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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诞生

和发展，越来愈多诉说女性自我意识和女性独立解放的

电影出现在大众视野。电影《时时刻刻》叙述了三个不

同时空中三个女性一天的生活，揭示出不同时代下女性

的生存境遇。影片以时间顺序，暗示了女性主义的发展

壮大，具有时代性。1

《时时刻刻》在叙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穿越时空

性，把三个不相干且在不同时代的女人用一本伍尔芙的

女性主义代表作《达洛维夫人》串联起来，让整个故事

变得紧凑和完整。这种穿越时空的叙事方式体现了电影

戏剧性的集中性。“戏剧性”的定义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

议的话题，黑格尔曾指出，“真正的戏剧性在于剧中人物

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之中的

心事话。正是这种话中抒情诗和史诗的两个种不同的因

素可以渗透到喜剧里面而达到真正的和解”[1]。弗莱塔克

这样表述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那些强烈的、凝结

成一只和行动的内心活动 [2]。一直以来，戏剧性都是一

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对此也引发了很多争

论。然而，人物是戏剧的核心，戏剧性无疑是建立在一

定戏剧情境上对人物的刻画和展示，从而突显主题。

《时时刻刻》中对三个不同时空的女人的一天生存

状态的刻画正是符合电影戏剧性的表现，在整个影片中，

这种对戏剧性的表现通过叙事的集中性、曲折性、紧张

性传达给观众，女性人物内心女性意识的觉醒也由此外

化。

一、复杂又微妙的同性关系外化女性内心世界

表现复杂的人物关系是电影运用镜头叙述故事的重

要手法 [3]。导演通过不同的人物间的关系推动剧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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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人物的性格，从而外化人物的内心世界。电影《时

时刻刻》中的三位主要女性角色和同性之间都存在一种

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弗吉尼亚和她的姐姐娜莎，劳拉和

她的邻居凯蒂，科莱丽莎和她的同性伴侣萨莉。影片着

力刻画主要女性角色与她们身边的同性之间的关系，分

别是有隔阂的姐妹关系，相互安慰的邻里关系和亲密的

伴侣关系，这三段关系分别反映了女性角色为人处世时

不同心态，揭示了她们的内心世界。

1923 年，弗吉尼亚与姐姐虽然还是亲近的姐妹，但

两人之间已有嫌隙。弗吉尼亚对姐姐虽然依赖，却感受

到了姐姐对她心理疾病的忌惮。当弗吉尼亚与姐姐交谈

时，镜头的色调昏暗，弗吉尼亚占据画面的主要部分，

在视觉上产生了很强的压迫感，姐妹间已经产生的隔阂

通过色调、构图体现出来。

劳拉与女邻居凯蒂的关系是这三段女性关系中最微

妙的一对。在选取演员的时候，导演专门选择了反差很

大的女演员，她拥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丰满的胸部、

明显的腰身、翘臀，精致的妆容。她的打扮带有强烈的

“男性凝视”的意味，和劳拉产生了强烈的对比。除外

形外，凯蒂与劳拉的精神世界也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在

她俩沟通时，《达洛维夫人》这本书将她俩分割在画面的

左右两端。电影通过女性形象的视觉反差，演员的调度

刻意表现出她们性格和内心想法的巨大差异。然而，劳

拉与女邻居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感，一种互相理解、

安慰之情。两人通过彼此的安慰和认可，增强了自我认

同感，是她们之间深层次的契合，而这种契合即是女性

建构认同与身份的重要心理基础 [4]。

相比于弗吉尼亚和姐姐、劳拉和女邻居，科莱丽莎

与同性伴侣萨莉的关系显得“健全”了许多，她们是亲

密的恋人。影片临近结尾处的她俩之间的一个吻，是充

满感激的，她感激萨莉一直在支持她。这个吻是她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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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升华的体现，之前的隔阂已经消除了，两人的关系

