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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电影中的跨性别身份认同
——以 《男孩别哭 》 为主要考察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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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跨性别身份认同是酷儿电影表现的重要主题 。 跨性别者的身份认同

往往以身体建构为基础 ， 通过言行实践参与到社会生活中 ， 并有着

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 但是在与外界的交往互动 中 ， 他们却被病理

化 、 污名化为
“

他者＇ 来 自外界的不认同甚至迫害成为跨性别者生

存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酷儿电影中 的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

的文化建构意义。 酷儿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形式会对观众产生

“

投射一认同
”

效应 ， 令观众对电影文本产生酷儿化解读 ， 为性别二

分制度和异性恋霸权提供了探讨的空间 ， 进而也介人了跨性别者争

取 自 由权利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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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诸多流行文化影像中 ， 对性别常规的突破和僭越已越来越常见 ，
以

表现这一主题见长的酷儿电影 ， 也渐渐走进人了大众视野 。 不同于
一般同性题材

的酷儿电影 ， 《男孩别哭 》 所展现的是更为敏感的跨性别问题。 影片讲述了一个叫

布兰登 ？ 蒂娜的女孩无法接受 自身的生理性别 ，

一直用男性的身份生活 ， 她因此

在家乡臭名 昭著 。 在离家出走的路上她收获了友谊和爱情 ， 但当她的真实性别被

拆穿 ， 歧视和暴力则把她推向 了毁灭的深渊 。 影片在 １ ９９９ 年公映后 ， 曾引起了人

们关于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的广泛讨论 ， 社会学 、 性别文化研究 、 酷儿电影理论

等学科纷纷聚焦此问题 ， 并与该部影片形成互文 、 对话 ，
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跨

性别问题讨论的庞大话语体系 。 那么 ， 就跨性别主体而言 ， 他们要如何实现身心

不一致情况下的身份认同 ？ 他们又遭受怎样的社会认同危机 ？ 作为引起较大反响

的跨性别酷儿电影 《男孩别哭 》 是如何展现这些问题的 ？ 它又与各种理论话语间

形成了怎样的相互阐释关系 ？ 这些问题至今却未得到较好的专题探讨 。 本文专题

讨论这一问题 ， 希望能推进酷儿电影中的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

一

、 跨性别的形象再造

在早期的电影中 ， 跨性别者通常被塑造为娱乐化的喜剧人物 ， 或是悬疑惊悚

片中的邪恶形象。 １ ９３０ 年出台的好莱坞审查法 《海斯法典 》 明确规定 ， 严禁在银

幕上直接呈现
“

性变态
”

形象 。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但是电影 《男孩别

哭 》 却完全突破了这
一创作模式。 影片中 ， 导演正面向观众展示布兰登这样

一个

立体的跨性别人物形象 ， 反映了跨性别者的生活状态 、 不幸遭遇和他们的真实诉

求 ， 真实再现了跨性别者为 了实现身份认同在身体 、 言行举止和情感方面的 自我

表达和建构过程 。

跨性别者形象塑造开始于身体建构 。

一般认为 ， 意识性的 自我是需要物质载

体才能具体呈现的 ，

一定程度上身体定义了性别 ， 身体是 自我形成的基础 ， 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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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存在之间的联系通道 ，

“

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
”
？

。 身体也与主

体的生命感觉有着深层关系 。 跨性别者身份认同往往是从身体重塑开始的 。

在影片伊始 ， 伴随着低沉的声音——
“

短一点 ， 再短一点
”

， 镜头转 向 室

内
——

留着利落短发的布兰登让表哥把 自 己的头发剪得更短一点 ，

“

他
”

穿着宽松

的深蓝色格子衬衣 ， 在裤子里塞上袜子 ， 戴上牛仔帽 ， 嘴角边叼 了一根烟 ， 满意

地对着镜子里的 自 己微笑 ， 然后出 门奔赴溜冰场 ，

“

他
”

要去结识喜欢的女孩 。 布

兰登实际上是易装为男孩的一名女孩 ， 她认为 自 己是一个困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 ，

所以必须通过变装来改变 自 己 的外表 ， 使之与 内心的 自 我相匹配。 相对于服装对

于性别的严格指涉 ， 服装获得的过程则较为便利 。 二分的性别制度规定了男女服

装的差异 ， 跨性别者打破严格性别分界是从
“

变装
”

行为开始的 。 任何一个人都

可以穿上异性的衣服 ， 扮装成异性 。 同时 ， 易装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另一种身份 ，

还在于通过此前被禁止的人 口进人另一个世界 。 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 ， 布兰登

穿着像约翰和汤姆那样的牛仔裤 ， 随意的棉衬衫和沉重的靴子 。 除了易装之外 ，

跨性别主体一般还会在生殖器部位进行某种特别 的改造 ， 性器在文化中对性别标

记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意义 。 为此 ， 布兰登把袜子叠成条状塞在胯下 ， 用布条把

胸部紧紧地裹住 。 她由此得到一种性别归属感 ， 并可以 自 由参加男性的活动 ， 变

装后新的性别身份意味着他可以进人一个广阔陌生的异性世界。

对身体的积极修整是跨性别者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 而此时 ， 身体和 自

我形成了既紧密又疏离的关系 。

“

紧密
”

， 是因为在打造的过程中 ， 身体被主体要

求准确地 、 完整地体现跨性别的 自我 ；

“

疏离
”

