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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naway, a representative masterpiece written by Alice Munro, is a perfect 
exemplif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volved with literature and psy-
chology in contemporary Canadian literature. In this book, Munro inge-
niously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narrative methods, disclosing miserable 
survival predicaments of females along with the descriptions of female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nermost secret and complex feelings which are often 
overlooked among community group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rotagon-
ist’s escape behaviors and the inner causes of them in Runaway with Freud’s 
psychoanalytical theor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male chauvinism, the heroine Carla is subjected to double attacks of reality 
anxiety and moral anxiety with her spelling errors being the product of the 
jointed manipulation of the subconscious and male-dominated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subjective psycholog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ual value in an attempt to highlight the tension of psychology in promot-
ing novel plots and expanding text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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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逐渐将目光投射到跨学科研究

的范畴之中。不同学科之间的概念范围、话语规则层层架构，使读者在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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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的交错中掌握文学内在的机理。这其中，文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是比较

文学学科交叉最常见的形态，将文艺问题和心理学问题放到人类活动的大框

架下去探讨[1]，研究者则用心理学知识作为参照系去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玄

机。这既凸显文学的特质及规律，又迎合心理学对文学渗透的趋势。心理学

宛如一只无形的手，暗中操控作家的思绪轨迹，影响文艺作品的呈现方式，

诸多中西方文艺理论家致力于揭示文艺作品中暗含的复杂心理学因素。 
《逃离》是加拿大文坛首摘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作家门罗的著作。该著作

文字简约，包蕴深刻的人生哲理，是文学与心理学有机结合的典范。它侧重

描写社区中易被忽略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其内心丰富的心理活动，运用大量

的“旁白、独白”袒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呈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倾轧后陷入

的心理困境。目前学界对《逃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

在叙事文体学综合分析框架下对叙述视角及人物话语行为两方面挖掘作品的

主题、人物性格以及心理的展现过程[2]；其二是从主题学视角阐释主人公行

为内在机理，如丁心怡从事件理论出发探析逃离主题，还原小说中三次逃离

的模态与本质[3]；其三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究逃离成为女性探索自我和表达自

我、实现自我救赎与自我完善的路径[4]。综合来看，研究者鲜少涉及小说文

本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交叉。由于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

的母体[5]，本文拟以《逃离》一书为例，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

主人公的逃离行为及其背后的机理。文章依次阐释在男性书写历史的体制下，

主人公现实性焦虑、道德性焦虑及潜意识对其人格意识及其举措的影响。笔

者希望通过运用心理学对小说文本价值的凸显，深化文本的心理学内涵，从

而拓宽跨学科的研究范畴。 

2. 现实性焦虑：本我与现实的博弈 

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新论》著作中探讨焦虑出现的几种形式，为

文学批评的开展提供了学理依据。他将焦虑定义为一种人皆有之、恼人的神

经症状态，称为对一种外部危险的知觉反应[6]。当社会情境中潜伏的危险因

子阻碍了自我追寻快乐与满足的道路，现实性焦虑就会浮现在小说人物内心。

纵观《逃离》全文，卡拉的现实性焦虑通过两次逃离行动得以呈现，家庭与

社会的倾轧迫使其臣服于鬼魅的现实社会。 
首先，她的现实性焦虑离不开错位的家庭关系。为了凸显亲子关系严重

失衡这一主题，门罗细致刻画卡拉对原生家庭的不屑：“她看不起自己的父

母，烦透了他们的房子”[7]。除此之外，卡拉父母对女儿不屑一顾的态度也

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他们得知卡拉对克拉克暗生情愫后，她的母亲冰冷

地吐露“他会伤了你的心的”[7]。父母无礼的做法昭示着他们对卡拉婚姻的

蔑视。此外，门罗对卡拉哥哥冷若冰霜态度的描述诠释了卡拉现实性焦虑增

长的必然性。家庭成员的薄情粉碎了卡拉内心“本我”的美好幻想，也直击

无穷尽的现实性焦虑和创伤的根源层面。 
其次，卡拉的“本我”和“外界现实”陷入艰难的博弈。正如弗洛伊德

所言，自我预期或预见到不快乐的增长，会伴有焦虑的出现[6]。卡拉的本我

自始至终都在召唤父母的爱，然而冥冥之中她的自我却提醒她外界险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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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性焦虑呈现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曲线。曲线的上升过程即卡拉逐渐将

情感和精神寄托于克拉克。随着卡拉对克拉克的依恋日益加深，卡拉对原生

家庭的鄙夷也逐渐趋向临界点，即她渴望父母关爱的“本我”意识也即将走

向幻灭。实质上，当卡拉下定决心在克拉克的协助下实行第一次逃离计划时，

现实性焦虑已经到达巅峰。在亲子关系断裂的牢笼中，卡拉竭尽全力准备自

己的第一次出逃，以为其与原生家庭关系链条的断裂会缓解现实性焦虑：“她

确确实实就是在哼唱着那支歌曲，她正在离开她的家，拜——拜。”[7] 

