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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逃逸线是德勒兹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人们通过越过特定的界限而到达事先未知的目的地，从

而找到一条或多条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身体上的或心理上的逃跑路线。在小说《白山包》中，伊莎贝尔

在婚内对飞行员的出轨行为正是“问题女人”的问题所在，伊莎贝尔的出轨行为是德勒兹哲学视阈下“生

成”的结果，通过奶奶索菲身上的某些特质让她生成了逃逸的欲望，“生成”是她从僵固的婚姻与生活

模式的束缚中挣脱的逃逸线。本文运用逃逸线的概念解读小说中伊莎贝尔出轨的原因与经过，得出结论：

问题女人问题不在于问题女人本身，而在于男性主导的社会对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限制与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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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ne of fligh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Deleuze’s philosophical system,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find one or more physical or mental,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routes to escape by crossing 
specific boundaries to reach a previously unknown destination. In the novel White Dump, Is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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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ailment of the pilot in marriage is exactly 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woman”. Isabel’s de-
railment is the result of “beco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leuze’s philosophy. Certain qualities 
of Sophie, her mother-in-law, generate her desire to escape, and “becoming” is her line of flight to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rigid marriage and life patterns.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 of 
the line of flight to interpret the reason and process of Isabel’s derailment in the novel and con-
cludes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women is not women themselves, but the weak position of 
women in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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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问题女人”是 201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Alice Munro) (1931-)的创

作主题之一。致使其 1986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爱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Love)中“爱的进程”受阻

的始作俑者便是问题女人。“问题女人”的问题有许多。常见问题之一就是出轨，小说《爱的进程》中

的最后一篇《白山包》(White Dump)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小说《白山包》故事讲述了中年女子伊莎贝尔在丈夫劳伦斯四十岁生日那天，与刚认识的私人飞机

驾驶员出轨的故事。小说情节简单，主题复杂。小说时间跨越之长，人物经历之广，叙事角度之分散，

都使读者倍加困惑。Hooper B 拿捏不准这是谁的故事，在他看来小说的核心人物可以是少年坎坷，老来

张狂，随时都在吸引人们眼球的奶奶索菲，因为艾丽斯·门罗在小说中对她的描写所占篇幅最多；也可

以是乐善好施，勤于社会公益维护妇女权益的孙女戴妮斯，作者在她身上所花的笔墨仅次于索菲，在她

身上正能量满满；还可以是窈窕中年，风韵翩翩，出轨老年飞行员的妈妈伊莎贝尔，尽管作者给予她笔

墨最少，但是给她的关注却最多[1]。没有中心或去中心化才是后解构主义时期的典型特征。而看似没有

中心，碎片化的特质也正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突出特点。深入研读三个女人的同台戏，奶奶的放荡不羁，

是妈妈出轨的潜意识动机，妈妈的出轨行为成为女儿未来择业的深层面动力。可以得出结论，该小说是

年过中年的母亲伊莎贝尔出轨的故事。这与 C. L. Beran 观点不谋而合：这是一篇讲述伊莎贝尔逃逸婚姻

生活原因与经过的小说[2]。 

2. 问题女人伊莎贝尔 

成年之后伊莎贝尔在生活作风上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聚会上，她和逢场作戏的男人们调情[3]。她

从不刻意约束自己的行为。生活中的伊莎贝尔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她会在这一刻推心置腹，友好又讲道

理，下一刻却遥不可及、暴躁易怒。有时她对你越好，你越不安心[3]。他人眼中的行为古怪，反复无常，

反而让她具有了德勒兹哲学视域下“块茎人格”的品质。德勒兹和加塔里合作的名著《千座高原》开篇

中提到的“块茎”被誉为“游牧”星球——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4]。植物学上的块茎隐喻自一种去

中心化和全方位生长的植物。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差异与重复》中所倡导的“思想的植物模式：以块茎

对峙树木，用块茎思维取代树状思维”[5]指引了德勒兹后来的一系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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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生日那天，飞机在高空飞行时，人们看见了一个白山包——“硅矿”[3]。人们把它比喻为“一

片雪原”、或“白色大理石”[3]。伊莎贝尔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少年时期的“白山包”，位于她上学时所