， 是因为身体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背

叛主体的意志 。 布兰登作为女孩 ， 就必须使用卫生棉条 ， 把卫生棉条悄悄处理掉 ，

然后她的认同过程重新开始 。 在这里 ， 身体无法做到置身事外来使幻想成为可能 ，

因为她的身体并非是不相干的 ， 只不过是遵循着幻想来扮演角色而已 。 巴特勒的

性别理论多有精彩表述 ， 本文也多有引用 ， 但因受后现代话语理论影响 ， 主张把

① 莫里斯 ？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 ， 姜志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 １ 年 ， 第 丨 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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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物质性的概念完全悬空 ， 并且试图把生物性别也消解为话语的效果 ， 应该说 ，

这是违背基本的常识的 。 因为身体作为物质是人存在的依据 ， 任何时候 ， 它对人

的物质基础地位都不能动摇。 与 巴特勒的极端观点不同 ， 跨性别理论家波瑟杰认

为 ， 跨性别者要建构 自我认同 ， 就要打造不同于原生 自我的
“

第二皮肤
”
？

，
也就是

要
“

体现
”

跨性别 ，

“

变性揭露了
‘

体现
’

如何深刻地构成了主体性的重要基础 ，

同时也显示了
‘

体现
’

既相关肉体本身 ，
也相关于那种安居于物质肉体时的感

觉
” ②

。 这里的
“

体现
”

正是通过皮肤和身体的改造来形成的 。 自我认同并不只是精

神领域形而上的认知 ， 相反 ， 这样的
“

认知
”

很物质地根植于身体的
“

感觉
”

。 影

片 中的布兰登就处于这种情境中 。 当过度充盈的男性意识和空洞匮乏的身体感觉

矛盾冲突时 ， 她总有一种通过做变性手术而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冲动 。 在根据第

一位变性人为原型改编的电影 《丹麦女孩 》 中 ， 莉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当时还处

于试验阶段的变性手术 ， 手术失败了 ， 莉莉却并不后悔 自 己 的决定。 对于某些跨

性别者来说 ， 他们只能以手术来改变其身体的性别处境 ， 才能消解相应而生的焦

虑痛苦。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 ， 身体被宰制被贬损的社会文化由来已久。 西方古代哲

学家们认为身体是阻碍人类精神发展的物质 ， 将灵魂和身体二元对立 ， 同时高扬

灵魂而贬抑身体 ， 认为
“

身体对于知识 、 智慧 、 真理来说都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

素 ， 身体是灵魂通向它们之间的障碍
” ③

。 到了当代社会理论中 ， 身体已不再作为灵

魂的对等物出场 ， 身体概念经历全面的暧昧化 。 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 ， 在前现代

的社会里 ， 身体往往会在仪式化的情景下打上传统的记号 ， 而现代性里的身体则

截然不同 ， 更多的情况下被当做可以形塑 、 装饰和训练的对象 ， 以表达个体的认

同 。

“

身体之外表体征涉及身体表面所有特征 （ 包括衣着和装饰的形式等 ） ， 个体

① Ｊａｙ 
Ｐ ｏｓｓｅｒ ，撕 办 抑ｍｒｆｊｖｅｓ ｏ／ ７ｈｉ似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 ｌｕｍｂ ｉａ Ｕｎｉ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１ ９９８ ，ｐ ． １ ５ ．

② 何春赛 ： 《认同的体现 ： 打造跨性别 ＞ ， 《 台湾社会研究 ＞ 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６ 期 。

③ 汪民安 、 陈永国 ： 《后身体 ： 文化 、 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 ， 吉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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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 ， 他者也看得见 ， 而肢些雜被惯常性地用以解释 的线索 。

” ① 在短

暂瞬间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 ， 身体的形象愈来愈有了它重要的指涉功能 ， 成为个

体定位 自 己 、 阅读他人时的重要指标 。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 ， 通过易装和生理改造

来进行身体紙 是实现 自我身佩同的基本策略 。

跨性别主体通过言行实践突破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 打造理想性别 。 性别不只

是简单地归属于生理范畴 ， 更是从社会文化中获得的 。 由于人的言行实践贯穿于

一切社会文化活动领域 ， 言行实践也就成为跨性别主体获得社会性别身份的一个

重要途径。

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
日 常言语是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 根据克雷默研究 ，

女性言语所具有的特点是
“

絮絮闲聊 、 柔声轻语 、 急速流畅 、 礼貌友好 、 情意绵

绵 、 唠叨不断 、 坦然无隐 、 多于细节 、 彬彬有礼 、 热情洋溢 、 词斟句酌 、 有时莫

名其妙令人不得要领
”

； 而男性言语的特点是
“

傲慢 自 负 、 使用咒语俚语 、 盛气凌

人、 气粗声大、 言语有力 、 直来直往 、 敢说敢道 、 不容置疑＇ ② 这道出 了两性在

语音语调 、 词汇 、 语法 、 交谈方式等方面的诸多不同 ， 而言语使用背后蕴藏着深

刻而又复杂的两性意识 。 同时 ， 社会也对男性和女性规定了特定的行为模式 ， 传

统的男性 ／ 女性二元模型假设男 、 女位于性别角色的两端 ，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

是对立的 。 这种关于稳定的 、 固化的和两性对立的性别刻板印象是普遍存在于人

们的观念中的 〇
“

当话语要求一个言说的主体为了要发言而必须参与那个压迫的框

架——也就是理所当然地认定那个主体本身的某种不可能性或不可理解性一－的

时候 ， 话语变得具有压迫性 。

” ③ 在任何个体成长过程中 ， 性别角色刻板印象都在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的发展 。 维蒂格认为 ，

