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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隐喻

蒋怡!蔡沂岑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3(!!$

摘4要#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延续了作家一贯以来对食物书写的深刻关注!通过刻画未来社会里食物丰腴与

匮乏的不同场景!凸显了食物营造政治力场这一创作主旨# 具体而言!小说将进食"喂食"同类相食等行为转化为文学隐

喻!着力描述了食物与个人身体"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之间的深层关联!食物不仅是权力阶层规训民众身体的媒介!还隐

秘地参与到家庭和社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折射出人性的欲望和西方文化如弱肉强食"过度消费与进食等内在痼疾!从而

揭示了饮食与身体"象征性的进食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食物$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政治$同类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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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羚羊与秧鸡+ "G"5H'$/ A"'L-# !##$$是加

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3阿特伍德"HCI?CIM>5>=

Y&&%# (6$6)$的一部典型的后启示录小说"R&K>=

CR&.CFPR>'./&OMFK$#刻画了人类文明没落后的凄

凉场景#在科技已超出人类控制的未来社会里#人

类无节制的攫夺与进食欲求造成了正常秩序的崩

溃#社会被割裂为&大院'与&杂市'的对立体#身

为权贵阶层的前者对后者展开了无所不用其极的

压榨#最终#席卷全球的生化灾难&红死病'收割

了几乎所有人的性命% 小说延续了阿特伍德一贯

以来对食物书写的深刻关注#它一方面构想了一

个食物丰腴的未来#各种被科技扭曲的动植物食

品替代了人们以往熟悉的食物#这些被附加了大

量人工信息的食品是异化的工业产品#折射出后

工业生产体系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故事里疫病

过后的世界经历了食物匮乏#主人公&雪人' "在

故事的回忆中叫吉米$ 是少数幸存的人类#如同

阿甘本"_'&I?'&5?CLTM/$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TCIMF'GM$#他终日思考的不过是原始的生存问

题#也即食物和搏斗#与&仅仅是活着'(缺乏特定

风格和生命意义的动物生命并无二致!

%

学界对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的食物书写有过

丰富翔实的研究"

#但除去唐建南就&疯癫亚当'

三部曲中的食物危机(慢食运动与素食主义的乌

托邦饮食体系撰写过相关论文以外#

#对作家新

世纪小说中的食物书写的关注并不多% 本文认

为#*羚羊与秧鸡+将食物和进食问题推至叙事的

前景#凸显了在后人文主义视角下审视食物与食

欲在不同场合营造的政治力场这一创作意旨% 正

如阿特伍德所言#政治就是&谁有权对谁做什么

而不受惩罚#谁因此获利#谁因此摄入何种食

物'

$

#*羚羊与秧鸡+中的饮食就是一种明确的政

治#它承载着人物的身体经验(欲望之争与权力博

弈% 本文从个人身体(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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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帕克"dLLCUCI0MI$分析过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的饮食政治#她认为这些小说重新诠释了女人与食物的关系#为读者理解食

物所表征的性别权力提供了文本范例,斯基茨"DCICE D.MC>K$指出阿特伍德将食物与"不$吃和性别与文化政治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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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着手#考察该小说中的食物隐喻#探讨被规

训的身体状态(家庭中的进食较量和社会两极分

化下的同类相食这三种与食物有着密切关联的现

象及其内在的权力逻辑#以揭示饮食与身体(象征

性的进食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4基于食物的身体经验

饮食如阿特伍德所指出的#是&人类最古老

的隐喻#它先于我们对性别差异(种族(国别和语

言的意识#吃先于说'

!

