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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流动心理成为波特所聚焦的主题之一%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结合对!裂镜"文本的个案研究#着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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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安$波特!&'()*+,-* .--* /0+(*+%在 !# 世

纪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曾被文学评论

家艾伦$泰特!.11*- 2'(*%称颂为当时美国文坛冉冉升

起的&一颗新星'

3%4!5

( 波特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所取得

的卓越成就有目共睹" 罗伯特$潘$沃伦 6708*+( /*--

9'++*-: 评价道)&波特的许多故事在现代小说中是无

法被超越的"其中的一些更是无可比拟的( '

3%45"波特以

独特的视角及精湛的写作技巧展示了人物复杂流动的

内心世界"以至于&众多美国评论家认为*有关心理的

问题+才是她作品的主要特色'

3!4;

(

对波特作品研究颇有见解的评论家达琳$哈博$

安如,<'+1*-* ='+80>+ ?-+>*%曾著有专门性论文"凯瑟

琳$安$波特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6&'()*+,-* .--*

/0+(*+ '-@ A,BC>-@ D+*>@:" 论证波特在整个文学生涯

中所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较大影响( 波特认定精神分

析的某些理论荒诞无稽"如阉割情结(且对于弗洛伊德

的文学艺术观-男权中心论"波特也持有明确的否定态

度"她批判精神分析的领袖为&现代文明的邪恶三巨头

之一'

3%4E#

( 尽管存在某些分歧"但却有诸多证据表明思

想前卫的女作家已于上世纪 !#年代通读精神分析领

域的经典作品"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 此后"

波特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对精神分析学的某些抽象概

念-术语加以艺术化-批判性的实验升华( 这点读者可

以从波特短篇小说中的梦境主题!如.灰白马"灰白骑

手/%" 她对心理象征物的持久偏爱 !如 .开花的紫荆

树/%及其娴熟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如.被遗弃的韦瑟罗

尔奶奶/%等方面逐一管窥(

.裂镜/!&2)* F+'GH*@ I00H,-BJK1'LL' %M"!% 被收

录在波特的著名短篇小说集 .开花的紫荆树及其他故

事/"&就任何标准来说".裂镜/是接近完美的'

3%4!N

(在这

部短篇小说中" 波特用细腻的笔触向其读者呈现了爱

尔兰移民奥图尔夫妇的婚姻困境" 探讨了两性关系这

一永恒话题( 作为一名女作家"波特对罗萨林$奥图尔

太太流动心理的把握细致入微(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视角解读女主人公罗萨琳的复杂心理及性格特征"

探究造成她精神焦虑的病理根源" 阐述她为抗拒焦虑

而建立的消极防御机制( 依据精神分学析说的释梦技

巧"解析罗萨林梦境中反复呈现的死亡情结(波特与精

神分析学说有着多元化的联系"她的短篇小说.裂镜/

折射出丰富的弗洛伊德元素" 其女主人公可被诊断为

神经症人格的典型悲剧代表(

一& 焦虑的诱因

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人格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

我'!又译伊底%-&自我'-&超我'(本我是个人欲望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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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崇尚快乐原则"自我尊重现实!遵循现实原则"

然而!#当自我被迫承认自己的弱点时! 它会突然爆发

出焦虑$ 面临外部世界时表现为现实焦虑%&面临本

我激情的力量时表现为精神焦虑' (

#$%&'(而超我则体现

社会道德规范!根据伦理标准行事'弗洛伊德强调本我

的决定作用!)为本我的运作提供能量的是 *本能)*+!