“

语言通过语内表现行为获得并且改变

它作用于真实的权力 ， 这些语内表现行为经由不断的重复 ， 成为一些确立的实践 ，

①安东尼 ？ 吉登斯 ： 《现代性与 自我认同 ＞ ， 夏璐译 ，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年 ， 第 ９２ 页 。

② 王德春 、 孙汝建 、 姚远 ：＜社会心理语言学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年 ， 第 ２ １ ０ 页 。

③ 朱迪斯 ． 巴特勒 ： 《性别麻烦 ＞ ， 宋素凤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２０ １ ９ 年 ， 第 １ 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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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变成制度
”
？

。 语言实践促成了现实结果的发生 ， 我们可以看到 ， 对男性和女性

一再重复的命名性差异的实践 ， 创造出他们 自然区分的表象 ， 对社会性别角色的

定义其实是对幻想形象所做的一种规训性生产 。 巴特勒进一步完善了维蒂格的观

点 ， 在性别行为中加人戏剧性的维度 ， 提出
“

性别操演论
”

，

“

人们的行为不是来

自某种特定的身份 ， 而是像演员一样 ， 是
一种不断变换的表演 。 行动 、 姿态与欲

望都是操演性的 ， 它们原本意图表达的本质是虚构的 ， 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建

立的一种脆弱的身份 ， 通过风格 ／ 程式化的重复行动在一个表面的空间里建制
”
？

。

总之 ， 是我们后天习得和长期重复着的那些行为创造了某个天生 、 稳定的性

征 ’ 而并非天然如此 。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 ， 他们颠覆了原本属于 自 己 的社会性别

角色和社会规范 ， 通过言行实践用心打造 自 己理想中的性别 ， 来达到对 自我存在

的确认。 电影中的布兰登的言行实践与这些理论探讨形成了 明显的互文关系 。 布

兰登那种声音低沉沙哑 、 用词简短 、 语气直接 、 较多使用诅咒语 、 倾向使用降调

的言语交际风格 ， 使她的男性身份毫不怀疑地被周围的人所接受 。 同时 ， 布兰登

喜欢对着镜子耍帅 ， 酷酷地吸烟 ， 深夜飆车 ， 跟女孩谈恋爱……她在酒吧和彪形大

汉打架 ，
和男孩子们喝酒谈笑 ， 挑战防滑杆冲浪 。 她的言行举止和普通的男孩子无

异 ， 举手投足之间也充满了魅力 ， 甚至更加反叛 。 对这样的言行举止布兰登可以驾

轻就熟 ， 并成功融人男孩子们的圈子。 这源于她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了 自 己的男性身

份 ，
已经有了深层次的心理基础 ， 同时也包括她对男性性另桷色的有意模仿和练习 。

二 、 跨性别的情感理想和纯爱追求

在情感表达方面 ， 跨性别主体追求流动性的 、 超越性别障碍的纯爱 。 巴特勒

①朱迪斯 ？ 巴特勒 ： 《性别麻烦 ＞ ， 宋素凤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２０ １ ９ 年 ， 第 １ ４８ 页 。

② 朱迪斯 ？ 巴特勒 ： 《性别麻烦 ＞ ， 宋素凤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２０ １ ９ 年 ， 第 １ ８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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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

身份认同是欲望的两难禁止与生产的场域 。

”

般而言 ， 身份认同与 自然 、

生理的性欲望及其生产相关 。 但对于跨性别者来说 ， 自然 、 生理的性倾向 已无关

紧要 ， 更多地来 自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 自我认同 。 无论是
“

男跨女
”

还是
“

女跨

男
”

的跨性别者 ， 既有可能喜欢男孩 ，
也有可能喜欢女孩 ， 甚至可能是双性恋者 ，

或者他们的情欲对象本身也是跨性别者 。

“ ‘

酷儿
’一词之所以广泛使用 ， 就是因

为它体现了这些深具活力不可决定性的瞬间 。

”
？

在电影中 ， 布兰登被其他角色认定为同性恋者 ， 甚至很多观众和 电影批评家

也这样认为 。 但布兰登 自认为 自 己是男孩 ， 欲求女孩 ， 她和女孩的交往方式其实

完全是以一个男孩的身份进行的 。 当布兰登在家乡被人以 同性恋咒骂时 ， 表哥质

问她 ： 你不是男生 ， 你不懂吗 ？ 布兰登则 明确表示这无所谓 ， 女生都说我是最佳

男友 。 表哥问她为什么不承认 自 己是同性恋 ， 布兰登气愤地表示 ， 因为 自 己不是

同性恋 。 布兰登被酒吧驻唱女孩拉娜吸引时 ， 对她展开了追求并成功俘获了拉娜

的芳心 。 相 比于约翰有意无意的骚扰和掌控 ， 布兰登给予了拉娜充分的理解和尊

重 ， 她记得拉娜喜欢的戒指并偷偷送给她 ， 她欣赏拉娜的歌声并由衷地赞美 ， 她

无微不至地关心拉娜并支持她的梦想。 当约翰询问拉娜对他的感觉 ， 拉娜告诉约

翰 ，

“

他不像你那么高大 ， 他就是有点特别
”

。 作为跨性别者 ， 布兰登更加理解女

性 ， 以独特的男子气概和温柔体贴贏得了拉娜的心 ， 让拉娜义无反顾地接纳了她 。

当拉娜在警察局得知布兰登的性别为女性时 ， 拉娜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
“

管

你是什么性别呢 ， 你是只猴子也要把你救出去
”