% 就个体层面而言#食物

是人们为延续生命而提出的最根本的诉求#它不

仅关乎生存#&还与社会功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

一起'

"

% 因此#饮食习惯不仅根深蒂固地内在于

一个民族(部落或社群#其背后还深深地刻上了心

理(社会和政治的烙印% 在*羚羊与秧鸡+中#进

食的身体被刻画为权力交锋的前线#食物的生产

印刻上了权力运作的逻辑#小说对食物(进食(食

欲等的叙写展示了食物文化是如何被嵌入权力关

系的网络中的#从而为读者理解人类与食物的关

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对于食物的描述贯穿于*羚羊与秧鸡+的全

部叙事% 一方面#食物不仅构成了小说人物身份

认同的隐喻#还与他们的精神状态有着紧密的联

系% 进食行为看似寻常#实则指向身体边界的破

裂#代表着对&自我的原始破坏'

#

% 人们让作为

&他者'的食物进入体内进而被咀嚼(吞咽和消

化#这既打破了自我的完整性#同时也表达着自我

对外在他者的接纳% 因此#进食具有重要的心理

和文化意蕴% 小说里生长于大院的吉米愿意吃人

造食物奥那宾斯牌鸡肉球#而他来自杂市的大学

室友和伯妮斯等人则无法容忍这种食物#食物选

择的差异表明了两个阶层之间的身份鸿沟% 阿特

伍德故意凸显叙事中食物和进食的象征性而非生

理学功能#将其与人物的状态深度绑定#成为他们

生活的旁注% 在幼年时的家中#吉米发现&照例

没有午饭在等着他#他得自己做#他妈妈的参与仅

仅是用平淡的语气发号施令'

$

#这一场景暗示着

吉米与母亲不正常的亲子关系% 成年后的他与周

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在人群的边缘游荡#一边啃

一只烤熟的豆制品热狗#一边暗暗地把视野中的

每个人都撕开'

%

#吉米身心的无力感经常以酗酒

为标志#&宝贵的苏格兰威士忌'陪伴了他所有情

绪崩溃的时光&

%

另一方面#能否控制自己何时吃(吃何种食物

则是判定人们是否具有控制身体的权力的一杆标

尺% 英文谚语&你即为你所食'";&< CIMYEC>P&<

MC>$表面看来是在人与其食物之间画上等号#但

它的深层意义则是掌控进食就拥有控制身体的权

力% 反过来说#当吃或不吃不再是人们自由择取

的选项#人们也不再能左右和决定吃何种食物#也

就是说#当食品生产和进食为某个阶层所操控时#

那么食物就成了规训的工具#而进食若由他人决

定#那么该身体则变成了福柯意义上的&驯顺的

身体'% 在小说中科技至上的后工业社会里#自

然食物变得稀有#用&肉毒杆菌(沙门氏菌制成的

营养饮食'则司空见惯'

#科学家们扭曲了动植物

的天然生长规律#造出了噩梦般供人嚼咽的&动

物身体'#没有头的&鸡肉球'两周就能端上人类

的餐桌#由于其功能只需要产肉#所以它的脑器官

也被剥夺了#类似的技术概念还有将绵羊和袋鼠

杂交的&袋羊肉'(长了五六个肾的&器官猪'等

等% 当科技食品占据市场(构成人类吃食的主要

来源时#人们应该警惕的是#所有这些技术型产品

都是强权规训意识的产物#它们由被技术精英主

导的大院研发#然后向杂市推广% 食物原本能带

来身体经验的传承与更新#但工业设计和流水线

生产垄断了进食品质与渠道#它所开启的不仅是

资源掠夺和财富积累#更是社会鸿沟无可挽回的

加深% 上市后的工业化量产食物通过咀嚼进入人

体的过程#本质上啮合了大院所代表的上层资本

市场对杂市里大众精神侵蚀的路径% 大院一方变

本加厉地进犯大众廉价的身体#依靠食物建立起

&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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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建立一种关

系//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

!

