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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逃离”与“回归”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作品的母题之一。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
讲述了小镇女孩露丝在离家与归乡之旅中展开的对身份、爱情、婚姻、艺术、家园的探索与顿悟。通过

地理解辖域化，露丝逃离贫穷小镇，挣脱父权和阶级束缚，获得自由与独立；精神解辖域化让露丝的主

体性意识觉醒，释放潜能，开启艺术人生；而再辖域化却让她消除与故乡的隔阂，找到真实的自我，学

会以流变的视角看待人生，并获得持久解辖域化的能量。露丝迷失自我、寻找自我的经历映射了当今社

会女性所面临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危机，也为女性在生存困境中如何进行抉择、如何更好地生活给予启示。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解辖域化，再辖域化 

 
 

Escape and Return: An Analysis of Rose’s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Chang Xu 
Faculty of Humanities,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Received: Apr. 30th, 2024; accepted: Jun. 21st, 2024; published: Jun. 29th, 2024 
 

 
 

Abstract 
“Escape” and “Return” is one of the recurring themes in the writings of Alice Munro, the winn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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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3. In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Munro depicts Rose’s explo-
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 love, marriage, art and home during her journey away from 
and back to her birthplace. Through geographical deterritorialization, Rose escapes from her im-
poverished hometown, transcends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class constraints, and ultimately 
gai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Spiritual deterritorialization initiates Rose’s artistic life by 
awaking he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releasing her potential. Reterritorialization allows 
Rose to eliminate her estrangement from her hometown and helps her discover her true self. Fur-
thermore, Rose learns to view life from a shifting perspective and acquires the strength for en-
dur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Rose’s experience of losing and finding herself reflects the identity-
crises and spiritual dilemmas confronting wom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sheds light on how 
women can make better choices and live better lives in ad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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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 Think You Are?, 1978)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2024)创作的第四部小说集，获得 1978 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并进入布克文学奖决选名单。

该小说集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展现了门罗早年的生活，也很好地体现了门罗的写作风格和创作思想。《你

以为你是谁？》共包含十个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故事，如电影片段般截取了女主人公露丝从童年到中

年的重要经历，展现了她对“身份、艺术、性、关系、家园的探索” [1]。门罗运用闪回和超前叙述手法

讲述了小镇女孩露丝获得奖学金进入大学，在大学偶遇富二代帕特里克并与之结婚成为家庭主妇，后因

与闺蜜的丈夫偷情而离婚，随之开启了艺术生涯；功成名就的她回乡照顾继母，却重新认识了自我，并

顿悟了“你以为你是谁？”这一灵魂拷问的深意与重量。露丝从最开始的一心想要逃离家乡去寻找自我

再到后来回归故土发现自我的旅程，深刻反映了门罗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逃离”还是“回归”这一母题，

也生动印射了法国哲学大师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与精神病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 1930~1992)所提出的“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运动。从汉拉提到多伦多再回到汉拉提，从“奖

学金女孩”到“乞丐新娘”再到艺术新女性的蜕变，露丝成为在空间中肆意跨越的“游牧民”，不断地

在多元辖域中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创造自我、重塑自我。 

2. “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概念 

“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差异哲学和地理哲学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被

誉为其“伦理观与政治学的核心” [2]。“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构成三位一体、相互依存转化的关系。辖域化是一种编码行为，就是要将主体的欲望

桎梏在层级化、僵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并且辖域内的成员都要接受统一的规制和编码，成员间同质性

较高。与之相反，解辖域化是一种解码运动，“是指主体离开某一辖域的运动” [3]，即从同质化的褶皱

空间趋向肯定差异的平滑空间的运动，强调的是欲望的自由流动和主体的生成。在这一“生产变化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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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 [4]，主体摆脱已知辖域的束缚，冲破主流规制，获得差异性、多样性和创造性。解辖域化运动并

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解辖域化都伴随着一种特殊的再辖域化 [3]。但是再辖域化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原来

的辖域，而是指向内在于解辖域化本身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形成新辖域的运动” [5]。解辖域化可以

分为物理的与心理的，相对的与绝对的等类型 [3]，并与块茎、生成、游牧、无器官身体、白墙、黑洞、

脸面性、重复等哲学概念相互交融，形成各种逃逸流。作为揭露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政治哲学术语，解

辖域化逐渐被运用到电影、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民族研究中，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批评视角。