。 对于拉娜来说 ， 她
一开始爱上的

是作为男性的布兰登 。 即使后来发现了布兰登其实是一名假扮的男孩 ， 却依旧沉

浸在这种关系 中 。 即作为布兰登的恋人 ， 拉娜既接受了布兰登表现出 的男性的一

面 ， 也接受了布兰登生理为女性的一面 ， 她对于布兰登的爱始终无关世俗的规范

和成见 。 电影所展现的布兰登和拉娜之间 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爱情关系 ， 赋予了

①朱迪斯 ？ 巴特勒 ： 《身体之重 ＞ ， 李钧鹏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８７ 页 。

② 朱迪斯 ？ 巴特勒 ： 《 消解性别 ＞ ， 郭劫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４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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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爱情罗曼蒂克般的浪漫色彩 。 爱的表达方式 ， 包含着拉娜对布兰登曾经作

为女孩的过去也一并接纳 ， 代表着彼此的独立和尊重。 也正是这样的处理 ， 显露

出 了影片的深刻之处 。

三 、 跨性别身份认同中的
“

他者
”

困境

跨性别者在不断追求理想性性别身份过程中 ，
必然会与社会传统习俗 、 文化

惯例 、 性别规范发生矛盾冲突 ， 有时也陷人某种困境而不能 自拔。 这种跨性别身

份认同中的
“

他者
”

困境在 《男孩别哭 》 中也有着充分的展现。

跨性别身份认同 中的
“

他者
”

困境首先来 自跨性别者的 自我迷茫和怀疑 。 在

现实生活中 ， 每个人都会按照辨识性别的标准把 自 己
“

性别化＇性别意ｉ只觉醒之

后 ， 跨性别者积极打造 自 己 的跨性别形象 ， 但是他们却依然存在着认同困惑 ， 因

为他们缺乏一个稳固 的文化坐标系 。 布兰登认为 自 己是困在女人身体里的男人 ，

但是她却无法给 自 己找到一个文化定位 。 当拉娜发现布兰登被关在女子监狱时 ，

面对拉娜的质问 ， 布兰登顾左右而言他 ， 最后说 自 己是双性人。 而当布兰登在警

局报案说 自 己被强奸时 ， 在警察再三逼问她作为
一个女孩子 ， 为什么要假扮成男

孩子时 ， 布兰登哭着说 自 己有性别认同障碍 。 当面对他人的怀疑和质问时 ， 那个

潇洒 自信的布兰登不见了 ， 甚至在被约翰和汤姆强奸之后 ， 布兰登也在不停地向

他们道歉 ， 说 自 己做错了 。 当跨性别者的性别表达遭遇到有限的性别定义时 ， 他

们无法向他人解释 自 己是跨性别者的事实 。

“

为何主体是这种可以被利用的存在 ，

而 由于它 自身的形成 ， 它又很容易被征服 ？ 因为它注定要在并非 由它 自 己所创造

的范畴 、 术语和名称中 ， 去寻找对它 自 己 的存在的认同 ，
主体只得在有支配权的

冷漠的话语中 ， 寻找外在于它 自 己的存在的符号 。

” ① 在巴特勒看来 ， 人们习 以为常

① 朱迪斯 ？ 巴特勒 ： 《权利的精神生活 ： 服从的理论 ＞ ， 张生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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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二分话语其实是充满暴力而又极度匮乏的 ， 对于跨性别者来说 ， 他们无法

将 自 己放到一个适宜的话语位置中 。 其根本原因在于 ， 时至今 日
， 足以和传统习

俗力量相抗衡的跨性别文化尚未被建构起来 。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 跨性别欲求在西方社会现实中是被病理化处理的 。 早期

的性学家就把跨性别当做一种变态的行为 ， 化约为性歧义 、 性倒错 ， 赫斯菲尔德

创造了异装癖一词 ， 用以分析异装者的情欲驱力 ①
。 赫斯菲尔德的学生本杰明医生

公开推动性别重整手术 ， 主张有些人只能以手术来改变其身体的性别状况及由此

而生的焦虑痛苦 。 本杰明于 １ ９５４ 年发表文章 ， 考察各种跨性别现象中 的生理身

体 、 社会性别身份和性欲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 １ ９７７ 年 ， 美国成立

“

本杰明性

别焦虑国际协会
”

， 此后 ， 性别认同的诊所在美国各地相继成立 ， 医生和学者开始

致力于制定标准以便诊断跨性别患者 。 《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１ 》 把跨性别确

定为需要治疗的心理障碍病症 ，
医疗的介人使得跨性别群体可能寻求到医疗的帮

助 ， 但其基于临床的材料也把跨性别群体病理化。

除了被病理化之外 ， 跨性别者还被污名化 ， 甚至招致排斥 、 侮辱和暴力 。 在

《污名
——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一

书中 ， 戈夫曼指出 ：

“

污名管理是社会的一种普

遍特征 ， 污名管理过程在社会规范的地方都会发生 。

” ③ 污名是由社会界定并在具

体的交往关系 中被建构起来的 。 在当时美国小镇闭塞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 任何离