%

食物垄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微观权力关系#在社

会中驯化出一批温顺的身体%

再进一步#小说中的食物既是权力规训身体

的通道#也是参与身体形塑的能动者% 身体将食

物吞入#然后将其转化为能量#从而实现身体与食

物的融合#或者说叫相互改变)))身体因进食而

获得饱腹感或提升能量#食物则从外在他者变为

身体的一部分#致使身体的内外边界变得模糊%

因此#身体既是渴望食物(追逐食物的主体#也是

遭到食物形塑的受体% 提出 &活力物质论'

"O'TIC/>LC>MI'CF'>P$的贝内特 "[C/MbM//M>>$认

为#进食就是&人类身体与非人类物体之间的相

遇'#她相信#不止药物和咖啡因#&蔬菜(啤酒(浆

果(鱼'等所有食物都拥有&某种强大的活力'

"

#

叫作物质能动性"LC>MI'CFC?M/.P$% 在小说中#情

节的高潮部分是秧鸡设计制造的&喜福多'药片

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根据其设计者的要求形塑

服用者的身体#譬如提升或降低他们的性欲(保护

他们抵御某些疾病等等#

% 它不仅借多种功效的

噱头操控人们的生理心理功能#还背地里植入

&剧腐'病毒#这种病毒引发的红死病瘟疫导致了

小说中人类作为一种物种的消亡% 这一情节对整

部小说至关重要#为回忆穿插的叙事手法奠定了

基础% 秧鸡设计出&喜福多'药片然后在全球各

大城市推广#实施他毁灭人类(建立&秧鸡人'统

领世界的计划#这一行为虽消解了固有的 &大

院)杂市'权力结构#却彰显了他意图实现乌托

邦构想的权力欲望% 因此#小说中的食物既是福

柯所说的微观权力网络的载体#也是技术精英阶

层显示其无限膨胀的个人欲望的武器%

二4家庭中母与子的进食较量

在家庭层面#食物是成员之间沟通的媒介%

一般来说#母亲被认为是家庭组织中制定食谱并

引导全家摄入能量的角色#她通过向家人提供食

物来表达责任和关爱#家人则以进食回馈主妇的

善意并表达信任#从而建立起亲情的纽带% 由于

孩童无法完全拥有寻找食物和进食的能力#母亲

与孩童之间的关系更是通过食物发生了深层的捆

绑% 但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并不简单地是&人的

心灵结构的铸造地'#它同时还是&权力领地(竞

技场和实验室'

$

% 母亲喂养幼子的专属责任在

一些学者看来是文化制度以天职为借口对女性实

施的压迫#可同时#母亲也可以通过食物对进食的

孩童施加控制和影响% 换言之#母亲既是被控制

者#亦是控制者% 因此#喂食与进食中往往会折射

出亲子关系的张力#使得食物化身为家庭权力争

斗的一种隐秘语言%

在*羚羊与秧鸡+中#食物承载着母与子之间

紧张的角力% 吉米身为科学家的父母起初共同为

大院效力#但他的母亲莎拉逐渐对周围膨胀堕落

的科研风气产生不满而离开了大院#整个人变得

越来越偏激愤慨#她将怨愤情绪发泄在儿子身上#

不仅粗暴地对待他#而且在喂养方面表现出消极

懈怠的态度#幼小无助的吉米在进食上遭遇了快

速的心灵催熟% 母亲对孩子的养育&依赖于重复

定期的关爱和喂养#而不是偶然或临时起意的行

为'

%

#因此母亲所喂养的不是简单的食物#而是

负载着&爱(憎恨(鼓励或恐惧'的食物&

% 易言

之#食物的生理功能不是唯一的#它还有附带的心

理文化等象征性功能#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亲子

关系的真实本质% 莎拉不甘沦为权势阶层谋利的

工具#她的意识觉醒体现在她拒绝与人同流合污

并因此放弃了工作#这也导致了她在社会中的权

力被剥夺并被边缘化#她将愤懑和焦虑以拒绝提

供食物(放弃养育幼儿的方式施加于年幼的吉米

身上% 这其中有两组权力模式在运作!大院对莎

拉的奴役和莎拉对吉米的控制% 斯基茨" DCICE

D.MC>K$曾指出!&西方社会中的母亲角色哪怕不

是自相矛盾#那也是模棱两可的,母亲既拥有着至

高无上的强大力量#同时又因为她们养育(服务的

""

!

