人物的性情 、 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 。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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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安娜 ？ 卡列尼娜并未意识到 自 己 内心和面部表情有任何变化 ， 但初次在火

车站见到她的弗伦斯基时 ，
她身上还是出现了一股压抑不住 的生命力 ：

“

在

那短促的一瞥中 ， 弗伦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 ，

在她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 曲 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 仿佛有

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整个身心 ， 违反她的意志 ， 时而在她的眼睛 的

闪光里 ， 时而在她的微笑 中显现出来 。 她故意地竭力 隐藏她眼睛里的光辉 ，

但它却违反她 的 意志在隐约 可 辨 的微笑里 闪烁着 。

”

（ 托尔斯泰 ，
１ ９９２

，

Ｐ ．８３
）

就像安娜于不 自觉间以一种无名 的力量吸引着弗伦斯基情不 自禁地 向她

靠近 ， 读者也迫切想要探寻安娜这一形象在他心 中搅起了怎样的波澜 。 尽管

他尚未意识到 自 己情感的变化 ， 但这并不影响读者将他对安娜的这种反应视

作一见钟情 ，
而他的视角也侧面印证了安娜形象的光彩夺 目 。

２ ． 制造个体 悲 剧 的客体符号 化

将他者彻底符号化而引发的悲剧 ， 在中外艺术文本中俯拾即是 。 人无法

直面绝对的神圣或神圣理念 ， 于是便要寻找一个可 以指代神圣的 中介物 。 特

别是在诸神和偶像远去的时代 ， 人只能通过他者产生情感或欲望 ， 但是人在

逃避孤独感和恐惧感的同时 ， 却将另一个无辜者推上了类似于神 的位置 ， 人

之所以要为神寻找人间的替身 ， 无非是无法
“

舍弃对无限 的渴望
”

。 （ 基拉

尔 ，

２０２ １
， ｐ ．７５

）

人们无法接受 自 己亲手编织的完美理念在眼前破碎 ， 尤其是当他们把该

理念以人格化的形式投射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的时候 。 为了确证理念的神圣

性和权威性 ， 人们甚至不惜牺牲和摧毁被投射了该理念的个人。 严歌苓小说

《 白蛇 》 中被下放到农村的舞蹈家孙丽坤便遭遇了先被神圣化后被妖魔化的

过程 。 严歌苳的另外一部小说 《芳华 》 中 的雷锋式人物刘峰的人生悲剧也是

过度客体符号化所致。

彻底客体符号化背后的人性麻木和道德冷酷 ， 是引发人物悲剧的重要原

因 。 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 》 中凯蒂的悲剧便是彻底符号化所致。 虽然凯蒂所

在的康普生家族已然没落 ， 但是严苛的家训对她作为
“

南方淑女
”

的要求却

并未降低 。

一旦她 由于 自 甘堕落而失去贞洁 ， 整个家族的男性 （ 父亲康普生

先生 、 长兄昆丁 、 二弟杰生和三弟班吉 ） 都会有意无意地将她视为破坏贵族

名望的罪人 。 该小说呈 现 的是一系 列
“

天真 的失 落
”

（ 吴 晓东 ，

２０ １ ７
，

Ｐ ．１４５
） 的故事 ： 从女性贞洁 的丧失 、 南方贵族的没落 、 传统文化的衰落到

现代人信仰的迷失 。 类似的被彻底客体符号化的女性人物形象还有莎士 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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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 中的奥菲利亚 、 《奥赛罗 》 中 的苔斯德蒙娜 ， 霍桑 《红字 》 中

的 白兰 ， 哈代 《德伯家的苔丝 》 中的苔丝和陈忠实 《 白鹿原》 中的 田小娥 。

３ ． 导致主体迷失 的客体符 号化

过度的客体符号化会导致人的主体迷失 ， 使人陷入虚实混淆和物我难辨

的认知困境之中 。 犹如
“

庄周梦蝶
”

