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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基于叙事视角理论，对韩江小说《素食者》中的多重叙事视角进行系统性分析，旨在揭示女性在复

杂社会结构中的困境及反抗。通过文本细读与叙事学分析，解构丈夫、姐夫、姐姐等不同视角，揭示主

人公英慧在男性凝视下被建构为“他者”“物化对象”及“规训客体”的身份异化过程。研究发现，女

性视角的介入提供了共情空间，凸显了女性在压迫性结构中的主体性抗争。此外，英慧的叙事视角被有

意弱化，其主体声音的缺失使其只能通过身体叙事与极端行为实现自我表达与精神解放。小说通过多重

叙事视角的动态交织，打破了传统权威叙事的单一性，构建了多元化的意义阐释空间。研究表明，《素

食者》深刻揭示了性别权力关系对女性主体的压制机制，同时展现了女性在困境中寻求自我救赎的可能

性，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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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ory to analyze the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in 
Han Kang’s novel The Vegetarian. It aims to reveal the dilemmas and resistance of women within 
the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we trace how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usband, brother-in-law, and sister construct the protagonist, Yeong-hye, as the 
“Other,” and “disciplined subject” under the male gaze. However, the inclusion of the female perspec-
tives, provides a space for empathy and highlights the subjectivity and resistance of women within the 
oppressiv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author deliberately muted Yeong-hye’s own voice, lead to 
her extreme behaviors for self-expression, which embodied the silence of women in society. Through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novel breaks the authority of a single 
perspective, reveals the mechanisms of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 in suppressing female subjectiv-
ity and shows the potential for women’s self-redemption. These insights offer theoretical and prac-
tical implications for feminist literar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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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韩江，出生于韩国文学世家，是韩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她于 20 世纪 90 年代步入文坛，在韩国女

性主义文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韩江以其独特的抒情性语言开辟了自己的文学世

界，在保留传统小说叙事语法的同时，大胆挑战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压迫，以近乎血淋淋的语言

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她的作品巧妙融合叙事与抒情语言，在女性作家群体中具有独具辨识度的表达

方式[1]。其代表作《素食者》自 2014 年出版以来，不仅获得了 2016 年英国国际布克奖，更在 2024 年使

韩江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性作家，这一成就无疑奠定了她在韩国及世界文坛的重要地

位。《素食者》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创作时期正值韩国女性主义文学兴起之时。作品以其独特的历史

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洞察，展现了韩江对女性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 
本文从多重叙事视角对韩江的《素食者》进行分析，关注于他者凝视下的女性困境及女性主体性建

构。小说通过丈夫、姐夫和姐姐三个不同的叙述视角，揭示了主人公英惠选择素食行为的背后所隐含的

复杂社会心理与社会规训。作者所采取的多元叙事策略不仅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更深刻呈现了女性

在父权制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规训以及觉醒之后的抗争。 
作为韩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素食者》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目前关于其研究主要集中

于文本分析、人物形象研究、叙事学探讨、翻译研究及女性主义理论阐释等维度[2]。然而，国内相关研

究仍较为不足，如存在研究深度有限、视角单一等问题。特别是从多重叙事视角切入的系统研究尚显匮

乏。因此，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能够填补现有研究空白，更能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通

过深入分析《素食者》的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笔者致力于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及她们为

追求自我解放所进行的抗争。英惠的故事，是千千万万女性在男权凝视下生存状态的缩影，她的抗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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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女性对主体性的追求与对压迫性结构的反叛。这一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能为理解当代

社会中的性别权力关系提供借鉴。 

2. 理论框架–叙事学理论 

2.1. 叙事视角理论概述 

“叙事视角”即“叙述聚焦”，指叙事文本中作者观察和呈现事件的角度。“叙述聚焦”最初是由法

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修辞格》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出“聚焦”这个术语，主要是为了区分叙事学中长期

混淆的“谁说”(叙述者)与“谁看”(观察者)问题。实际上，叙述者和观察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

约的，二者时而一致，时而分离[3]。热奈特的叙事视角理论为分析叙事文本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不仅能

帮助读者理解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揭示了叙述策略如何影响故事的呈现方式及其意义生成。

这一理论在文学批评和叙事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2.2. 以多重视角分析小说的必要性 

