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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角色建构研究 

                   A Study on the Role Construction of Bi Gan’s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学生姓名：陈含冰 

指导老师：李树枝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毕赣是一位“作者电影”风格强烈的中国导演， 2018年中国大陆上映的《地

球最后的夜晚》全方面呈现了他此种以个人记忆为基调书写，音乐、文学等诸多艺术

媒介形成互文的作者风格。他热衷、擅长于电影符号之于角色主体的建构性，以破除

传统电影结构的姿态，对电影的叙事和文本的架构进行逻辑性嬗变。本研究将从第一

与第二电影符号学的角度，由弗洛伊德对于梦境的解析理论，拉康的“能指学说”以

及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切入，探析《地球》中对于男主罗紘武，

及女性角色小凤、万绮雯、凯珍的角色建构。 

第二章将针对毕赣如何使用空间符号、童年符号、文艺符号以及时间符号，建构罗

紘武主体之于影片空间建构的形象与心理；其移位的“父亲”身份；对爱情的欲望念

想；以及主体的叙事时间进行探析，并运用拉康的“能指”链对罗紘武的身份建构进

行解构和梳理。第三章将以罗紘武的“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解析文本中的女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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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这条情感“能指链”上充当的能指变形。并且，对该文本营造的父权压制下，女

性角色的自主意识如何进行自由突破进行论述。 

本研究主要运用罗兰·巴尔特的“所指”与“能指”学说，对文本中符号的变形

改造进行隐喻的分析，以及对角色的心理表现进行深入剖析。同时，也将运用拉康的

“能指”学说，对两条主要的男性和女性的能指链进行身份联结的解构。弗洛伊德关

于梦的解析理论，也将用以分析影片“现实-梦境”的时空建构，以及其中男女角色形

成的欲望、心理的转化与实现。 

本课题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以电影符号学为切入视角的研究参考较少，并且多集中

于对固定影像符号的分析。前人的研究中，对于以文本中父权视角下的女性为课题的

研究零星，难以形成讨论和比较的空间。 

本研究基于前人对于《地球》中影像符号的探讨，进一步结合拉康的“能指链”

和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理论中，男性、女性的象征符号，解构、阐释了罗紘武的“父亲”

身份。并且，将文本中的文艺符号和角色的心理所指建立起联系。同时，本研究加深

完成了对文本中女性角色自主意识的探析，补充探讨了此种自主意识在影片结构“现

实-梦境”中的转换分析。此外，本研究对女性角色如何形成“俄狄浦斯情结”的“能

指链”，结合弗洛伊德的学说从性别符号的角度，做出了针对性的符号解析。 

 

【关键词】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角色建构；能指链；梦的解析；电影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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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中国导演毕赣在 2017年拍摄的一部爱情惊悚主题的华语

剧情片，首映于 2018年 5月 15日的戛纳电影节,出品公司为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

司和荡麦影业（上海）有限公司。电影的编剧是毕赣和张大春，主演是汤唯，黄觉，

张艾嘉。电影主要讲述了中年男人罗紘武因为父亲的离世，重返故乡贵州凯里。导演

通过以罗紘武的好友白猫的凶杀案作为线索，引出罗紘武对记忆中消失的恋人万绮雯

的搜寻旅程。这其中包括了男主角的梦境记忆，对万绮雯神秘身份的谱写，以及他自

身的情感欲望。影片后六十二分钟使用了长镜头的 3D叙事，电影的对白语言除了汉语

普通话，还有贵州方言。 

毕赣迄今为止拍摄过三部电影长片，分别是处女作《老虎》，《路边野餐》和本

文将要探讨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他的作品从自身的记忆叙事出发，拍摄技术上擅

长使用长镜头，侧重以影像符号堆砌的角色建构，在记忆的闪回中营造意识流的效

果。毕赣电影中大量的隐喻致使文本有深层的解构空间。本文将从电影符号学的角度

出发，探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角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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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毕赣出生于 1989年 6月，家乡在中国贵州省凯里市。毕赣的父母很早离异，母

亲是理发师，父亲经常不在家，从小他和四个姑妈、四个妹妹一起生活。2008年，毕

赣进入了山西传媒学院的电视编导系就读本科。同年，毕赣自编自导了短片《南

方》。2010年，毕赣拍摄了第一部剧情片《老虎》。 

台湾导演侯孝贤和俄罗斯导演塔尔科夫斯基是对毕赣影响最深的两位导演。毕赣

认可塔尔科夫斯基对于乡愁的定义，即“乡愁实际上是精神性的”。
1毕赣的电影思维

和素养皆学自侯孝贤，他认为电影来自于拍摄实践和追溯自己。2此外，毕赣的电影语

言诗性色彩浓郁。《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穿插了毕赣创作的诗歌—“你数过天上的星星

吗/它们和小鸟一样/总在我胸口跳伞”。电影名取自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同名小说，电

影的英文名“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则来自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同名自传

剧作。毕赣认为诗和电影存在一种落差的关系，而这种落差就是他想要的电影的美

感。3“作者电影”是毕赣电影一贯的风格，他认为“写实就是电影的天性，我不会去

违反这个天性。那在写实的层面如何去实现想象，我还有诗歌”。4诗歌作为文学性的

存在，弥补、延伸了毕赣电影文本中的想象和空白。 

   毕赣的电影文本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和感受，继而进行变奏和虚构。《老

虎》是拍给自己死去的一位朋友，毕赣言“那个朋友和老虎有关系”。
5《地球》中张

艾嘉饰演的白猫妈妈是一位理发店女老板，而毕赣的母亲也在理发店工作。并且，

 
1 毕赣，李迅，符榕，〈在落差中发现电影的美感〉, 《当代电影》2015 年第 12期，页 90。 
2 毕赣，叶航，〈以无限接近写实的方式通往梦幻之地——访《路边野餐》导演毕赣〉, 《北京电影学

院学报》2016 年第 03 期，页 95。 
3 毕赣，李迅，符榕，〈在落差中发现电影的美感〉, 页 89。 
4 毕赣，叶航，〈以无限接近写实的方式通往梦幻之地——访《路边野餐》导演毕赣〉, 页 94。 
5 毕赣，叶航，〈以无限接近写实的方式通往梦幻之地——访《路边野餐》导演毕赣〉, 页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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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中之所以罗紘武的空间位置随着梦境的深入而下沉，是因为凯里市地处亚热

带，地势错落起伏是毕赣的本体生活经验。6 

毕赣拍摄《地球最后的夜晚》采用非线性叙事。他对男主罗紘武的时间记忆进行

了解构和建构，影片由三个时空交错叙事，分别是十二年前的童年记忆和十二年后的

当下形成的双线叙事，以及 3D 叙事中超现实主义的罗紘武的梦境时空。毕赣言，

“剧本是一段一段的文字和描述，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堆一堆块状的东西，破碎的

东西，我慢慢把它整理成一个场景，像个魔方、像个积木一样，我慢慢、慢慢把它搭

建起来”。
7 对于观众，如何破解碎片化镜头里所蕴含的情感意蕴和角色建构，便需要

将毕赣堆起来的魔方，重新化解为个体符号，作为打开《地球》的钥匙。 

     电影符号学是 20世纪 60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而诞生的研究，它使电影语

言的研究成为严格意义的语言学。
8 电影符号学分为两类，第一电影符号学是运用结

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电影作品的结构形式，强调电影是用影像表达的一种

语言符号系统。9第二电影符号学，是和精神分析学结合，形成以心理结构模式为基础

研究电影机制的电影符号学。
10本研究将结合第一与第二电影符号学探析《地球最后的

夜晚》中的角色建构。 

  

