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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理论视域下《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中露西的身份建构

莫晓放

西北师范大学，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露西在意大利与乔

治邂逅相爱的故事。由于男权凝视的规训，露西无法倾听自己内心声音因此失去了主体性。但是通过对抗性凝视，她冲破

了男权道德的束缚，获得了建立在性别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本文从凝视理论出发，分析各种凝视如何让露西主体丧失，露

西又如何从男权凝视下突围来揭示露西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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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凝视（Gaze）被定义为：“是一种文化批判术语，也

译称‘注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的观看方法。

它通常是视觉中心的产物，观看者通常都具有‘看’的特

权，以此来确立主体地位，而被观看者时常会体会到来源

于观看者的眼光带来的权力和压力。”福柯则为“凝视”

注入了权力的维度。福柯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监视

社会，处于监视状态下的身体会被动地接受外界权力的控

制。”也就是说，“凝视”是一种沉默的暴力，是凝视主

体对凝视客体权威性的观看。“看”这个动作在《看得见

风景的房间》中反复出现，这里的“看”被赋予了权力意

义。在露西的成长过程和恋爱过程，她处于全方位被看的

处境当中，她被动的保持沉默和屈从于他人的凝视目光。

在意大利旅行时，露西在与乔治平等的对话中逐渐觉醒，

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开始对“男性凝视”发起了挑战并

尝试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

1　男权凝视下对女性身份的规训

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往往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因此凝

视的主体常常是男性。塞西尔把女性处于弱者的地位。在

男权下的凝视下，露西失去了主体性。塞西尔认为自己和

露西的关系就是保护和被保护，领导与被领导。当看见弗

雷迪一群人在池塘里游泳，塞西尔把自己当作领导者。他

指导露西应该如何应对，但是女性的身体应该受到自己的

控制，而不是由别人来决定。塞西尔也把自己当做露西的

拯救者，他认为露西的生活圈低俗，因此想要把她从原来

的文化圈里解救出来，印证了“在男性的审视下，女性往

往是有缺陷的、有罪的、亟需男性拯救于水火之中的一类

弱势群体”。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阐述的“他人的凝视”

的观点，“他人的注视使我和我的世界异化了，原来我所

面对、组织和利用的作为工具性整体的世界变成了他人的

世界，我不再是处境的主人，我也不再是我自己的主人，

我变成了奴隶，即凝视的客体在他人的注视下会取悦于他

人，逐步丧失自我。”无论是在行为举止方面还是在兴

趣爱好方面，塞西尔总想按照自己的标准塑造露西。为了

取悦塞西尔，露西选择违背自己内心。例如阅读严肃的文

学著作。当她搞混人名时，塞西尔就说：什么！难道你已

经把你的意大利忘了不成？”这也使她的目光中增添了焦

虑的神色。塞西尔的注视让露西和原来的世界异化了，露

西不在是自己处境的主人，而是变成了“奴隶”，连自己

兴趣爱好也要被规训。除此之外，在塞西尔的凝视下，露

西在自己擅长的音乐领域也失去了话语权。她本想阖上钢

琴，但“她生怕得罪了塞西尔，便迅速转过身来。”并且

还演奏了塞西尔喜欢听的任何乐曲。正是因为她感受到了

注视者目光的权利，露西甚至连选择自己喜欢演奏的乐曲

都要受到塞西尔的干扰，即使她内心不情愿。在塞西尔“

看”的压力下，露西被迫做出种种违心的改变，以塞西尔

的标准要求自己，尽量向塞西尔所期待的形象靠拢。因此

她逐渐内化他人的价值观以取悦凝视者。

2　男性平等凝视下的主体意识觉醒

露西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男权凝视规训了她的身份让

她做“房间中的天使”，但是在意大利旅行后，她的所见

所闻和她受到的传统教育起了冲突，她逐渐打开自己的内

心，审视自己，从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让露西走出迷雾找到自己审美偏好的人是乔治。乔治