将更加亲密。

从影片中三位女性与同性之间的情感可以看出，复

杂又微妙的同性关系都揭示了她们不符合她们所在时代

的思想，具有先锋性。同时，影片聚焦不同的历史阶段，

女性的内心世界的变化进程。从弗吉尼亚与姐姐有些畸

形的关系到劳拉与女邻居相互鼓励的友谊，再到克莱莎

与伴侣和谐的关系。电影三个时空的顺序与女性思想解

放的历史发展的顺序相符，电影中人物之间关系的递进，

寓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在越来越壮大，女性意识觉醒的

范围越来越广，“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5] 的愿望也终

会实现。

二、与异性的矛盾冲突凸显女性生存状态

戏剧与电影都按照冲突律来结构剧本，就是说，它

们都以冲突为基础，都强调紧张、集中，都以性格、意

志的矛盾为贯穿整个作品的中心线索，通过动作的呈现

传达艺术家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对历史和故事的表述 [6]。

在电影《时时刻刻》的每个时空都聚焦了女性角色与异

性发生的冲突。这三种不同程度的冲突，体现出了人物

关系的不对等，“生动地凝聚现实的矛盾关系，可以由此

形象地显示社会生活的本质”[7]。影片中三位主要女性与

他们身边的异性的关系可归纳为：妄图冲破父权制下夫

妻关系的弗吉尼亚与丈夫，不甘被家庭琐事牵制的劳拉

与儿子，以及独立有个性的克莱丽莎与前夫。

弗吉尼亚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父权制下典型的夫妻

关系，家庭中由年长的男性掌握权势，女性只是从属。

然而，父权制下的统治不仅存在于一对男女关系中，它

也存在于家族集团中的男性成员与女性成员之间，以及

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作为阶层的男女关系之间 [8]。弗吉

尼亚与丈夫代表的关系反映出上世纪二十年代，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依附

家庭。而弗吉尼亚与丈夫的争吵也代表着女性话语和父

权制下男性话语的对抗。正因为家庭不是港湾，而是控

制弗吉尼亚的牢笼，所以弗吉尼亚与丈夫才会就她“外

出”一事产生冲突。

劳拉和儿子理查德之间的冲突反映出上世纪五十年

代美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在政府的号召下回归家庭，

受困于养育孩子和家庭琐事，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获得

更高价值的机会。在与儿子的冲突中，虽然劳拉最终没

有向儿子妥协，可从劳拉走后儿子的情绪崩坏和劳拉的

心疼不忍可以看出，儿子的情绪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拉

的选择。导演运用了一组蒙太奇镜头，理查德搭积木与

劳拉开车的镜头交叉出现来对比两人的情绪差异。无疑，

理查德的情绪状态对劳拉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制，他搭

的积木房子象征着对劳拉的禁锢，即使被摧毁了，也可

以几分钟之内再搭出一个。积木房子隐喻了在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号召女性回归家庭的政策下，家庭对女性的束

缚是无法逃离的。

作为 21 世纪的独立女性，科莱丽莎的社会关系本身

就比弗吉尼亚和劳拉更具戏剧性，既有曾经的异性恋人，

也有如今的同性恋人。他与曾经的异性伴侣理查德之间

的冲突看似在于“晚上要不要参加派对”，实则是在与绝

望的理查德探讨生命的价值。她虽然不同意理查德结束

自己的生命，但最终也与他达成了和解。科莱丽莎内心，

对于生命的尊重大于了生命尊在的价值，这也体现出现

代社会对待性别和性问题更加开明，当代女性能够以更

加平和的心态面对人生的终极话题。

三、相同戏剧行动揭示女性精神状态

人物行动是剧情戏剧性发展和情节推动的核心 [9]。

戏剧的一切内容，包括人物、情节、主题等，都必须通

过演员的直接行动来体现 [10]。所谓行动是指，人物在戏

剧中为了达成某种行动目标而产生的一系列的、连贯的、

整体的行为过程 [11]。正是由于不同人物不同的行为，才

会产生情节的变化和人物命运的不同结局。在将小说改

编成电影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选择了她们三个共同做

出的一个行动来表现这种情绪——她们的“外出”。

1923 年，英国的弗吉尼亚的“外出”与其说是一种

外出，更不如说是一种逃离“监禁”的行为。弗吉尼亚

的“外出”十分匆忙、紧张。在构图的选择上，多用全

景和远景，意在竭力展现她周围人的态度和她周围的环

境。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她思想上的独立和女性意识

的觉醒与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格格不入。对于弗吉尼亚而

言，暗淡无光且被监禁的日常生活和她的丰富多彩精神

世界形成巨大反差，从而造成她强烈的心理落差，也是

她精神分裂的重要因素。弗吉尼亚是伟大的文学家、思

想家，先锋的女性主义者，从她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

间》《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可以看出，她虽然生活

的宛如牢狱的家中，思想上确很独立，她号召女性拥有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也对所有女性又有私人空间并获