 
6 袁爱清，王凯，〈故事表达与人文聚焦：华莱坞“作者电影”叙事美学探析—以《地球最后的夜晚》

为例〉，《东南传播》2020 年第 01 期，页 63。 
7 郑中砥，〈毕赣：我如何创造了《地球最后的夜晚》〉，《中国电影报》2019年 01月 03 日，第 011

版〈访谈·综合〉。 
8 陈晓云主编，《电影理论基础》（第 2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页 106。 
9 陈晓云主编，《电影理论基础》（第 2版），页 106。 
10 陈晓云主编，《电影理论基础》（第 2版），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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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由于《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于 2018 年，对于该电影的学术研究仍有待进一步

挖掘。目前笔者掌握的学者学术论文中，有三十三篇和电影文本相关的研究。其中，

十四篇主要聚焦于探讨电影中的时空叙事，四篇浅析了电影的拍摄技巧和叙事情感，

两篇以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影片的大众接受度和电影定位，一篇关于影片的民俗元素分

析，一篇以生态批评为论析角度，一篇以“复调”理论探讨片中多角度的对话关系，

一篇围绕影片中的身份建构进行探讨，其余九篇以电影符号学对电影文本进行剖析。

本报告选取和课题贴合的九篇电影符号学论文，及身份建构的一篇论文进行概析。 

首先，学者赵黎畅，汪琨和徐晓庚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与电影隐喻表现》中联

系了毕赣之前的影片《路边野餐》，分析了互文的符号“锁”和《地球》中出现的新

符号“门”，但论文没有对影片中其他叙事符号做进一步的剖析。
11并且，在涉及弗洛

依德的梦境理论时，也未有结合影片中的梦境中的符号进行深入的解析和联系。论文

虽然挖掘了《路边野餐》中诗歌作为文学符号背后的文学意涵，但缺乏对课题《地球

最后的夜晚》中的文学符号的探析。其次，学者唐文昊在《<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

隐喻及叙事留白》中剖析了电影中“野柚子”和“旋转的房子”的符号隐喻，并提及

了罗紘武自白中的“氢气”和“石头”是与他记忆相关的符号隐喻，并把这些符号和

罗紘武的身份建构联系，探讨了符号背后的身份隐喻。
12 

 
11 赵黎畅，汪琨，徐晓庚，〈《地球最后的夜晚》与电影隐喻表现〉，《电影文学》2019年第 14 期，

页 71-73。 
12 唐文昊，〈《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隐喻及叙事留白〉，《电影文学》2019年第 18 期，页 10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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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以下六篇论文皆从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理论作为切人视角。学者开寅在《<

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场拉康主义能指漂移游戏》中使用拉康的“能指”理论对该电影

进行符号分析。
13无论是影片中的“蛇”，亦或“手表”和“乒乓球拍”，作者都进行

了“所指”和“能指”的深层剖析。同时，该论文提及了影片中“男性”和“女性”

作为性别符号在“能指”链条中的联系。学者金明在《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

的电影诗学建构》中，以拉康的“符号域”概念切入影片，以“水”作为符号探讨其

所传达的都市衰败意蕴。此外，作者提出梦境叙事中的“索道”、“汽车”等都是

“被加速的时间性为特质的现代符号秩序。
14此篇论文完善了性别符号的部分，作者以

“身体”和“空间”的符号化解析了影片中父权社会的法则，主角的恋母情结和建构

了女性的性别身份。学者胡璇和王金展则是在《记忆与梦境下“父名的隐喻”—精神

分析学视域中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一文中，对罗紘武的身份建构进行了循序渐进

的探索。此文以拉康“父名的隐喻”引入文本，对罗紘武家庭关系进行探讨，并由弗

洛伊德的梦境理论结合影像符号，对罗紘武父亲所象征的“父名的隐喻”进行了详细

分析。
15同时，探讨了罗紘武和母体欲望的联系。最终完成了罗紘武的身份认同研究。 

学者邓婷婷在《自我的回归：精神分析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此篇论文

中，主要以拉康的“象征秩序”和“想象秩序”对文本进行了解读。16全文聚焦于罗紘

武母亲的符号研究，缺乏对于罗紘武父亲或其他文本符号的探究。学者王文娟《〈地

球最后的夜晚〉精神分析电影理论解读》中，仅仅概述了影片文本的内容大概和引用

 
13 开寅，〈《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场拉康主义能指漂移游戏〉，《电影艺术》2019 年第 01期，页

48-53。 
14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文化艺术研究》2019年第 04 期，

页 132。 
15 胡璇，王金展，〈记忆与梦境下“父名的隐喻”—精神分析学视域中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传

媒观察》2019 年第 08 期，页 79-84。 
16 邓婷婷，〈自我的回归：精神分析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镇江高专学报》2021年第 02

期，页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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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影片的台词，未有进一步结合精神分析学的具体理论进行学术分析。 17学者何煦在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影像叙事与视觉隐喻分析》中，则是提到影片符号化了女性人

物“万绮雯”。
18 

学者杨玉霞在《“断裂”的影像与“含混”的意义—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叙

事探索》一文中提及了“蜂蜜”、“苹果”、“老鹰”这些连接着罗紘武童年记忆的

身份符号，但是剖析较为单面化，未有涉及到影片中关于性别符号的身份建构。19对于

仅有的一篇“身份建构”课题的论文《<地球最后的夜晚>身份叙事建构与解构》，学

者王锐则是对影片中的伦理身份 —儿子、情人和父亲，幻想身份 — 万绮雯、左宗元、

白猫进行了身份建构的解析，并在最后将这些身份建构和主体罗紘武联系在一起，但

缺失了符号解析的环节。
20 

综上所述，可见对《地球最后的夜晚》的论文探究中，将电影符号学与角色建构

联系，并进行深入剖析的论文仍有待补充完善。除了《<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场拉康主

义能指漂移游戏》、《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和《记忆与

梦境下“父名的隐喻”—精神分析学视域中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此三篇论文对影

片中的符号结合电影符号学理论进行了详细解析，并涉及到人物的身份、角色建构，

其余论文都仅选取了影片中零星符号进行浅层探析。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上述三篇关

于电影符号学和身份建构的论文，结合电影符号学理论，对影片中罗紘武及女性形象

的角色建构进行进一步分析。 

 
17 王文娟，〈《地球最后的夜晚》精神分析电影理论解读〉，《明日风尚》2019年第 11 期，页 133。 
18 何煦，〈《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影像叙事与视觉隐喻分析〉，《视听》2021 年第 09期，页 112-

113。 
19 杨玉霞，〈“断裂”的影像与“含混”的意义—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叙事探索〉，《电影文

