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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牙》中的凝视与反凝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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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甜牙》是布克奖得主、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继《赎罪》后的另一部作品。这部引起广泛争议的
作品用嵌套的叙述模式，细致地呈现出两性关系中人性的复杂与局限性。麦克尤恩在“谍战”故事外壳中深入讨论了男

性霸权文化中女性的非理性和弱势话语，用“谍战”比拟现代人亲密关系中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

尔虞我诈、侦察与反侦察行为恰恰对应了男性利用霸权对女性进行凝视以及女性在觉醒后对其进行反凝视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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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赎罪》中，麦克尤恩将元小说与历史小说
进行模式结合，成功地尝试了新型的叙事模式。

而在《甜牙》中，麦克尤恩进行了更加大胆的尝

试：用元小说的形式叙述了谍战背景下的女主人

公赛琳娜与若干男性的爱恨纠葛，呈现出一段颇

为曲折的女性成长历程。作品问世后，虽然诸多

学者对作品中凸显的元小说特质进行了关注，但

《甜牙》在麦克尤恩的作品谱系中仍然处于被忽

视的状态。以《中国知网》为例，自 ２０１６年以来
发表的三十余篇关于麦克尤恩的学术论文当中，

仅有一篇是关于《甜牙》的，这部作品受忽略的程

度可见一斑。事实上，这一次麦克尤恩在探索元

小说写作模式方面比《赎罪》走得更远、更彻底。

比起《赎罪》中被反转的情节与被质疑的写作意

图，《甜牙》的结尾处不仅将情节反转，还彻底地

解构了赛琳娜的若干主体身份：其奉命接近汤姆、

实施政府计划的间谍身份原来早已暴露，而原定

的监视对象汤姆竟扮演着监视者的身份，一直在

暗中监视赛琳娜，将其视为自己的创作对象。而

除了身份的曝光，赛琳娜作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地

位似乎也遭到了颠覆：汤姆信中的叙述暗示赛琳

娜同之前汤姆作品中的塑料模特一样，是无生命

的、被他人观察的物化对象，只有凭借作家的视角

和叙述才得以变得鲜活。这样的结尾容易让人理

解为对小说前文的彻底解构———赛琳娜压根儿不

存在，她只活在男作家汤姆的虚构中。

然而，如果对《甜牙》的理解止步于此，显然

是辜负了麦克尤恩的一番心血。事实上，如果结

合麦克尤恩至今为止的作品中对女性角色的塑

造，《甜牙》不仅是一部不同于之前作品中女性被

边缘化处理的转折之作，还可以被视为一部非典

型性的女性成长小说。首先，麦克尤恩的作品一

贯沿用男性视角进行叙事，鲜有女性叙述者。在

《甜牙》之前的作品中，除了《赎罪》中的布里奥

妮，其他的女性角色都或多或少地沦为了男性角

色的陪衬。而反观《甜牙》，不仅以赛琳娜为主人

公，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她的视角进行叙述。

更重要的是，小说结尾处元小说式的反转与小说

开头赛琳娜的陈述并不一致。从小说开头赛琳娜

看清事物本质的成熟口吻看来，她已然将自己从

被男性视角物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挣扎着摆脱

了对爱情不切实际的幻想，完成了一次虽然艰辛

但仍然可贵的人生蜕变。通过这样独特的结构，

麦克尤恩在之前的作品中表露出的对女性生存困

境的忧虑与同情在《甜牙》中得到了延续与升级。

他允许赛琳娜使用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让读者

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种种不安、困惑与挣

扎。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意在运用福柯与拉康等

人关于身体与凝视的后现代理论，分析《甜牙》中

赛琳娜这一女性角色不同于传统女性角色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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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尤其是赛琳娜运用反凝视对父权制中男性的