的故事 ： 究竟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

蝶变成了庄周 ， 始终是个有待破解的谜题。

卡夫卡的诸多小说都揭示了生成性的符号客体 （ 道路 、 宫墙 、 楼梯 、 地

洞 ） 对人物认知和行动构成的 巨大挑战 。 《城堡 》 里的 Ｋ 始终跋涉在 由 乡村

通往城堡的无尽的道路迷宫之中 ， 他似乎总在不停地返回始发点 ； 《万里长

城建造时》 中的信使永远也走不完那持续生成的台 阶和宫墙 ； 《美 国 》 里随

着卡尔的快速攀爬而持续生成的楼梯 ， 令他的奋力前行变成了持续后退 ， 仿

佛他的每一步都在踏人虚空 ； 《诉讼 》 中企图摆脱诬陷罪的约瑟夫 ＊ Ｋ 不停

游荡在通往法院的途中 。

阅读博尔赫斯小说的强烈感受就是人在虚构现实世界的 同时 ，
也被现实

虚构 。 博尔赫斯小说以多种意象 （ 梦 、 镜子 、 废墟 、 锥体 、 沙漏 、 罗盘 、 花

园 、 面具 、 流沙 、 指南针 、 图书馆 、 环形楼梯 、 大百科全书 ） 构造 了存在的

迷宫 ， 人物经常游走并迷失在迷宫之中 。 《交叉小径的花园 》 有意混淆 了现

实与虚构的关系
——主人公余深似乎同时跋涉在其外祖父崔朋撰写的虚构之

书 《交叉小径的花园 》 和外在现实空间 （ 阿尔贝家中摆放的象形迷宫和他的

迷宫式花园 ） 的交叠之中 ； 《沙之书 》 更是讲述了一本形体有限 、 页码无限

的魔书给人带来无限苦恼的故事——持续生成又永不再现的动态页码令主人

公迷失在无休无止的虚构丛林之中 ：

“

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 是
一件

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 。 我想把它付之一炬 ， 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

也无休无止 ， 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

”

（博尔赫斯 ，

２００６
，Ｐ ．４６７

）

布朗 肖小说更是将客体符号化推向 了极致——对人内在意识的客体符号

化 ： 将人物及其所在的环境呈现为一种充溢着主体感知 、 经验和思想的抽象

存在 ， 这种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弥散性的符号化存在似乎在有意挑战读者

的认知经验 ， 同时又强烈召唤着读者主体意识的全力参与 。 布朗 肖 的人物不

再具有外在性 ， 而仅具有附着在客体上的主观意识一借助此意识 ， 某种外

在于主体的客体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 与此同时 ， 该客体又像是
“

与那些

构成主体但又不被主体所承认的——属于主体的东西相对立
”

（ 埃诺 ，

２０ １ ９
，

ｐ ．３ ８０
）〇

此外 ， 导致主体迷失 的客体符号化现象在 电影文本 中也有 出 现 。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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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空间 》 中被造梦师团队操纵和篡改了意识与梦境的人 ， 很难说还拥有

多少真正属于 自我的主观意识 。

４ ． 被主体反噬 的客体符号 化

过度的客体符号化有时也会反 向激发主体的创造性 ， 使后者摆脱甚至反

睡前者 。 很多经典科幻电影都在讲述为 自 己 的造物所颠覆 、 控制和奴役的人

类是如何以 自身的聪明才智打败造物并重返现实的 。

电影 《源代码》 （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ｄｅ

） 中操纵者通过运用电子数据持续刺激男

主人公的意识从而在其中生成另一个平行世界 ， 并让这个被人格化的意识在

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多次往返于现实世界和平行世界之中 。 然而 ， 出乎操纵者

的预料 ， 男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在源代码的刺激下竟生成了多个平行世界 ，
因

为意识的每一次往返都会产生一个平行世界 ， 这使得在现实 中 已死去的男 主

人公可以在平行世界中继续生活 。 同样 ， 电影 《黑客帝 国 》 中被操纵者选中

的第六代救世主尼奥只是操作系统中 的一个编码 ， 而他 自 以为拥有的主体意

识不过是该系统的某种操作功能 。 直到被崔尼蒂的爱唤醒 ， 他才重新获得了

真正属于 自我的主体意识 ， 这说明对智能系统而言 ， 爱本身只是一个词 ， 但

对人类来说 ， 重要的是爱表达的意义 。 类似的 电影文本还有 《我 ，
机器人 》

（
／

， 和 《全民公敌》 Ｓｔｏ ｔｅ
） 。

二
、 在主客体符号化 中重返

“

二我差
”

虚构情感表明主体 、 客体不仅都可能被符号化 ， 而且二者的符号化既可

以是历时性的也可以是共时性的 ， 甚至可以是非时间性的 ， 这启发了笔者对
“

二我差
”

中可能存在但 尚未被学界关注的共时性
“

二我差
”

的思考 。 除了

赵毅衡讨论的历时性的 、 非时间性的和心象叙述现象中 的
“

二我差
”

（
２０ １４

，

Ｐ
． ７０

） 之外 ， 笔者发现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
“

二我差
”

：

一种暂时悬置了时

间的以认知差为始发点的共时性
“

二我差
”

。 因此 ，

“

二我
”

不一定是历时性

的今昔二我 ，
也可以是非时间性的共同在场的主客二我 ： 这两个

“

我
”

既不

存在时间差或年龄差 ， 也未发生人格分裂 ， 更未处在心象叙述中 ，
而是存在

于镜内镜外 、 他者注视之下以及角色扮演中的双重 自我 。

（

一

） 挽 内镜外的
“

二我差
”

正在照镜子的符号主体有镜内 、 镜外两个
“

我
”