学》2020 年第 10期，页 83-86。 
20 王锐，〈《地球最后的夜晚》身份叙事建构与解构〉，《电影文学》2019年第 08 期，页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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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在大二修读了“文学批评”课程后，笔者对“符号学”中“符号”的“能指”、

“所指”产生了探究兴趣。法国学者麦茨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中第一次将索绪

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应用于电影研究。在电影符号学中，电影是一个符号系统，而这

个系统包括了：多样的、活动的、摄影的影像；文字行迹；录下的语言；录下的音乐；

录下的噪音与音响效果，影片的意义是通过整个符号系统创造出来的。
21 

     《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由符号堆砌而成的影片，毕赣的电影语言是诗性的，

这意味着文本中处处充满隐喻的神秘感。除了构成主角罗紘武“父亲”身份的童年符

号以外，影片中还存在导演对男女人物塑造的性别符号，在台词和插曲上亦使用了诗

句和上世纪流行音乐作为文艺符号。在市场观众无法大范围接受这部剧情片的背后，

是符号的加密给影片的直观观影感受增添了艰难和不确定性。 

     故笔者尝试使用第一电影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和第二电影符号学中

的精神分析学，以及拉康的“能指”学说，探析毕赣如何使用影像符号完成影片中人

物的角色建构？毕赣又运用此些符号建构出了何种角色？这两个关键问题。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研究针对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主要探究影片中电影符号的运用，探究剖

析它们所完成的角色建构。首先，是影片中的性别和情感符号，以此探究电影中女性

 
21 陈晓云主编，《电影理论基础》（第 2版），页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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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万绮雯、凯珍和罗紘武母亲小凤的角色联系和父权下女性的自我意识。其次，由

文艺符号，即上世纪的流行歌曲，毕赣的原创诗歌等；童年符号，即“乒乓球拍”等，

以及空间符号和时间符号，研究罗紘武的角色建构。在本研究中，也将参考 2018 年至

今诸学者对该电影的论文成果，并以第一、第二“电影符号学”理论作为研究理论。 

 

第五节 研究方法 

 

     基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为电影文本，故选用的研究方法为“文本细读法”、第二

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批判法”和第一电影符号学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法”。 

     首先，《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个电影文本，通过影像符号和台词的剖析能够深

入文本，新批评中的“细读法”是研究文本的基础。“细读法”的目的是捕捉词句中

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
22通过“细读法”去解析符号背后的隐喻，可以了解文本

更深层次的含义。并且，“细读法”的特点是主要分析词语和修辞手段所形成的多重

意义以及它们与作品的结构的关系。
23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正是剖析文本符号的多重意义， 

“细读法”可以通过符号的透析，建立文本内容和碎片化结构之间的联系。 

其次，鉴于《地球》中存在长达六十二分钟的梦境建构，毕赣通过对罗紘武记忆

的梦境再现和重塑，用大量符号呈现了其“恋母情结”。在第二电影符号学的“精神

分析批评法”中，弗洛依德“梦的解析”理论等都是可用于解析罗紘武梦境的研究方

法。同时，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既可完成对罗紘武的角色解构，也可解

开文本中几位女性角色之间的内在身份联系。此外，电影理论家戴锦华在“精神分析

 
22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154。 
23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54。 



9 
 

女性主义的电影理论”一章提及拉康的“父之名”概念，即在成长过程中，男孩/孩子

迫于父亲的权威的威胁，将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狄浦斯阶段，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

转向其他女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
24这一理论紧扣罗的角色谱写。 

最后，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法”中的“能指”与“所指”。作为一个电影文本，

第一电影符号学的研究重点在于“电影的语言符号特性、电影符码的划分以及影片的

叙事结构”。25无论是对文本中具体符号的探析，还是对文本结构的逻辑分析，解析电

影符号的表层和深层含义都是重要的环节。故本研究基于罗兰·巴特的“能指”和

“所指”理论，并结合拉康的“能指”学说，对电影文本的符号指义进行分析和研究。 

  

 
24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页 142-143。 
25 陈晓云主编，《电影理论基础》（第 2版），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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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球最后的夜晚》罗紘武的角色建构 

 

 

《地球》中，毕赣通过空间建构、罗紘武的梦境建构、文艺作品、时间的隐喻象

征，完成了其角色建构。本章将以此分类为“空间符号”、“童年符号”、“文艺符

号”和“时间符号”四部分来解析片中与罗紘武角色建构相关的影像符号，并结合第

一电影符号学中的“所指”和“能指”理论、拉康的“能指”学说对这些符号如何完

成罗紘武的角色建构进行探析。 

 

第一节 空间符号：罗紘武的主体影射与空间元素建构 

 

在《地球》中，镜头随着罗紘武的移动所展示的视觉空间：无论是随处可见的

“水”元素，亦或罗紘武的家乡凯里各处空间的颓败。在审美体验的背后，这些空间

建构都呈现出罗紘武的个体生命于空间变迁中所体现的压迫感。 

“空间符号”在能指通向所指的道路上充满了隐喻。26符号的“能指”带有自主性，

即“被系统改造成了有条理的形态”，而“所指的暧昧性使物在认识上保留了粗糙感，

即认识的多样性”。27罗兰·巴尔特言，“能指的内质永远是质料性的（声音、物品、

形象）”28，“所指不是‘一件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象”。29 

 
26 葛颖，《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页 105。 
27 葛颖，《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页 106。 
28 [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页 33。 
29 [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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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影片中，罗紘武所处的现代空间建构里，多处流淌着“水”这一符号元素，

可归类为互相联结的三部分。其一，是凯里阴雨连绵的气候，譬如罗紘武驾驶汽车时，

车载电台播放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内，凯里将迎来强降雨天气… …发生塌方，

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较高”。“泥石流”的内质是奔腾的水流，它的“能指”意味着影

片中现存空间面临的崩坏，这个空间影射的不仅是凯里的自然环境，更是罗紘武主体

世界的能指。并且，这个空间的建设带有“固有伦理的崩坏”的暗示。
30 

其二，“水”作为符号联结着罗紘武的记忆世界。无论是废弃房屋内的水光，还

是夹着老照片的旧灯上零落的水滴，都以滲漏的水引出罗主体世界中摇摇欲坠的情感

记忆。“作为符号秩序失真的重要‘能指’,滲漏的水在电影里频频出现，隐喻了‘真

实域’中无法控制的危机与灾变”。31影片中，自然元素的“水“符号是罗紘武情欲的

变形能指。在影片和女主万绮雯相关的场景空间中，譬如万绮雯走路的漏水隧道，车

窗上的迷离水光；二人偷情时，罗紘武游泳的泳池；万绮雯所站的老旧电影院门口的

瓢泼大雨等，这些情感欲望所架起的空间无不和“水”息息相关。 

 

 

图一：旧灯上零落的水滴 12:1332 

 
30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0。 
31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1。 
32 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海：荡麦影业有限公司，2018）。注：本报告中所有援引截图（图一

到图二十）皆出自此部电影，后缀数字为截图时间点，后不再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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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空间符号”具备“认识性”，“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体现了认