规训目光和中心话语权进行反抗的过程。尽管小

说的结尾留有阐释的空间，赛琳娜的胜负未定，但

麦克尤恩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对男性自身弱

点的嘲讽都彰显了作者一贯的伦理主张。

一　来自父亲的凝视与自我寻觅的
开端

在《甜牙》中，无论是作家汤姆创造的女性形象，

还是现实中的赛琳娜，她们的主体身份都一次次地

被撕裂，女性尊严遭到一次次践踏，沦为被男性权力

话语规训的他者。其中，男性的凝视目光作为压制

女性、进行惩戒的重要手段，不断出现在小说中。从

赛琳娜父亲的权威身影到汤姆等人窥视的目光，来

自男性的凝视筑起一道藩篱，而赛琳娜的使命就是

在重重凝视中发现自我，实现自我重建。

作为麦克尤恩作品中第一位成年的女性主

角，赛琳娜的性格充满了自相矛盾———虚荣、脆

弱、为情所困、自怨自艾，同时敢于质疑、能够反

思、追求独立。赛琳娜矛盾的自我认知与摇摆不

定的情感选择首先来自原生家庭中父亲带来的情

感创伤，尤其与父亲的长期缺席有关。赛琳娜的

父亲虽然处于缺席的状态，却以其他霸权形式出

现①。父亲作为赛琳娜生活中最重要的男性权

威，其凝视中的规训目光时刻伴随着赛琳娜。小

说中赛琳娜将父亲称为主教大人，并承认他的身

影挥之不去，与年长自己许多的坎宁的恋情简直

是一段移情；就连阅读汤姆的小说时，赛琳娜也

“要把父亲的形象投射到”作品中的角色上，并且

承认自己“不想让主教大人———我父亲从镜头中

消失”②。这种留住父亲幻影的迫切心情难道不

是对平日里父亲的冷漠态度和一贯缺席的状态的

过度补偿吗？答案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正是

由于赛琳娜无法从父亲那里获得情感或道德支

持，才导致了对异性的高度依赖。因此，赛琳娜坎

坷的情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整的童年经历

的延续 ，目的不过是找到“失去的”（缺席的）父

亲。沿途，赛琳娜遇到了导师般的恋人托尼、大男

子主义的马克斯及当红作家汤姆。然而，这几段

恋情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托尼将赛琳娜招

入军情五处后就将其抛弃；马克斯无法欣赏赛琳

娜的天真与反叛，另择佳人；至于作家汤姆，表面

上是赛琳娜工作中的一部分，是她奉命接近、诱惑

并监控的对象，实际上汤姆早已洞悉一切，将天真

的赛琳娜玩弄于鼓掌之中，不仅享受其秀色，对其

进行反监控，还将两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素材写入

作品中。这些男性作为“父亲”的替身与变形，代

替“父亲”对赛琳娜进行着父权制凝视。

赛琳娜对待这些男性的态度可谓越挫越勇、

屡败屡战，在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凝视目光的同时，

也不断地培养着独立的自我意识。这其中有她性

格倔强的真实写照，也是儿时父亲缺席的持续影

响之一：父亲的缺席之意义不在于父权的消失，而

是成为女主人公离家、入世、寻找自我、完善自我

与实现自我的开端③。的确，当赛琳娜开始与坎

宁交往后，她的视野被拓宽，阅读的题材也从纯文

学类型向历史与政治类延伸。而当赛琳娜被坎宁

安排进入军情五处后，赛琳娜的生活发生了重大

变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探索。追寻自我

身份的赛琳娜一次次地为“爱”痴狂，与坎宁、马

克斯及汤姆等人上演了一场以爱为名的谍战好

戏。这些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男性，用饱含色情

意味的眼光注视赛琳娜，试图给她贴上可消费的

“毒妇”的标签，将赛琳娜与引诱男人堕落的夏娃

相提并论。赛琳娜感受到的凝视有关身体，又超

乎身体：“在我的导师和同学们看来，我之所以学

业不佳，就是因为我是个穿着迷你裙，有一头金色

鬈发垂于肩胛骨之下的漂亮姑娘。”④

赛琳娜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身边的男性将自

己定位为受肉身所限的美女并否定其智慧与才

情，是为了达到贬低和固化的目的。这种情况在

她进入军情五处后并没有好转：赛琳娜被选中来

施展魅惑术，用“美人计”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再次体现了意在固化和物化女性的、来自男性的