本文将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微观运动中透视露丝的欲望流变与生成，揭示她自我身份的矛盾性与不

确定性的根源，为当代女性如何在困境中学会成长、学会生存予以启迪。 

3. 逃离小镇的“奖学金女孩”——露丝的地理解辖域化 

辖域化“意味着某种等级制、中心论，意味着静止、封闭或固定的时空” [6]。在《你以为你是谁？》

中，露丝所在的西汉拉提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潜移默化地对这里的人们的思维

观念、宗教信仰、言行举止、人际交往等进行模式化和同质化。但是露丝从小就表现出反叛精神和解辖

域倾向，有着异于常人的块茎思维方式，拥有解辖域的无穷创造力和逃逸的巨大潜能。地理解辖域化是

指主体在物理空间上的位移运动，即从原有的层级化的环境中挣脱出来，趋向未知的、流动的、多样的、

创造的空间。露丝向往着小镇外面的世界，她不顾旁人的偏见和敌意，用功读书，考进大学，实现了地

理上的解辖域化，逃离了贫穷肮脏的社区、拥挤破陋的家、糟糕混乱的学校教育、偏执八卦又墨守成规

的继母和寡言冷酷又病态专制的父亲。露丝成功突破了小镇固化的性别辖域和阶级辖域的限制，挑战了

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中心主义，逐步消解了以西汉拉提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身份，成长为中产阶级知识

女性。 
露丝的第一次地理解辖域化是她跨过连接高档繁华的汉拉提和贫穷落后的西汉拉提的桥，进入高中

读书。在幼年的露丝眼中，家乡西汉拉提就如垃圾堆一般，到处充满着愚昧、暴力和乱伦，给她蒙上了

羞愧自卑的情结。但是解辖域化精神让露丝拒绝归为任何一部分，她不愿意被区隔和划分，认为自己的

家是跨越河流，处于中间地带的。即便是小学里也充满了混乱，没有正义可言，肮脏的厕所，病态的偷

窥，恐怖的欺凌，让露丝小小年纪就要学习如何生存，她只能寄理想于教室墙上鸟儿的照片，寻得一个

纯真世界，在精神上实现短暂逃逸。而考进高中也预示着走出小镇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这种跨桥近距离

的地理解辖域化也给露丝带来了微妙的心态转变，她变得自信了，每天“昂首阔步、得意洋洋”去上学，

以“一个优越的，俯视者的视角”讲述着学校里发生的故事 [7]。 
露丝的第二次地理解辖域化是她用写作挣来的奖金独自一人坐火车去多伦多旅行。与西汉拉提形成

的令人压抑的等级化辖域相比，多伦多代表着开放未知与无限可能。“露丝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很快就

心情雀跃了，她轻快地把那个倦怠的自己丢掉，就像把一切抛在脑后一样。她对那些市镇的感情渐渐淡

去，渐渐感到陌生 [7]。”地理解辖域化让露丝开启了精神上的解辖域化，在去往未知辖域的旅途中，露

丝开始摒弃小镇女孩标签并挑战小镇的真理模式，将继母临行前对她的道德劝诫和品行教导抛之脑后，

让欲望自由张扬地穿梭于平滑空间。解辖域化是将被禁锢的欲望释放出来的过程 [5]。辖域的转换让露丝

逃离现实束缚，利用想象力创造异质空间，大胆探索自我身份。邻座自称牧师的中年男子跟她搭讪，唤

起了她对性的好奇——她想象着牧师在报纸的掩饰下猥亵了她。在火车这个相对封闭且不断位移的辖域

内，真实与想象的界限变得模糊、现实与虚构交融在一起，牧师的手在衣服下隐秘的挑逗让露丝从最初

的不适抗拒、愤懑厌恶到最后的享受欣喜，她第一次对“性”有了初步体验、对身为“女人”有所感触。

这次短暂的火车旅行无疑加速了露丝身心的成熟。地理和精神的双重解辖域化让露丝想到以脱胎换骨的

身份去挑战、摆脱小镇的真理模式。但是这也对她以后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埋下了隐患，即对性表现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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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痴恋。 
露丝第三次地理解辖域化是她不顾父母反对，考上大学，倔强地摆脱父权压制和工人阶级标签。露