,-*+.-/+(

#$%&0&

' 在无数的本能,欲望中!爱的欲望!即性本

能处于核心地位' 性欲的内驱力被称作 )里比多(!它

)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

#0%102

' 早在其-精神分

析引论.中!弗洛伊德就明确阐述$被阻碍的正常性欲

和病态的焦虑间有直接的联系'

在短篇小说-裂镜.中!女主人公罗萨琳焦虑的根

本诱因即是她被长久压抑的性本能' 罗萨林与丈夫丹

尼斯的年龄差距竟达三十余岁!在丹尼斯的眼中!相恋

之初的女友是)一位肤色红润的高挑女孩!一位获奖的

舞者(

#'%&3"

!是青春活力的象征' 新婚蜜月期间!他便发

现了罗萨琳强大性本能的欲动' 丹尼斯哀叹自己无法

满足体魄健康的年轻妻子的正常性需求!他心怀愧疚!

认为只有 )那些身强体壮的男孩才值得拥有她(

#'%&32

'

婚后! 罗萨琳的勃勃生机与丹尼斯的老态龙钟形成了

鲜明对比' 罗萨琳热衷于各类聚会!打扮入时/而无力

的丈夫却步履蹒跚!等待他的只有风烛残年'充满旺盛

情欲之火的中年主妇深谙自己焦虑的根源$)丈夫日渐

衰老的事实令她心碎(

#'%&3(

' 令罗萨琳痴迷的是那个款

款中年绅士丹尼斯! 而绝非为目前需要她精心侍奉的

这个虚弱小老头'对于名存实亡的婚姻!古稀之年的丹

尼斯无可奈何' 尽管清楚妻子需要的伴侣应是某位年

轻力壮的男子汉!他无法扭转年轮的进程'

对罗萨琳而言!灾难接踵而至'她与丹尼斯唯一的

孩子也不幸夭折!婚姻的裂缝愈加凸显'罗萨琳极力压

抑自己的性本能! 她无法调整本我中熊熊燃烧的里比

多力量!只能依赖在农场整日劳作以减轻欲火的煎熬'

罗萨琳在潜意识里渴望炽热的性爱! 她曾赠给丈夫一

只刻有威武雄狮的硕大烟斗! 暗示自己对丈夫重振男

子雄风的渴求'而在现实中!罗萨琳只能抱怨$)这不是

生活!根本不是'像丹尼斯这样年龄的男人无法给任何

一个女人提供安慰(

#'%&32

'

在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夜晚! 罗萨琳独自思

索着自己的婚姻出路$)一旦你许下了诺言! 就不能去

想别的事情了! 等待你的只有各种不幸的婚姻%%比

如当一个年轻女孩嫁给了一个老翁! 即便这个老翁很

富有!她注定会在某些方面感到失望(

#'%&&4

' 这句话正是

罗萨琳本人焦虑心理的真实写照!她在)某些方面的失

望(即是她在正常性表达方面的受挫'因为从精神分析

理论角度来看!)性欲缺乏了!焦虑之感乃代之而起('

#0%414

罗萨琳与生俱来的里比多能量无法寻得正常,健康的宣

泄口!夫妻间巨大的年龄差距使与性本能相关的活动游

离于正常婚姻之外'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人类而言!有

关性的冲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旦)人们若没

有满足自己里比多的可能!就容易患神经病(

#0%120

' 而敏

感前卫的波特也极力赞同这一说法! 并在其文学作品

中做出了相应体现' )波特对女性性欲的描写是-裂镜.

一文的显著特色(

#1%'

' 罗萨琳的性压抑程度!最终致使

她精神瘫痪'

在-裂镜.中!如果说无性无爱的婚姻是引起罗萨

琳焦虑的根本原因! 那么陌生的现实环境则造成她更

深地沦陷到压抑的深渊中' 虽然现在与丈夫定居在美

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农场! 但罗萨琳却是位地道的爱

尔兰移民' 文化地域上的显著差异使得罗萨琳在无趣

生活之余找不到合适的倾述对象与消遣活动! 她在潜

意识里抑郁地自言自语$)在这儿没有生活可言! 我再

也不会待下去了(

#'%&13

' 罗萨琳对目前的文化环境失望

至极!她希望)他们从来没来过康涅狄格'在这里!除了

俄国,波兰和意大利移民!几乎没人可以陪她说话' 那

些虔诚的新教徒也好不了哪去' (

#'%&32罗萨琳鄙视这些

外来移民! 厌恶他们古怪的方言' 在称呼其美国邻居

时!这位爱尔兰女移民竟使用了略带轻蔑色彩的)当地

人(0-56 +7-*86,1一词' 罗萨琳感觉自己已被异类文明

的威胁所吞噬!像她这样)正派体面的人在家中是得不

到安全感的' (

#'%&&'