然而，男权主义统治下失衡的两性关系将卡拉梦想的天堂生活化为泡影。

尽管门罗对其婚后居所着墨不多，但读者不难推测卡拉时而忍受克拉克的无

尽谩骂，时而为生计所迫从事繁重劳动。克拉克冰冷地审视卡拉的一举一动，

拆解其渴求幸福婚姻的“本我”意识，迫使卡拉内心潜藏着对自身身份一种

难言的焦虑[6]。卡拉梦想幻灭时内心的彷徨暗示现实性焦虑又一次滋生的必

要性。因此，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的卡拉不满婚姻生活的束缚，把救她于

水火之中的贾米森太太视为最后一根稻草，实施第二次逃离计划。 
最后，男性书写历史体制下卡拉的逃离计划实质是羸弱的女性主义与男

权主义的抗争。在社会角色中扮演受压迫方的卡拉饱受男权侵袭，并未参与

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即便卡拉的出逃计划在顺利进行，但她仍会因克拉

克的缺席而惊惶不已，这也为继而她再一次面临现实性焦虑提供学理性依据。

焦虑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或指恐惧之感[6]。当她踏上巴士开启

人生崭新征途时：“她会不知所措的。她还能去关心什么呢？”[7]这既凸显

了卡拉的恐惧，也表现了现实性焦虑。即使门罗没有将卡拉的爱明朗化，但

是她在巴士上的记忆回放，以及她对与克拉克分别的无尽恐惧，都体现出失

语的本我意识。人格结构视域下卡拉的“本我”意识主张两性应彼此尊重，

然而“自我”在感知外界险恶后，向卡拉传达克拉克的离席会带来其生活重

心失衡的讯息。现实性焦虑引发的怯懦逼迫她臣服于父权社会的统治，适应

被男性中心文化他者化的边缘者的身份。 

3. 道德性焦虑：自我与超我的对峙 

除却上文论述的人类对来自外部危险萌发的现实性焦虑外，弗洛伊德在

指出焦虑的另一种形式“道德性焦虑”源于一种特殊心理结构组元的解离[6]。
在自我与超我的对峙中，超我灌输教条化的道德观，自我面对本我对自身欲

望的追寻，担心遭受超我的谴责，随即产生内疚、羞耻等负面情绪。《逃离》

中卡拉两次逃离的怪异行为也呈现出道德性焦虑对卡拉的侵袭。 
第一，卡拉对道德观的认知映射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超我概念。超我引

导卡拉知晓“正直”与“邪恶”的边界线，建构良知与道德的共同体。此外，

长久的雇佣关系使得卡拉与贾米森太太形成深厚的友谊。在这样的语境下，

卡拉很难越过内心道德的界限去从事欺诈等无耻行径。与此同时，丈夫克拉

克陷入金钱的漩涡漠视道德判断，这一举动引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激烈对峙。

在人格结构的隐匿运作下，超我无停歇地谴责克拉克的行为是可耻、荒谬的

综合体，释放内疚感。 
第二，克拉克可耻的计划击溃卡拉内心良知的防线，使其饱受超我价值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926


R. Yan 
 

 

DOI: 10.4236/oalib.1108926 4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观的规训与道德性焦虑的折磨。为谋求心里的平衡，卡拉采取一系列举措淡

化道德性焦虑在内心深处的烙印，这一举动映射精神分析谱系的“防御机制”。

这是“转移”防御机制的具体表征，即将对原先对象的欲望转移到一个较为

安全的地方，借以转移内心的焦虑。在道德焦虑的作用下，她努力转移克拉

克的注意力，企图跳过话题来谋求心理的平衡。在克拉克提出让她协助贾米

森太太家务的请求后，卡拉坚定地说：“她走之前我刚大扫除过。我看没有

什么必要这么快又重新折腾嘛。”[7]该话语的发出映射出卡拉抑制潜藏的不

安因子以规避超我的压迫。 
第三，在道德性焦虑的侵袭下，卡拉在挣扎中祈求完成自我意识的建构，

但这一举措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男权主义统治下的卡拉无法完成性

别复苏，找不到生命历史的归属感。她背叛贾米森重回家庭牢笼时经受的道

德性焦虑与她在筹划逃离计划时表现出的坚定果断有着紧密关联。从人格结

构层面来看，道德领域的超我持续警戒她必须忠诚地履行与朋友的承诺。然

而，被男权中心文化他者化的她对未来生活中克拉克的离场感到恐惧，“自

我”清晰地感知到她已沦落成丈夫的附庸。在“自我”与“超我”的搏斗中，

自我占了上风，所以她最终选择回归丧失女性意识的生活。门罗展现了卡拉

为减轻焦虑采取的压抑的防御性机制，即把接受不了的难言的欲望、冲动、

想法统统埋到无意识中[6]。例如卡拉在出逃失败后收到贾米森太太的来信在

水槽里把它点燃。这一举动映射了卡拉对过往记忆的排斥，潜意识深处拒绝

承认自己曾经试图逃脱克拉克。卡拉采取的另一防御机制是“否认”，对某

种痛苦的现实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加以否定[6]。当克拉克向她提到遇到贾米

森之后，道德感被碎片化的她为求心理平衡，只能被迫否认逃离计划的存在。

小说的结尾揭示自我防御机制是无效的，卡拉依然深受道德性焦虑的戕害，

“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那根针依然存在。”[7]  

