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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语

自 2023 年伊始，以女性主义和古装仙侠爱情为题

材的新古典主义神话剧《星落凝成糖》在国内开播以来，

观众兴趣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其海外影视市场更是

受到热烈追捧和欢迎，8.3 的海外评分超过了豆瓣 7.1

的评分，成为近年中国神话剧海外传播的优秀代表之

一。然而，中国影视作品的海外传播要真正走进并融

入国际市场，需要从海外受众的理论视角进一步考究

作品可能的接受策略和路径，同时促使我们更好地反

思如何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构建自己的性别话语体系。

本文以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视角，考察《星落》里女

性主体的生成和反抗过程，以期为我国影视作品成功

融入海外市场贡献力量。

在后结构女性主义视域下，我们可以将这部剧理

解为一部解构罗格斯中心主义和重构女性身份的后女

剧作。之所以运用后结构女性主义研究范式，不仅是

因为它代表了女性主义在研究范式上的转变，更因为

该剧体现了当今中国社会为质疑女性身份范畴的本质

主义倾向所做出的政治努力，而这些努力运用传统女

性主义解释无力。同时，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的运用

有助于利用西方受众可理解的话语策略理解剧中所构

建的性别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加强中国影视作品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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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理论的对话，促进中国文艺作品的海外传播。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的研究范式，有必要在文本

分析前澄清本文所采取的解构性别本体论的哲学立场，

因为任何一项人文社科的研究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

知识生产者在研究范式上的基本立场，取决于其哲学

意义上的理论架构”（张永霞，2016）。同时，从本

体论上重新思考身份的构建问题，将身份视为多元动

态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从固化的基础主义困境中挣脱出

来，避免被传统女性主义试图解放的话语场域所束缚。

二、后结构女性主义

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以启蒙主义认识论为基

础的宏大叙述性批判到从本体论层面思考语言、主体、

权力等关键概念，消解固化身份的后结构主义范式的

转换（都岚岚，2016）。这是因为，传统女性主义批

判因其缺乏有力的理论资源和动力，在解放女性过程

中因构建了一个‘她者’而陷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反而强化了女性受压迫的经历，限制了其自身解决

的难题。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后结构主义

思潮的兴起，其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论的视角为女性

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力量和解构批判的思想武

器。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从基础主义中挣脱出来，

开始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女性经验、身份、权力进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 2020 年度科学研究经费项目“中国新古典文艺作品海外传播研究”（WJC202035）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永霞，女，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外语部讲师。

