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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闱中的“看”与“被看”

——解读《甄嬛传》中的女性群像

□ 陈红梅

【摘  要】电视剧《甄嬛传》是2011至2012的年度大戏，剧情中出现的女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从而勾勒出一
幅个性鲜明、波澜壮阔的女性生活群像。剧中的女性分为“被看”和“看”两种。“被看”的女人实际上不过是

“第二性”的“小主”，而“看”的女人则显示出她们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由于时代局限，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注定只能是悲剧性的，并且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甄嬛传》；“看”；“被看”；“女性群像”

古装电视剧《甄嬛传》堪称是2011

至2012的年度压轴大戏。仅从北京、上

海两地来说，《甄嬛传》在北京影视

频道的平均收视率8.7%，最高收视率

13.99%，创下北京影视频道新播出纪

录。①2012年5月，《甄嬛传》在东方

卫视上演大结局，上海本地收视率破

10%，全国最高达到2.5%，这一数字也

再次刷新了该剧播出以来东方卫视电视

剧在本地和全国的收视最高值。②

《甄嬛传》的走红原因是多方面

的：华美的服饰、文雅的语言、跌宕的

情节等。然而有一个地方是《甄嬛传》

与以往所有电视剧不同的，那就是它剧

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之多前所未有，复

杂起伏的情节将她们个个衬托得活色生

香。她们表面上享有着无上的尊宠，但是

宫闱中的暗流汹涌却时刻有将她们卷入绝

境的危险。于是，为了生存，她们暗地里

较量，费尽心机，从而勾勒出一幅个性鲜

明、波澜壮阔的女性生活群像。本文将群

像中的她们分为“看”的女人和“被看”

的女人两种，以期从这个视角分析她们不

同的生活轨迹与人生追求。

一、“被看”与迎合：“第二性”

的“小主”

通过选秀而入主后宫的女人，被

仆人们称为“小主”，“小主”乃是对

她们身份及地位的肯定。这些“小主”

们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任务就只有一

个，那就是努力得到皇上的宠爱和临

幸，能再有个一男半女的，那便是最好

不过的了。剧情中嫔妃们明争暗斗的情

节，全都是围绕如何铲除异己、保全自

身，以便更多更久地获得皇上的恩宠而

展开的。正如剧中所说，在后宫中，皇

上的恩宠就是一切。然而，皇上只有一

个，能赐予女人们雨露的男人，就这么

一个，为了得到这个男人的心，哪怕只

是一时的，后宫中的女人们也都使尽百

般解数，皇后、华妃、安陵容、丽妃、

祺嫔、曹贵人，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小

主”们均是如此。

争夺皇上的恩宠就是这些女人们

生活的全部目的，虽然她们也知道，皇

上的恩宠是那么虚无飘渺，但是她们别

无选择，这种恩宠哪怕只是暂时的，对

她们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剧中甄嬛曾

说：“这些后宫中的女人们，如花一般

开了一茬又一茬”。旧花老去，新花争

妍。她们如花一般渴望阳光雨露，也如

花一般因为得不到滋养而迅速凋零。她

们的阳光就是皇上，她们的雨露就是男

人，而她们所渴望的这个男人，却如此

散漫和多情，她们只能在伤心和不甘中

无可奈何地消耗着自己如花的青春。

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

伏娃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

是变成的。”③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

中，女人永远是依附于男人的“第二

性”。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在

《看的方法》一书中提出了“被看的女

人”这一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

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自身转化为一

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

体，即一种情景。”④他认为，男人看

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

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

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因此，

“被看”便成了女人的命运。如果从这

种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甄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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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的女人们，其生活的全部重心

就是被皇上（这个她们可以意想的唯

一的男人）“看”，她们以能够“被

看”为荣。于是，她们的劳动被简化成

“情感劳动”，所谓情感劳动（emotion 

labor），是指那些含有取悦他人目的的

劳动。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不断

地扭曲自己、泯灭自己，她们的一生不

过都在等待着男人的注视和认同。正如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分析的，《甄

嬛传》中的“后宫女人”，作为一个特

殊群体，她们的可悲就在于——人人被

害而又人人害人。这是落后制度对人性

的扭曲和异化。⑥“被看”成了女人的

命运，“看”的动作属于男人，即使是

女人看自己或看别的女人，也往往是用

男人的眼光去看。她们名为“小主”，

其实不过是没有自我的处于“被看”地

位的“第二性”罢了。

二、“看”与寻找：对女性欲望的

抒写

《甄嬛传》中，并非都是没有自

我，只为“被看”的女子。甄嬛、沈眉

庄、宁嫔就是少有的几个能够较清醒地

认识自己，并从自身角度去“看”男人

的女性。

甄嬛的“看”，主要体现在剧情

的后半部分，即在她被贬出宫之后。万

念俱灰的她却获得了允礼炽热与真诚的

爱，冲淡了她离宫离子的凄苦。在那个

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经历了剧烈的思想

斗争后，她勇敢地冲破礼教，投入了这

个为她可以不要一切世俗荣华的男人的

怀抱。她“看”到了这个男人的真情，

“看”到了两情相知的喜悦，也“看”