识主体意志的世界，是他的思想与情绪的外化物，是他身体的外延”。33影片中，公共

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建构，形成了罗紘武主体世界的能指和思想情感的延伸所指。 

影片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废弃工厂，拆迁影院等，这些具象化的空间符号的内质

皆为破败不堪，正在被拆除的都市残桓。随着对罗紘武曾生活过的空间现存颓败性的

展示，毕赣以此反映出“对于社会转型期边缘文化地位的个人意绪与经验”34，是罗紘

武的主体世界在空间环境变化下的消亡状态的能指变形。它们也隐喻罗个体身份—情

感、记忆在空间变化中的窘迫处境和逐步瓦解。 

 

 

图二：家乡的断壁残桓 01:09:38 

 

再者，电影中存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形成“扩张-缩减”的二元对立，例如罗

紘武行走的霓虹街道和他所栖居的狭小旅馆房间。影片中展示的私人空间，譬如电影

院下方的地穴、白猫的家是矿穴以及旅馆幽暗的光线环境等，都体现了社会环境给个

体生命带来的压迫感。这些空间意象反映了消费社会带来的资本在城市无节制的扩张

 
33 葛颖，《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页 106。 
34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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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空间紧张，是对于个体生命空间吞噬的焦虑表现。35毕赣借由影片空间建构所营

造的压迫感，传递出罗紘武再次归乡，面对如今的凯里和记忆世界的断裂所产生的惶

惑感，以及其内心在有限环境中的幽闭。 

 

        

  图三：罗紘武栖身的旅馆 04:38        图四：小镇的霓虹街道 17:22 

 

由此可见，影片以“水”为符号线索，流淌进罗紘武生活的空间建构，以此能指

了他在客观空间下，逐渐瓦解的主体世界，所指了其记忆与情感的危机预兆。同时，

运用私人/公共空间所形成的“压迫-扩张”的二元对立，凸显在现有空间下，他内心

的心理压迫感和主体的无立足之空间。 

 

第二节 童年符号：罗紘武的梦境建构与“父亲”身份 

 

《地球》中，在以罗紘武人生记忆为基础，进行自我构造、梦幻嬗变的情境里，

最重要的角色建构之一，便是矿洞遇到小男孩时，毕赣使用符号所呈现的罗的“父亲”

身份。之所以为探析“童年符号”，而非“父亲”身份和“矿洞”、“橱柜”所象征

 
35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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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宫”所意味的“性符号”，是因本部分将探讨罗紘武未出生的孩子因“父亲”

的缺位而不存在的童年记忆—从母体“子宫”到童年的游戏过程。同时，本部分将结

合拉康的“能指”学说对“父亲”身份的能指链进行进一步分析。 

梦境开始后，罗紘武摇着手摇矿井车进入一个漆黑的矿洞洞穴。弗洛依德提及，

“女性生殖器则以一切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事物为其象征，例如坑和穴，罐和瓶，各

种大箱小盒及橱柜、保险箱、口袋等”。
36“矿洞”的能指可看作是女性生殖器“子宫”

的变形改造。“矿洞”中蕴藏着小白猫（罗紘武给予矿洞中小男孩的称呼）的出现—

作为罗未出世儿子的形象投射，与此同时，小白猫是从“橱柜”中钻出，这同样赋予

了其从“子宫”中钻出来的意味。 

并且，罗紘武在由听到乒乓球声后，搜寻小白猫的过程中，手中所持的“枪”符

合男性特征的能指变形，弗洛伊德言“男性生殖器在梦中有各种不同的象征”，“如

小刀、匕首、枪、矛、军刀等”。
37“枪”作为符号在此处和“矿洞”所能指的“子宫”

形成了男女特征的呼应交合，象征了小白猫的“出生”。另一方面，在“意”上，罗

紘武对小白猫言：“除了你，谁会来我家偷东西？”可见，小白猫在“矿洞”中的存

在只有罗紘武知晓。这也符合罗在影片前部分所提，自己和情人万绮雯有过一个未出

世的孩子。再者，“矿洞”在梦境中的作用符合“子宫”培育生命的生理功能。小白

猫在其中并非一个婴儿，而是一个十二岁孩童，“矿洞”赋予他的生长性与“子宫”

孕育生命的普遍特质联系在了一起。38“矿洞”中十二岁的小白猫是罗对未出世的儿子

的出生至童年的过程想象。 

紧接着，随着乒乓球拍的被移，小白猫从橱柜中钻出后，和罗一起打乒乓。在这

 
36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 118。 
37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17。 
38 梁力军，《毕赣导演电影中的梦境研究》（河北：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1），页 27。 



15 
 

一段梦境建构中，“乒乓球拍”的出现进一步确认“小白猫”的身份是罗紘武未出生

的儿子。在影片前部分，万绮雯告诉罗紘武自己好像怀孕了，感觉是个男孩，是个运

动员。罗紘武对此表示，他可以教孩子打乒乓。从“所指”的方向，罗紘武这支从柜

门上拔出的乒乓球拍和柜子打开后小白猫的出现，指向了罗紘武个人记忆的释放与想

象的弥补。从下面将讨论的由“老鹰图案”指向“父亲”身份形成的拉康的能指链和

毕赣对拉康镜像理论的运用可看出。 

 

       

图五：柜子上的乒乓球拍 01:16:01      图六：“老鹰图案的乒乓球拍”01:20:04 

 

影片中，毕赣通过乒乓球拍上的老鹰图案，完成了对环绕罗紘武的双重“父亲”

身份的能指。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凝缩”是一个单独的表象代表了几条联想的链

条，它就位于这些链条的交叉点上；“置换”则是通过一条联想的链条与第一个表象

联系在了一起。
39拉康基于此提出了新的“换喻”结构，即“正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连

接，通过利用含义发回的价值（以便用朝向其支持的缺乏的欲望来投注它）”，并且

“能指把存在的缺乏置于对象关系之中”。40 

在梦境中，“老鹰”是单独的表象，也是能指链中位于几条联想链上的交叉点。

 
39 黄作，《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页 201-202。 
40 黄作，《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页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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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罗紘武好友白猫的尸体上有“老鹰”图案；其二，白猫的外号是“老鹰”。当

这两条能指链统一指向矿洞中的小男孩是白猫的儿子时，此处出现了拉康的“换喻”

结构，即罗紘武把对未出世的儿子的“存在的缺乏”，置于了好友白猫的对象关系之

中，形成了看似罗对“父亲”身份的混乱，实则为“换喻”。目的是完成“老鹰”图

案之于罗紘武所代表的“父亲”身份的能指。在拉康“父之名”理论中，他提出“一

种双重的角色：或者父亲早就应该死去，一个好父亲取而代之，患者很容易和后者取

得一种亲如兄弟般的关系”。
41白猫的死去、罗紘武和小白猫打乒乓的桥段以及电瓶车

开出山道时轻松的对话，皆体现了拉康所说的“死去的父亲”，而罗紘武成为了那个

取而代之的，兄弟般的“好父亲”。在这条极富逻辑性的能指链下，毕赣完成了罗紘

武“好父亲”身份的“能指”建构。 

另一方面，罗紘武此种以缺乏的欲望来投注于梦境的实践，在影片中亦体现在，

小白猫带领他走出矿洞时，毕赣设置了小白猫给他一件大衣的情节，而这件大衣是小

白猫的父亲所留下的。电影作为一种“想象的能指”，拉康提出过“实在界、想象界、

象征界”的镜像理论，而在《地球》中，这段梦境正是罗紘武坐在电影院中开始的想

象，是一段影中影。罗紘武正是在“想象界”中“‘安全’地实现欲望”42，最终披上 

那件“我爸爸”的大衣，并在小白猫的引领下走出矿洞（完成“父亲”身份）。 

 