"

#

$

%

&

米歇尔3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

bM//M>># [C/M)>#;"'$+*'++-"! B!(1#+#%'1I%(1(45()8,#$42)]<IECL! ]<0M9U# !#(## R)31)

玛格丽特3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韦清琦(袁霞译#译林出版社 !##3年版#第 $#*页%

b&Y'M# HCF.&FL)3'%'$)QCLTI'%?M! C̀IOCI% 9U# (66(# R)*)

D.MC>K# DCICE)<((/# A($2?.&+#($# '$/ +,-E(/5#$ A($+-.&("'"59(.-$T2<#%+#($)QCLTI'%?M! QCLTI'%?M9U# !#### R)(()

D.MC>KD)<((/# A($2?.&+#($# '$/ +,-E(/5#$ A($+-.&("'"59(.-$T2<#%+#($)QCLTI'%?M! QCLTI'%?M9U# !#### R)(()



第 !"卷 蒋怡#等!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隐喻

角色而在社会中被剥夺了权力%'

!对于大院而

言#莎拉是被奴隶和利用的对象#但对于吉米来

说#莎拉则是强大的食物供应者%

面对母亲拒绝喂养的冷暴力#吉米以放弃进

食作为抵抗#母与子之间形成了一个基于食物与

进食的剑拔弩张的权力场% 食物既可以是喂食者

对孩童进行控制与驯化的工具#同时也意味着进

食者可借助这一载体对抗支配% 母亲莎拉的拒绝

喂养#给幼年的吉米造成了不亚于拉康"[C.a<MK

8C.C/$意义上的断奶情结"NMC/'/?Q&LRFMJ$的

痛苦% 拉康认为#&断奶在人类心灵上留下了一

种永恒的生物关系断裂的痕迹#这一生命危机事

实上伴随着一个心理危机#那是人一生中第一个

危机#其解决方法无疑有着辩证的结构'

"

% 莎拉

的消极喂食对吉米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断奶之痛

的复现% 吉米渴望母爱#羡慕&小器官猪十二个

一排#依偎在母猪身旁贪婪地吸吮着奶'

#

#在意

识到母亲放弃自己后#他用消极的态度抵抗在家

里吃饭以逃避与她的交流#母亲的&断奶'惩戒对

吉米而言是重大的创伤性事件% 在这场各自经历

创伤的母与子所展开的较量中#母亲放弃照顾孩

子的母职#孩子则以在家拒绝进食来反抗#但与其

说吉米是以饥饿的身体来抗议母亲对他身体的控

制#不如说是他以自我毁灭式的断食表达对母亲

的依恋%

小说中母与子围绕食物的对抗同时还具有模

仿性和轮回性% 年幼的吉米失去了温情的食物#

被截断了对母爱的感知#女佣德洛丽丝的蛋糕则

作为亲情的仿品给了他母亲般的温暖#将他引入

带着蛋糕芬芳和母乳气息的理想世界!&他紧紧

抓住那些蛋糕的真实性不放#蜡烛全点亮了#散发

出沁人心脾的香草芬芳#就像德洛丽丝本人的香

味%'

$即使多年后&雪人'回忆起家#浮现在心头

的也只是替代母亲的女佣所做的蛋糕的味道% 在

母亲缺席的情况下#德洛丽丝这位他非生理学意

义上的母亲烹饪的替代品补足了他对母爱的渴

望% 成年后的吉米收到莎拉的死讯后#靠着疯狂

进食来获得些许抚慰!&满地都是灰尘块儿(香烟

头(脏玻璃杯以及鸡肉球空盒子#简直要及膝

了%'

%无论是香烟(蛋糕还是酒#都为吉米创造了

一种谵妄的状态#他借助进食抵抗挫折失意和转

移焦虑#抵达暂时性的回归母体般的安宁% 母亲

莎拉也曾在恐惧和痛苦之时靠不断的抽烟来达到

自我麻痹的效果!&我抽烟是因为我感到很沮丧#

烟草公司让我沮丧#你让我沮丧#吉米让我沮

丧%'