凝视目光。对于外界的这种定位，赛琳娜本人显

然是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的；当赛琳娜试图反抗

被施加的凝视和标签时，会遭到更恶意的诋毁。

以马克斯为例，他奉命监视赛琳娜，却迷上了对

方。本以为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得到赛琳娜，不料

遭到拒绝。赛琳娜的拒绝被视为对其男性权威的

藐视，让马克斯恼羞成怒，称赛琳娜为“资质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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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姑娘”和“娼妇”①。此外，汤姆的小说中也充斥

着被规训的女性身体与被解构的女性身份：被丈

夫监视却浑然不觉的妻子、被利用的女管家还沉

浸在爱情的幻想中，而被拟人化后又被“杀死”的

女性塑料模特更像是赛琳娜的另一个版本———她

们都在汤姆的凝视中支离破碎。

事实上，反观坎宁、马克斯和汤姆等一系列男

性，他们甚至没有赛琳娜的智慧或阅读习惯，道德

准则更是一塌糊涂。尽管如此，“这些花样层出

不穷却又极具破坏力的男人，都是率真而自私的，

他们冷漠寡情，但这份冷漠又不无魅力……如果

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还住在烂泥房子里，等着发

明轮子呢。”②赛琳娜的这段内心独白充分表明，

长期生活在这种凝视中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外在施

加的惩戒进行内化。女性逐渐被认同男性权威地

位等观念，并将男性魅力与权威地位相互关联。

这样的错误定位让女性自己成为男性的帮凶，成

为男性实现对女性的规训的工具。长此以往，女

性在男性的凝视中逐渐形成扭曲的自我形象、用

客体化和他者化取代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③。

赛琳娜的父亲、主教大人在布道时这样阐释

了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

欢真理……”④而在实际生活中，赛琳娜身边的男

性对她的“爱”都以男性的霸权地位与女性的从

属地位为前提。纵观赛琳娜交往的三位男性，都

是具有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人物，都争当恋爱关系

中的引领者，并将凝视的目光探入赛琳娜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过程中，赛琳娜逐渐意识到

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固化，也痛苦地觉察到自己被

男性认可的有限性。后者觊觎的往往是赛琳娜的

美好肉体，根本无意帮助或鼓励她形成独立人格。

二　来自女性内部的凝视：挥之不去
的内疚感

多年来，赛琳娜习惯了通过父亲／情人等男性
权威的目光审视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一直被压