丝幼年丧母，继母和父亲也没有给露丝足够的爱和正确的教育，相反，他们总是对露丝施以精神打压、

道德规训和暴力压制。露丝不守常规，教弟弟说下流话，跟父母顶嘴，企图打破语言辖域和道德藩篱，

最终却不得不屈服妥协于父亲的鞭打和继母为讨好送来的美食。对父权家长制的妥协让露丝心生厌恶和

羞愧，她想到自杀，想到离家出走，但是此时的她还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逃离原生家庭，因此她只能借

读书来逃离。对于她来说，书本和阅读提供给她一个暂时的庇护所，让她构筑起自己脆弱的精神辖域，

来抵御父亲的病态和继母的絮叨，对抗小镇的规范和辖制。但露丝的父母对于露丝的学业和成摞的书本

充满了鄙视和敌意。父亲认为露丝应该像弗洛那样做一个传统、精明、能干的好女人，但是露丝拒绝规

制，藐视主流，不想“变成那种恰当的女人” [7]。不仅如此，她还解构了传统女性形象，例如她遗传了

父亲的一些男性特质，并且放弃女性的“说话”传统，选择男性的“阅读”行为 [8]，摆脱了社会期望，

实现了身份转变，并获得继续解辖域化的武器——独立的思想和经济能力。 

4. 追求艺术的“乞丐新娘”——露丝的精神解辖域化 

通过解辖域化运动，主体逃逸出公理系统，寻求差异和改变，颠覆既定的社会秩序，发掘内在的创

造性和潜能，获得自由。从小镇女孩成为“奖学金女孩”对于露丝来说既是一次地理上的解辖域化，也

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的精神上的解辖域化。但是许多解辖域化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因为“一个在与外

部的关联之中被解辖域的有机体必然在其内部的环境之中再辖域化” [3]。离开家乡前往大都市求学并没

有让露丝彻底摆脱被再辖域化的诱惑和危险，“奖学金女孩”的标签本身就意味着露丝在经济上的脆弱

性和依赖性 [9]，也意味着她在文化上的妥协性和身份上的边缘性。一方面，露丝要忍受着来自中产阶级

知识分子亨肖博士对其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规训；另一方面，露丝还要承受以男友帕特里克为代表的父权

控制和阶级压迫。身处这些不平等的关系中，跨越在悬殊的文化辖域和阶级辖域中，露丝经历了徘徊与

挣扎、分裂与妥协、反抗与逃离，最终选择放弃“奖学金女孩”和“乞丐新娘”的身份标签，挑战权威，

颠覆理性，重新争取身体和精神自由，蜕变为成功的职业女性。 
身为“奖学金女孩”，露丝有幸被选中寄宿在退休教授亨肖博士家里，但是在亨肖博士所构建的辖

域里生活让露丝感到压抑、受挫、窒息。例如，用餐要符合礼仪规矩，份量少得吃不饱，亨肖博士掌控

着吃饭时的对话。在这里，到处透露着秩序和高雅的气息，与露丝家里的穷酸土气天壤之别，这种品味

和阶级鸿沟加剧了露丝的文化劣势感。更让露丝受不了的是亨肖博士控制欲强，她对露丝的精神世界和

人生规划进行引导监督。亨肖博士认为露丝应该成为一名学者，她还告诫露丝应该去读什么书，应该往

哪个方向发展。那些在亨肖博士规劝下成长起来的奖学金女孩们温顺又感激，“他们似乎在敦促她死心

塌地地遵循世俗轨迹” [7]。但是，成为老师、成为母亲并不是露丝想要的生活，她想成为演员，去体验

不同的身份和人生。表面上温顺听话的露丝内心早已萌生了逃离的欲望，她要冲破亨肖博士的期望，挣

脱她的理性控制和知识辖域。 
而在图书馆与富二代帕特里克偶遇并随之相爱给露丝提供了一个逃离亨肖博士的契机。但是这种灰

姑娘与白马王子的爱情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露丝在感情中的卑微性和妥协性。正如其名字(Patrick)的隐

喻意义那样，帕特里克处处彰显了父权控制欲和阶级优越感。他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富家子弟，他认

为自己拯救了贫穷的露丝，帮助她摆脱了垃圾堆般的家乡；他还极力想要改变露丝的乡下口音、纠正她

的粗鲁、替换她那土气的朋友；露丝甚至成为了帕特里克用来对抗叛逆家人的工具。无形之中，他把露

丝看作是可以随便驯服改造的猎物。当露丝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为露丝能找到有钱的丈夫而欣喜时，

