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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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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由国内著名女性导演徐静蕾导演并参与主演的一部电影，电影根据奥地利作家史蒂

芬·茨威格创作于1922年的同名小说改编，描绘了一个女人执着而凄美的一生。整部电影充斥着淡淡的哀伤。

电影中的女主角，在少女时期爱上了风流的男记者，在明知对方不把自己当作真爱的情况下，坚持怀孕生子，

直到临终时，她用信的形式将自己曾经的心路历程告诉对方。女主的成长历程与荣格的“原型”理论相契合，

本文试图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角度，基于对影片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探寻在“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背景下，

女性是如何完成其自性化成长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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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赋予作品丰富细腻的心理呈现和隐忍而又激

烈的情感内涵。导演徐静蕾在故事情节上并未作很大的改编，而是从女性视角切入，完成了跨时空、跨

文化、跨性别下的电影与小说的文本对话。通过电影的叙事艺术为观众呈现了完全不同于小说的女性形

象，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将爱情置于一切之上的女性形象。

她有着真正独立的人格，任由自己爱着，她的爱不受男人花心的影响，不受其他女人的影响，也不

受另外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的影响，更加不受世俗的条条框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心灵成长之路

遵循了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自性理论。

1  荣格的原型理论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自古以来物质、精神世界不断经验积累形成的，是具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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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认知的并被同一群体普遍接受和不断继承的一种共性的意象。

荣格认为，心灵包含有意识与无意识结构，无意识包括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原型作为集体无

意识的基本内容，必然是离不开集体无意识的。集体无意识是荣格在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的基础上所

提出的，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是针对个人而言的，是个体无意识。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有重

要意义的四种原型，分别是人格面具（The persona）、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阴影（The 

shadow）、自性（The self）等。

2  父权制下“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

个体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文化不断建构的产物。影片中有一个细节，一夜欢愉之后，

男记者偷偷地将一些钱放到了“陌生女人”的手包里。这个行为无意间将爱他的女人变成了妓女，同时

将自己变成了嫖客。男人可以花心，女人则因为社会地位的问题，当激情与肉欲不再的时候，将会被男

性无情地抛弃，甚至是被忽略与贬低。它表现了女性在人格上的不独立，只能活在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和

牵制之中。

进入父权社会后，人们总喜欢对女性形象进行异化。人类社会进入男权时代后，为了巩固自身

统治，男性文化开始编撰一系列对女性形象加以亵渎、摧毁与邪恶化的历史。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哲

学家都不看重女性，除了认为女性参与了生殖活动以外，不曾从其他任何角度去考虑女人的性质。

基督教哲学虽与古希腊哲学有着不同源头，但是对女性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却不谋而合。在《圣经》

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亚当，夏娃则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的，清楚地传达了“女性是

男性的附庸”的认知，象征女性智慧的蛇则被视作是引诱女性贪婪、嫉妒和狡诈的源泉。托马斯·阿

奎那在对女人的看法上，主张生命是有等级秩序的，男人高于女人。近代以来，对理性的推崇，不

仅证明了人对自然的优越性，而且证明了男性对女性的优越感。正是这种分类图式把女性归入低级

的自然范畴，把男人归入高级的社会范畴，建立起一整套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秩序，为性别不平等

提供了合理性论证。

3  阿尼姆斯与自性化

在父权制意识形态控制下，社会文化制度建构起“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命运”的男性第一性、女

性第二性的性别秩序，使女性成为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在社会结构上处于相对弱势。正如影片中，当

他们再一次相遇，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在无数的女人之间徘徊。而

她却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她，她不愿自己的孩子在陋巷的垃圾堆里长大，所以她和别人在一起，跟那些

可以为她提供那样生活的人，无论年轻的还是老的。可笑而又合乎常理的是，再次的相见他还是没有想

起她，一如八年前一样。影片中她这样对他说：“时隔八年，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圈子里，我

常去的地方也是你常去的地方，我常遇见你，我们甚至有共同的朋友，而你又一次的忘记了我，可怕的

陌生。你总是认不出我是谁，而我也已经习惯。经过了这些年的战乱，国破家亡，我对你的感情，显得

那么微不足道，连我自己也羞于一提，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在你生日，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我们第