制，被动地保持沉默或屈从于他人的凝视目光。

童年时，赛琳娜在家庭中被迫充当妹妹的陪衬，在

父母的心中属于可有可无的“隐形人”。面对专

业选择，自己研究文学的意愿被忽视并被强制学

习数学——— 再次被“噤声”。而后被坎宁安排进

入军情五处，再次在职业选择中被强加他人的意

志。在她的成长中，赛琳娜要么被迫保持沉默，要

么鹦鹉学舌，属于典型的“女性失语”。进入军情

五处后，赛琳娜发现自己的职位可有可无，在被男

性调笑的尴尬处境之余还要受到监视———男性的

凝视目光充斥着赛琳娜的生活，她的成长与恋爱

是一段被规训、被异化的过程，其中的沉默是对传

统男性霸权的顺从，是传统女性意识的反映⑤。

赛琳娜接受的男性凝视首先来自父亲———他

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给赛琳娜造成难以摆脱的童

年阴影，而他白色的法衣俨然一道道德的审判书，

用至高无上的真理藐视一众罪人。相应地，赛琳

娜内心时常产生毫无来由的负疚感———当赛琳娜

的独立判断与他人（尤其是男性）的判断相悖、内

心的声音苦于无法表达时，不得不用多年内化的

惩戒机制对自己实施规训。另外，原生家庭中被

强势的父母噤声、大学与工作岗位中因外表而被

误读、被交往过的男性诋毁的愤怒等经历中累计

的情绪让赛琳娜无从表达，不知所措。这是因为，

男性对女性的种种控制与监管让她们困惑、内心

充满自责，误将男性眼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当作

自己真实的人格⑥。

在赛琳娜离开原生家庭，试图建立亲密关系、

寻找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与她交往的男性也或多

或少地助长了这种负疚感：比如赛琳娜移情于年

长自己许多的坎宁，却难逃被弃的命运。在赛琳

娜看来，她没有辜负情人的重托，却一直苦恼于坎

宁的不辞而别。赛琳娜接受了坎宁的安排，接受

了一份勉为其难的工作，却一直内疚地认为这一

段恋情的结束是自己咎由自取。这种自我惩罚式

的心态从下面的自轻式评价就可见一斑：“我不

过是又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姑娘罢了，挤在人堆里，

像我这样的人成千上万……”⑦无论负疚感还是

自轻自贱的自我评价，都是女性长期受到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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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后习得的自我训诫目光，是男性凝视的延续。

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赛琳娜已经发现她中意的

新锐作家汤姆连《百年孤独》都没读过，在得到军

情五处资助时不过是个助理讲师①，但还是决定

任由对方充当人生导师，带领自己进入另一段

关系。

与家人疏远的关系、有限的生存空间以及在

岗位上郁郁不得的志向都让赛琳娜对汤姆抱有不

切实际的幻想。在奉命去接近汤姆到爱上对方的

过程中，赛琳娜内心的变化是明显的：从抗争、不

满、质疑到沉溺激情、耽于感官享受，这样的变化

并非因为赛琳娜甘心接受了自己被物化的身份，

而是在平庸的生活与职场中随处可见的性别歧视

面前，幻想用和汤姆之间的间谍游戏纾解内心的

苦闷。因此，每次约会对于赛琳娜都意味着“藏

好我那国家特工的身份，变身为一个富有责任心

的女儿，一个在卫生及社会保障部里顺风顺水、一

路高升的人”②。赛琳娜厌弃自己的陋室，一次次

地奔赴汤姆舒适的大宅，正是由于现实中女性有

限的生存空间，故而将自我的理想化形象投射到

了汤姆身上。可喜的是，赛琳娜并没有彻底放弃

自己的文学追求，也不满足于在生活中充当芭比

娃娃似的角色。“保密事业对我的吸引力是一条

化解之道，而这种模棱两可、颇具幽默感的情色梦

是另一条。”③从这个角度看来，汤姆和坎宁、马克

斯等人都是赛琳娜实现自我成长、自我反观的必

经驿站。更重要的是，赛琳娜在整理汤姆书稿的

过程中，将自己的想法加入到了汤姆的写作中，这

从未有过的自我表达打破了以往的女性失语状

态，其带来的畅快感更是赛琳娜始料未及的：“当

我在打字机上卷入一张新纸时，一阵欢喜突然涌

上心头，接着，当我开始打字时，甚至愈发兴奋起

来。”④和乏善可陈的间谍身份相比，书写带来的

满足感让赛琳娜更加确定地留在汤姆身边。事实

上，当赛琳娜在汤姆不知情的情况下，不仅发现了

后者书写中的漏洞，还运用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智

慧对汤姆的写作进行了全新的布局。正如汤姆在

最后的信中所述，赛琳娜是他的观察对象，他对赛

琳娜的书写就是一系列凝视行为的结果。而赛琳

娜的改写不异于对被书写的既定角色的颠覆、为

突破重重的凝视目光进行的反凝视。

三　赛琳娜的反凝视：发声、窥视与
书写

在两性的对峙中，凝视主体和被凝视客体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情况是，伴随着被凝视者