罗萨琳在心理上对异类文化无从适从! 她恪守爱

尔兰民族文化!却无法在真正意义实现落叶归根' -裂

镜.展现了其女主人公)因被放逐而渴望理解关爱!渴

望交流的状态(

#1%1'

' 这种放逐既有夫妻感情的淡漠!同

样也包括文化上的离散' 昔日里活力四射的爱尔兰舞

者如今却只能在萧瑟的美国乡村农场忍受孤独' 在某

种程度上! 罗萨琳在婚姻与文化生活中遭受了双重创

伤!即性本能与陌生文化环境的压抑'她莫名其妙地憎

恨周围一切事物!其神经病症候已初露端倪'

二! 焦虑的释放

异常焦虑的中年主妇罗萨琳被放逐于精神世界的

无底黑洞!被极度压抑的强大本我力量及各种原始冲动

蓄势待发' 在丈夫的眼中!她总是喋喋不休/而农场邻居

们则认为她不守妇道!是)一个十足的大怪人(

#'%&$&

'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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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看似畸形的诸多行为及在某些场合所呈现的轻度精

神分裂症状# 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找到

合理的解释$

罗萨琳的本我遵循唯乐原则# 其中的原始情欲终

究要寻得释放#为此她不得不扭曲现实#在潜意识里履

行心理防御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移情与投射$ 在%裂

镜&中#罗萨琳的移情行为首先体现为她对于除丈夫之

外的几位异性对象的变态感情投入$ 对婚姻彻底绝望

的中年主妇通过不自觉地游走于几位潜在的性对象之

间#从而扭曲地投射着自身积存已久的里比多力量$凯

文是之前寄宿于奥图尔夫妇家的一位年轻爱尔兰画

家$ 女房东罗萨琳与凯文年龄差距较小# 两人又是同

乡#遂在日后形成了暧昧关系$ 一年多以来#他们如同

亲密无间的恋人# 异常默契$ 在躁动不安的罗萨琳眼

中#凯文是情人'兄长'儿子的多重化身#她在精神层面

对凯文产生了美好的爱情追求$ 与凯文的独处时光使

得罗萨琳精神舒畅$罗萨琳竭力侍候讨好凯文#她无法

容忍自己隐秘恋人的颠沛流离$ 在看到凯文女友照片

的那一刻#罗萨琳顿感自己仿佛(被雷劈了一般)

&'($")

#

她像热恋中的少女般争锋吃醋$

在凯文离开后的五年中#罗萨琳日夜挂念#对他遗

留在家的画作爱护有加$ 罗萨琳等待着年轻画家的回

心转意#她吐露着自己的心声*(凯文爱她#她也同样爱

着凯文)

&'($!*

$ 而对于妻子的精神出轨#丹尼斯也有所觉

察#他警告罗萨琳*(他!凯文"不值得再提++永远不

要再说起他)

&'($$'

$ 通过向凯文的移情行为及里比多力

量的投射#中年丧子的罗萨琳寻得了爱情'亲情'母性

的替代物$ 年轻有为的凯文是治疗罗萨琳焦虑心理的

一剂良药$在了解凯文永远背叛自己的事实后#罗萨琳

痛彻心扉#(她打算和整个世界隔离# 不再与他人交

流$ )

