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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与反凝视——从《瀑布》看新时代的女性电影

荆 婧1

（青岛城市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6）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台湾地区的影视作品在 21世纪呈现出越来越多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作

为继《阳光普照》（The Sun）后导演钟孟宏首部执导的女性电影，《瀑布》（The Fall）从受疫情影响者的

个体角度展开，聚焦普通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呈现出女性自主性的崛起，可以被称为新时代的女性电影。

基于穆尔维的男性凝视理论，分析该片所体现的“母女两人的反凝视”、“男性角色的失语”以及“女性间的合

作”三方面，以期探究《瀑布》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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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主要讲述了单身母亲罗品文在受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的台北与女儿小静艰难生存的故事。正
如电影的英文名“The Fall”所代表的含义不仅是瀑布，还有下坠之意。在面临疫情爆发、减薪失业、女儿叛
逆及前夫抛弃等多重困境下，罗品文的中产阶层生活无限下坠，精神状态持续崩坏，最终患上思觉失调症。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父亲的缺席让女儿小静一夕成长，主动承担起照顾家庭和母亲的责任，两人的关系
也变得更加亲密。

作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劳拉·穆尔维 (Laura Mulvey) 首次提出了要创建一种
代表和张扬女权政治的电影美学。她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
文中对美国好莱坞经典电影中存在的“视觉快感”的生成机制予以解构，并试图将女性从男性凝视中解放出来，
从而瓦解凝视背后暗含的父权体制。[1]电影《瀑布》打破了传统的凝视关系，运用反凝视的手法来表现女性
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及颠覆。基于此，本文从凝视的三个角度——“被观看者母女两人的反凝视”、“男性角色
的边缘化与批判”以及“女性群体中姊妹友谊的体现”来分析影片中不可忽视的女性主义色彩。

一、多层凝视下母女两人的反凝视

在弗洛伊德及拉康精神分析的引导下，穆尔维认为主流电影实际是为了满足男性视觉快感而设计的，
女性充当的是“他者”的角色，是被阉割的，不完整的、匮乏的。男性成为凝视的主体，通过“看”这一行为，
遮蔽了女性身体所传达的象征威胁与阉割焦虑，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2]而女性作为被动的观看者，是凝视
下的遵从者，在传统男权中心下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以至于多数电影将女性角色刻画成为了家庭忍辱负重、
为了孩子操劳一生、有着母职光环的“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3]影片中母亲的角色无疑是遭受各种凝视
的，这种凝视包含男权、社会规范、甚至是自我的凝视。故事开头的罗品文在工作上被期望塑造成光鲜亮
丽的女强人的形象，在家庭中则竭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然而在电影《瀑布》中，导演特意避开谈论
母亲是如何迎合男性凝视的，而是通过揭露母职中存在的脆弱性，直面母女两人的病态与伤痛，展开她们
因遭遇巨大压力而被生活击垮的艰难历程。承受着如此沉重的约束与凝视，母亲的心灵被摧毁，她在这一
身份下遭受的无助与委屈成为一辈子都想逃离的噩梦与恐惧，对女儿的控制和过度保护也让亲子关系不断
恶化。由此可见，影片深刻展现了母职的承担与反抗这一主题，秉持反凝视的立场批判与反思社会中多层
凝视对独立而自由的女性个体造成的影响。

穆尔维发现，经典电影所提供的视觉快感主要来源于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窥淫癖”和“自恋”。一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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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快感的来源，而电影更是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欲望。由于电影放映厅环境的昏暗，观众变得匿名和
不可见，他们因处于受压制地位，便将这种抑制的欲望投射给屏幕上的表演者；另一方面，基于本身的镜
像理论，凝视可以被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镜映关系，是充满着欲望与幻象的。屏幕上演的故事构成了
想象的母体，观看主体希望透过“看”来获得欲望的满足。[4]这表明多数电影创作者在刻画女性角色时，通常
在荧幕上展示其姣好的身材、温婉的性格、淑女的气质，目的是为了给男性观众提供欲望对象。而在电影
《瀑布》中，对生病中母亲的刻画与传统女性角色大相径庭：不仅细致地呈现母亲对女儿脸上吐水的镜头，
台词对白更是犀利严肃；而多次对母亲蓝光下病态的脸部特写制造出来的诡异恐怖的氛围，更是粗暴地破
坏了男性观众对于女性的“窥淫”和“视觉欲望”，打破了女性角色在男性窥视下的被动处境，无疑是对男性凝
视的反抗和颠覆。