经叛道者都会被
“

污名化＇ 无情地放逐到群体的边缘 。 影片中 ， 当交通违章事故

让布兰登的秘密被拆穿 ， 最初对她抱有好感的简丽丝向约翰揭发了布兰登 。 布兰

登昔 日 的朋友以她是骗子 、 同性恋 、 伤害拉娜为 由对布兰登大打出手 ， 拉娜的母

亲也从对她关爱有加变为把她赶出家门 。 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 ， 跨性别

者被污名化为异类的
“

他者＇ 也被视为对现状造成威胁的人。 即在性别上一旦偏

①Ｍａｇｎｕｓ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 ｌｄ ，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ｖｅｓｔｉ 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ｒｏ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 ｔｏ Ｃｒｏｓｓ －Ｄｒ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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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欧文 ． 戈夫曼 ： 《污名一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 ， 宋立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７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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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正统规范 ， 就会导致社会的排斥 、 惩罚和暴力 。 在传统性别文化观那里 ，

“

真正

的
”

男人与女人都是异性恋者 ， 审视一个男人是否会被视为真正的男人 ， 或是一

个女人是否会被视为一个真正而合宜的女人 ， 观察他 ／ 她们的性感觉 、 性行为及性

关系 。 在这样的社会规范中 ， 人们似乎早 已形成了一种排异的共识 ， 他们以排斥

和 自 己不一样的人来维护群体既定规范和既得利益 。 这样 ， 人们似乎天然地就拥

有侮辱布兰登的权力 。 当她爱上拉娜后 ， 异性恋社会又把她当做了
一个图谋不轨

的
“

说谎者

布兰登的言行已经严重威胁了父权制和男性霸权主义 ， 最后也遭至最残酷的

打击和毁灭。 情节发展到后半段 ， 影片用交叉剪辑的平行蒙太奇手法把警官质问

布兰登的场面与布兰登被强暴的场景并置交错展现 ， 并采用特写镜头 ， 将警官怀

疑的眼神和布兰登痛苦的神情对比 ， 将汤姆 、 约翰兴奋的尖叫和布兰登无助的哀

求对比 ， 这一组镜头在光影视听效果的渲染下 ， 残酷而真实地呈现了布兰登遭受

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暴力 。 凯特 ？ 米切利提到 ：

“

无论性支配在 目前显得多么沉寂 ，

但性支配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 ， 最根本的权利概念 。

” ① 而作为社会

正义的代表一－警察不仅不同情布兰登的遭遇 ， 反而认为是她咎 由 自取 。 在电影

的结尾 ， 凶手约翰扣动了扳机 ， 枪声响起 ， 布兰登倒在了血泊 中 ， 结束了年轻的

生命。

美国跨性别先锋作家费雷思控诉道 ：

“

如果你是跨性别人士 ， 你面对的是可怕

的社会惩罚——从送人精神病院到集体强暴 ， 从挨揍到丧失子女访视权 。 我们所

有在跨性别旗帜下前进的人都以不同 的程度面对着这些压迫 。 这种暴力和贬低也

夺走了我们个人生命原本可以达成的美景。

” ② 而对于电影中布兰登这样的乡村酷儿

来说 ， 缺乏 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 ， 没有正当的工作和社会资源 ， 他们的生存更

是困难重重 。 艾里斯 ？ 杨分析道 ： 因为性别 、 性欲和肤色而对一些身体加以否定 ，

①凯特 ？ 米切利 ： 《性政治 》 ， 宋文伟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３ ３ 页 。

②Ｌｅｓ ｌｉｅ Ｆｅ ｉｎｂｅｒｇ ， Ｂｏ 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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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
“

驱逐
”

， 它最终导致厌恶 ； 它依照性别 ／性欲 ／ 种族的分化轴线 ， 建立

并巩固文化上的霸权身份 。 从中可以看出 ， 厌恶的运作如何巩固了各种身份 ， 而

这些身份创建的基础在于通过排除与控制的手段 ， 建制一系列
“

他者＇ ① 对性别

的强制性规范产生了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暴力 ， 摧毁了跨性别者身份建构的种种

努力 ， 剥夺了跨性别者正常生活的权力 ， 部分跨性别者甚至会将
“

污名
”

自 我内

化 ， 转而对 自身产生怀疑与厌恶 ， 而传统的异性恋霸权价值体系更成为扼杀跨性

别者的情感 自 由及本能欲望的刽子手 。

“

只有被另一个 自我 ， 被他人承认的 自我才

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

” ② 跨性别者的身份认同只有与 自我肯定关联起来才有意义 ， 但

是个体的身份危机只有借助群体性的话语实践才能得到最终化解。 在这方面 ， 《男

孩别哭 》 给我们留下了较多思考空间 。

四 、 跨性别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意义

酷儿电影积极采取主流商业电影的制作 、 拍摄和运营手段 ， 开拓出一片新的

电影市场 ， 通过对影像与现实的有机缝合 ， 它不仅扣紧社会现实 ， 还介人了社会

现实 。 影片 《男孩别哭 》 对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的展现和探讨具有重要的文化建

构意义。

首先表现在
“

酷儿化
”

解读问题上。 与小说、 戏剧等其他文艺形式相 比 ， 电

影运用影像艺术和产业化运作方式 ， 更容易通过影院机制预设和控制观众的位置 ，

通过精心剪辑及视线转移 ， 使观众以片中某个角色的视点来接纳它所营造的世界。

在观看酷儿电影的过程中 ， 观众很容易站在酷儿立场上产生酷儿化解读 ， 这也是

？ Ｉｒｉｓ Ｙｏｕｎｇ ，Ａｂ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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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别哭 》 上映之后 ， 反响强烈的原因之一 。