&对食物歇斯底里的吞咽#是吉米与母亲蛛

丝般的亲情逝去后悲怆情绪的表达% 从年幼的拒

食到母亲离去后的暴食#吉米所展现的不仅是母

亲缺位后的生理偏执行为#亦是需要矫正和疗愈

的心理痼疾#他的暴食与莎拉当年的抽烟形象相

互重叠#母与子隔着错位的时空#以相似行为的重

复维系着亲情的纽带%

三4社会权力场中的同类相食

阿特伍德曾提到#不管是文化还是个人#都倾

向于把&可食用的物分成五花八门的类别'#其中

食用人肉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禁忌中的禁忌'

'

%

她坦言#同类相食或曰食人现象".C//'TCF'KL$让

她着迷(

#她曾在多部虚构作品中描摹人吃人的

残酷现实% *羚羊与秧鸡+表明#食人现象并非专

属于遥远野蛮的原始部落#也不仅仅在社会秩序

面临崩溃时才发生#它是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必然

结果#存在于任何时代或文明或野蛮的社会中#当

然也包括故事里科技发达的未来% 小说中的食人

现象透露出阿特伍德对竞相盘剥与斗争的社会达

尔文主义式的西方文化模式的深刻理解#是作家

剖析&人在社会上生存要么被他人食用要么成为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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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猎食者这一困境'

!的文学修辞%

文学中的食人现象如斯基茨所指出的#主要

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字面意义上的人吃人现

象#二是将食人的欲望或行为当作隐喻来使

用%'

"阿特伍德在与*羚羊与秧鸡+有着类似主题

和关联情节的小说*洪水之年+ "8,-U-'"()+,-

<1((/# !##6$中描述过一家杂市人经常光顾的

&秘密汉堡'快餐店#这些汉堡的肉馅有时会用社

会闲散人员或是前去检查食品卫生的监督员的人

肉做成#是利益至上(道德泯灭的社会现实的一个

缩影% *羚羊与秧鸡+虽未如此露骨地直接描摹

食用人肉#但是读者在&器官猪'这一情节要素上

发现了一种更为暧昧与复杂的同类相食现象)))

反身性食人"C<>&=.C//'TCF'KL$#也即食用自己身

体的一部分% &器官猪'的设计原理是将部分人

类基因植入宿主猪的身上#&培植各种安全可靠

的人体组织器官'

#

#它们会长五六个肾#供人们

采摘下来进行器官移植% &器官猪'虽有别于人

类#但也并非绝对的异类或他者#而是处于克里斯

蒂娃"[<F'CeI'K>MOC$所讲的&既是我又不是我'的

卑贱状态"CT-M.>'&/$#挑战着人类主体与外在之

间的稳定界线% 当全球生态恶化导致肉类供应出

现紧缺#&器官猪肉馅饼'&器官猪肉爆米花'等出

现在人类的餐桌上时#人们食用的不仅是技术态

食物#更是原本可能会移植到自己身上的器官#这

种反身性食人的病态现象讽刺了西方社会在技术

引导下的不受约束的消费及进食欲望% 在疫病过

后的荒凉世界中#&雪人'遭到了&器官猪'的围追

堵截#担心着自己被后者吃掉#与雪人的脑袋&相

连的是一块等着被享用的美味肉馅饼'

$

% &器官

猪'犹如弗兰肯斯坦造出的科学怪物一般追捕着

&雪人'#这一情节指向失控的技术及其对人类的

反噬%

小说中象征性的同类相食则表现在大院人与

杂市人的互食之上#阿特伍德用隐喻化的语言表

征了弱肉强食的社会权力场中人们要么吃人要么

被吃的现实% 大院人拥有凌驾于杂市人之上的各

种特权#他们用一系列言过其实的科技产品如欣

肤乐(冷冻延寿舱等来蒙蔽杂市人#用各种空头承

诺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以刮取民脂民膏#使他们

完全沦为被控制者% 如果说字面意义上的食人是

寻找人肉来食用#那么&这种对人肉的渴望被推

广普及到社会中时'#往往会演变为&将消费,进

食当作美德来对待#将它视为快乐和兴奋的源泉#

而过度地(任意地消费,进食则变为了最具有吸引

力的权力'