穆尔维指出，屏幕上的叙事规则是以女性角色作为男性的景观、被拯救者，而男性作为观看者、保护
者的角色为基础的，女性形象经过色情编码后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而观众代入男主人公的角度成为自己
在屏幕上的投射，进而实现了观影的视觉快感。[5]然而，《瀑布》刻画的是母女二人从不睦到和解的救赎过
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凝视的蔑视与抗争，颠覆了父权电影中将女性角色设定为符合男性期待的“恋物
对象”这一叙事结构。“瀑布”这一意象在影片中可以指代女性所处的社会困境，不论是丈夫的离开、母女关
系的僵化，还是疫情之下的失业，这对母女始终处于在“瀑布”中央溺水的状态。然而，小静的独立与担责，
母女两人的鼓舞与扶持，“被看”的缺席转变成两人“互看”的温情，最终让她们重新在社会上找到了定位。面
对病情发作、沉浸在被监视和被迫害的妄想中的母亲，小静没有反驳她的臆想，而是运用“表演法”帮助母亲
化解精神危机，让她不再恐惧。同样地，当母亲告诉小静客厅中有一条蛇时，小静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怀疑
态度，通过日常小事逐渐帮她重获自尊和自信。[6]直到母亲的内心趋于平和和安定后，她脑海中瀑布的轰鸣
声终于转变为潺潺的溪流声，对女儿也发出了“好好地跟你一起过下去”的宣言，象征了母女关系的修复不需
要“他”的介入便可完成。而在影片最后，当女儿面临洪水冲击后成功被打捞上岸得以存活时，母女也亦透过
电视屏幕实现了心与心的连接，逐步完成了相互观照的重建。毫无疑问，电影的创作者以对抗凝视的立场
给超越凝视的主动者以美好的结局，进一步张扬了女性自由与解放，鼓励女性冲破社会规范，追求自我。

二、男性角色的失效与批判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凝视”是一种作为权力的观看。[7]《瀑布》呈现的世界是男权的社会，
充斥着被默认的、无处不在的男性权力。罗品文公司里公布减薪的领导是男性，在医院门口拦截小静健保
卡的是男性，扰乱如萱脑海里的声音是男性，多次催缴单的物业管理者是男性，新闻里制定疫情决策的官
员们也是男性，甚至连打断教学的女校管理者都是男性。受到传统道德伦理及社会规范的长期影响，男权
观念已经稳固植根于女性心中。渗入日常的男性权力以规训的方式逐渐宰制女性，以至于长期处于男权空
间里的女性遇到困难时首先会选择依附男性，即产生一种对“被看”的需求。影片开头中的罗品文沉湎于过去
与丈夫恩爱的回忆，渴望前夫的回归，当与女儿产生代沟时第一时间也是去寻求他的帮助。然而，影片所
刻画的男性角色全部是失效的、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根本不关心母女的生存危机的。即使后来遇到了外在
条件一般，却给予母女两人温暖、关怀和希望的卖场主任陈以文，他在叙事上更像是一个仅在形式上提供
帮助的边缘化的“他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母女两人的生活状况。同时，罗品文拒绝与他建立情感联结，也
进一步表明她摆脱“被看”需求，独立完成自我认同的决心。