陈祉珺，女，沈阳师范大学本科生。



-039-

文史·Literature and History

行理论建构，从本体论上挑战男性中心主义和围绕男

性主体建立起来的排斥女性的形而上学，颠覆男性作

为主导和统治、女性作为屈服顺从为内核的二元对立

思维，研究方法也由对社会体制的抨击转向关注语言

系统和话语实践。后结构主义认为，所指从来都不是

牢牢拴在能指尾巴上的，而是产生于差异化的能指与

其他能指关系中，且总是处于一种延异和动态多变的

状态中。这种语言观下的主体是一种永远被延宕的存

在，这松动了能指与所指的本质主义关联，对女性主

义消解性别范畴所代表的固化内含、批判罗格斯中心

主义、打破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具

有重大意义。

标志着女性主义在范式上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典

型代表人物是福柯和巴特勒。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

女性主义带来了重要的批判武器。福柯认为，话语构

成了我们谈话的话题和知识客体，影响和支配着我们

进行某种思考、谈论和行为的方式，是一种意义生成

的活动（张永霞，2018）。话语生产、承载和强化了

权力，而权力的实现又会强化原有话语或创造出新的

话语以巩固权力的施展。因此，话语是权力化的话语，

而话语实践本身是实施权力的工具和过程（张永霞，

2017）。这里的权力不是被个人占有的实体形式，而

是局部的、复杂的、策略性处境，是各种力量关系和

微观运作的过程（米歇尔·福柯，1997），因此权力

是流动的，从不固定永恒归属于某类性别范畴，权力

是生产性的而非压制性的，它生产出某些话语和主体

位置。这种生成性和流动性的权力观，使女性主义批

评摆脱了启蒙主义寻求统一的女性解放的困境，转而

寻求在具体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场域中建构

女性经验，探索女性主体的多元可能。

巴特勒运用福柯的系谱学方法深入剖析了异性恋

和男权主义话语霸权，指出具有基础主义的性别身份

是一种虚构，不存在理应如此或正确的性别身份。某

些取得天然事实效果的性别表达其实是社会文化对性

别属性进行的管控性实践经过不断操演而形成的。然

而，这种操演总有缺口和失败，主体不可能完美无缺

地引用社会规制，主体能动性正是产生于这种变异的

引用和再表达中，正是这种变异和偏差构成了对权威

话语的多元置换和颠覆性增衍（都岚岚，2020）。因此，

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于话语的意指实践中。

上文阐释的后结构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分析中国

新古典主义神话剧《星落凝成糖》是如何运用外国观

众普遍认同的话语策略生成多元流动的女性身份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基础，下文就上述后结

构女性主义视角阐释剧中女性主体的生成与反抗过程。

三、二元等级的确立

人族皇后生下双生花附体的姐妹，姐姐青葵受传

统天妃礼教熏陶，温顺优雅，知书达礼、倍受世人赞许，

按被许为神族天妃，是父亲的骄傲；妹妹夜昙则叛逆

狡黠，僭越常规，众人视之为灾星，父亲弃之如敝履，

被幽禁在朝露殿饱受旁人欺凌，被许为魔界储妃。《星

落》一开始以双生花附体的姐妹降生于人间的形式构

建了其欲瓦解的等级对立思维：祥瑞 / 灾星、温顺 /

叛逆、好 /恶；神 /魔、男 /女等父权二元价值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每组对立都具有优劣、等级和价值色

彩，第一个阶位都带有正面积极意义，后一阶位代表

了负面消积的价值判断。只有像青葵一样温柔娴淑、

心思纯良、至善至美才能成为男人欲望渴求和保护的

对象，才能成为女人的楷模和‘好女人’，女人就应

该具备青葵一样的稳固的女性特质：蕙心纨质、禀性

柔顺、端庄典雅，尊父从夫。而像夜昙那种思维跳脱、

辱父欺君、敢爱敢恨、果敢机灵、不受礼教框架所羁

绊的女人，则受众人唾弃为‘灾星’，遭人厌恶甚至

被打入地牢。以后结构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这种具有

优劣属性的二元对立结构所隐含的范式体现了父权制

社会男 / 女对立的男性中心主义和异性恋规范。男性

霸权为了稳固和合理化异性恋机制，需要对满足男性

欲望的女性主体进行政治建构并有效隐藏这种政治运

作，于是通过霸权性的管控实践对特定的女性特质进

行合法化和自然化处理。我们在青葵日常生活的点点

滴滴看到了这种自然化处理的结果，如那洁白如雪的

拖地长裙，淡雅而精致，她博览群书的学识品德和沉

稳温和的言谈举止，这种成熟稳定的女性特质让她理

所当然成为天妃，女人的典范。巴特勒认为，统一稳

定的性别表达代表了实在主义的认识论霸权，我们必

须从“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朱迪

斯·巴特勒，2009），不存先于话语表达的主体。在

这种理论视角下，温顺优雅并不是关于青葵的真实描

述，而是性别规范在她身体上重复引用的结果，它体

现了维护支撑男性霸权的性别规范在反复征引中取得

了实在化的固化效果，造成了稳定的性别身份的幻像。

在巴特勒的身份述行理论观照下，我们在剧情开始看

到的广为人颂的端庄柔顺的青葵并不是一个天然事实，

也不是说女人生来就该如此，而是具有生成性和强制

性特点的性别规范以管制为目的在青葵身上持续强制

的述行行为造就了她性别身份暂时稳定的虚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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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体生成的排斥机制和再赋义