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当前意识形态的不满，凝视

与被凝视的关系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如果被凝视

者的主体意识保持着增长，那么被凝视者就可能

以一种反抗的新姿态勇敢面对来自权威意志的凝

视，形成一种对抗性凝视，即反凝视⑤。《甜牙》中

的赛琳娜正是如此：她经历了借用男性（父亲）的

训诫目光审视自己的阶段，以及逐渐形成独立的

主体身份、实现自我反观的蜕变过程。如果说凝

视者与被凝视者争夺的不外乎蕴含权威意识的主

体身份的话，那么赛琳娜则运用反凝视与凝视自

己的男性展开了一场异常精彩的“谍战”。

以小说中的两处赛琳娜的反凝视为例。首

先，在与坎宁的交往中，虽然后者风度翩翩、老于

世故，在两人的关系中充当着主导者，但也在赛琳

娜的凝视中暴露了褶皱迭起的皮肤和喜欢趴在赛

琳娜胸口“吃奶”的怪癖，以至于被赛琳娜比作一

只“饱经磨损的旧泰迪熊”———对于这段不甚完

美的关系，赛琳娜将之视为“一场足以证明我自

身成熟的冒险”⑥。在赛琳娜的凝视下，年长许

多、阅历丰富的坎宁被降格至“他者”的身份：赛

琳娜这样的金发美女常常被男性视为布偶式的无

脑个体，而在赛琳娜的眼中，明明是政府要员的坎

宁却不过是只玩具熊。可见，当赛琳娜运用反凝

视时，男性反而成为赛琳娜行使独立的主体意识、

建构主体身份时需要的参照物。

然而，赛琳娜“反客为主”的身份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坎宁从最初指导其读书进而升级到了某

种独裁者的位置，主宰赛琳娜的阅读行为，并将赛

琳娜喜爱的小说全盘否定。这种角色的转换让赛

琳娜备感不适———两人的关系时而是情侣，时而

是师生，而坎宁的倚老卖老又让赛琳娜顿生委屈

时备感滑稽：当坎宁欲向赛琳娜教授某个生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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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词时，赛琳娜的内心独白暴露了她内心对自