， 在这两个
“

我
”

彼此

的对照中经常会出现认知差。 人的 自 我意识无法 自 我满足 ， 因而需要通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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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为他者的 自我意识来观照和省思 自 我 。

被镜中之我传唤到道德责任中 的镜外之我 ，
经常会立刻意识到 自 身的异

己性和陌生性 。

“

镜中 的映像永远是某种虚幻 ， 因为从外表上我们并不像 自

己
， 我们在镜前体验的是某个不确定的可能的他者 ， 借此 ， 我们寻求 自 我价

值的位置 ， 并从他者身上在镜前装扮 自 己
”

（ 巴赫金 ，
２０ １４

，ｐ
．８２

） 。 电影

《坠人情网 》 中人到中年的男女主人公在火车上一见钟情 ， 无奈双方都已有

了家庭 ， 但二人均知真爱难觅 ， 于是决定私下约会 。 约会前的女主人公对着

镜子 ， 衣服换了一件又一件 ， 却忽然狼狠抽 了 自 己
一巴掌 ， 并盯着镜中之我

严厉问道 ：

“

你在做什么 ？

”

虽然陶醉于一见钟情的幸福感之中 ， 但她还是意

识到了婚外情是对世俗道德的 冒犯 。 电影 《源代码 》 中 的操纵者为了获取重

要情报 ， 用智能数据把男主人公濒死时的意识投射到他人身上 （ 赋予意识以

人格化形式 ） ， 但后者对此并不知情 ， 于是在照镜子时陷人了认知混乱 ：

“

我

是我又不是我
”
——虽然心中知道 自 己是谁 ， 但镜中的人却并非 自 己 。

（
二

） 他者注视下的
“

二我差
”

他者的注视犹如一面镜子 ， 让主体意识到 自 己瞬间分裂成了两个
“

我
”

。

２００９ 年电影版 《呼啸山庄》 中就有类似场景 ， 正当 已婚的凯瑟琳情不 自禁地

抱着希斯克里夫的脑袋又是亲吻又是表 白之际 ，
后者却以充满醋意加讽刺的

口气提醒她要恪守妇道 ， 这让她顿时羞愤交加 ， 于是边捶打对方边说 ：

“

天

呐 ！ 我做了什么 ？ 我这是在做什么 ？

”

虽然她施暴的对象是希斯克里夫 ， 但

是她真正要惩戒的却是 自 己 。 她介于爱的激情和道德威慑之间 ， 当沉浸于爱

情时 ， 她的道德意识是关闭 的 ； 当被对方唤醒后 ，
她又会瞬间陷人爱而不能

的道德痛苦中 。 她是爱情至上与道德禁忌的矛盾结合体 ， 而这也是文本接收

者既诘难又同情她的原因 。

（
三

） 角 色扮演 中 的
“

二我差
”

同一个
“

我
”

分化的主我和客我可以共存于暂时消除了时间差的此时此

刻 ， 此时的
“

我
”

观察和思考此刻的
“

我
”

。 角 色扮演 中 的主客二我时常争

夺对主体的话语权。 现实中
“

表演
”

的孩童 、 艺术文本中的卧底和戏中戏里

的演员 ， 在角色扮演中经常呈现出多种形式的
“

二我差
”

。

孩童现实生活中 的
“

表演
”
——以装病 、 装哭的方式获得父母关注 ， 经

常会出现共时性的
“

二我差
”

。 孩童在
“

表演
”

的 同时 ， 又在观察这一行为

并预测其产生的效果。 余华 自称小时候为了避免父亲对他的惩罚经常假装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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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疼 ， 令他惊讶的是 ， 此行为在后来竟成了条件反射 ：

一看到父亲要惩戒他 ，

他就开始肚子疼 。 最终他的诡计被识破 ， 代价是被强制切除了 阑尾 。 （ 余华 ，

２０ １ ９
，ｐｐ ．２９

－

３０
）

警匪动作片中的卧底身上至少存在六种形式的
“

二我差
”

： 此我亦我亦

非我 ， 此我亦彼亦非彼 ，
此我亦彼而非我 ， 此我亦我而非彼 ，

此我亦我亦彼 ，

此我非我亦非彼 。 电影 《无间道》 三部曲 中在黑帮做卧底的陈永仁以黑帮身

份掩饰警察身份 ， 而在警察局做卧底的刘建明则 以警察身份掩饰黑帮身份 。

二人就像在玩惊险刺激的猫鼠游戏 ， 都经历 了六种
“

二我差
”