如果说规范话语的生成性和强制性特点帮助我们

考究了青葵性别述行之形成和稳固化的政治运作过程，

那么规范话语的限制性特点（张永霞，2020）则有助

于我们揭露夜昙‘灾星’身份形成的原因。这里的限

制性指性别规范的不断书写和操演是以排他性手段为

基础的，对于不符合文化可理解矩阵的存在则被冠以

他者身份被限制在正常范围之外，这些被排除的场域

给性别规范划定了界线，构成其构成性外在，使消解

性别规范的中心地位和性别身份的再赋义成为可能。

暾帝曾怒斥夜昙，“你与青葵一母双生，可论学识品德，

论言谈举止，你可有半分及得上她？”人们以异样眼

光看待夜昙，对她心生排斥和憎恶。大臣们皆以‘灾星’

为由奏请暾帝诛杀夜昙，夜昙作为一个被排斥，被嫌

恶的对象，被冠以‘低等’‘不得生存’的身份类别，

这个被否认的场域为青葵述行身份的形成设定了边界，

成为青葵述行身份的构成性外在。众人对青葵的身份

认同正是通过对夜昙这种不具文化可理解性的非人身

份的彻底否定与排斥完成的。

然而，按照巴特勒的理解，性别话语权力施加的

管控实践的物质化过程从来就不是稳定和完整的，正

是那些被排斥在外的她者身份和产生偏差的重复引用

暴露了性别规范的局限性，制造了消解僵化的二元等

级体系的权力话语，使身份的颠覆成为可能。所以我

们看到了后来夜昙阴差阳错地上天成为天妃时，明知

道头戴足饰参加接亲宴有违仙道规礼，却仍要坚持做

自己所爱，自信明媚地走在众人前。明知天界禁赌，

仍诱惑三位上仙在灵璞祖师的玄黄境中聚赌。夜昙的

聪明伶俐使得三位仙尊很快输得精光，颜面尽失。夜

昙以越界的颠覆性行为挑战天界父神代表的虚幻的礼

数清规。夜昙这个被排斥在外的她者身份在与玄商随

后的相处中更是将对父权规制破坏性征引的政治策略

发挥得淋漓尽致。玄商作为天界皇长子代表了中国传

统神话中战神的形象，是父制体制下男权的象征，他

是统治秩序的维护者和管理者。夜昙作为天妃本可以

依靠玄商神君的无上权力过上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

生活，但她没有选择做攀援的凌霄花，借玄商的高枝

炫耀自己或衬托玄商的威严，而是争取上书囊学习仙

法的机会提升自己，体现了现代女性不甘屈于男权统

治的自立自强的进取精神。战神话语下的玄商冷淡严

肃、清规寡言，为了维护天界的统治利益，需要这个

战神断情绝爱，英勇无畏地担当起保护四界的重任。

当“社恐”玄商履行战神责任而身殒时，“社牛”夜

昙不顾天帝命令偷偷来到人界，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

三片神识成功复活玄商，这表明了代表父系权威的规

制话语虽然有牢固的制度基础，以至鲜少有人敢忤逆

天帝的权力，但正是那些不合常规，被排除在外的‘她

者’对规范话语颠覆性的引用形成了我们对习以为常

的、稳固的霸权文化进行再赋义。这不仅是对天帝和

玄商霸权的再赋义，更是挑战了异性恋话语下男性作

为女性的主导者和决定者的主体位置，女性可以不是

受压迫、屈从于男性淫威下的附属者和依赖者，而选

择逆天改命，排除万难拯救男性。

五、主体能动性

挑战规范话语仪式性地铭刻于身体不仅体现在夜

昙这位‘排除性外在’的话语实践中，我们可以借用

巴特勒对主体能动性的观点和福柯的话语权力观考察

青葵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如何在散落的权力网络

中发挥主体能动性，进行多重女性身份的表达。在探

索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去寻求剧中体现了青葵哪些不

同的女性特质，因为这样的尝试预设了一个具有内在

意志、先话语存在的‘我’而陷入基础主义的主体认

识论。考察青葵的能动性问题要到她的各种变异的述

行行为或意指实践中找。我们看到传统女性话语里的

青葵金尊玉贵、恪守礼教、至清至纯，拥有天妃的无

上权力，但错嫁至沉渊成为魔界储妃后，在魔界里她

的那些有教养的礼节被历王视为伪善作风，在初至沉

渊的接风宴中被逼喝下血酒，幸得心机深重的嘲风解

围，当被偷听到真实身份后又险遭暗杀。在尚武好斗、

反对秩序的魔界话语里，青葵成为‘非规范’的贱斥物，

被直截了当地打入‘她者’之列，柔弱无助，四面楚歌，

成为嘲风争权夺储的棋子。但面对魔界的霸权话语，

青葵并不是机械地重复引用，而是运用能够自我赋能

的其他话语实践挫败、抗拒和消解它的话语权力，建

立起自己的主导位置，从而对魔界里稳固的霸权文化

进行再赋义。比如，青葵凭借自己的高超医术为嘲风

疗伤，为魔界众生救死扶伤，争取就医的机会，赢得

他人敬仰和尊重。当嘲风落难被打入大牢，青葵决意

与他生死与共，青葵在厉王面前机智果敢地谎称当年

是顶云暗杀乌玳未遂，斥责引起沉渊腥风血雨，三子

争储的正是厉王和王后。真爱话语里的青葵为了保护

嘲风一改天妃话语里她的至清至纯，而是善于利用厉

王、王后、儿子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策略性地编造

谎言离间厉王和王后，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时的

青葵有勇有谋，对厉王权威的挑战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说的厉王竟无言应对。在青葵的意指实践中，权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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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固定的，它从不永恒归属于厉王这个统治者，而