在学校旁边，饼干厂后头。饼干厂把废弃的(或过了食用期的)香草糖粉、坚果和棉花糖堆成一堆。它闪闪

发亮，就像一对纯白的雪山[3]。放学后，她常与同学们在巨大的白色糖堆里刨来刨去。她少女时期很多

美妙时光都是这样度过的。这在她心理上打下十分深刻的烙印。家里也不是穷得吃不起糖，她从小就养

成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白白得来的东西不管多么不好也要好于家里不管多么好的东西。要知道，

那是废弃物，要么超过了食用期，要么干脆就不能食用。否则饼干厂是不会把它们倒掉的。这些道理孩

子们懂，但伊莎贝尔块茎式的思维就是要让她逆理而动。小说《白山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飞行员的

名字，有意暗示他只是个无名鼠辈。即便是这样，伊莎贝尔还是选择了他作为出轨对象，这便是伊莎贝

尔块茎式思维和行为模式，也就是她的块茎人格。块茎式思维是精神分裂者的本质所在，此处的“精神

分裂”指的不是一种病态特征，而是一种多向的，可变的，开放的和不受制于规则的人格状态[6]。这些

也正是伊莎贝尔的典型特征。 
“自个儿坐着就是我老婆最大的乐趣。”[3]这是劳伦斯的口头禅。但是，劳伦斯从来就没有深入探

究过，伊莎贝尔为什么会愿意倾向于一个人坐在那里。劳伦斯始终都没有真正通向伊莎贝尔的内心世界，

或者说她的潜在世界。在精神层面，伊莎贝尔是孤单的。潜意识中，她渴求着脱单。她内心深处沉积了

许多问题。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爆发的结果便是逃逸。 

3. 伊莎贝尔的逃逸线 

德勒兹(Deleuze) (1925~1995)哲学思想中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指的是通过激活各阀体之间原本

模糊不清或虚拟存在的关联而析出的突变路径，藉此释放新能量为各阀体增力，以做出反应和回应[7]。
“德勒兹和加塔里是‘逃逸线’思想家，他们要彻底打碎限制和禁锢创造性思想的桎梏，让思想自由奔

放”[5]。德勒兹和加塔里把聚合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为三条线：“克分子线”(line of molar or rigid 
segmentarity)，由无数碎片构成僵硬的连接各线段之间的二元树状系统；“分子线”(line of molecular or 
supple segmentation)，仍然具有线段性质的碎片化的流动线；逃逸线，一条使前两条线断裂的线[8]。逃逸

线的使命就是要终结前两种线。僵固的家庭生活模式已经成为伊莎贝尔生活中的克分子线。潜意识中伊

莎贝尔已经厌倦了眼前这条有序、按部就班、僵硬的克分子线。她一边忍耐，一边等待，等待一个时机

完全摆脱这条克分子线。 
作者把丈夫劳伦斯的生日设定在 7 月 14 日，绝非漫不经心。“今天是劳伦斯的生日。他儿子出生于

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她寄去一张明信片：男囚七月十四日获释。九磅八盎司。他妻子是怎么想的？她

不得而知。”[3]说明潜意识中索菲已经有了朦胧的感觉。在语义层面，离这个生日最近的两个语义素应

该是“囚禁”与“自由”。这两个概念必然会给伊莎贝尔处于休眠状态下的意识某些暗示。飞机起飞后，

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思量的伊莎贝尔感觉到自己被“囚禁”在与劳伦斯的婚姻之中。于是，后边似乎看

透了她心思的情场老手飞行员暗示性地邀请她第二天来乘坐飞机，给了她获得“释放”的机会[9]。 
伊莎贝尔通过激活自己与飞行员之间原本模糊不清的关联而析出的突变路径，出轨了飞行员，藉此

她释放新能量为自己增力。按捺不住内心喜悦伊莎贝尔，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找飞行员。他们全都感觉

到了她的快乐[3]。对门罗早期作品研究颇有体会的布洛杰特(Blodgett)深刻地指出门罗小说人物的幸福时

刻“并非来自叙事者所描绘的‘真实生活’(‘real life’)，而是来自具有‘传奇’(‘legendary’)性质的层面，

一个充满神秘的语境。”[10]《白山包》中这一神秘时刻就来自伊莎贝尔和飞行员幽会瞬间，宛若电影、

戏剧，或十几岁孩提的白日梦一般，而非平日生活[2]。她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它会发生[3]。她与飞