边沁（Bentham）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作为现代监狱的典范，其构造使得处于囚室的“被看”有了无处不
在的外在束缚，而处于瞭望塔的“看”变成了隐匿和强有力的监视。福柯指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
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已经推广到学校、工厂、医院等诸多机构，监视与规训成为了权力的镜像和普遍的
社会现象。[8]罗品文在思觉失调中陷入屋外有“卫兵”的恐慌，幻想门口有“卫兵”在门口监视母女两人，实质
上是女性在被限制的男权空间里没有安全感的证明。这里的“卫兵”，不仅是秩序与权力的象征，更是现代纪
律社会的隐喻。在一个目光无处不在、监视如影随形的社会中，即便是在自己的房子里，也没有绝对的安
全和隐私，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规则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然而，影片刻画了小静帮助母亲出门假装驱散“卫兵”，
帮母亲打破父亲会回来的幻想，并在之后卖掉毫无安全感的房子，重新找到另一个不需要依靠男性而活的
新住所，不单单标志着她们跨过层层生活的苦难，更暗示着母女两人对男性权力的拒绝与反抗。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掌握着主动权和话语权的男性是“征服者、拯救者”。穆尔维指出，传统主流
电影通常将荧幕上的男性塑造成“更完美、更主动、更有力量”的行动者甚至英雄的形象，从而满足男性观众
透过凝视获得对荧幕上男性角色的自我想象和自我认同感。[9]然而，在电影《瀑布》中，父亲这一角色作为
父权的“具体化身”不仅没有拯救母女两人，反而被刻画成家庭的背叛者。婚内出轨的丈夫与罗品文离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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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妻弃女组建新家庭。他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被召唤、被需要”的形象，从来没有主动出现过，并且
随时间的推移，父亲出现的频次也越来越低，出现的形式也由原来的人在画面到只有声音存在，而最后一
次带有父亲的场景则是女儿对他的指责，这让观众无法代入传统的男性凝视视角来获得自我认同，无疑体
现了创作者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反击。除了在剧情方面表现出对男性人物构建的颠覆，影片中台词对
话的安排亦透露出女性对父亲角色的直接批判，直击男权社会的核心。例如，饭桌上女儿仍记得过去父母
吵架时从母亲口中学来的描述父亲的话语——只是一个提供精子的男人而已，暗含着母女两人对“丧偶式婚
姻”的绝望与批判。又如女儿与父亲告别时的控诉：“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你们的烂婚姻？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一
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妈妈…为什么是我？”这一段女儿对父亲爆发式的不满与反抗直接展现了影片中女性角
色对父权制度的挑战。由此可见，不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剧情的安排，父亲的形象始终是“被动的、失效的、
被批判的”，这毫无疑问是对传统影视中男性凝视的颠覆。

三、女性团结互助下的温暖与力量

穆尔维将凝视背后的性别权力分为三个层面：首先，电影里剧情层面上女性永远等待被拯救，而影像
层面上女性是男性凝视和观看的对象；其次，拍摄过程中，男性摄影师凝视女演员；同时，在观影过程中，
观众认同男性角色行动和目光，借助对男性角色的认同感来凝视女性角色。以往父权思想主导下的电影并
没有赋予女性自主性的地位，女性演员会以受到父权式期待的方式来展现自己，而当观众和剧中男性角色
的目光合二为一时，女性就真正地沦为了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4]然而，作为一部聚焦女性的电影，《瀑布》
中对男性的刻画较少，无论是罗品文公司的领导、前夫、还是卖场陈主任，所有男性形象的描述都是浅尝
辄止，整体上处于附属地位。而当母女两人遇到困难时，也并非出现像传统主流电影中英雄叙事情节那样“英
雄救美”的场景，男性角色“拯救者”的形象反而得到了淡化。相对地，支撑故事发展的始终是女性群体，是
作为施救者的女性角色间的守望相助化解了困境。除了小静外，帮佣阿姨、病友如萱、女医师、卖场女性
同事、女性职员的出现也在母女两人突破重围中发挥了重要力量。这样一种女性联结的展示，意味着女性
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不再等待被男性角色“拯救”，是一种自我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崛起的表现。[10]