&'($!*

随着想象中的恋人的离去# 罗萨琳先前的焦虑感

又日渐浮现# 此刻的她急于寻找其他异性对象借以投

射自己的性冲动$农场上的美国邻居盖伊,理查兹男人

味十足# 他亲昵地称呼罗萨琳为萝西# 且两人年龄相

仿#皆热衷于寻欢作乐$ 罗萨琳鄙夷理查兹的粗鲁#实

际上却在潜意识里期盼与其进行深度的情欲交流#她

热切地向理查兹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 甚至频繁幻想

得到这位刚强健壮的美国男性的温存抚摸$ 对于寂寞

难耐的中年主妇# 未婚的壮年男子理查兹有着诱人的

危险# 她被压抑的性本能再次得到了片刻的快感和满

足$ 对妻子的移情别恋# 丹尼斯婉转表达着自己的忧

虑*(当男人年轻时#他喜欢玩乐)

&'($$+

$ 而后在波士顿的

旅途中#长相酷似凯文的年轻男孩休,沙利文唤起了罗

萨琳内心蛰伏的性力$ 她盛情邀请沙利文前往自己农

场家中长期做客#欲使其成为凯文的替身$流浪少年极

具性挑逗意味的答复直击罗萨琳的隐秘要害*(有一次

我在都柏林就遇到了这种危险# 那儿发生了可怕的争

吵-那个女的就和现在的你差不多#而她丈夫却一直透

过墙上的裂缝偷窥$ )

&'($!)根据以往经历#沙利文含沙射

影#认定此刻孤身游荡的罗萨琳是(一位处于性饥渴状

态下的中年荡妇)

&!(!*

$表面盛怒的罗萨琳完全沉浸在性

欲中无法自拔#她内心并不记恨诽谤#相反#她甚至得

意洋洋#狂妄猜测 (沙利文极有可能与她做爱)

&'($!*

$

罗萨琳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释放着自己本我中多余

的里比多力量#按本能行事$当彭德尔顿先生上门推销

时#中年主妇笑脸相迎#却把自己丈夫挡在厨房门外$

在推销过程中# 彭德尔顿先生对罗萨琳的美貌大加夸

赞#并多次讽刺暗示丹尼斯的性无能$对于推销员的这

种调情行为#罗萨琳并不避讳#甚至在丈夫面前竭力褒

奖彭德尔顿先生#(这真是个不错的顾家好男人)

&'($$*

$

而此刻#在门外偷听的一家之主丹尼斯已是满腹牢骚#

他认为妻子当前的行为过于滥情#(就好像她已经是个

快乐的寡妇了)

&'($$*

$

通过对异性的移情及其里比多的投射# 罗萨琳一

时发泄了焦虑与压抑#享受了所谓的(爱情)与欲望满

足$ (里比多虽附着于某种对象之上#而且表现一种想

在这些对象上求得满足的欲望# 但也可丢掉这些对象

而以自我本身为代替)

&%(,,%

$ 当个人撤回外部世界的客

体里比多#集中分配于对自我的关注时#便形成了自我

里比多#也称自恋 -./012332345$多种自恋行为同是罗萨

琳心理防御机制的反应6$ 罗萨琳自我里比多的应用在

%裂镜&文本中呈现为两种形式*照镜子与跳舞$罗萨琳

的自恋情结挥之不去#她夸张地照着家里的一面裂镜#

欲找回逝去的青春$在目送凯文离去后#罗萨琳的对象

里比多无处安放# 她只好向自我里比多的运作求援#

(她从厨房窗户旁的方形镜子里看着自己)

&'($7*

$ 看似平

常的照镜子行为实为罗萨琳释放其强大里比多的另一

渠道#她视家中的裂镜为魔镜#希望在其映像中确立真

实的自我$在赶走理查兹后#罗萨琳再次在裂镜中自我

陶醉#然而#这面裂镜子却混淆着现实与幻想#令她无

法辨识自己的混乱心智$(她取下镜子想看看自己脸上

是什么表情#但镜子上那道波纹照的她双眼鼓起#脸就

好似手上的掌纹#模糊不清#她甚至不能从裂缝中分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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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的罗萨琳对于镜像中