 
41 黄作，《漂浮的能指—拉康与当代法国哲学》，页 145。 
42 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页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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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八：“父亲”身份的“换喻”01:24:01 

 

“游戏体验是童年最基本的一种体验”43，而梦境中小白猫这一种最基本的童年体

验—乒乓球，却是罗紘武以梦境完成的想象的建构。由此可见，毕赣试图通过从“矿

洞”、“橱柜”（“子宫”）到“老鹰图案乒乓球拍”，由这些符号隐藏的含义—孩

童的出生、童年最重要的游戏体验，对小白猫的童年进行补全，完成整个罗紘武所缺

失的“父亲”体验，直达统一的“能指”—罗紘武的“父亲”身份。 

 

第三节 文艺符号：诗、画、曲中，罗紘武的爱情欲望 

 

    影片中，毕赣对于罗紘武的角色塑造围绕着他的爱情记忆。毕赣通过诗歌、海报

诠释以及电影配乐作为文艺符号，对罗紘武的爱情心理及欲望进行了“所指”和“能

指”的影射，揭露了现实和梦境的冲突下，罗紘武最终对爱情渴求的圆满实践。 

     首先，毕赣惯以在电影中使用文学符号，以主角吟诵原创诗作，来烘托主体情绪。

在《地球》中，罗紘武和凯珍（万绮雯的另一形象）走入破旧的屋子后，毕赣设置罗

 
43 赵霞，《失落与复归—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的审美批判》（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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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起咒语（诗歌）：“用刀尖入水/用显微镜看雪/就算反复如此/还是忍不住问一问/

你数过天上的星星吗/它们和小鸟一样/总在我胸口跳伞”。诗歌中“刀尖-水”；“显

微镜-雪”；“星星-跳伞”所形成的质料张力，以及文本的梦境氛围和二人身处的废

墟所形成的二元对立感，正是对罗紘武此段爱情中“现实-梦境”的“能指”和“所指”

体现。它既是罗紘武“现实-梦境”的感情意境的能指变形，同时“诗歌和废墟般的屋

子融合了罗紘武现实和梦境的情绪”。
44废墟的“所指”是现实中万绮雯的离去，所导

致的罗紘武的阴沉心情。梦境中，罗紘武则以诗歌为咒语，建构出一个梦寐的爱情过

程：和凯珍如愿“飞翔”。弗洛伊德认为，梦中高飞是性兴奋的表现，而梦的目的在

于满足欲望。
45并且，如上节所提，“刀尖”带有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女性器官常比

喻为“有水的风景”。
46可见，诗歌作为“飞翔”咒语的“所指”正是罗在梦境中对美

满爱情的欲念渴求。 

其次，毕赣在电影海报中再创作了法国画家 Marc Chagall 的油画作品《散步》

（The Walk）。对于罗紘武梦境中爱情“飞翔”的构造，则来自于该画家的另一幅画

作《城镇之上》(Over the Town)。这两幅油画作品作为图画符号的“所指”正是罗紘

武对于幸福爱情的渴望和现实爱情带来的颓靡心理。其一，《散步》据传是夏加尔送

给妻子的三周年结婚纪念礼物。47画作展现二人幸福的微笑，画面色彩为艳丽的彩色，

左下角的桌布亦是热烈的红色。然而，毕赣作为电影海报，把色调转换为黑白，“原

本明亮的色调变得阴沉压抑又神秘”48，而这正是现实中罗紘武爱情心理的“所指”。

其二，《城镇之上》描绘的是在空中自由飞翔的一对恋人，这幅画的内容吻合梦境中

 
44 甘婷，〈时空碎片/游荡者与诗歌文本—评毕赣电影中的废墟意象〉，《西部广播电视》2023 年第 02

期，页 186。 
45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18。 
46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19。 
47 陈琳钰莹，《毕赣电影音乐艺术研究》（昆明：昆明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20），页 91。 
48 陈琳钰莹，《毕赣电影音乐艺术研究》，页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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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紘武和“万绮雯”在屋中所发生的“飞翔”。并且，《城镇之上》画中下方的城镇

是夏加尔的家乡 49，梦境中，罗紘武想象中的爱情“飞翔”，也正是发生在家乡凯

里。由此可见，毕赣借影片对于《城镇之上》的视觉化诠释，转而由视觉体验多重强

调了罗紘武此种想要和恋人自由飞翔的爱情欲望。 

 

               

图九：《地球》海报
50       图十：The Walk51      图十一：Over the Town52 

 

最后，影片配乐邰肇玫“墨绿的夜”、伍佰“坚强的理由”和中岛美雪《アザミ

嬢のララバイ》(蓟花姑娘的摇篮曲)贯穿了罗紘武的爱情记忆。其一，具有时代、地

域特征的音乐符号，能迅速而简便地营造故事规定的背景氛围53 ，“墨绿的夜”是上

世纪八十年代发行的歌曲，毕赣借此渲染了罗紘武爱情记忆的怀旧气息。它作为记忆

性的音乐符号，对于毕赣营造1990年代世纪末的音画景象起到了很好的效果54，烘托了

关于情人万绮雯的爱情记忆之于罗紘武的久远感。在歌词上，“鸟儿乘着夜的翅膀/神

 
49 陈琳钰莹，《毕赣电影音乐艺术研究》，页 91。 
50 〈《地球最后的夜晚》长镜头惊艳戛纳 汤唯最美形象诞生〉，凤凰网娱乐专稿，2018年 05月 16

日，http://hainan.ifeng.com/a/20180516/6579329_0.shtml。 
51 陈琳钰莹，《毕赣电影音乐艺术研究》，页 90。 
52 陈琳钰莹，《毕赣电影音乐艺术研究》，页 90。 
53 葛颖，《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页 72。 
54 陈琳钰莹，《毕赣电影音乐艺术研究》，页 50。 

http://hainan.ifeng.com/a/20180516/6579329_0.shtml


20 
 

秘地掠过”、“她带给我们飘渺的思想/无远弗届”既隐喻了罗紘武对于这段爱情的幻

想憧憬，也勾勒了它的神秘性。“无远弗届”也应和了罗对于万绮雯的踪迹不断追寻

的过程。再者，“墨绿的夜”歌名是对罗紘武印象中情人万绮雯形象的“能指”，万

所穿的墨绿连衣裙，二人的感情关系所处的阴暗环境，都是对于此歌名的暧昧变形。 

其二，“音乐制造的形象的不确定性，能激发观众的主观性思考，将形象的意蕴

更好地与主题联系起来”。
55 伍佰《坚强的理由》是一首与莫文蔚的对唱歌曲，罗紘

武具象化了情歌中的男性形象。歌词不断重复的“我知道你要离开我”、“当你说你

要离开我”，此种别离情绪正是罗紘武面对万绮雯的离开，内心的抒情“所指”。 

最后，中岛美雪《アザミ嬢のララバイ》(蓟花姑娘的摇篮曲)中关于“睡吧”与

“忘记”的歌词，“所指”了罗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游离的心绪。“忘了/忘记”是罗反