2.2.1. 多重叙事视角的概念 
多重叙事视角的运用，是指通过多个叙述者或叙事视角共同构建同一故事的叙事策略。在小说叙事

的研究中，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可表明作者和叙述者对叙事的介入程度及对人物和事件主观和客观的态度

与评价[4]。 

2.2.2. 多重叙事视角的分类 
在《叙述话语》一书中，热奈特根据叙述焦点对人物限制程度的不同，将叙事视角分为无聚焦型或

零聚焦型(上帝视角)、内聚焦型和外聚焦型三种。他认为，当叙述者是传统的全知者，并且是非固定的聚

焦者时为零聚焦；当叙述者也充当聚焦者时为外聚焦；当叙述的范围仅限于人物的所知、所思和所感时

为内聚焦[5]。本文着重研究的《素食者》的叙事视角则为内聚焦型，将叙述的范围局限于丈夫、姐夫和

姐姐三个视角的感知和思想。 

2.2.3. 多重叙事视角在文学中的作用 
对于叙事视角在叙事中的作用，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托多罗夫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论述：“在文学中，

我们从来不曾和原始的未经处理的事件或事实打交道，我们所接触的总是通过某种方式介绍的事件。对

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便产生两个不同的事实。事实的各个方面都由使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角所

决定。[6]” 
多重叙事视角的动态交织，可以使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事中出现整体状态上的巨大差异，在主题

的表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独辟蹊径，也可以使叙事更富有张力，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力和思考空间[4]。
因此，多重叙事视角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不仅能够丰富故事内容、塑造人物形象、

制造悬念和冲突，还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拓展读者的思维空间以及深化作品的主题内涵。 

3. 文本分析：他者凝视下的女性困境 

朱晓兰在《文化研究关键词》中提出过“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式”的观点。

凝视的威力是可怖的：凝视者在观看过程中对他者进行价值评估，被凝视者将这种评价内化于心[7]。 

3.1. 规训的权力：丈夫凝视下的英惠“他者化” 

在郑先生眼中，英惠是一个平凡女子，她完美契合了他对传统妻子角色的预设与期待[8]。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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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视角背后隐含着深层的性别权力关系——男性对女性的预设与规训，将女性禁锢于传统家庭框架之中，

无视她们的个体成长与内在价值。当英惠拒绝食肉时，她的行为实则挑战了男性设定的角色定位，也触

动了郑先生内心深处的权力意识。他对英惠反常行为的冷淡处理，是对其个体性的忽视，也是对女性试

图打破传统角色界限的恐惧。这进一步加剧了英惠的“他者化”过程。郑先生试图让英惠父母去规劝她

使其重新食肉，这看似是关心妻子，实则是男性在维护权力地位时的手段罢了。他以“好人”形象出现，

声称“我们很担心你”，不过是想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最后，他毫不犹豫抛弃了住院的英惠，反而认为

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郑先生对英惠的“凝视”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观察，更是一种权力的行使。他通过外貌、身材乃至

性审判，将英惠置于被审视、被评判的地位。这种凝视使可怜的英慧逐渐失去了自我，成为了符合男性

期待下的一名平凡的妻子，成为了一个被定义的“他者”。英惠的悲剧在于，她在无声的权力斗争中慢

慢丧失了自我，沦为权力关系的牺牲品。因此，“丈夫的凝视”不是来自爱人的凝视，分明是整个社会对

女性的期待、规范和压制。这种凝视背后隐藏着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欲、对传统权力的维护以及对失去特

权的恐惧。可见，在男权主导的命运下，女性遭受了太多来自家庭的多重迫害和隐形伤害，要挣脱束缚、

实现自我价值实则困难重重。 

3.2. 暴力的凝视：姐夫欲望投射下的英惠客体化 

英慧的姐夫，一个事业失意、社会地位低下的个体，将英惠视为比他更弱的存在，从而在她身上寻

求一种虚假的胜利感。这种认知即是一种权力失衡的体现。他以艺术为幌子，掩盖自己突破伦理的欲望，

将英惠的身体当作画布，肆意挥洒自己的“灵感”。在姐夫的眼中，英惠的沉默与顺从，是对他“艺术”