露丝自己却对这段关系表示怀疑和摇摆。她想要和帕特里克分手，但是她又不想放弃被别人艳羡与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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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任何事物都可以起到再辖域化的作用，来充当丧失了的辖域 [3]，露丝在解辖域化的边缘上被虚

荣心再辖域化了。权衡利弊后，露丝决定成为“厨房里的天使”和温顺的妻子，因为嫁给帕特里克不仅

可以逃离亨肖博士的控制，还可以过上中产阶级衣食无忧的富太太生活。殊不知，选择与帕特里克结婚

不过是从亨肖博士构建的理性辖域遁向另一个商业帝国辖域罢了。 
帕特里克称露丝是“乞丐新娘”和“白色女神”。正如露丝在书上看到的乞丐新娘被禁锢在画中一

样，嫁入豪门也是对露丝的囚禁。虽然与帕特里克联姻让露丝实现了阶级的跨越和身份的更新，但是也

意味着露丝放弃了学业、艺术和梦想，丧失了自主、自由和创造力，她被帕特里克提供的稳定优渥的物

质生活再辖域化了。经济上依附于丈夫，思想上被丈夫操控，体面精致的露丝沦为帕特里克的门面和装

点，一切活动都在丈夫的审视与监控下。在长达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阶级的悬殊，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的不平等，间歇性的争吵打架，商人化的生活模式，露丝愈发觉得“城堡”中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

受到父权和阶级双重压迫的露丝并没有放弃逃逸的梦想和解辖域化的能量，她从一开始就在寻找机会逃

离这令人窒息的“围城”。 
克里夫德的出现为露丝的解辖域之旅打开了一扇门。克里夫德是露丝好朋友乔瑟琳的丈夫，一名才

华横溢但是有点道德问题的小提琴家。与不懂法式接吻的浪漫、对先锋艺术嗤之以鼻的帕特里克相比，

充满艺人气息、出生小镇劳工阶级的克里夫徳更懂得如何调情，也更容易与露丝建立身份认同。在家庭

聚会上，喝醉的克里夫徳在雨中拥吻了失意的露丝，这给予露丝勇气去大胆质疑目前所处的辖域，挑战

贤妻良母的身份标签，在逃离婚姻的边缘疯狂试探。结果精心策划的幽会被克里夫徳认为不过是“淘气”

而已。克里夫徳迷途知返，全身而退，而这昙花一现的偷情却让露丝净身出户，永远地离开了与帕特里

克的童话婚姻。但是对于露丝来说，这次出轨无异于一场“自我革命”，是“必要的，是破坏和改变的

开始，是她如今作为独立的人，而不是在帕特里克家的人的开始” [7]。与克里夫德的婚外情虽不道德，

但是却象征了露丝为追求艺术勇敢迈出的第一步。作为一条逃逸线，解辖域化彰显的是主体的创造潜

能 [4]。离开帕特里克后露丝获得身体和精神自由，取得经济独立，不再是委曲求全的“乞丐新娘”，她

去做主持人，去做演员，开启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并在当地小有名气。露丝蜕变为职业新女性，一方面

背离了亨肖博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权威的规训，另一方面也解构了帕特里克的父权主义和中产阶级的压

制，摆脱固着与依附于他人的状态，实现自主意识的觉醒，开拓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土并重构身份。 

5. 归家顿悟的“新女性”——露丝的再辖域化 

尽管解辖域化是拒绝趋同、肯定差异的革命性运动，但“过于猛烈的解辖域化会造成一种自杀性的

崩溃或狂乱” [5]。因此理智的方式是，要“始终在新辖域中拥有一小块土地” [3]，开启以定居为形式的

再辖域化运动。离婚后的露丝找了一份广播电台的工作，她选择住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山城小镇，因为这

里既没有大城市的虚荣浮华，也没有汉拉提的狭隘八卦，她不需要遵循固化的社会等级秩序，也不用按

照世俗人的期望生活。逃离商业帝国辖域的露丝开始装扮自己的空间，构建自己的艺术辖域。 
人到中年、功成名就的露丝却陷入了身份危机。在镜头前神采飞扬、魅力十足的掩饰下，露丝经常

感到莫名的羞愧和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露丝尽管出名，但是电视中的“人设”都是表演出来的，不