复提到的台词，而这一种“遗忘”的特性和机制让他构建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记忆，

遗忘使得记忆有了重建的可能。56对于万绮雯模糊的记忆，和对这段过往爱情的向往，

使罗紘武进入梦境：“只要看到她，我就知道，肯定又是在梦里面了”。 

由此可见，毕赣通过歌曲描绘出罗紘武面对情人离去的感伤。与此同时，“墨绿

的夜”能指了万绮雯留在罗心中的倩影。Marc Chagall 的油画和毕赣的原创诗歌则完

成了罗由现实转入梦境的心理“所指”过程。最终，罗的爱情欲望在梦境中进行了想

象的延伸和满足，他所期冀的和情人“双宿双飞”的渴望也在梦境中得以建构实现。 

 

 
55 葛颖，《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页 72。 
56 温彩凡，〈虚实一体—：论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梦与记忆的艺术建构〉，《美与时代》2022

年第 08 期，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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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时间符号：罗紘武主体视角下的叙事时间 

 

    作为一部非线性叙事电影，《地球》的叙事时间建构自罗紘武的主体叙事视角。

下面将从 “蛇”、“火车”、“手表”所形成的时间的“莫比乌斯环”;“夏至-冬至”

时间长度的二元对立和“时钟”来探析其主体世界中，这些时间符号对于“时间”的

“能指”改造。 

    首先，影片中有一场景，罗紘武身旁有一只装有蛇的玻璃箱。古埃及时代，流传

出“衔尾蛇”图案，它表现为一只蛇形生物头咬住尾巴自噬，象征着再生和永恒。它

发展出“无限循环”或“无穷无尽”的深层次含义，所转换出的无穷符号“∞”和莫

比乌斯环亦有所联系。
57在影片中，此象征无限循环的符号可看作是时间线的“能指”

变形。同一场景中，罗紘武所处的二楼窗户下方，轨道驶过的“火车”亦可看作无限 

循环的时间符号。皮尔斯提及，“时间符号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其任何构成性的相

关项。它可以是对消逝的觉知，但与此同时，它绝不会因此而完全忽视连性”。58电影

中沿着轨道连续行驶的“火车”正是时间消逝的“能指”。莫比乌斯环的特性之一，

是假设一个人沿着它的一面向前走动，他无需做任何特殊的转弯、翻滚或者倒立的动

作，就可以回到出发点的背面。59此特性也正暗合了影片中火车直驶而过的消逝性。 

 

 
57 开寅，〈《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场拉康主义能指漂移游戏〉，页 49-50。 
58 [意]艾赫拉特著、文一茗译，《电影符号学：皮尔斯与电影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页 234。 
59 开寅，〈《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场拉康主义能指漂移游戏〉，页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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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蛇” 52:00 

 

此外，这一种无限循环的时间性，通过“手表”这一时间符号，在几位女性角色

之间形成了时间的内在闭链，建立起罗紘武无始无终的时间循环。罗紘武的母亲小凤

将“手表”留给他，而罗将其送给凯珍，回到影片开头，这个“手表”又戴在万绮雯

的手腕上。“手表”在影片中形成了女性角色之间的身份能指链的同时，它也是罗紘

武自身叙事时间的能指链。对于童年时母亲的离去和十二年前的情人万绮雯，罗紘武

的时间在记忆中循环往复，以“手表”的非常理出现，进行错乱的时间能指，沦陷其

中，不断回到能指的起点。正如开寅所提，“他似乎永远在前进，却不断地回到物理

上相同但观感截然不同的时空位置上”
60，“手表”这一象征时间永恒性的符号，正是

对罗紘武无限循环的时间世界的能指。故，影片中对于“莫比乌斯环”的时间符号改

造，是罗紘武循环性主体时间的体现，也是影片内在的时间结构。   

再者，影片中罗紘武在现实里和万绮雯相遇在“夏至”：一年中白昼最长，夜晚

最短的日子，而在梦境中却变成了“冬至”：一年中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此

种“夏至-冬至”所形成的时间上极端反差的二元对立，是对罗主体世界中时间叙事的

重塑。皮尔斯提到，“时间要么是物质化，要么是心理的概念化”。61 客观节气的模

 
60 开寅，〈《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场拉康主义能指漂移游戏〉，页 50。 
61 [意]艾赫拉特著、文一茗译，《电影符号学：皮尔斯与电影美学》，页 223；227。 



23 
 

糊不清、互相颠倒，正意味着罗紘武的记忆中，时间“能指”系统的定义篡改。此种

心理层面的，对于时间概念的定义不清，正是罗紘武主体时间记忆淆乱的体现。 

最后，“时钟”作为传统的时间符号，在影片中的“能指”便是罗主观世界的时

间系统的“停滞”和主体意识造就的时间“回流”。影片中可见，罗紘武在漏水的房

间中所拿起的（父亲的）“时钟”是坏掉的状态，这个能指系统是指父亲离世后，罗

紘武的时间系统便处于停滞的状态，连同他的人生中父亲缺位的感情、记忆状态。其

后，在打开时钟发现了那张旧照片之后，从水中的倒影可以看到，罗逆时针拨动了时

钟的表面。此处人为逆时针转动的“时钟”，是罗紘武主体世界记忆回流的时间系统

的能指，为接下去即将开启的梦境重塑做了时间结构上的铺垫。 

 

       

                   图十三、十四：“钟表”12:44；13:53 

 

    可见，毕赣将影片中的时间结构碎片化为了罗紘武记忆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

无论是“蛇”、母亲的“手表”、父亲的“时钟”，亦或“火车”等。他以高度凝练

的时间符号，呈现了罗紘武主体世界中，时间无限循环的状态，而这一种往复正因为

爱情、亲情在最初起点的刹那停滞。罗由此进入了心理上自我重构时间的符号领域。 

综上，毕赣由上述的影像符号塑造了罗紘武的角色形象：一个因现实中爱情远逝，

情人迷踪不定，而在梦境中建构美好爱情过程的男人；以及一个沦陷在“父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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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位中的男性形象。影片通过空间的建构，体现了罗紘武的主体之于现代空间的个体

压抑状态和暗流的情感欲望，继而通过拉康的能指链，由“矿洞”、“橱柜”、“老

鹰图案乒乓球拍”的符号能指，完成了罗紘武“父亲”身份的建构。同时，毕赣的诗

歌、夏加尔的油画、伍佰和中岛美雪的歌曲隐喻了罗紘武的爱情想象。“蛇”等莫比

乌斯环的符号能指则在呈现罗紘武循环时间宇宙的同时，“夏至-冬至”等符号作为客

观时间的模糊化，也体现了其主体世界中时间定义的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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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球最后的夜晚》女性形象的角色建构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毕赣以一条漂浮的女性角色“能指链”，环绕完成了