分裂的自我恐惧万分#她的精神裂痕得以清晰映射$

罗萨琳里比多能量的燃烧只能转而倒退于自我#

其自恋情结的另一种表现即为她对跳舞的痴醉$ 年轻

时的罗萨琳是众人眼中所崇拜的舞蹈明星# 而后又因

跳舞与丹尼斯结缘$人到中年#跳舞仍是罗萨琳获取自

我满足感的最佳方式#是她%性能量的升华"

#&%&(&

$ 唯有

在旋转舞步中# 罗萨琳才能体味到属于胜利者的兴奋

感觉#转移着她在现实婚姻中日益积攒的性本能$在结

婚纪念日当晚#她一度邀请丈夫共舞#倾泻其长久压抑

的情欲$ 罗萨琳追忆着少女时代的美好&%我们经常花

整整一天时间为跳舞做准备#洗好头发再卷发$然后穿

上裙子弄些装饰$我们想着编造故事对男孩们说#笑声

足以杀死他们"$

#$%&&&然而如今#罗萨琳风华已逝#她%只

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活中#而并非是活泼'强劲的舞

蹈"

#)%!*

$ 罗萨琳过于依赖消极的渠道转移其里比多力

量#她无力从根源上排解精神危机#情欲无法实现本质

上的升华$

三!梦境中的死亡

%简单与复杂的梦#不管是愿望被满足的梦#还是

充满焦虑的梦#始终贯穿于波特的小说中"

#+%,)

#而短篇

小说(裂镜)中的女主人公恰被波特实验性地塑造成了

一位爱做梦的人$ 弗洛伊德创立了有关梦的理论学说#

梦境一直是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谈及梦的

成因时#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的冲动乃是梦的真正的

创造者#梦的形成所需要的心理能力都赖此供给$"

#"% 罗

萨琳的种种梦境是她潜意识中焦虑的压缩与移置#是

她抑郁情绪的视像$ %梦可为欲望的满足#也可为欲望

满足的反面#如焦虑或惩罚"

#-%&'.

$ 罗萨琳的焦虑屡次蔓

延至她的梦境中#她扭曲地对生存现实进行改造#使之

成为自己梦幻世界的内容$ 死亡意识变为了罗萨琳欲

望满足的反面# 也是其焦虑漫溢的梦境的主要加工材

料$

在(裂镜)中#罗萨琳曾%郑重地宣布&*我的梦从来

都不会背叛我+"

#/%+)+

$ 如罗萨琳所言#她梦中真实与虚

幻的死亡场景即是其精神焦虑的忠实再现$ 在精神分

析理论中#除性本能外#生命内在的本能还包括死亡本

能#是任何生命历程所必不可缺的一种本能$ %罗萨琳

的梦境是她埋葬自己的方式"

#+%+0/

# 被禁止的混乱的死

亡意识在她的睡梦中乘虚而入$在故事开篇#罗萨琳便

述说着梦中心爱宠物#比利猫的意外死亡$她梦见比利

猫的午夜求救&%我被困在一个并不是为了抓我而设的

陷阱里了!!一切都结束了"

#/%+10

$ 在这个焦虑的梦中#

比利猫误入的这处陷阱正是中年主妇婚姻泥潭的最佳

伪装#生活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一日#罗萨琳从噩梦

中惊醒# 她在扭曲的梦中听到已故半年之久的曾祖父

的怒斥# 正是因为自己的疏忽照料导致了亲人的过早

离世$梦醒后的罗萨琳烦躁不安#次日清早便去做祷告

以求赎罪$

中年主妇潜意识里堆积的抑郁压缩于其伪装的梦

境中$ 罗萨琳频繁地梦见亲友的死亡场景#千里之外#当

年爱尔兰舞伴的%头部受到猛击#死在一条沟渠里"