鼓励露西遵从自己的内心。最初露西怯于表达看法，她仅

仅套用空洞的辞藻来强调壁画的公认价值，但是在乔治父

子积极镜像的影响下，乔治鼓励露西要相信自己直接真实

体验和独特的审美爱好而不是遵循经典的权威。正是在脱

离了监视和指导，露西才有幸发现自己真实的审美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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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独特的旅行体验。让露西打开心扉，正视自己真实

情感的人是乔治。出于身份阶级的差距，露西不敢面对自

己的感情，但是和乔治的相处让露西正视感情。第一次和

乔治接吻是自然真诚的。“他一时打量着她，好像是突然

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他看出她容光焕发，花朵像一阵阵蓝

色的波浪冲击她的衣裙。他们头顶上的树丛闭合着。他快

步走上前去吻了她”。由此可见，乔治对露西的爱是感情

流露。

乔治平等对待露西，尊重她的独立人格。尽管在男权社

会男性占据主导地位，乔治的观念是男女平等。在乔治看

来，女性拥有主体性，他尊重女性并且认可女性的价值，

他对露西的平等凝视让露西构建的身份是独立的。乔治的

凝视没有侵略性，而是充满爱意和欣赏，他鼓励露西发表

自己的观点，从来也不会规训露西或者要求露西按照男性

的喜好作出改变。乔治对露西的凝视也不具有压迫性，而

是帮助露西发现和完善自己。

3　露西反凝视下的女性主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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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可以是对抗性的，是抵抗的姿态，是对权威的挑

战。露西对女性失语模式，传统政治角色等性别想象进

行解构，最终获得主体身份。露西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看

法。面对伊格对爱默生父子的指责，露西不再默认上层阶

级的观点。而是勇敢的为爱默生父子辩护。“露西也丝毫

不畏惧，也同样以愤慨的目光回望他。”露西不再像以前

那样保持淑女身份—顺从温顺，而是选择与代表主流话语

的伊格进行辩论。因为露西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不是

受他人观念左右。除了与伊格先生的对抗性凝视，露西主

动打破塞西尔眼中对理想女性的幻想。露西直接指出塞西

尔的虚伪。“塞西尔凝视着露西，又一次感到她不像达芬

奇画中的人物了，塞西尔认为露西的脸缺乏艺术情调，像

一张暴躁的泼妇的脸。”

塞西尔代表的男性话语权是由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支

撑的，这意味着他与露西的关系也必须符合征服与被征

服、支配与被支配。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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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露西

自我意识觉醒，她对自己的从属地位感到愤怒不满，也无

法接受自己被物化，异化的身份。她不想让塞西尔继续成

为这段关系的主导者，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主动去观

察塞西尔，让塞西尔成为被凝视的对象。“主体在凝视的

过程中发现他者，并在与他者的相互凝视的过程中建构自

己。”在凝视塞西尔的过程中露西也成功构建了自己的主

体身份。从前塞西尔站在高处凝视着露西和她的生活圈，

但是露西自我意识觉醒后直接成为塞西尔的观察者，而塞

西尔成为了凝视的客体—被观察者，他的一举一动暴露

出他的封建思想男权思想根深蒂固。露西通过反凝视，解

构了塞西尔的权力。露西表现出的独立让塞西尔第一次平

等的凝视她。他发现露西拥有了新的想法，新的声音，新

的力量，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露西通过自己的反凝

视，拒绝男性社会对自己身份的固化。她追求自己的主体

性，最终建构自己的独立身份。

4　结论

从凝视理论解读《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可以看出，来

自塞西尔的男性凝视，试图在自己的权力场中建构出凝

视客体露西的身份，使其内化规约、按照他们理想的方

向发展。但是不管是固化的中产阶级身份还是淑女身份

都让露西感到束缚，她时刻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和隐藏

内心真实想法。然而富有反叛特征的露西并非彻底被社

会、男性的凝视所规训，她通过反客为主的方式成为男

性的凝视者。在露西的反凝视下，男性主体地位被消解

以及话语权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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