是真实的自己。虽然逃离是一种解脱，但是“过量就是危险” [3]，因为辖域能提供给个体稳定的身份特

征和心理归属，而与自己的出身和阶层完全决裂也是对自我的否定。这么多年来，露丝一直在进行解辖

域化运动，她的身份具有流动性、模糊性、矛盾性和边缘性。露丝一方面不愿意融入都市中产阶级群体，

另一方面又不甘心重归小镇劳工阶级，在逃逸之流中无处安身、无处定心。“人的生存一旦不再依托一

个固定的空间，他的家园感、安全感也受到威胁，他的同一性也就被不断流动的空间所解构、重构 [10]。”

露丝通过“扮演角色”来体验多样的身份，以至于忘记了原本的自我，地域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模糊与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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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最终导致了她的迷茫、分裂和破碎。 
弗洛患上了老年痴呆，两年没回过家的露丝不得不回乡照顾继母，这也让她重新建立起与小镇的联

系，并重新审视自己曾经逃之夭夭的家园。照顾继母的过程中，露丝明白弗洛一直都以她为傲，回忆与

理解修复了多年来疏离的母女关系，让露丝(Rose 玫瑰)明白无论走多远，弗洛(Flo-flower 花)才是她的根，

一直在背后默默真心地支持她。战争给西汉拉提带来了巨大改变，桥不见了，社会鸿沟缩小了，西汉拉

提已不再是露丝幼年记忆当中那个破败的地方。然而，在电视节目中，露丝经常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局外

人的视角浮夸地讲述家乡“丑事”和“乡村白痴”来取悦观众、赢得掌声。与昔日密友拉尔夫·吉莱斯

皮见面重温旧事让露丝找到了她内心羞愧无力的原因。拉尔夫·吉莱斯皮很擅长模仿弱智青年弥尔顿·荷

马，主持电视节目的露丝也不过是在重复模仿拉尔夫对弥尔顿的模仿。殊不知，弥尔顿·荷马才是小镇

上名副其实的自由者和游牧者，他无视小镇规制与约束，充满了自由意志与革命精神。露丝对于事实的

扭曲与夸大，对于家乡的黑化与鄙夷，不仅是逃离与抛弃，更是一种背叛与诋毁。但是拉尔夫看穿不揭

穿，没有评判露丝在电视上那些虚张声势的表演，露丝为此感到了“善意，同情和原谅” [7]，萦绕她多

年的羞愧感消失了。 
对话与追忆让露丝顿悟：自己原本就是西汉拉提人，这么多年一直在逃离的其实正是她苦苦寻觅的

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生活” [11]。再辖域化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原点，也不代表着全然失败，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露丝的再辖域化是一种新的解辖域化，伴随着新的发现和重生。正如门罗在回答露丝是否是失

败者时说到，“她得到了一些东西……她认识了自己” [12]。露丝的归家之旅唤起了她对故乡的忠诚感，

让她认同并重新融入到家园共同体中，也让她重新认识到“演员”的真正内涵。在逃离与回归之间，露

丝学会了成长，学会了生存，学会了与自己妥协——不用模仿扮演任何人，做好自己的角色，以一种更

加成熟自如的心态迎接未知辖域的挑战。 

6. 结语 

“生存”是加拿大文学的母题 [13]，不论是“逃离”还是“回归”，皆是为了生存。露丝在解辖域化

与再辖域化运动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学会了“生活”。地理和精神上的解辖域化让露丝解构

了性别代码和阶级代码，激发了生命的潜能，提升了生命的强度，扩大了生命的张力，开拓了生存的辖

域。再辖域化让露丝摆脱了偏见，消除了隔阂，获得了救赎，重新定位自我身份，再次融入家园共同体。

露丝的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运动，不再是同一平面上的逃离与回归，而是莫比乌斯环式的成长与重生。

在离家与归乡的循环往复中，露丝摒弃了二元对立思维，以多重的、流变的眼光看待小镇与城市、父母

与孩子、男性与女性、婚姻与事业、自我理想与社会期望等关系，并怀揣着持久的、绝对的解辖域化精

神重新出发，勇敢地走向未知疆域。门罗通过独特的女性书写，展现了对当代女性的人文关怀，也呼吁

女性不要轻易被定义，要从圈禁区隔的辖域边缘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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