#/%&&)

,

而后某夜# 年轻画家凯文的坟墓又离奇地浮现于她的

睡梦里$精神分裂的罗萨琳甚至变态地多次构想自己举

枪向邻居理查兹射击的场景$白天罗萨琳隐念中的焦虑

频繁呈现于其夜晚的梦境或是白日梦中$ 一天清晨#她

惊恐地向丈夫谈起梦中妹妹的病危挣扎&%我昨晚做了

个梦#梦到我妹妹霍诺拉病死在床上#正在喊我$ "

#/%&)1霍

诺拉是罗萨琳少女时代的亲密伙伴# 在某种程度上即

可断定 %梦中霍诺拉的病亡也暗示着罗萨琳青春的死

亡"

#&%&0/

$ 梦醒时分的罗萨琳不禁对自己的生存现实大

声悲叹&%人生如梦!!它只不过是一场梦"

#/%&.)

$ 中年

主妇在混乱梦境中对肉体死亡的畸形沉迷#加剧了她的

精神分裂进程$罗萨琳梦中的一系列惊悚梦境绝非是单

纯的巧合#而是她无意识愿望#即死亡欲望的客观化$

四!结语

波特把她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理解成功植入了她大

量的文学实验中# 在她的多部短篇小说里都可找到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痕迹$ 波特透过纷繁的精神生

活表象# 以属于精神分析学家的冷峻眼光观察其笔下

女性人物的精神黑洞# 把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从临床

精神病患者创新性地扩大到小说中的虚拟个体#'%

$在波

特的创作理论视野中# 表层的主观人物刻画与内部的

客观精神世界构成了有机和谐的整体# 突显其短篇小

说的独特张力$依托精神分析理论#波特赋予她的女性

人物描写以无可否认的弗洛伊德之特征# 丰富了她的

创作技巧$

短篇小说(裂镜)即是文学家波特接受弗洛伊德思

想的有力证据$ 波特对女主人公罗萨琳的形象塑造达

到了艺术效果与心理描写的平衡统一# 她创造性借用

了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研究材料# 如里比多被正常满

足的重要性#心理防御机制的外在表现#并较为娴熟地

对其中的梦境场景进行了巧妙编排$ 伴随着焦虑的大

举袭来#罗萨琳人格上的裂缝已无法缝合#她无力修复

王?&(裂镜)的精神分析解读 ''



!"#$年 %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婚姻上的裂纹# 婚姻现实与文化环境中的过分压抑致

使罗萨琳逃向自我陶醉$ 并屈服于梦幻生活中的怪诞

虚无$ 白天中无法倾泻的焦虑与婚姻挫败感为罗萨琳

睡眠中的死亡叠加场景提供了消极的精神动力# 等待

异国中年女性下半生的将是无法避免的精神解体悲

剧#贯穿于全文中的心理象征物$裂镜的意象即是罗萨

琳心理的扭曲镜像$亦是其激情之火消解的暗示物#

难言的心灵痛楚与情感背叛造就了罗萨琳的畸形

生存状态$ 中年女性的心理危机可以被定义为精神分

析学说所提及的神经病症候病例$ 从精神分析角度而

言$罗萨琳偏离常轨的心理历程是其缺失%压抑的性欲

在某种程度上的映射&其各种自我防御机制$如自恋情

结都是自我应对焦虑的非理性形式# 作为一位心理探

索专家$ 波特对其女病人罗萨琳深层心理的诠释展露

可谓是淋漓尽致$'裂镜(中的中年主妇)如同其他每位

女性一样$她的神经症与挫败感可被轻易辨识$而且是

能够说得通的# *

&!'(" 从精神分析角度审视$'裂镜(可被

视为当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又一经典代表$)刻有属于波

特作品的一切印记*

&$'$()

& 对罗萨琳不健全的人格动力

机制的精神解析也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波特读者对其女

性人物的角色评判及心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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