到了他们二人日后平淡却幸福的生活。

然而，造物弄人，当她不得不离开心爱

之人再次回到那充满勾心斗角的后宫生

活之后，她已不再是曾经那个单纯的小

姑娘了，她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

周围的人，包括皇上——这个左右她命

运的男人。于是，她“看”到了皇后的

心机、“看”到了陵容的阴狠，也看到

了这个口口声声说在意她的男人的虚

伪、猜忌与狠毒。她将她“看”到的东

西收之于眼而藏之于心，不动声色地去

一步步安排与实现着自己的计划，那种

从容与镇定，非经生活的痛苦磨炼是不

能做到的。

沈眉庄与甄嬛有着大体相似的经

历。在经历了皇上短暂的恩宠后，她就

被冷落至一边，尤其是在经历了由华妃

一手导演的“假孕事件”后，她更是直

接被打入冷宫，若没有甄嬛与敬妃的暗

中相救，她早就死于非命了。经历了一

系列身心折磨的她终于清醒了，她明白

皇上的恩宠是靠不住的，这个男人注定

是会让她失望的。知书达理、心性甚高

的她从此对皇上“闭上了眼睛”。然

而，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她“看”到

温实初，这个心地善良敦厚的太医。

与甄嬛与沈眉庄相比，宁嫔（叶澜

依）的“看”来得更加直接与猛烈。从

她一进宫，她就看到了后宫的龌龊与皇

帝的无情，与此相对的是，她也“看”

到了十七爷的真性情。她为十七爷付出

了自己的全部，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敢

做敢当的真女子，用“高贵”一词形容

她的品行，一点不为过。

诚然，在封建皇廷中，女性的

“看”是很有限的，然而，她们毕竟不

同于那些只知道追求“被看”的女人

们，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满足

于只是做一个被男人偶尔“看”一眼的

玩偶，对于生活，对于女人，她们有着

自己的理解与憧憬。她们敢于寻找，敢

于将视线按照自己的意愿投放在别人不

敢投放的领域，在那种环境下艰难地释

放着自己的欲望，有限地规划着自己的

人生，至于得到的回报，哪怕只有一点

点，她们也甘之如饴。

三、从“被看”到“看”：女性意

识的觉醒

刚入宫时的甄嬛，单纯、善良，琴

棋书画样样精通，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

幻想。那时的她对于雍正，怀有一个少

女特有的崇敬与仰慕，她称雍正为“四

郎”，追求的是一般夫妻间的那种情意

缠绵与举案齐眉。然而随后的深宫生活

却无情地将她的心击碎两次：第一次是

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前妻的替代品，

一句“莞莞类卿”的话让她痛彻肌骨，

她毅然选择离宫修行，宁愿在清冷苦寒

的寺庙内聊度残生，也不愿面对一个欺

骗她情感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可以带

给她荣华富贵；第二次是她生命中最爱

的男人，却在皇帝的逼迫下死在她的毒

酒之下。经历了这两次事件的刺激以及

日复一日后宫生活的历练，甄嬛再也不

复是那个清纯到毫无防人之心的小姑娘

了，她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察言观色，

学会了如何一步步地回击那些想谋害自

己的人。同时，在内心深处，她却始终

为允礼留有一块圣洁到没有任何杂质的

芳草地。允礼是她“愿得一心人，白头

不相离”的心之所向。甄嬛从一个天真

的秀女成长为万人景仰的圣母皇太后，

这中间所遭受的坎坷与困苦，所走过的

心路历程，可谓千回百转、荡气回肠。 

沈眉庄的贵族气质仿若天成，这

是她的优点，同时也是她无法改变的

性格缺陷，在那种封建时代，在皇宫后

院中，沈眉庄超脱与高傲只能注定她会

过早地凋零。初入宫时的沈眉庄同甄嬛

一样单纯清秀，在得到皇帝的恩宠时，

她同样有着少女般的羞涩与憧憬，沉浸

在“被看”的欣喜中。然而，残酷的现

实迅速使她明白，皇帝对她的兴趣不过

是对她年轻与美貌的一时贪恋，他终究

是个无情之人。当她“看”清这一现实

后，然而也就在此时，她“看”到了温

实初，“看”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最终，她不在乎名份，也不考虑后果，

勇敢地将自己的爱献给了他。

由此可见，即使是这两位勇敢去

“看”的女性，也是经历了从“被看”

到“看”的转变。转变的外因是后宫生

活的磨砺，转变的内因，则是她们自

身所蕴藏的女性意识。“女性意识”