己“被指导”的从属地位十分不满：她先是否定了

坎宁的传授，继而用尖锐的语言表达了对时局的

不满：“人人都疯了，人人都这么说……懦弱的政

府，能源危机与停电事件，光头党，肮脏的街道，此

起彼伏的爱尔兰暴乱，核武器。颓废、颓丧，难挽

颓势，沉闷低效，末世预言……”①这段独白中赛

琳娜的主观判断完全取代了坎宁的个人观点，叙

述视角的切换充分说明赛琳娜对重大事件有着自

己的独立判断又争取话语权的欲望，并有能力反

观对方，进行反凝视。

另一例更具深意的反凝视发生在与汤姆交往

中。赛琳娜对汤姆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最

开始的充满好奇到全身心地投入恋情，再到逐渐

发觉汤姆的能力平平却仍然抱着自责自轻的态度

继续下去。有两段赛琳娜的内心独白很值得玩

味：“汤姆喜欢把他想成一个作家，此人不像汤姆

那么富于潜力、有待开掘，而是已然为赫赫声名所

累，而且他身上洋溢的那种优雅精致的痛苦要比

汤姆更严重。”②“依靠我的帮助，他雄心勃勃地尝

试弥合艺术与逻辑之间的裂痕，而我却给他指错

了方向。他的故事难以成立，没有意义，而他居然

以为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倒让我颇为感动。”③

前一段独白表明，在沉醉于恋情之中的同时，赛琳

娜仍然能够时时保持清醒与抽离，用独立的批判

眼光审时度势。这时的赛琳娜显然是具有某种

“双重意识”的：自己是女人，同时是人———和男

人没有本质区别的个体。然而，第二段独白又在

暗示，在看清汤姆的本质后，赛琳娜又无法避免地

陷入温情的陷阱；把汤姆的无能归咎于自己、为对

方的一点点爱意欣喜不已。相较于汤姆的最后通

牒，赛琳娜内心对真情的执着、对人性的信任都让

人印象深刻。

这些展现赛琳娜反观身边爱人的细节不仅暗

示着赛琳娜的智慧与眼光并不在汤姆／坎宁之下，
更为赛琳娜看到汤姆的亲笔信后的反应提供了一

种可能：如果说在两人交往之初汤姆就已经遭遇

创作瓶颈，而赛琳娜身份的暴露恰好为他提供了

绝佳的素材的话，小说最后汤姆那得意洋洋的嘴

脸既为人不齿又愚蠢可笑。结尾可以被理解为赛

琳娜所有的反凝视最终功亏一篑，仍然被男性的

规训目光击败，从而反映出麦克尤恩对女性建立

主体身份的重重困难的同情与理解。另一种理解

是，赛琳娜虽然暂时失败，但自我保全的当务之急

让她选择了暂时与汤姆和解———一种更加成熟理

智的主体意识使然。

从某一角度看，汤姆的信实则证实了赛琳娜

的反凝视举动的影响力：女性的凝视可以打断父

权制的话语，使男性带有情欲色彩观察女性的目

光发生断裂④。赛琳娜身为女性的凝视不仅破坏

了上级的计划，还扰乱了父权制话语的运作机制，

所以才被恼羞成怒的上级开除，被汤姆威胁———

而这恰恰说明了赛琳娜身为独立女性的主体意志

无意间撼动了父权机制。赛琳娜对汤姆的反凝视

让汤姆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了对方的主体身份，从而为自我赢得了难能可贵

的话语权与选择权。

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运作的过程中，一

直伴随着一种与他人对抗，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不断地变化和重组，也是自我塑型的过程⑤。

对于汤姆而言，他代表的男性话语权是由传统的

男女二元对立支撑的，与赛琳娜的关系也必须符

合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在

这种绝对的二元对立中，哪怕恋人之间也存在着

支配与竞争的敌对关系，更不用说防备与表演的

成分了。两人的不同立场决定了赛琳娜追求的真

情实为女方的异想天开和男方的逢场作戏。在这

种情况下，尤其赛琳娜已经阅读过汤姆书写阴暗

欲望的作品，赛琳娜对汤姆的进一步了解则变成

了“读者”对“作者”的监视与策反———典型的反

凝视。赛琳娜接受的任务于是也变成了一场男人

与女人、强者与弱者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战争。对

于赛琳娜而言，她幻想着实现自己年少的文学梦

想同时还可以缴获一份额外的战利品———爱情；

她天真地想象着现实会向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一

样结局甜蜜，却忽视了一个致命的事实，即话语权

对于男性／作家的重要性，及男人对觊觎其权力的
女人之痛恨。汤姆对赛琳娜的窥视行为、对赛琳

娜对自己控制者身份的公然挑战盛怒不已；汤姆

的愤怒来自自己的男性霸权被公然藐视———而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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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对方的身份与尊严是男性针对女性的终极