行员“如此火热、令人癫狂的快乐场景，双方都被弄得筋疲力尽，有好几次还淌了热泪。”[3]她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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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飘然若仙的惬意：“她感觉被拯救(rescued)、被提升(lifted)、被凝视(beheld)，而且很安全(safe)。”[3]
她很陶醉，一切就如同发生在梦里。她实现了精神上的逃逸。通过逃逸，她也为自己注入了很多的能量。

她终于从平淡无奇，索然无味，僵硬死板的家庭生活中被拯救出来。摆脱了眼前这条克分子线。 
女儿为给爸爸一个惊喜而精心策划的生日礼物——乘飞机游蓝天，却为引燃妈妈与飞行员之间的情

愫。释放了被禁锢在“僵硬克分子线”上的妈妈，为其创造了逃逸的机会，令其驶上自由逃逸线。这也

是为什么多年后，戴妮斯要反省自己：“我是一个糟糕的导演。”[3]小说中当劳伦斯问起常与伊莎贝尔

保持联系的女儿戴妮斯关于她妈妈的情况时，“很好”戴妮斯回答说，“据我所知不错。”[3]在劳伦斯

看来，净身出户，远走他乡的伊莎贝尔肯定混得很惨。如劳伦斯所料，被净身出户之后，伊莎贝尔住在

遥远的科莫克斯谷，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她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是一个职业渔夫。他比她小很多。两

人之间关系时不时变得很“不稳”[3]。对于不愿受任何僵硬生活模式约束的伊莎贝尔来说“不稳”是必

然的。因为逃逸线永远在进行之中，她还会逃逸的。 
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给作品中人勾勒出逃逸线，伊莎贝尔就是门罗文学作品中的逃逸线上之人。

逃逸是叛逆行为[11]，逃逸顺序是从受限定性逃向非受限定性，从主导区域逃向非主导区域[12]。逃逸线

之上的主体背叛了传统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主流思想，拒绝按照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构建他们的生活，“逃

逸”最好地诠释他们生命的概念。门罗为伊莎贝尔精心设计的逃逸线是对西方主流社会趋同性的怒吼，

她希望以文字创造出的大千世界与趋同性肆意横行的西方主流社会对抗。 

4. 伊莎贝尔的逃逸法 

小说中的问题女人实现逃逸的关键因素是生成女人，伊莎贝尔生成了婆婆索菲是成就她逃逸的关键。

生成(becoming)是主体在心仪对象强大感受力牵引下，不由自主地完成目的地为生成对象的精神之旅。生

成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是由无数错觉构成的碎片所组成的线[13]。生成不是固定结构，也不是特定产

物[14]。它飘忽于主体与生成对应物之间，自己的影像和生成对应物的影像之间无限接近却没有重叠。在

这个过程中，作者在精神上将自己想象为“他者”。常见的生成方式有生成动物，生成女人和生成不可知。

德勒兹的著述中最器重的生成模式即生成女人。德勒兹声称，在生成链条中的第一步是生成女人，通过这

种生成，一切其他的生成都成为可能：“虽然一切生成都已经是分子的，包括生成女人，但必须说明的是，

一切生成都从生成女人开始并且经由生成女人。这是其他一切生成的关键。”[8]生成女人是一切生成都

必须经由的媒介，只是一种暂时的生成，或生成运动中的一个阶段。生成女人涉及超越固定主体和稳定结

构之外的一系列运动和过程，是逃离以女人为代价赋予男性以特权的二元系统的最佳路线[15]。 
生成是一个在主观积极情感的指向下，在某种感觉的作用下，不由自主地发生的[16]。它是一个不可

控过程。生成需要主体对对象物的移情，主体需要对象物作为镜像照出自身的影像，伊莎贝尔和自己的

生成对象索菲之间正是构成了这种关系。伊莎贝尔和生成对象索菲之间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

婆婆索菲在过去四十年一直很孤单，伊莎贝尔也一直是这种状态，她其实挺孤单，却以为是自己喜欢独

处。她是她妈妈第二次婚姻的唯一的孩子。[3]一贯喜欢独处的伊莎贝尔潜意识中也渴求脱单。她俩同命

相连，非常投缘。所以从伊莎贝尔走进这个家庭以来，婆媳关系一直很融洽。索菲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裸