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你送我的那一枝一样，以纪念那已经忘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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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高潮在他们的第三次相遇。这个时候她和他在一起时，是以一个歌女的身份。女主明知眼前

的这个男人是怎样一个人，可是当他向她发出邀请时，她还是像着了魔一样地答应对方，经过十几年的

变迁她始终没变，只要他叫，她就跟着走。很多人认为女主的爱是卑微而悲情的，但从分析心理学的角

度上看，主宰这一切的正是女主心中的阿尼姆斯，即男记者是女主心中挥之不去的，无法抗拒的阿尼姆

斯形象。只有他才能满足女主对男性欲望的全部幻想。

导演徐静蕾在原著的基础上对女主的形象及心路历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电影中的女主与原著中的

女主不同，她并非只是一个完全依赖于男性的软弱女人，也不是把男记者进行神化的无脑卑微女。当她

得知自己怀孕后，她并没有去找孩子的父亲为其负责，而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生活的艰难带给自己

的压力，她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且自由的生活状态，活得体面而有尊严。在成为母亲后，她独自抚养孩子，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定而体面的生活。这正是女主内在自性化的体现。

荣格将自性化定义为一个人成长为心理上“个体”的过程，即一个独立的、看不见的统一体或 “整

体”。荣格认为自性化是心理成熟的过程。自性化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在影片的后半段，

女主渐渐地打开了她的情结，走上了属于她的自性化之路。

4  总结

通过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女性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母亲与父亲在社会文化

中的不同地位。在父权社会中，女性长期以来一直生活于男性压迫之下、以男性的附属物和崇拜者身份

存在、失去自身社会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事实上，女性与男性之间生来并没有智力与能力上的本质差别，

女性具备完全的理性潜能，在有些方面甚至还要强于男性，是后天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女性低于男性的局

面。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阳具中心主义”的性别本质论。弗洛伊德认为，人天生便具有“性别”，

阳具的存在与否是赋予个体性别身份的唯一依据。“阳具中心主义”凸显了男性的优越地位，由于身体

上缺少阳具，女性将永远生活在“阉割情结”和“阳具嫉妒”心理之中。“阳具中心主义”表达了对女

性的歧视。总之，作为性别差异基础的不是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之间并不存

在逻辑对应关系，就像生理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并不必然具有社会性别意义上的“女性气质”，也不必

然会衍生出一套与之相应的“女性意识”，“母亲”也好，“妻子”也好，都只一种性别经验，这种性

别经验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是社会建构的要求和结果，这意味着性别差异是历史的而非自然的，是后

天的而非先天的。

荣格的原型理论，让我们了解到集体潜意识对人类心灵的深刻影响。父亲作为父性的原型，母亲作

为母性的原型，经历了人类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漫长进化与发展。原型理论对人类最大的影响就在

于它给人类营造了刻上集体无意识烙印的心灵世界，世人带着人类祖先共同的遗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对女性的贬低成为了世人普遍接受的集体潜意识。由此可见，男性与生俱来的优

越感使女性很难有机会成为与他们平等的独立个体，受集体潜意识的影响，女性想要获得和男性相同的

社会地位显得尤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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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Film “Letter 
From a Strange Wo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ng’s 

Archetype Theory

Lan Li

Jiaxing Nan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xing

Abstract: “A letter from a strange woman” by the domestic famous female director Xu Jinglei direct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leading role of a film,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Austrian writer Stephen Zweig created in 
1922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of the same name, describes a woman’s persistent and poignant life. The film 
is filled with a touch of sadness. In the movie, the heroine fell in love with a romantic male reporter when 
she was young. She insisted on getting pregnant and giving birth when she knew the other side did not 
regard her as true love. Until her death, she told the other side her heart course in the form of a letter.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heroine is consistent with Jung’s “archetype” the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women complete their self-growth under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background of “men are inferior 
to wom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fil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Key words: Jung archetype; Individuation; Female grow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