惩戒。

可喜的是，尽管赛琳娜追求的亲密关系被汤

姆的男性霸权观念与实用主义粉碎，但赛琳娜自

我书写的声音并没有就此消逝。小说开头处赛琳

娜以成年女性云淡风轻的口气有力地消解了汤

姆、马克斯及坎宁等人的险恶用心，将以前的痛

苦、失误及幼稚视作现代女性成长路途中必经的

岔路。小说的开头为结尾处续写了别样的篇

章———赛琳娜显然获取了最终的话语权，用自己

的视角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史。在这样的视

角下，汤姆等一干人不过只是这个故事中的若干

配角。而赛琳娜在经历了两性战争中横飞的炮火

后，能够释然地讲述一切；她成功地实现了自我表

达，终于拥有了独立的主体身份。

从反叛到被噤声、再到最终的发声，赛琳娜的

取舍和对故事意义的阐释并不仅是对汤姆的版本

的加工与改编①，《甜牙》首尾叙述之间的矛盾，其

中或叠加或并置的多个叙述声音，真实地再现了

女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种种疑问与困境，

是对赛琳娜在一个充满歧义、令人困惑的、真假难

辨的环境中寻求自我身份的艰难过程一次意味深

长的反映②。如果说赛琳娜不过是汤姆笔下的人

物，那么反过来，汤姆的作家身份也全赖这位血肉

丰满的女性（角色）。就像汤姆之前作品《逢床做

戏》中的两性关系一样，镜头下的妻子尽管暴露

在丈夫的凝视当中，丈夫心中隐秘的欲望却被妻

子洞悉。于是，二人之间同是凝视者与被凝视者

的微妙关系恰似某种共谋———赛琳娜被汤姆等人

背叛，被伤害得体无完肤、颜面扫地，难道不正是

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欺骗、剥削与伤害的真实写

照吗？更何况，在汤姆本人的作品中，男性对女性

的利用，那目空一切、毫无悔意的口气，根本不足

为其可怜又可鄙的情欲与权力欲辩护。

像简爱或伊丽莎白般，在收获甜蜜爱情的同

时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与经济地位的独立，

毕竟不过是女性作者与读者甜蜜的“合谋”罢了。

而《甜牙》中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即使汤姆的信看

似扭转了之前赛琳娜的叙述，但从整部作品的开

头来看，赛琳娜不仅参与了汤姆的创作，甚至还对

之进行了“二次创作”———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

自我表达，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抱负，同时也完

成了从读者向作者的转变。

结语

赛琳娜是一位缺点明显的女性：虚荣而肤浅，

情感上对男性过分依赖。然而，这些问题首先又

与儿时父亲的缺席脱不了干系，其次折射出传统

伦理崩塌的大环境下不可避免的个人悲剧。儿时

的赛琳娜经历了“营养不良”的童年：缺爱的童年

经历、父亲缺席造成的创伤以及个人意愿屡屡被

父权否定的阴影。这些都注定了赛琳娜成年后的

情感经历其实是针对童年创伤的弥补行为，也是

她塑造完整人格和独立的女性身份的前提。无奈

的是，赛琳娜逐渐发觉，除了外表带来的认可，她

的一切尝试都毫无例外地遭到身边众多男性的打

压与排斥。

尽管如此，赛琳娜用阅读与书写的方式进行

的反凝视不仅打破了女性被动的失语状态，也改

变了男性作为唯一凝视者的中心话语地位。抛开

有争议的结尾不论，赛琳娜不断争取自我表达的

机会、争取从文字向现实无限延伸的话语权，这一

系列举动本身就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小说中层

层嵌套的叙事结构缔造了读者、人物、叙述者和隐

含作者之间的四维叙事伦理向度③，也可以被理

解为他人、赛琳娜在汤姆等男性眼中的形象、赛琳

娜以及赛琳娜力争塑造的自我形象之间的一场谍

战。这场别开生面的谍战争夺的中心并非国家机

密，而是两性关系中的制衡点———话语权。在不

断被呵斥、不断被注视、不断被书写及不断寻找自

我的发声机会之间，《甜牙》就是赛琳娜———一位

负重累累的现代女性的成长史。

从求学到工作，从阅读到恋爱，赛琳娜都处于

男性的凝视目光之中，她的选择被限制，她的身体

被观赏，她的言行受到监控，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与

恋爱史都被打上男性凝视目光的烙印。赛琳娜在

爱情中头破血流的惨痛经历似乎印证了一种偏

见：女性试图在爱情中拥有的主体身份是注定失

败的，只有向男性权威妥协，满足于被观看、被物

化的客体身份才能生存。针对男性的凝视目光，

赛琳娜展开了自己的反凝视，作为应对与反抗的

有效机制。在与坎宁、马克斯、汤姆等人的交往

中，赛琳娜允许自己的身体被男性目光玩味，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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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汤亭亭小说艺术论》，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５页。
杨春：《汤亭亭小说艺术论》，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３页。
黄一畅：《修辞叙事视阈下的后现代阅读至乐———以伊恩麦克尤恩〈甜牙〉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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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也逐渐洞悉男性的欲望、谎言与软弱。