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一直是电影理论家研究的重点 。 埃德加 ？ 莫兰通过探讨

“

投射＿认同
”

过程 ， 分析影片和梦境的相同机制 。 他发现在
“

投射一认同
”

过程

中 ， 主体不是投身于世界 ， 而是 自身吸纳世界。 电影影像特有逼真感与观众参与

的冲动密切相关 ， 电影的技巧之一就体现为加速和强化
“

投射一认同
”

过程 。 长

期以来 ， 在电影研究中 ，

“

认同
”
一词涵义模糊而广泛 ， 它可以说明观众在影片放

映时分担人物的希望 、 欲念等体验 ， 可以间接地与人物一起去爱 、 去受苦 ，
也可

以表示对他人形象的认同 。 让－路易 ？ 博德里对所谓电影
“

基本机器
”

的研究 ， 分

析了 电影中 由
“

初级认同
”

和
“

次级认同
”

构成的双重认同的相互作用问题。 在

电影的这种双重认同 中 ， 初级认同 即与视觉主体的认同 ， 与再现源的认同 ， 这是

次级认同的基础和条件 ； 次级认同是在电影叙事中与人物和被再现物的认同 。

“

对

同类的认同和对异类的认同 ，
两者都是由影片引发的结果 ， 正是这第二方面 ， 与

参与现实生活的过程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

” ① 对异类的认同在酷儿电影中往往有着

突出 的表现。 在电影 《男孩别哭 》 中 ， 布兰登为了实现身份认同所做出 的种种努

力 ，
以及他所遭遇到的困境 ， 让观众可以充分理解布兰登的处境 。 同时 ， 拉娜这

个人物被用来强化观众对跨性别者布兰登的认知 ， 她本人几乎就是一个观者的代

表 。 借助拉娜对布兰登的认同 ， 观众也接纳 了布兰登的现状 ， 当两人经历种种考

验终于决定奔向 自 由 的时候 ， 观众不 由为他们的命运而提心吊胆 ， 再次强烈暗示

出观众与布兰登和拉娜的共情关系 。 《男孩别哭 》 定位于更广泛的受众市场 ， 包括

人数众多的非酷儿群体 ， 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 ， 会沉浸在影片环境中 ， 对中

心人物进行情感上的投注 ， 有意无意地将 自 己置于一种超越
“

常态
”

性别认同的

酷儿性立场上〇
“

无论受众如何声称 自 己 的性别认同或性向 ， 只要他们对文本的某

个酷儿瞬间产生了酷儿性解读 ， 他们就在这一瞬间成为酷儿化的受众 。 在这一过

① 埃德加 ？ 莫兰 ： 《 电影或想象的人 》 ， 马胜利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１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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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 他们通常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人到一种超越
‘

常态
，

的境界中去 。

” ① 此时 ， 他

们借助影片逃离了性别规范的束缚 ， 体验到越轨的快感 ， 并能够象征性地实现矢

志不渝的纯爱理想 。

酷儿电影通过镜头 、 形象 、 场景和叙述的综合运用 ， 让观众对跨性别者和跨

性别恋进行理解认同 ， 超越了他们 固有的性别文化立场 ， 即产生酷儿化解读 ， 这

也是酷儿电影对主流性别话语进行消解的关键性一步 。

其次是对性别二分制度和异性恋霸权的挑战 。 在性别理论研究中 ， 普遍认为

存在着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立 。 本质主义者将生理性别作为区分依据 ，

生理性别决定社会性别 ， 同时也规定 了两性的社会等级 。 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 ，

性的本质是 由社会建构起来的 ， 是文化的产物 ， 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

的 ， 目前被当做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产生出来的 。 巴特勒不满于这

两种理论的对峙 ， 并予以解构 ， 提出表面上看似对立的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 ，

其实都没有脱离性别主体二元的思维架构 。 她试图用
“

强制性异性恋
”

来描述建

立在男女二元对立基础上制造性别身份的社会权力机制和话语 。 应该说 ， 这正触

到了性别二分制度的核心之处 。 在德里达和许多其他后现代批评家看来 ， 西方的

形而上学假设了逻各斯 中心主义 ， 相信存在一个为所有思想和行为提供基础的终

极实在或真理中心 。 因此 ， 西方的形而上学发展 出
“

非此即彼
”

的二元论思维 ，

在二元对立中赋予某一方以支配性地位 ， 并以此支撑起真理观念 。 在生物学意义

上
， 性别是伴随有性生殖的 出现 ， 而在生物界同种个体之间普遍出现的一种具有

生理差异的现象。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伯特 ？ 赫特认为 ， 现代主义发明了二元分际 ，

他将其源头追溯到达尔文的思想 ， 认为达尔文的
“

天择论
”

把物种的生存选择凸

显为生物生存的最高法则 ， 性的选择和繁殖功能因此成为物种的首要 内在特质 ，

而一旦生殖的功能被高扬 ， 性别二分的基本架构就成为必然 。

？ 关于性别的规范

①Ｄｏｔｙ ，Ａ”Ｑｗｅｅｒｊｎｇ ｒｔｅ Ｆ ｉ／ｍ Ｃａｎ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０ ，ｐ ．４ ．

②Ｈｅｒｄｔ
，Ｇ ｉ ｌｂｅ ｒｔ

，Ｔｈ ｉｒｄ Ｓｅｘ
，Ｖｔ ｉｒ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Ｄ ｉｍｏｒｐｈ ｉｓｍ ｉｎ Ｃｕ ｉ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ｔｏｒ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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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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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异性恋的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 固 ， 并被人们长期接受为 自 己在社会