得思想独立的期盼。

劳拉“外出”，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劳拉

的“外出”揭示了她的日益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单调贫瘠

的家庭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她受困于家庭琐事和孩子，

虽然想要尝试自杀，但其实只是想找一个完整的、属于

自己的时间，安安静静在没有人打扰和不理解的情况下，

做一次自己生活的主宰者。影片着重刻画了劳拉在想要

选择死亡前对儿子的态度，一方面为了突出体现家庭生

活对女性的牵绊，另一方面也将女性与社会的矛盾指出

来，女性需要拥有社会生产和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仅在

家中做一个家庭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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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纽约的当代版达洛维夫人科莱丽莎的“外

出”与弗吉尼亚和劳拉的“外出”有了很大的不同，有

意展现了人物洒脱、自由的个性。科莱丽莎的两次“外

出”都是处于她本身自由的意愿。她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和做决定的自由。科莱丽莎自由式的“外出”揭示出当

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已然获得独立的生存空间，是

自己生活的主宰，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情感上的圆满。

从以上的对三位女性“外出”这一动作的分析，观

众 可 以 看 作 从 1923 年 到 1951 年， 再 到 2001 年， 女 性

在整个家庭、邻里，乃至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的变化。

1923 年，即使是像弗吉尼亚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也

难以逃脱家庭的监管。1951 年，劳拉虽然拥有了自由外

出的权利，却也不能摆脱儿子的压制。2001 年，科莱丽

莎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在随意的时间“外出”，她可

以脱离家庭独自存在，有自己的朋友圈和自己选择的伴

侣权利，她想要的是有价值、被认同的生活。

四、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戏剧化探讨

“生存还是毁灭”是艺术作品中的永恒话题。影片

《时时刻刻》对生命的探讨，结合在叙事上的穿越时空

性，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作家弗吉尼亚的意识流风格，将

人物命运的走向与女性独立的问题融合起来，创造了一

种“非传统”的戏剧悬念。所谓悬念，指的正是人们对

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情节发展变化的一种期待的心

情。[12]

影片中对人物命运的悬念的设置主要体现在三个人

物身上，分别是：“精神分裂”的弗吉尼亚，“绝望的主

妇”劳拉和身患艾滋的理查德。影片多处穿插的弗吉尼

亚在河边捡石头放进口袋和河边潺潺的流水的镜头，既

暗示了她最终逝于沉河，又在后续剧情中增加了观众与

弗吉尼亚的共情和对她最终命运的期待，增添了电影的

悬念感。但影片中的人物命运并不都是悲剧的，劳拉想

要自杀确最终放弃，重新回归生活，这寓意着三十年过

去，虽然女性依然无法真正获得自由，却也不同于三十

年前的弗吉尼亚，因为无法改变自身命运而自我了断。

理查德的自杀虽然使克莱丽莎痛心，却也在另一程度上

成全了克莱丽莎今后的生活，是当代女性有机会挣脱束

缚，获得精神自由的体现。

电影通过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戏剧化探讨，展示了不

同人物的命运结局，从侧面体现出时代赋予了女性独立

与自由的机会，并与一百年前产生了巨大且积极的变化。

另外，《时时刻刻》不同于《末路狂花》《永不妥协》等

西方女性主义影片，以性别的二元对立和激进的人物行

动唤醒观众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和女性意识的认知，而是

用冷静、克制的叙事和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激发观众对性

别问题的思考。

五、结语

《时时刻刻》是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描绘了三

个不同时代的女性的一天，也暗示三个女人的一生。同

时，本片通过对她们三位女性一天的描绘，以点带面地

揭示出不同时代背景下西方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

此外，穿越时空的叙事方式给予电影时间进程上的意义。

影片所指的女性主义思想，不仅是单个女性在典型环境

下所产生了女性意识，还是在历史变迁中，女性作为一

个整体的不断独立与觉醒的过程。

影片通过设置复杂又微妙的同性关系、与异性的矛

盾冲突、安排相同的戏剧行动经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外

化，并通过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戏剧化探讨，传递出对生

命的悲悯和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

在为自己的权益和个性独立做着斗争，并付出从小我到

大我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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