是在局部复杂的话语实践中被微观运作着，并由此出

产出青葵不同的主体位置。当夜昙担心青葵跟着已不

是三殿下的嘲风会受苦，当面责问嘲风如何为青葵挣

钱养家时，夜昙似乎原封不动地重复引用了男权体制

的文化习俗和规范：男人就应该养家糊口，成为家庭

的经济支柱，这样姐姐的生计就不至于太辛苦。嘲风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去了沙漠角打劫一袋金银财宝回

来，但青葵很生气，认为自己可以开医馆挣钱，并不

在乎嘲风的经济基础，“夫妻本是比翼连枝，只要你

行正道，其他我什么都不再乎”。现代女性话语里的

青葵不但经济独立，而且自信自强，浩然正气，不媚俗，

不盲从，追求男女平等。当灭世危机袭来，姐妹俩以

牺牲自我表明，女性同样可以承担重任，维护四界安宁，

正是被规范话语所物化的灭世之花使四界重归平安。

姐妹俩的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救世之举令天帝自愧不

如，退位让贤，虽然这里父系制的体制并没有被打破，

但最后的玄商和嘲风等待双花重生似乎瓦解了剧情伊

始构建的关于女性性别表达的等级性二元体系，尝试

重建性别间对话，女性身份不应被僵化为祥瑞/灾星、

温顺 / 叛逆、好女人 / 恶女人等静态的文化标记或男

人欲望的对象，而是意义不断受到挑战、生成、再赋

义的多元、开放、复杂的话语实践过程。

六、结束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后结构女性主义视域下

的《星落》并不是一部关于魅力姐妹的自我觉醒和救

赎或是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而是代表了一种冲破女

性本质主义认识论、重构多元、矛盾、开放的女性主

体的后女剧作。剧情伊始我们看到的温婉端庄的青葵

和不识礼数的夜昙可以理解为传统女性话语仪式性地

重复作用于身体而产生的暂时稳定的权力效应，它是

父权制男权主义二元等级思维的产物和以管控实践为

目的的虚构。青葵和夜昙在局部的话语权力网格中不

断改变、削弱、挫败、抗拒和消解霸权文化的话语权力，

形成了她们多重、流动、复杂的主体性。本文的分析

无意于提出某些新型的性别表达方式，或规定哪些表

达值得讴歌，而是在剧中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寻求

女性性别表达的多元可能，为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注入

一股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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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of Feminist Subje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ost-structural Feminism: Example of The Starry Love

Zhang Yongxia　Chen Zhijun

Abstract: The post-structural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Starry Love has opened up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the 
feminist politics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helping us rethink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It reflects the political efforts made by the drama in questioning the essentialism tendency of women's 
identity category. Exploring the gend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values constructed in the drama using discourse strategies 
that are understandable to Western audiences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television works and 
Western theories, enhancing the appeal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overseas market, and promoting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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