(views of female)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拒绝

承认性别间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

改变的认识。⑦“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

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

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

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

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

世界，并对其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

理解和把握”。⑧它强调女性要有自己

的思想与眼光，要会用女性特有的角度

独立审视外部世界，从而把握好自己的

生命历程。“女性意识”虽然是一个近



  71   2013年第1期

视听天地
NEWS  RESEARCH

代术语，是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产物，

然而，它却蕴藏在自古以来有着大胆自

我追求的女性心中，只不过由于环境的

桎梏难以萌芽和显现。剧中的甄嬛与沈

眉庄便是如此，她们在经历了后宫的龌

龊与不堪后，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名

利而尔虞我诈、扭曲自己，而是更加地

爱憎分明，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审

视外部世界，对其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

色的理解和把握，并以此来确定自身本

质。她们不甘心仅作为一个肉体的存在

去被男性“看”，而是勇敢地从自我的

视角去“看”周围的男人，大胆追求自

己的人生理想，她们一定程度的主动性

选择昭示了她们自身那已经萌发的主体

意识，她们的性、她们的身体、她们的

欲望的决定者不再仅仅是强大的父权

制，至少部分地是由她们自己。虽然这

种主体意识备受环境煎熬，但是她们努

力让自己活得真实、通透、鲜活，对于

她们而言，只要努力过了，也就此生无

憾了。

四、“看”的时代悲剧性和局限性

在封建宫廷里，能从女性角度去

洞悉自己，去“看”男人的女人少之

又少，而且她们之所以具备了“看”的

智慧和勇气，大多也是跟她们坎坷的

人生经历有关，与自我心性有关。然

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在暗流涌动的

后宫生活中，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注

定只能是悲剧性的。在父权社会中，

女性只能是“被看”的命运，她们一生

等待的就只能是男人的注视，倘若谁敢

从自身反观男性，敢突破封建礼教追求

自身的幸福，那结果只能是被整个社会

所不容，即便苟活下来，也必定伤痕累

累、身心俱疲。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尚

没有给女性主义的萌芽准备厚实的土壤

和温良的气候，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萌

芽，要么一出现就夭折，要么被迫在不

良的环境中畸形发展。甄嬛表面上看上

去是最后的赢家，最终成为了大权在握

的皇太后，但在一切安定下来之后，她

却吐出了几个字：“我累了，扶我去睡

一会儿”，这也是甄嬛在剧中最后一句

台词。几乎所有与甄嬛生死相交的朋友

都走了，她活得越久，就越感受到那

挥之不去的孤独。而沈眉庄，更是芳年

早逝，刚刚尝到人间男女间的真情，体

会到做母亲的幸福，她却无福消受，撒

手人寰。叶澜依更是决绝地在复仇之后

随十七爷而去，在她的生命中，没有爱

她的男人，没有子嗣，甚至没有可让她

留恋的红尘往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甄嬛传》实际上是一曲女性主义的悲

歌，具有浓郁的现实批判性。正如导演

郑晓龙所说：“我拍了一部悲剧，一部

把美毁灭的悲剧，希望观众感受到这其

中强烈的批判精神。”⑨

女性意识的这种悲剧性，决定了它

所体现的内涵也必然具有其时代的局限

性。无论是甄嬛、沈眉庄，还是看似大

胆果敢的叶澜依，她们“看”的对象，

几乎无一例外是男人。因此，从“看”

的本身来讲，甄嬛们拒绝单纯“被看”

的命运，实则是女性意识萌芽的有力写

照。然而，从“看”的对象来说，她们

又没有挣脱一般女性性格的魔咒，依旧

将男人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甄嬛

将十七爷的死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强压在

心底，直到最后向临终的雍正投射去复

仇的子弹。沈眉庄为了温实初不惜违

背伦理纲常，只要温实初心里“有一点

点”她，也就含笑九泉了。叶澜依为了

心中并没她的十七爷，只求奉献不图回

报，她似乎只为十七爷而生，也当然为

十七爷而死。

因此，我们可以说，甄嬛们的女性

意识的觉醒尚处于初级阶段，她们开始

懂得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但“看”

的对象终究只是男人。这种时代局限性

与女性当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很

大关系。几千年来，女性始终处于男性

中心社会之中，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依附

性，从经济、身体、思想上成为男人理

想的附属品，她们没有话语权，长期处

于“失语”状态。波伏娃一针见血地指

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

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

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

整个文明”。⑩马克思在其《<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更是一针见

血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

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

的意识。”⑾因此，恩格斯提出了“妇

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

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的观点。⑿

“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不仅是女性身

体的回归，更是她们思想意识和话语的

回归，如果妇女始终被男人所养，那就

很难逃脱“被看”的命运，她们自身也

很难主动产生大胆去“看”的勇气和力

量。女性主义主张，女性的独立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经济的独立和人格的独

立。如果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话，在

人格上就很难独立，很难真正睁大眼睛去

“看”周围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看”

男人。而《甄嬛传》中的女人们，她们

的使命就是为皇上绵延子嗣，她们始终

是动物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

使她们脱离“被看”的命运，也实在是

强人所难。但我们毕竟看到，像甄嬛、

沈眉庄、叶澜依等人，她们确实有了去

“看”的意识，虽然她们“看”的对象

尚有一定局限性，但这也是时代加诸于

她们身上的烙印，她们自身的主体性已

有了相当程度的萌动，这在当时的时代

背景中，已属难能可贵了。

▲“本文获江苏省戏剧与影视学重点学

科建设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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