泳，这无疑表明她极其孤芳自赏。她一直在努力，免得被人发现，发现其实她骨子里和老挪威人索菲一

样铁石心肠[3]。这与伊莎贝尔的自我欣赏品格有不谋而合。 
劳伦斯四十岁生日那天早晨，在自家池塘裸泳的索菲遇上了两个嬉皮男孩。他们撕了她的浴袍。索菲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回来。小说中，看到这个场景感觉得很慌乱地劳伦斯让伊莎贝尔将桌布扔给索菲。

而索菲却只是把它简单披在肩上。她摆弄着桌布，正好露出那些最不该露出的地方。伊莎贝尔想，她不可

能真的浑然不觉。这肯定是故意的。这肯定是场游戏。狡猾地故作天真。这个夸张的老卖弄者。卖弄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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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她的高洁、她的简单[3]。这是伊莎贝尔头一回看到一个浑身赤裸的老太婆。与索菲的脸、脖子、

手臂、和手上皱巴巴皮肤相比，她身体其余部分的皮肤出奇的光滑，这令她始料不及。这一再细致不过的

细微观察是伊莎贝尔出轨的潜意识中的动因。索菲终生未嫁，在读研究生期间爱上了有妇之夫的德语教师。

她怀了孕，出于自尊，没提出要他脱离他的生活，离开他的妻子，跟他住到木屋，陪她生下劳伦斯[3]。
生完劳伦斯之后，她转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攻读学位。劳伦斯上学时，她为他捏造了一个爸爸[3]。索菲一

生中只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接触过男人，这才有了她那光滑地令人出奇的身体。伊莎贝尔在为索菲的经

历感到惋惜：一生中有且仅有过一个男人，而她浪漫经历又那么短暂。索菲昙花一现的浪漫经历让伊莎贝

尔蠢蠢欲动，她渴望拥有一段像索菲那样的不伦之恋。好在伊莎贝尔还很年轻，她的机会还很多。 
但谁也不会料到，竟是女儿戴妮斯无意间为伊莎贝尔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劳伦斯生日当天供一家人

乘坐那架小型私人飞机只能容纳四个大人，奶奶索菲是肯定要去的，爸爸劳伦斯也是肯定要去的，因为

这是为他的生日专门安排的，两个孩子也一定要包含在其中，所以伊莎贝尔主动提出留在陆地。回来后，

劳伦斯感到很惬意，对伊莎贝尔说：“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哦，她会的，总有一天，”飞行员说，

“她明天就可以来嘛。”[3]飞行员对她发出了暗示性的邀请。谁也不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飞行员却是情

场老手。他早就看透了伊莎贝尔的蠢蠢欲动之心。 
从飞机场离开的时候，飞行员对他们一群人说再见，他们又谢了他一回。伊莎贝尔觉得，她知道自

己为什么心慌意乱。因为索菲的故事仿佛是她自己，而非索菲，当索菲赤身裸体从水里爬出，走向那些

为非作歹的男孩。是这个让她渴望并想象出了一个大胆的妄为的邀请，让她为之蠢蠢欲动[3]。“心慌意

乱”暗示出她内心的悸动，她已经决定接受飞行员的“邀请”，第二天“赴约”。她要主动走向飞行员，

就如同大胆妄为的索菲赤身裸体地冲向为非作歹的男孩们，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少女般的裸体那样，伊

莎贝尔要在飞行员面前展现自己女性的娇媚。 
德勒兹认为，感觉和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成有两个维度，即欲望(desire)和力(power)。德勒兹一

方面指出“生成是欲望的过程”[8]。有欲望才能生成，没有欲望无论外力多大生成都不会出现。这样，

生成一方面与欲望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力相联系。当一身体作用于其他身体或被其他身体作用时，这

一身体就遭受了改变，构成了德勒兹哲学视阈下的身体与身体之间各种关系的生成[17]。所以“生成女人”