： 我既是又不

是黑帮 ， 我既是又不是警察 ， 我是警察而不是黑帮 ， 我是黑帮而不是警察 ，

我既是黑帮又是警察 ， 我既不是黑帮也不是警察 。 正是这种二我身份的撕缠

揭示了此类型警匪动作片的悬疑 内核 ： 主客二我对话语权的争夺越是激烈 ，

情节就越是高潮迭起和险象环生 ， 与此同时 ， 人物性格和文本主题也就越是

复杂多变 。

戏中戏的角色扮演——陷入爱河的人身上经常会出现共时性
“

二我差
”

。

恋爱中的
“

我在扮演一个角色 ： 我是止不住要哭的人 ； 我又是在为 自 己扮演

这个角色 ， 恰恰是这点使我潸然泪下 ： 我就是我 自 己看的戏
”

（ 巴特 ，

２０ １ ６
，

Ｐ ．１ ５３
） 。 因戏生情 的男女演员 ， 他们 中 的任意一方在戏 中都扮演着双重角

色——既是演员 又是角 色 ， 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 电影 《法 国 中尉 的女人 》

（
７７ｉｅ ？ＦｒｅｒｅｃＡＺｉｅｕｔｅｒａａｎｔ

’

ｓＩＴｏｍａｒａ
） 呈现了 同

一个人物在角色和演员两个身份之

间出现的
“

二我差
”

。 迈克和安娜在饰演男女主人公查尔斯和萨拉的过程 中

坠人爱河 ， 拍戏结束后各有家庭的两人不得不以分手了之 。 在最后的告别时

刻 ， 安娜朝迈克说出 了
“

温德米尔
”

（
二人在 电影拍摄 中共处的最后地点 ）

这一地名 ， 而迈克则在安娜离去后跑到她的化妆间 的窗 口 喊了一声
“

萨拉
”

。

同样 ， 电影 《莎翁情史 》 （
Ｓ／ｉａｔｅｐｅａｒｅ ｉ

＇

ｒａ Ｌ＜ｗｅ
） 通过讲述男女主人公因戏结缘

的故事 ， 揭示了莎士 比亚情史与 《罗密欧与朱丽叶 》 之间 的虚实互生关系 。

挺似文本还有皮兰德娄 的戏剧 《六个寻找剧作家的 剧 中人 》 ， 该剧讲述 了

《各司其职》 中的六个演员与其所出演的角色之间 的虚实二我的情感纠缠 。

通过以上对共时性
“

二我差
”

的讨论可知 ， 当下之
“

我
”

观察和思考的

不一定是过去的
“

我
”

，
也可以是此时此刻的共时性之

“

我
”

。 只是此时此刻

的
“

我
”

的反思更像一种本能反应或即时反馈 ，
虽然未能阻止事态在将来的

进一步发展 ， 却可以在事后 回顾时成为思考 的
“

刺点
”

：

“

不管如何突如其

来 ， 刺点总或多或少地潜藏着一种扩展 的力量 。

”

（ 巴尔特 ，
２０ １ １

，ｐ ．５ ９
）

“

二我差
”

不仅可 以是对之前并未意识到或未能理解的事物和言行的省思 ，

１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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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很可能是此时之
“

我
”

对同一时间 的镜中之
“

我
”

的审视 ， 并且这个

此时此刻的
“

我
”

的这种省思和审视会在未来某一天 回顾往事时被集中和

放大 。

三 、 结语

符号文本为虚构情感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语义场 ， 反之亦然 ， 该语义

场规定了任何符号化行为都必将终止在一个有限的文本框架之内 。 虚构叙述

本质上是一种跨界通达 ， 依赖于它的虚构情感亦如是 ， 这也正是讨论虚构情

感的前提 。 文本接收者对符号文本的阐释动力很大程度上来 自 过度的主体符

号化 、 客体符号化以及由二者互动产生的共时性
“

二我差
”

所引发的戏剧张

力 ： 主体符号化体现为主体与他者 、 世界 、 自 我意识的冲突 以及多个冲突综

合的冲突 ，
主观臆造的完美理念与现实无法兼容的冲突 ； 客体符号化呈现外

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 ， 对主体意识的冲击乃至吞噬以及反向促进 ； 在 由主体

符号化和客体符号化互动产生的共时性
“

二我差
”

里 ， 同
一主体分裂的二我

产生认知冲突 。

主体符号化和客体符号化以及由二者互动生成的共时性
“

二我差
”

为符

号文本提供了三种解读路径 ： 第一 ，
主观符号化的程度是区分正常人和深陷

主观想象的人的关键依据 ， 前者因为能意识到现实与虚构的边界 ， 所以才能

穿梭于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之间 ， 而后者则混淆乃至意识不到现实与虚构的

边界 ， 因此只能用同一种视角和思维来认识和解读两个世界 ； 第二 ， 客体符

号化的程度则表明他者和世界在人对 自 我 、 世界以及二者之间关系 的认知与

判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第三 ， 共时性
“

二我差
”

说明 了认知差也可以作为

思考和阐释符号文本的始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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