穆尔维表示，在影像层面上观影男性会借助男性角色的目光实现对女性角色欲望的凝视，尤其是观看
女性的身体部位。[4]然而在电影《瀑布》中，不仅没有出现任何对女性身体部位特写的凝视，反而多次展现
女性情谊的对话、注视与场景。影片中当帮佣阿姨看到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破碎不堪时，尽管几个月的
薪水拿不到，仍尽心尽力照料火灾后的家。母亲住院时，她主动帮忙照顾小静，并表示自己不是为了要钱，
而是十几年感情促使她这样做，女性友谊在此刻熠熠生辉。如萱是罗品文住院时认识的病友，她们以那副
挂在医院走廊里倾斜的赛马画为契机展开沟通，彼此之间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深厚情谊。如萱对名画的介绍、
夜半歌声，甚至出院时对自己幻听痊愈后的描述都给予了罗品文心灵上的极大安慰与鼓励，开导她勇于接
受未来的不确定性，寻求生命潜在的丰富意义。[11]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如萱是罗品文精神上的影子，是她
生命力的另一面。这种通过与其他女性维持良好关系来抚慰自己心灵创伤的情节安排有利于女性观影者对
角色产生代入感与认同感，进一步体现了女性凝视，无疑是对满足传统男性凝视观感的挑战。

传统父权电影中的女性之间大多数是为迎合男性凝视而建立的敌对关系，鉴于影片内和观看中都有着
对女性的凝视和占有欲，穆尔维指出，女性形象是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点。[4]在影片《瀑布》中，无论是医
院里给予女儿建议的女医师，破例让女儿查询母亲存贷款的女性职员，还是大卖场里友善的女性同事们都
表露出一种女力团结、姐妹情谊（sisterhood）。尤其是母亲在大卖场的新工作，更像是乌托邦般的存在。
在这里，亲密的姐妹一同挽手购物，一起工作的女性同事更像个小家庭，主动邀请罗品文一同吃便当，带
她融入集体。影片中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是不同的个体，她们或善良感性，或坚强隐忍，每一个切面都展现
着光芒四射的女性力量。如果没有女性角色主动伸出援手，母女两人可能会永远被“隔离”在巨大的蓝色防水
层中。而当女性团结一致、积极合作、互相观看时，[12]便跳出了经典男权话语的桎梏，削弱了男性的主体
力量，实现了女性话语表达。女人如水，能润泽万物，亦可滴水穿石。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电影中的“瀑
布”意象又可以指代如水般的女性精神。姐妹情谊的塑造，其实就是在向男权社会挑战。[13]导演借母女间的
隔离和困境，强调了女性之间互帮互助的团结与力量，褒奖了坚韧向上的生活态度，进一步鼓励女性打破
凝视，寻找自我意识。

四、结语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电影，《瀑布》展现了疫情之下母女两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了在井然有序的日常下
潜伏已久的迷失。影片中有意无形的“瀑布”不单暗示着母女两人物性生活的堕落、阶级的下坠、秩序的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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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指人物间情感的汇融、女性力量的闪亮。本文以穆尔维的凝视理论为理论支撑，探寻《瀑布》所体
现的女性主义：母女两人没有被男权社会中的凝视所捆绑，最后实现了自我的解放与救赎；电影中的男性
并不符合男性幻想的“英雄”角色，反而是“无效的、被动的、被边缘化的”；而电影流露出女性在困难面前的
团结合作与姊妹情谊，相对于处于失语状态的男性，无疑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展现。总的来说，电影《瀑
布》将镜头聚焦于疫情之下母女关系的修复与重建，深刻探讨了女性如何运用反凝视来表达女性话语，以
及如何通过“互看”实现自身主体的建构，为当今社会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反抗传递了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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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ing and Counter -gazing: A Case Study of the Female Film The Falls in the
New Era

J ING JING
Qingdao City University, Qingdao,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ore and more female images with distinct female
consciousness are presented in Taiwan's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first
female film directed by Chung Mong-Hong since The Sun, The Fall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ordinary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showing the rise of female autonomy, and can be called a female fil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Mulvey's Male Gaz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aspects of the film:
"mother-daughter counter-gaze", "muted male characters " and "female cooperation",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Falls.

Keywords: The Falls; Male Gaze Theory; Female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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