罗紘武“俄狄浦斯情结”的诠释与男性成长的历经过程。片中罗紘武的母亲小凤、情

人万绮雯、梦境中变幻的万绮雯形象：凯珍，这三位女性角色在文本中，以自身的形

象交替转换“恋母情结”的欲望能指和其后的“超越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本的

男性符号域下，三位女性角色的自我意识由现实进入梦境后，完成了对父权社会的抗

争，最终到达自我生命逃逸固有父权凝视的状态。 

 

第一节 情感符号：小凤、万绮雯、凯珍的“俄狄浦斯情结”能指链 

 

上一章节中提及“手表”在电影的女性角色间形成了身份的能指链，此节将从第

二电影符号学的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所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出发分析罗紘武

的母亲小凤，情人万绮雯，梦境中万绮雯的另一形象：凯珍，这几位文本女性角色之

间的内在联系。 

“俄狄浦斯情结”为“恋母情结”，这也是这几位女性角色之间的根本联结。电

影文本中这几位女性角色的出现都源自于毕赣对于罗紘武“恋母情结”的能指链诠释。

罗紘武的母亲小凤是这条能指链上的起点，如电影中几位女性之间的身份传送物：

“手表”的本质象征是母亲小凤留给罗的情感遗物，是小凤“最贵重的东西”。由电

影可知，小凤在罗小时候因为想和情人养蜂人私奔，但是养蜂人不同意，所以小凤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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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了两人偷情的屋子，最后自己也在火灾中死去。戴锦华在阐述“俄狄浦斯情结”

时，提到有些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战胜俄狄浦斯阶段，“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转

向其他女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拉康称之为对“父之名”的接受。
62 

“俄狄浦斯情结”的前半阶段提及，“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转向其他女人”，影

片中罗紘武母亲小凤的角色转向情人万绮雯的移情过程正是对这句理论的体现。母亲

小凤的角色建构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其之于罗紘武生命的离场，而在梦境前，女性角

色“能指链”上的情人万绮雯便是其“恋母”的化身。并且，此时的罗紘武尚未“使

自己成为一位父亲”，罗紘武和万绮雯的关系恰恰仍旧是“母子”的影射。电影中有

一处场景，罗紘武在泳池中游泳，他爬上岸后，万绮雯用手抚摸他的头。弗洛伊德提

及，“出生的象征常不离水，或梦见落水，或梦见由水中爬出，或做梦救人出水，或

做梦被从水中救出，这都象征着母子的关系”。
63罗紘武从水中爬出，正是对自己“出

生”的能指完成，而万绮雯在此处的角色充当了他心理上母亲形象的投射，作为他

“出生”后第一个抚摸他的女性。关于之后罗如何使自己成为一名父亲，在上一章节

中已解析论述。 

 

图十五：罗紘武水池游泳 53:07 

 

 
62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43。 
63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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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影片进入梦境后，出现了万绮雯模样相同的另一形象凯珍和母亲小凤的

“理想形象”。毕赣通过对凯珍和小凤的角色建构，完成了罗紘武“俄狄浦斯情结”

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并进行了其“超越性”的体现。

其一，母亲小凤在梦境中的形象，实现了罗紘武现实记忆中母亲离世前所言的，想把

自己头发染红的心愿。并且，梦境中的小凤拿着火把，和养蜂人进行了成功的私奔。

此种私奔行为的成功，正是源自于罗紘武拿着枪对养蜂人的逼迫。弗洛伊德提到，

“隐念中的不快情感有一部分出现于显梦之内”
64，母亲小凤在罗紘武童年时和养蜂人

私奔的失败，以至火灾的丧生，是他隐念中不快的根本，而梦境中，红发小凤的出现

帮助罗紘武实现了对此种不快情感的消除。 

与此同时，红发的小凤在梦境中解答了罗紘武对她为何选择抛家弃子的提问，而

这个提问正是罗紘武在现实中想要询问已故母亲的缺憾。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被

压抑的欲望以伪装形式出现的满足。
65红发的母亲小凤在梦境中的出现，起到的主要作

用正是为了弥补罗紘武记忆中的遗憾，以及释放他对母亲火灾丧生的压抑感情。此外，

红发小凤在梦境中体现了罗紘武战胜“恋母情结”的“超越性”。“俄狄浦斯情结”

的主要内涵中具有，男孩仇视父亲，想要独占母亲的依恋情感，但从电影中可以看到，

罗紘武在梦境中持枪使自己成为父权象征的男性后，对于欲望的实现，是协助母亲私

奔而不是独占母亲。 

此种罗所展现的“成长的超越性”在文本的另一女性角色凯珍身上有直接体现。

梦境里，凯珍帮男友看台球场，在遭受打台球男性顾客的骚扰后，罗紘武用暴力行为

驱赶走了骚扰者，并在转动“老鹰图案的乒乓球拍”后帮助凯珍离开。“乒乓球拍”

 
64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69。 
65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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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影中存在的偶发性的性象征，可以与男性特征相联系。66上章亦提及，在梦境的刚

开始的“矿洞”中，“乒乓球拍”已完成罗紘武父亲身份的建构。与此同时，凯珍与

万绮雯相同的容貌，意味着她是“能指链”上万绮雯的“能指”，而在现实中，罗没

有能够帮助万绮雯逃脱左宏元，这一种欲念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的实践。毕赣在此处

再诠释了“俄狄浦斯情结”，其中的“父亲”与“母亲”已符号化为原始形态的“父

权”和父权下受难的女性。戴锦华提到，男孩最终会 “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获得成

长”，而这一种成长意味着“对来自父亲的权威、威胁的恐惧和最终认同”。
67影片中，

罗使用暴力威胁男性骚扰者，随后以象征其“父亲”身份的乒乓球拍帮助凯珍离开，

正是对他作为一个男性长大成人的变化象征。 

由上可见，“小凤-万绮雯-凯珍”形成了一条“俄狄浦斯情结”的能指链，从最

初小凤作为罗紘武母亲的离开，到万绮雯之于罗紘武的“恋母”移情作用，到最后在

象征欲望实现的梦境里，凯珍作为万绮雯的再现，使罗紘武在遇到小白猫找到自己的

父亲身份后，进一步在男女的两性关系中，“成为父亲”。 梦境中红发的母亲小凤，

和这条能指链最初的罗紘武死去的母亲小凤，形成了首尾相合的闭链，如同“手表”

在影片女性之间的传送。不同的是，罗紘武从现实中依恋母亲的状态，转而成为了经

历了“俄狄浦斯情结”后长大的男性。 

  

 
66 梁力军，《毕赣导演电影中的梦境研究》，页 28。 
67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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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性别符号：失踪的女人？父权牢笼下女性主体意识的逃逸 

 