中的主导准则 ， 甚至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无意识。 就像巴特勒认为的那样 ，

社会性别并不是染色体的 ／ 生物学的意义上的性别概念或其文化意义的延伸 ， 而是

当前正在进行着的 ， 围绕着作为人类关系规范的异性恋这
一概念构建起来的话语

实践 。 性别的
“

统一性
”

不过是一种管控实践的结果 ， 这些实践通过异性恋强制

机制使性别身份走向一致 ， 同时限制
“

同性恋
”

和
“

双性恋
”

等的相关话语意义

生产 。

当性别体制只允许性别的二元分野 ， 而且把 日 常生活架构在这个二分基础上

时 ， 这种非此即彼的性别定位会让那些性别边界模糊的个体不 自觉地产生
“

灵魂

装错了身体
”

的感觉 。 正是因为性别二分架构强制地要在复杂多元的身体和欲望

世界中 ， 划分出 明确清晰界限 ， 也才
“

生产
”

出 了跨性别主体 。 性别二分体制对

于
“

他者
”

的歧视会形成强大的污名效应。 那些被排斥在这些可辨别的性别之外

的主体 ， 就会通过跨越 、 改装性别的实践对企图 以本质身份确定性别位置的建构

性范畴 ， 加 以调动 、 颠覆 、 混淆 ， 并使之增衍 ， 进而寻求挑战 、 颠覆性别二分结

构和异性恋霸权的一种可能性 。 而正如巴特勒所说 ：

“

性别改革的可能性 ，
正是要

从这样的行动之间的任意性关系 、 从重复失败的可能性 、 从某种畸形 ， 或是从揭

露了恒久不变的身份这个幻想结构其实是
一种脆弱的政治建构的戏仿式重复当 中

去寻找 。

” ①跨性别者的出现 ， 使性别身份开始出现松动而形成流变可能 ， 性别不再

是固化的 、 单一的 、 封闭 的两分结构 ， 而是一个操演的结果 ， 具有流动性 、 多元

性和开放性。 酷儿电影中对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质疑了性别二分制度

和
“

异性恋霸权
”

，
而且提出 了实现性别 自 由 的构想和可能 。 同时也通过对跨性别

实践的艰难和困境的展示 ， 唤起了人们的同情和精神支持 。

再次是对实践中争取性别 自 由权利的推动 。 跨性别身份认同 的实现 ， 离不开

跨性别主体的 自我觉醒和探索 ， 更少不了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 酷儿电影因此肩负

① 朱迪斯 ？ 巴特勒 ： 《性别麻烦 》 ， 宋素凤译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１ ８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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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社会使命 ， 影像话语与理论话语最终形成一种互文关系 ， 在追求 自我表达

的现代潮流中 ， 把性别 自 由 的意义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 也介人到为跨性别者争取

正当权力的斗争中 。 在一些跨性别酷儿电影生产中 ， 主创者的动机非常明确 ， 即

希望社会能够以更开放 、 更多元的眼光看待性别 ， 反对污名歧视 ， 保障跨性别

者求学 、 劳动就业的平等权利 ， 尊重他们的性表达的 自 由 ， 满足他们 的政治诉

求……这不仅有助于加强跨性别者的存在感与价值感 ， 而且也是对人权的进一步

拓展与充实 。

２０ 世纪的性别解放运动中 ， 女性主义者的性别政治往往受制于女性这一单一

性别的局限 ， 仅止于挑战男女两性之间 的资源和权力分配 ， 或者在
“

同志运动
”

的压力之下勉强接受性倾向 的
“

特殊
”

存在 ， 但是却无法看到性别体制 的全貌 ，

也未能从根本上拒绝动摇那个构成压迫的性别二元区分制度 ， 更无法正视跨性别

者的存在 。 酷儿理论家盖尔 ． 鲁宾曾经提出 自 己 的最终梦想 ：

“

不仅要消灭妇女压

迫 ， 更要消灭强制性的性欲和性别角色 ， 建立一个雌雄一体、 无社会性别的 （ 但

不是无性的 ） 社会 ， 在这个社会中 ，

一个人的性生理构造同这人是谁 、 是干什么

的 、 与谁做爱 ， 都毫不相干 。

” ① 希望能借此彰显各种性差异和达成某种差异联盟 ，

进而实现一幅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 图景 。 在这个世界中 ， 每个人都不会因

为 自 己 的性别而感到约束 。 而维护每个个人掌控 自我身体、 探索 自我表现的权利 ，

将提供个人有更多 自 由去发掘 自我和潜能 ， 更深层发掘
“

做 自 己
”

的意义。 这也

是酷儿电影更深层的愿景 。

总之 ， 酷儿电影通过对于跨性别者的书写 ， 对性别 自 由之路进行了探索 ， 对

现存的性别规范指出 了一种可能性的空间 。 跨性别者本身就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

布兰登只是其中之一 ， 跨性别身份问题最好被理解为一个有着多重场域 ， 让 自身

不断转变和存在的过程。 有观点认为酷儿理论本身就是追求摆脱身份标签 ， 挑战

①Ｇａｙ ｌｅ Ｒｕｂ ｉ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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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一切基础的 、 牢不可破的 自我身份认同的理论 ， 但在本文看来 ， 酷儿本身

也是一种正在建构的身份认同 ， 而讨论跨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依旧有着积极而又深