本质上是生成女人的欲望。伊莎贝尔觉得索菲在众人面前，尤其是自己儿子劳伦斯面前展示自己的裸体

一定很刺激。那么比她年轻许多的自己在陌生男子面前展示自己的裸体也一定会更加刺激。生成女人的

伊莎贝尔在潜意识中很想知道自己在他人(对自己司空见惯的丈夫除外)面前暴露和展示自己的身体会是

什么样的感觉潜意识层面，伊莎贝尔渴望着这样的机会，飞行员的邀约给了她这样绝佳的机会。索菲勾

引有妇之夫，生下了劳伦斯，她被莫名地牵引，于是她生成了索菲的欲望。潜意识中，伊莎贝尔已经开

始心猿意马，想入非非，渴望着红杏出墙。她已经开始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自己身份的她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家庭妇女，不再是一个母亲，不再是一个妻子，也不再是一个儿媳妇，更不是家庭和丈夫的附

庸品，她通过出轨实现了逃逸，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是通过出轨所获得的幸福终将幻灭，因为伊莎贝

尔并不知道飞行员只是为了玩弄自己的感情，骗取她的钱财。也为此她必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婚姻

与家庭的破碎。生成婆婆时的伊莎贝尔是无意识的，想要通过出轨追求幸福的欲望遮蔽了她的双眼，当

她被净身出户的时候，她如梦初醒，但“木已成舟，多说无益”[3]。 

5. 结语 

艾丽斯·门罗没有对伊莎贝尔的出轨行为给予任何评价，德勒兹哲学中的逃逸线也不关注主体的逃

逸方向。伊莎贝尔为追求自由而选择的逃逸无可厚非。正如后现代主义时期作品开放式结局，不为任何

角色定论那样，作者没有肯定或否定伊莎贝尔的逃逸行为。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天地间不存在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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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自由。正如何博尔(Heble)所分析的那样，伊莎贝尔通过出轨飞行员所争取的个性解放注定是幻灭[9]。
她只是在逃逸，以后也会一直逃逸，永远都找不到自己所谓真正的幸福。因为她没有意识到在男性主导

的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弱势地位，如果不摆脱父权社会，女性只是婚姻和家庭的附庸。她如同缺瓦综合症

患者一样，以为人只要得到自己缺少的东西就可以获得幸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这才是这位问题女人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也是畸形的男权社会的强加给问题女人的问题。 

基金项目 

本文系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高级英语”一流线下课程教材使用研究(武汉科技大学教务处教学

改革研究项目 2020~2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X005)。 

参考文献 
[1] Hooper, B. (2008)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 An Appreciation. Praeger Publishers, Westport. 
[2] Beran, C.L. (2000)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Study of Alice Munro’s Fiction.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7, 

329-345. https://doi.org/10.1016/S0362-3319(00)00072-0 
[3] 艾丽斯·门罗. 爱的进程[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4] Marks, J. (2006) In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Deleuze, the Virtual and Cybermetic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5]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94) What Is Philosophy? Tomlinson, H. and Burchell, G., 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6] 夏光. 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下)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7(3): 30-38. 
[7] Adrian, P. (2005)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dinburgh. 
[8] Deleuze, G. and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Massumi, B.,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on-

don. 
[9] Heble, A. (1994) The Tumble of Reason: Alice Munro’s Discourse of Abs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https://doi.org/10.3138/9781442682474 
[10] Blodgett, E.D. (1988) Alice Munro. Twayne Publishers, Boston. 
[11] Deleuze, G. and Parnet, C. (1987) Dialogues.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2] Deleuze, G. (1997)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Smith, D.W. and Greco, M.A.,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ondon. 
[13] Hequembourg, A.L. (2007) Becoming Lesbian Mother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3, 153-180.  

https://doi.org/10.1300/J082v53n03_09 
[14] May, T.G. (1993) The System and Its Fractures: Gilles Deleuze on Othernes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

nomenology, 24, 3-14. https://doi.org/10.1080/00071773.1993.11644267 
[15] 麦永雄. 德勒兹: 生成论的魅力[J]. 文艺研究, 2004(3): 157-160. 

[16] 康有金. 精神分裂分析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研究[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 

[17] 程党根. 由“是女人”向“生成女人”的跨越——一种女性主体的欲望化和去本质化思考[J]. 南京社会科学, 
2013(4): 56-6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4091
https://doi.org/10.1016/S0362-3319(00)00072-0
https://doi.org/10.3138/9781442682474
https://doi.org/10.1300/J082v53n03_09
https://doi.org/10.1080/00071773.1993.11644267

	问题女人的问题
	摘  要
	关键词
	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Wome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问题女人伊莎贝尔
	3. 伊莎贝尔的逃逸线
	4. 伊莎贝尔的逃逸法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