作者或许是想为在都市中奔波，努力证明自身

能力，却在父权与夫权的夹缝中狼狈不堪的现代都

市女性正名，亦或借赛琳娜的形象发出警示———提

醒乐于消费女性的男性读者，甜蜜的可人儿还可能

是隐匿的告密者。同时提醒“嗜甜”的女性读者，

现实中的情节很可能与她们喜闻乐见的爱情喜剧

大相径庭———事实上，熟悉英国文学作品的读者都

知道，从成年女性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回顾成长历

程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简爱》。在《简爱》中，女

主人公有着近乎完美的性格和平淡无奇的外表，并

且凭借一己之力既收获了真爱，又拥有了“一间自

己的房间”。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简爱》的确有

其大胆之处，然而，其中对爱情的描写尤其是最后

皆大欢喜的结局可谓一颗意料之中的糖果———满

足了读者普遍的“嗜甜”心理。

与《简爱》相比，《甜牙》中的赛琳娜年轻貌美

却屡屡碰壁，爱情与事业双双遭遇惨败。麦克尤

恩似乎是有意对抗作者给读者“发糖”的写作模

式：在《简爱》之类的爱情甜品中，被作者美化、简

化、理想化的结局和人物都是作者笔下的棋子，而

读者却因其中的“甜”而忽略了这种写作中的虚

构性。《甜牙》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作者意在用结

局的“苦”为读者送来一味清醒的良药，引导读者

留意作者的刻意布局，尤其是作品、情节及人物的

虚构本质。

在与汤姆的交往中，赛琳娜忘记了自己的间谍

身份，投入到自己儿时未完成的文学梦中。通过书

写来表达自我，打破了一再沉默的传统女性身份，

在反凝视中反思自我，寻找自我身份。麦克尤恩将

赛琳娜成长经历中的矛盾与徘徊清晰地呈现在叙

述中，尽管小说结尾处汤姆的信的确可以被视为对

之前赛琳娜主体叙述身份的消解，但结合开头的叙

述及小说中赛琳娜的主观视角，汤姆的信也可以被

理解为赛琳娜成长过程经历过的最强烈的质疑之

声。读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场劫难中幸存的赛

琳娜突破了自我的狭隘格局，戒除了“甜牙”，最终

得以成长为小说开头自信的叙述者。

赛琳娜在建立个体身份同时追求真爱的旅途

中举步维艰，难以摆脱被噤声、被观看、被物化的

身份。她屡屡为了感情陷入伦理困境，却一再被

贴上“毒妇”“妖妇”的标签，并屡次被抛弃、成为

“弃妇”。这种有意为之的角色塑造既是麦克尤恩

对男性读者的平庸趣味（即所谓甜牙）之嘲讽，同

时还是在不愿美化女性生存状态的意图驱使下，

用这种写作方式对抗女性读者希望看到美满的爱

情、皆大欢喜的结局的另一种嗜甜的阅读习惯。

赛琳娜这一角色的多重矛盾性超越了麦克尤恩之

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同时指向了更加开放的阐

释空间。同时，汤姆等男性角色的存在或许为了

提醒所有嗜甜的女性读者，现实中的达西或罗彻

斯特并不多见，以爱为名的两性战争一直都是硝

烟弥漫、谍影重重的，其中的凝视与反凝视也在恒

久进行着。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ａｚｅ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ｇａｚｅｉｎＳｗｅｅｔＴｏｏｔｈ

ＷＵＬｉｎｇ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ｅ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ｗｅｅｔＴｏｏｔｈｉ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ｎｏｖｅｌｂｙｏｎｅ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ｏｓｔ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ｓＩａｎＭｃＥ
ｗ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Ａｔｏｎ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ｂｏｏｋ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ｉｎ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ａｙｅｒｅ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ｅａｔｈｉｔ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ｌｏｔｏｆ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
ＭｃＥｗａｎｂｒｉｎｇｓｈｉ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ｏａｃｌｏｓ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ｅ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ｉｌ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
ｃｅｉｔａｎｄｄｕｐｌｉｃ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ｔｏ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Ｔｈｅｗａｙ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ｍａｌｅｐｒｏ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ｌｉｅｔｏ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ｋｅｅｐ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ｉｓａｐｅｒｆｅｃｔ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ｎｗｈｏｄｏｍｉｎｅｅｒ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ａｗａｋｅｎａｎｄｒｅｂ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ｗｅｅｔＴｏｏｔｈ；ｇａｚ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ｇａｚｅ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