的默许，这种默许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英惠的物化与性化。 
姐夫的凝视，是一种充满侵犯性的凝视，也是男性权力的一种体现。它将英惠剥离出社会角色与个

体情感，仅仅视为一个可供观赏与把玩的对象。这种凝视，不仅是对英惠个体的侵犯，更是对女性整体

尊严和权利的挑战与践踏。在姐夫的视角下，英惠被彻底物化，成为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受的“艺

术品”。而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心态，已经固化为社会惯性。它不仅仅存在于姐夫这

一个体之中，而是广泛存在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这种惯性思维，使得女性在无形中成为了被凝视、

被评判、被物化的对象。 
拉康认为，凝视是欲望的投射，主体通过想象试图满足欲望，但凝视实际上揭示了欲望对象的缺失。

凝视引发的幻想只是欲望的表现，主体希望从缺席(对欲望对象的渴望)过渡到在场(欲望的满足)，但最终

只能抵达欲望本身——一种填补现实空洞的替代物[9]。“暴力的凝视”并非仅是姐夫个体心理扭曲与欲

望投射的产物，更是深层权力关系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外在表现。它折射出性别权力的严重失衡，是社会文

化积弊的典型体现。同时，社会对这种凝视行为的沉默与容忍，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行为的形成和延续。 

3.3. 隐忍的困境：姐姐凝视下的英惠镜像与自我投射 

英慧的姐姐仁慧既是世俗规训的被动接受者，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尽管与妹妹英惠在同样权力失衡

的家庭环境种成长，两人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英惠在腐烂的环境中崩溃，而仁惠则选择了隐

忍，默默承受婚姻的不幸和家庭的漠视。长期的压抑让她逐渐迷失了自我，在多重社会角色的重压下，

她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然而，在与英惠的相处中，仁惠看到妹妹所受的苦难，感知到妹妹所承受的痛

苦，她的内心开始变化，内在意识慢慢觉醒。当目睹丈夫对妹妹实施性侵犯时，她毅然选择报警并坚守

在现场。她的举动不仅是对妹妹的救赎，更是对自己命运的抗争。这一过程中，她开始对家庭内部权力

结构进行反思，并切切实实的在争斗及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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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觉醒，是在对妹妹处境的共情与理解中形成的。她在英慧的挣扎与反抗中，看到了自己曾经

的懦弱与妥协。当妹妹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她承担起照顾的责任，但也毫不掩饰对丈夫的无法原谅与抗

拒。面对医生为妹妹插胃管的场景，她不停地求助医生停手，那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哭喊是对妹妹肉体痛

苦的共鸣，更是对自身长期压抑情感的控诉。作为人，英慧连死的权利都不配拥有，在此刻，所有人都

要叫她活下去。在《安详辞世》一书当中就有提到，如果连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10]？
姐姐仁惠最终理解了英慧为何固执得想成为一棵树，也明白了英慧拒绝吃肉的真实原因，这一刻她也终于意

识到，自己这辈子从未真正活过。她也开始失眠，觉得自己进入了妹妹疯魔的第一步。但这失眠，并非是病，

而是觉醒。她看清了紧紧束缚着女性的枷锁，也第一次听见了内心对于自由的渴望而发出的呐喊。  
姐姐的凝视映照着妹妹英惠的悲惨命运，也是她个体命运的自我投射。她的觉醒并非是突然的顿悟，

而是一点一滴地去挣脱男权思想给她戴上的无形枷锁，挑战传统家庭观念中陈腐不堪的旧思想旧秩序。

她逐渐清醒，并开始质疑、反抗，最后勇敢站出来，为自己和妹妹争取尊严和权利。与男性视角相比，姐

姐的凝视是包容的、温暖的。它不是像男性角色般邪恶的凝视，而是平齐的共情，能让读者感受到同性

之间的共怜与温暖。 

3.4. 淡漠的共处：他者凝视下的英惠与自我迷失 

在淡漠的共处中，英惠逐渐沦为牺牲者。她所遭遇的女性困境，不仅源自丈夫、姐夫和姐姐的压迫，

更在于整个社会对她的凝视与规训。 
英慧的父亲，作为父权压迫的代表，对英惠实施了强硬而固执的控制。他无视女儿的个人意愿，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逼英惠吃肉的情节中，父亲的态度与弟弟的配合，共