%

% 同类相食的残酷行为被投射到对

消费欲望的刺激上#暗示着消费社会与食人行为

的同源性% 另外#小说还用食人的隐喻说明#杂市

人也以自己的方式使得大院人成为可被吞噬的对

象% 大院人对杂市里的细菌没有免疫力#如果去

杂市#就好比是&俎上肉'#&像是在前额上贴了个

醒目的标识#写着-来吃我.'

&

% 吉米感觉杂市让

他无所适从#&如果身处杂市#他将不知道该如何

是好#不知道该怎样行事才算对路子//他就跟

饲料一样'

'

% 两个圈层的相互隔绝和等级现实#

具体表现在上对下的全盘剥削和下对上的游击式

反抗上#现实社会的食人现象不是单向的一方对

另一方的吞食#它往往会演变成双向的对峙与

互搏%

另外#食人的隐喻还渗透到叙事的细枝末节

中#小说中既有对人与餐盘中食物的类比#也不乏

有关食物获得人的灵性的譬喻% 在孤身一人生活

在疫病过后的世界上时#&雪人'有一天做了个噩

梦#他的面前放着&一片圆面包)))扁平的抹了

花生酱的脑袋#亮闪闪的果冻笑脸#葡萄干做的牙

齿'

(

% 梦中类似于圣餐仪式"d<.ECI'K>$的这一

幕情景契合了叙事的末世论语境# 如弗莱

"B&I>EI&R fIPM$所言#在末日来临的世界上#人们

往往&食用同类的肉#将小孩或爱人当作食物'

)

%

西方宗教中的重要仪式与人类社会最为凶残的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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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蒋怡#等!阿特伍德*羚羊与秧鸡+中的食物隐喻

人现象出现了耦合#在阿特伍德的笔下并不是如

基尔戈"HC??'Me'F?&<I$所强调的&自我与他者融

合'的修辞!

#而是以戏仿的形式将批判的矛头直

指西方文明的基础% 或许在作家看来#西方社会

的根本性堕落离不开宗教的强有力背书#为此#阿

特伍德还在小说里设想了一个解决此种症结的方

案!以食草替代食肉% 吉米在饮食方面无法吃有

脑袋的动物的肉#&他能看见动物们透过燃烧着

的眼睛责备地看着他'

"

,小说人物通过技术定制

婴儿时#偏爱&漂亮(聪明(只吃草的宝宝'

#

,而秧

鸡设计的用来替代人类的秧鸡人也是只吃草的草

食性生物% 这一乌托邦设想试图超越弱肉强食的

铁律控制下的现实文明#既表明作家对萦绕在西

方文化之上的焦虑感的清醒认识#也寄托着她对

非人类的动物生命的伦理关怀%

结语

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其生产(制

作和消费已发展出一套自成系统的群体契约#深

深地打上了特定文化的烙印% 参与进食仪式的人

们建构起一套相关的规范#&自我与他者(爱与攻

击欲望'

$借由食物在不同层面相遇并展开角逐%

在*羚羊与秧鸡+中#阿特伍德描述了食物与身体

经验(家庭权力和社会生态之间的深层关联#呈现

了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多种形态的进食画

面所包含的权力逻辑% 她笔下有关食物的叙事比

如进食(食欲(喂食(同类相食等行为#既是对社会

现实的真实反映#也构成了一系列象征和隐喻#被

糅入作家对人类政治生态的考察中% 透过食物的

视角#小说将作为纯粹物质和象征符号的身体交

织在一起#剖解了人性欲望(社会文化和权力规则

的运作!食物不仅被权势阶层当作规训身体和彰

显个人权力的媒介#它还秘密地参与到家庭与社

会权力场的斗争中#折射出人性中潜藏的欲望与

西方文化如弱肉强食(过度进食与消费等内在的

种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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