4. 困兽之斗：潜意识的独角戏 

逃离在传统批评语境下通常被批评家视为消极词汇，该术语一般指代主

人公受现实生活困扰后为谋求心理平衡而采取的举措。人物在潜意识的内力

作用下，其在逃离过程中的怪异行为偏离正常运行的轨道。拼写错误或笔误

是主人公潜意识外泄和男权主义社会合力操纵的产物。 
小说中存在很多潜意识外泄的动作描写。即便言语层面并未涉及，但书

信是卡拉潜意识的心理表征。卡拉在突破心理防线后给丈夫写了一封诀别信：

“我已经走了。我不会有是的。”[7]写信的举动不仅暗合精神分析法中“失

误”动作的特质，也暴露了卡拉执行逃离计划中被压抑的受男权主义规训的

潜意识。弗洛伊德将失误行为划分为三种范畴。其一是笔误，指代人物可能

注意到或未曾注意过自己书写的内容与其本身意图不吻合的现象。卡拉的笔

误行为，即将“事”书写成“是”，这不仅是循环系统混乱的表征，更是人

格建构理论之中“自我”调节失败的鲜明表现。自我是逻辑的化身，理智地

调控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然而，自我一旦稍有松懈，本我就会逃脱超我

的监管，无拘无束地浮动在潜意识层面。因此，笔误实质是被压制下去的自

我转变成与当事人意愿相反或者相同的产物。在执行此次逃离计划时，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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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意识依然呼唤克拉克的陪伴，故笔误的动作泄露了她对病态婚姻生活的

依恋。 
究其原因，卡拉的第二次逃离中的笔误或拼写错误行为充斥浓厚的男权

意味。男权社会固有的劣根性将男性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忽略了遭受肢体

与精神双重压迫的社会底层女性群体。典型的男尊女卑主仆二元对立关系渗

透进家庭生活，女性是被边缘化的客体，是男性思维模式被动的衍生物。在

文学作品中被类型化、在社会生活中被物化的女性深受男权主义的戕害，承

受着来自男性群体目光的注视，任由自我主体意识一点点被吞噬直至消亡。

同众多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一样，卡拉是处于社会底端的替罪羊，丧失性别

话语权，在婚姻生活中处于失语状态。她深谙丈夫的习性，知晓占有欲极强

的丈夫不会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此外，她自身也没有具备充分的勇气挣脱

男权社会强加在身的锁链。因此，身体和精神被碎片化的卡拉虽然表面上在

执行逃离家庭的计划，内心却对逃离计划的结果持悲观态度。卡拉书写的“I 
will be all write”中的“write”泄露了卡拉的潜意识思绪，告知读者她的逃离

行动仅停留于书写层面，并不会将其付诸实践。 

5. 结语 

“文学”与“心理学”是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要素，也是批评家近年来探

索的文学批评新范畴。在《逃离》这部短篇小说中，门罗将叙述视角聚焦于

社区群体中极易被忽略的女性生活状态，揭示出平凡女性在爱情、家庭方面

的生存困境。鉴于小说文本存在大量女性隐秘心理活动的描述，本文着重探

讨人的主观心理在诠释文本价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凸显心理学在推动小

说情节、扩展文本内涵的张力。主人公在做出道德选择时内心经受现实性焦

虑、道德性焦虑的侵袭，在实行两次逃离计划时外露的潜意识，其逃离过程

既是精神分析人格理论本我、自我、超我与外界的博弈过程，也是女性主义

与父权社会的抗争过程。在男权主义的欺凌下，一方面卡拉的主体意识不断

增强，感知到建立平等、相互尊重的两性相处模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卡拉

脆弱的内心经受着现实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双重袭击，也是其自我意识处

于“失语状态”、“逃离”计划走向幻灭的催化剂。通过阐释小说主人公逃

离行为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不仅可以进一步知晓门罗的写作意图，唤醒游离

于社会边缘地带女性同胞对重获话语权的重视，也使得文学与心理学在渗透

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互通、互补、互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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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精神分析视角下《逃离》主人公逃离行为探析 

摘要：当代加拿大文坛女作家艾丽斯·门罗的代表作《逃离》是文学与心理

学跨学科研究的完美例证。该作突破传统的叙事手法，描写社区群体中常被

忽略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其内心隐秘复杂的情感，揭示出女性悲惨的生活困

境。本文采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深入探讨了《逃离》中主人公的两次逃

离行为及成因。分析表明，女主人公卡拉在男权主义的欺凌下内心经受现实

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双重袭击，其笔误是潜意识和男权社会合力操纵的产

物。本文着重探讨人的主观心理在诠释文本价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期凸

显心理学在推动小说情节、扩展文本内涵的张力。 

关键词：跨学科研究，《逃离》，精神分析，主人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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