同构成了一种较为压抑的家庭氛围。这种家庭环境下的男性，早已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父亲的强硬与控制

欲，形成了代际传递的劣根性。父权制的凝视是带有目的性的权力实施，起到规训女性思想的作用，英

惠、仁惠等被凝视者被桎梏在以父权为名的“监狱”中，在父亲这位具有绝对威严与话语权的大家长面

前，只能无条件服从[7]。 
在英惠的妈妈看来，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吃掉你。“吃肉”代表着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秩

序或者是社会准则，拒绝就代表着异类，是排外与不合群。韩国学者金元忠认为，英惠拒绝肉食具有高

度的女性主义色彩。在小说中，“吃肉”就像“话语”一样，发挥了规训女性的功能[11]。这也就代表着

英慧的妈妈早已被规训，甚至成为了社会规训的传递者。在探望住院的英惠时，她递上了黑山羊汤，让

女婿哄骗英惠说是中药，以迫使她吃肉。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母亲对女儿的规训，更凸显了社会对女

性的压迫与束缚。 
同事的视角，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英惠的冷漠与排斥。他们无法理解英惠的素食主义。他们将英惠

看作异类，这无疑加剧了她的孤立与无助。在这种环境下，英惠的反抗显得如此无力，最终只能深陷自

我迷失的困境。 
通过这些视角的补充，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英惠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充满压力与约束的复杂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都成为了对英惠进行规训与压迫的参与者，无论是在家庭层面的父母，还是在社

会层面的同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无形推动着英惠走向更加艰难的处境。而英惠的困境，正是这个淡漠

社会共谋的一个缩影。 

4. 多重叙事视角的艺术效果与主题表达 

4.1. 叙事张力与阅读体验：多重叙事视角的艺术效果 

《素食者》由三个章节构成，结构完整，由素食主义者英惠作为贯穿三部分内容的中心人物。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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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眼中的女性描述视角，还原了一个以父权制为中心的韩国传统家庭。通过对英慧两姐妹从原生家

庭到结婚的不同命运走向的描写，向读者展现了女性对困境的奋勇反抗以及对成为人的追求[12]。值得关

注的是，本书虽多次转换叙事视角，但英惠的内心独白却鲜有展现。英惠，一个原本循规蹈矩的妻子，

突然开始食素，进而在他人的内心旁白中逐渐失去语言、行为和思想的独立性，成为了一个厌食的符号。

这一过程中，英惠的视角被有意淡化，使读者难以窥见其内心世界，由此英惠的身体就成为了她唯一能

够表达自我的方式。法国作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观点在此处得到了印证：身体是主体性的辐射和

理解世界的工具[13]。英慧从突然食素到渴望成为一棵树的种种行为在他人眼中可能被解读为异常或病

态，但实际上是她对自我存在和自主权的强烈声明与极端追求。在丈夫、姐夫、父亲等他人的视角中，

英惠的身体被不断解读和评判，但唯有她自己的身体叙事，才是她真实存在的证明。在认知语言学的视

角下，“树”隐喻着“希望”，也隐喻着“素食者”[14]。英惠渴望成为一棵树的行为不仅表达了她对自

然与生命的向往，更隐含了她对于“素食者”这一身份的自我认同。“素食者”的反体即为“肉食者”，

是社会的主导者与控制者。它代表着被社会规训的女性们的反抗，而英惠的这一行为，正是在用她自己

的身体叙事，向世界宣告她对这一身份的选择和认同。因此，英惠的身体叙事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在父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的身体往往被男性所解读和评判，而英惠却用自己的身体行为挑战了这一传

统的权力结构，这是对传统女性角色的颠覆。这种反抗的力量在于，它无声却强烈，是英惠在沉默中发

出的最强音，它以身体为武器，向世人展示了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掌控权和自主权。英惠的身体叙事，不

仅是对自我存在的证明，更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强烈呼唤。 
多重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是《素食者》成功的关键因素。作者运用不同的叙事视角控制信息的传递、