     在《地球》中，尽管毕赣以罗紘武为主体塑造了他生命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但在

这种男性主导的视觉想象与视觉快感中 68，万绮雯、母亲小凤和凯珍的角色建构中仍

旧凸显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而罗紘武作为男性，其功能可看作是对女性主体意识

冲破父权的一种协助。从文本中女性对于“蜂窝”、“铁门”等符号的逾越，可见毕

赣对于父权系统的解构，而“野柚子”则是女性自由意识的“能指”改造。   

     首先，影片通过母亲小凤、万绮雯和凯珍这三个女性角色，表达了她们对于“离

开”父权系统的自主意识萌发。无论是罗紘武母亲小凤的私奔念想（爱情自主权）；

万绮雯和罗紘武所吐露的，自己也想过要离开凯里（左宏元）的念头；凯珍在梦境中

对罗所言的，自己想离开的决定，这些无不体现了三位女性角色对于自身生命逃逸出

父权体系的渴望。对于此种“逃逸”渴望，最为显著的传递符号是“野柚子”。在万

绮雯的口中，如果自己能找到野柚子，罗紘武就要帮自己杀掉禁锢她生命的左宏元，

而对于凯珍，她则表示自己在玩的水果机头奖也是“野柚子”，她曾向自己许诺，如

果玩到头奖，自己就离开凯里。“野柚子”对于她们两个而言，是“自由”意识的能

指变形和具象化，也是对于自主自由这一种意识的渴望的所指。并且，凯珍本身便是

万绮雯在能指链上梦境中的角色建构，毕赣借由梦境帮助她实现了此种自由意识。 

     弗洛伊德提到，一个欲望的满足可产生快感。
69片中，凯珍在梦境中实现了万绮

雯在现实中萌发的自由愿望。罗紘武转动象征男性特征的“乒乓球拍”后，凯珍和他

 
68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2。 
69 [奥]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页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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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飞了起来，上文言及，梦中飞翔是性兴奋的表现。这也侧面证实万绮雯的自由欲

在梦中得到了满足，在凯珍游戏机得到“野柚子”后，她便实现了自己从前的许诺。 

 

         

 

 

             图十六、十七、十八：“野柚子” 01:39:29-01:39:44 

 

另一方面，毕赣创造了象征着父权系统最直接的符号：“蜂窝”。在影片多处， 

譬如邰肇玫被关在监狱里时，“蜂窝”状的监狱窗户；小凤在梦境中想私奔时，“蜂

窝”状的铁门，这些“蜂窝”结构的出现不仅仅是对罗记忆中母亲和养蜂人偷情的隐

喻再现，也是父权系统的具体符号化，其用来禁锢女性的架构能指。毕赣以此体现了

父权之于女性自由意识的阻碍和精神、肉体的双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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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九、二十：“蜂窝”01:52:45；28:20 

 

此外，影片通过对男性暴力的书写，体现了父权系统带给女性角色的身体创伤。

在现实中，万绮雯被左宏元殴打；在梦境中，凯珍被打台球的不良少年骚扰。并且，

左宏元对万绮雯的操控，也是万绮雯作为女性不得不顺应父权社会的欲望法则，肉身

在消费社会与父权制度的合谋下逐渐成为失去能动性的主体的体现。
70学者金明提到，

毕赣试图通过包裹着性别要素的身体呈现来体现现代秩序中性别权谋的博弈。71至此，

可见片中的女性角色小凤、凯珍和万绮雯在父权系统操控下，身体和精神所遭受的压

制和暴力。 

     然，诚如金明所言，毕赣用身体呈现来性别的博弈。在《地球》中，女性在遭受

一系列的父权强制后，毕赣使父权符号解构化，呈现了父权系统的衰微。首先，片中

的女性结局（梦境/现实）皆为自主性逃逸或消失，最终导向她们离开父权系统后，留

给罗紘武或其他片中男性的身份的消失。相反，片中无论是现实中的左宏元、白猫，

亦或梦境中的不良少年和养蜂人，他们分别呈现的生命状态是死亡和被压制的状态。

其中包括梦境的最后，养蜂人话语权的丧失，这和现实中男性处于主导地位的状态形

成了对立的写照。女性身体在欲望的支配下不断充盈，开始了对父系伦理的反抗。72 

 
70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3。 
71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4。 
72 金明，〈符号学视域下《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诗学建构〉，页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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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在影片中塑造梦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和延伸罗紘武主体记忆的遗憾与想

象，而万绮雯和其母亲小凤便在此种欲望的实现中充当了主体角色。罗紘武母亲小凤

在梦境中对于私奔欲望的实现，正体现了她对于男性权力的彻底反转，从现实中被养

蜂人抛下的弱势地位，变成了“勇于改变命运的勇士”。
73正如梦境中，小凤说她要和

养蜂人私奔的原因是，“我吃了很多苦，至少在他那里蜂蜜是甜的”，此种“吃苦”

和甜味蜂蜜的意指，是父权系统下女性受苦受难，和女性自主意识中对于爱情自由向

往的隐喻转换。 

罗紘武在梦境中，更多的是顺寻自己的主体记忆，从男性视角的凝视，看着女性

如何挣脱父权的束缚，逃逸向自我生命的自由。拉康在其“幻想”理论中言及，“当

凝视令我们逃离象征秩序进入想象情境，那便是幻想所在”，“在幻想中，欲望的对

象总是会从我们的凝视中逃逸而去”。
74戴锦华进一步阐释为，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能

是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75小凤作为罗紘武“俄狄浦斯情结”的欲望对象，是他生命

中的缺席。与此同时，现实中小凤身处父权社会的凝视和困顿之下，但进入梦境的想

象情境后，毕赣使其逃离了男性秩序的符号象征领域，在罗紘武作为男性的凝视中逃

逸向自主权的自由形态。 

    《地球》中的女性角色在记忆中父权社会的笼罩下，历经了父权体系的符号牢笼，

以及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桎梏后，在梦境中实现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并且，小凤与万绮

雯的自由意念的化身：凯珍，对父权进行了自我的反抗行为，从而达到了最后的“逃

脱”和固有男性凝视下的“消失”。 

 
73 唐文昊，〈《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的隐喻及叙事留白〉，页 104。 
74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页 185。 
75 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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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地球》中小凤、万绮雯和凯珍在形成女性角色的身份能指链，完成

罗紘武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同时，她们对追求自我生命的自主意识，在梦境中也得

以欲望的满足与实现。毕赣以她们形象的“能指”链，通过“现实-梦境”，形成了父

权社会下，女性角色的自主意识由萌发到反抗到冲破父权阻遏和凝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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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语 

 

 

        在诗意的电影语言下，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将第一电影符号学与第二

电影符号学完美诠释的理论电影。无论是男主罗紘武的身份迷踪和主体世界的梦境记

忆，还是女性角色小凤、万绮雯和凯珍之间因男主的“俄狄浦斯情结”所形成的能指

链，这些环环相扣的角色书写之下，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学说理论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

线的效应。与此同时，在文本符号堆砌而起的男性记忆中，女性在父权社会下的自主

意识也在梦境的实践中得以自由的突破，并引导男主走向战胜自我的过程。 

在对此电影的角色建构研究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男女性

特征的符号象征，也对拉康的“能指”学说之于身份移动的能指效用，产生了更具体

的运用理解。正如毕赣在采访中所言，“《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个涵盖过去、现在、

未来三重空间影像的东西”。 具象的电影符号剖析，对符号链上的“能指”改造和

“所指”的心理表现，是观众深入此电影文本，肃清混乱思维，进入电影时空逻辑的

关键。毕赣作为一个艺术学识深厚的导演，他使电影符号作为文本情感内容、结构输

送媒介的背后，创造的各个角色亦形成了彼此的媒介功能，传递出互为联结的暗涌情

感与记忆流中的缺憾与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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