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 单小曦 ， 杭州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 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 ， 主要从

事文艺理论 、 媒介文艺学研究 ；
董隹慧 ，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艺术学理

论专业研究生 ， 主要从事文化艺术批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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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ｒ ｉｏｕｓ 

ａ

ｉｍｐｕｌｓｅｓ
ｗ

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ｈ ｉ ｅｖｅｍｅｎ ｔ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ｒｔ ｉ ｓｔｉ ｃ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ｉ ｔｅｍｂｏｄ ｉ ｅ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

ｈ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 ｉｔｉｃ 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ｅｄｓ

ｒｅｌ ｉ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ａｌ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ｂａｓ ｉｓ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 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 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ｅｅｄｓ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ａｓ ｉｓ ．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ｂａｓ ｉｓ

ｇ
ｉｖｅ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 ｉｓｍ ．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 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ｐ
ｌａｇｕｅ ；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 ｉｔｉｃ ｉｓｍ
；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ｏ ｉｃｅ

； 
ｕｌｔ ｉｍａｔｅ ｂａｓ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Ｑｕｅｅｒ Ｍｏｖｉｅｓ ：

Ｈｉｅ Ｍａｉｎ Ｏｂ
ｊ
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ｏｙｓ Ｄｏｎ

ｆ

ｔ Ｃｒｙ

ＳｈａｎＸ ｉａｏｘ ｉ

，
Ｄｏｎｇ

Ｊ ｉａｈｕ ｉ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Ｎｏ ｒｍａ ｌ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
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

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ｍｅｏｆ
ｑｕｅｅｒ

ｆｉｌ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
ｉｓｏｆｔｅ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ｓｏ ｃ ｉａｌ ｌ ｉｆ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３Ｉｓｓｕｅ ２ ６０ 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ｏ ｒｄｓａｎｄｄｅｅｄｓ
，ａｎｄａｕｎｉｑｕｅｅｍｏ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ｘｐ

ｒｅｓｓ 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ｉｎｔｈｅ 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ｕｔｓ 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

ｙ
ｓｔｉ

ｇ
ｍａｔｉｚｅｄａｓ

ｗ

ｏｔｈｅｒｓ
ｗ

．

Ｄ 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ｅｖｅｎ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ｕｔｓ ｉｄｅｗｏｒｌｄ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ｂｉ

ｇｇｅｓｔ ｔｌｉ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ｇｅ
ｎｄｅｒ

ｐｅｏｐ ｌｅ ．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
ｇｅ

ｎｄｅ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Ｑｕｅｅｒ ｍｏｖｉｅｓ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 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

Ｑｕｅｅｒｍｏｖｉｅｓ
，ａｓ ａ ｓｐｅｃ 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ｅｄｉａ
，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ａ

“

ｐｒｏｊ
ｅｃ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ｉｎ

ｇ
ｔｈ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ｔｏｈａｖｅａ
ｑｕｅ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ｉｅｔｅｘｔ

，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

ｇ 

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ｄｅｒｄ ｉｃｈｏｔｏｍ
ｙ

ｓ
ｙｓ

ｔｅｍａｎｄｈｅｔｅｒｏ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 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ｉ
ｇ
ｈ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Ｑｕｅｅｒ ｍｏｖｉｅｓ
； 
ｔｒａｎｓ

ｇ
ｅｎｄｅｒ

； 
ｉｄｅｎｔｉｔ

ｙ

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 

Ｍｏｖ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００

Ｌ ｉｎＷｅ ｉ

（
Ｚｈｅ

ｊ

ｉａｎｇ
Ｕ 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 ｃｒ ｉｔｉｃ ｉｓｍ ｏｆ 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  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ｕｒ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ｙｓｆｏｒｃ ｉｔ
ｙ 

ｌｉｆｅｍｏｖｉ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Ｃｒ ｉｔｉｃ 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ｔｏ ｉｎ
ｊ
ｅｃ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ｂ
ｊ
ｅｃｔ

， 
ｓｏ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ｈａｖｅ ａ ｍｅａｎｉｎ

ｇ
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ｘ＞ ａｓ 

ａ

Ｚｈｕ
Ｑｉｎｇ（

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ｓ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ｒｏｐｓ

”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ｄ ｉ ｓｔｏ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ｏｂ
ｊ
ｅｃ 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 ｉｃｏｆ  ｌｅｎ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 ｉ 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 ｉｃ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 Ｔｈｉ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ｓ

ａ

ＦｕＹｕｎ（ ］？

晕 ）

”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ｓ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ｐｓ？Ｔｈｉｒｄｌ

ｙ，ｔｈｅｆｉｌｍ  ｉｔｓｅ ｌｆ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

ｏｂ
ｊ
ｅｃｔ

’

；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ｌ 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ｒ 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ｅｔ ｉ ｓｈｉ 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ｇ
ｕ ｉｄａｎｃｅ ．Ｔｈｅｃｒｉｔ ｉｃｉ ｓｍ ｏｆ ｆｅｔｉｓｈ ｉｓｍ ｉｎ

ｃｉｔｙ 

ｍｏｖｉｅｓ ｉｓｎｏｔｔｏａｂｏｌｉｓｈｔｈ ｉｎ
ｇｓ ，ｂｕｔ ｔｏｒｅｓｔｏｒｅ

“

ｏｂ
ｊ

ｅｃｔ
”

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 ｌ
，ｐｏｌｙｓｅｍｙ，

６ １ 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