调整叙事距离，进而调节读者与故事或人物间的距离，调动读者的情感[15]。在三个章节中，作者利用内

聚焦的多重叙事视角将叙述的范围仅限于人物的所知、所思和所感，分别从丈夫，姐夫，姐姐的视角接

替讲述故事的发展，同时也将人物言行及心理变化等信息准确、客观地传递给了读者。作者对叙事视角

的把握十分精准，通过男性眼中的女性描述视角，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男性对女性的俯视感和优越感以

及女性受到的压迫与束缚。而第三章的女性视角又完全不同，让读者感受到同性之间的共怜与温暖的同

时，也能体会到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作者有意淡化英惠视角，虽然会让英惠被塑造成一个没有

自我、不立体的人物，但这恰好映射出社会中许多女性被边缘化、被附属化的现实，也是对社会大多数

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映。多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和视角的频繁转换引领读者思考故事的更深意蕴，更重

要的是，这种多个角度的立体勾勒实现了作者与读者间的动态互动，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审美性。 

4.2. 解构权威与多元阐释：多重叙事视角对小说主题的影响 

《素食者》通过解构传统权威叙事，构建了一个多元阐释的立体叙事空间。传统叙事模式通常与客

观时间模式紧密关联[16]。在传统叙事中，权威视角往往掌握话语权，对事件和人物进行单一、线性的解

释。然而，《素食者》通过多重叙事视角的运用，打破了这种单一性，使故事和人物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面

性。不同叙述者提供了多元的解释和观点，从而挑战了权威叙事的垄断地位。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解构了

传统权威，还为小说主题的多元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读者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小说中的事件和

人物进行多维度的解读。例如，英惠的素食主义行为可以从女性主义、精神反抗、社会压迫等多个理论

框架进行阐释。英惠选择素食的行为象征着她对男权社会的挣扎与反抗，尽管长期的压迫使她的反抗显

得无力，但这些行为本身已足以传达出女性寻求自我解放与尊严的强烈诉求，展现了女性反抗精神的深

刻内涵。 
在《素食者》中，还潜藏着一对超越个体的人权与社会暴力之间的深层矛盾。非个人化理论学者指

出，只有超越个体经验，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学作品才能获得永久生命力。韩江笔下的《素食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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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对女性主义的深刻反思，更将其主题升华至人性层面。它以对社会暴力行为的直白书写，揭示了更

深层次的社会批判[17]。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叙事模式与非个人化理论所强调的文学作品的永恒性、普遍

性高度契合。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素食者》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丰富的文本阐释空间脱颖

而出。其中多元叙事视角的交织，不仅拓展了文本的解读维度，更促使读者不断对权力、暴力与人性等

核心主题展开深度思索。可以说正是这种叙事与阐释的双重特质，确立了《素食者》在女性文学研究领

域的重要地位。 

5. 结语 

本文的主要观点在于，通过多重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素食者》这一作品深刻展现了主人公英惠

及其他女性角色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不仅体现女性个体在自我认同中的压抑，也折射出社会结构与

性别权力关系对女性的压迫。作者韩江以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生动的情节铺陈，深刻展现了女性在父权社

会中的边缘化处境及不屈抗争，让读者深切体会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奈挣扎与悲凉命运。 
《素食者》中的女性角色虽面临多重困境，却并未完全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英惠从选择素食到渴望

成为一棵树，直至选择放弃生命的种种行为，表达了对既有生存秩序的反抗与自我认同的重构。这一系

列看似荒诞的行为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女性在困境中寻求自我救赎与解放的可能性。笔者认

为，对现实社会而言，小说所呈现的女性反抗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

史论》中援引狄德罗的观点所言：“束缚人类的锁链是由两根绳索做成的，假使另一根不断，这一根是

不会松掉的。[18]”这一隐喻揭示了社会结构中的内在关联，禁锢女性的绳索必须切断。因此，我们必须

革新传统社会观念，实施有为的女性支持政策，女性困境的“围城”方能得到化解[19]。 
关于《素食者》的研究，未来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切入。首先，可以从叙事学视角，深入研究小说

中多个叙事主体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不同叙事视角如何共同塑造出立体多面的女性形象。再者，将《素

食者》放在全球女性主义文学的背景下，通过跨文本比较，探讨作品在女性主义文学中的独特价值和理

论贡献。最后，结合文化研究、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视角，进一步挖掘文本背后的社会批判和文化

内涵。深化对《素食者》研究，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也可为女性主义

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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