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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摄影遇见文字:《盲刺客》中的“摄影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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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现代语境下,摄影被赋予了复杂的指意系统,给阐释留下多元空间。在《盲刺客》中,阿特伍德将摄影

巧妙融入叙事,使之成为串联核心主题的重要隐喻。摄影以转喻形式构成一种记忆诗学,是主人公回顾与反思

家族历史的记忆媒介;照片着色与“左手”写作都代表一种超现实主义视角,在探索女性精神依存及主体生成的

同时,书写了象征自由与创造的“另一个宇宙空间”;摄影的幽灵性则凸显主人公的写作回忆录是一个与死者协

商的过程。阿特伍德通过“摄影书写”唤起读者对被遗忘或压抑记忆的关注,引导读者以多元视角重构历史认

知,并认识到摄影艺术所蕴含的解放潜能,同时揭示历史与未来的辩证关系,启迪人们只有在对过去的理解和反

思中才能寻找到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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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语言与影像的相遇

“影像(image)是沟通人与世界的中介”,这是哲学家弗卢塞尔(Flusser)从生存角度对影像的界定———
人类无法直接把握世界,是影像让世界变得可以想象。[1]文艺批评大师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
《逃离言词》一文中也指出“有些知识和感官的现实模式不是建立在语言上,而是建立在其他诸如图像、音
符等可以交流的力量上”[2]。摄影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延伸了人的视觉与感知,使人类更倾向于通过视觉

话语建构世界。[3]后现代语境中,摄影已不再是一种能够反映现实的透明媒介,而是一种复杂含混的表征

方式。[4]例如,巴尔特认为“照片表现的是难以捉摸的一刻,在那一刻,实在说来我既非主体亦非客体,毋
宁说是个感到自己正在变成客体的主体”。[5]17-18桑塔格认为照片是一种“幽影般的痕迹”[6]11,“既是一种

假在场,又是不在场的标志。”[6]19在德里达的论域中,“任何踪迹都是幽灵式的”[7],且幽灵是“一个矛盾

的结合体”[8]。摄影作为过去遗留的痕迹,其幽灵性正在于其悖论地表现现实,它将光线和黑暗结合起来

并因此瓦解了精神与物质、静与动、生与死的界线。摄影的这种幽灵性或曰解构本质使其成为指涉多重

身份、边界混淆以及记忆/历史不确定性的隐喻,给阐释留下了多元空间。图像与文字虽然是两种不同的

符号,但是“阅读”使它们变得相互关联,两者都牵涉到观看者的诠释工作。视觉与语言的相互作用不仅

模糊了影像-语言的界限而且制造出杂糅(hybrid)的表现形式。[9]79这种后现代的融合“使图像不仅可以讲

述故事,而且可以通过创造新的叙事空间来揭示隐藏在可见背后的语言”[9]80。将有着丰富能指的摄影意

象融入文学创作无疑能够拓展作品的意蕴空间。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作家们在表达方式上已变得高度视觉化。[10]2 麦克杜格尔用“强迫性

摄影(compulsively
 

photographic)”[11]112来描述加拿大文学创作中强烈的摄影风格,即作家通过视觉的方

式来描述和呈现经验。哈钦也认为当代加拿大作家们纷纷转向“摄影概念”,并倾向于把摄影与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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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类比。[12]46当代加拿大代表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作品中常运用摄影意象并对照片进行文字描写

(photographic
 

ekphrasis①),但研究者的关注点常常放在照相机所象征的权力层面,如丁林棚认为照相机

后面的凝视“总是充斥了性别政治和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13]阿特伍德的“摄影书

写”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譬如,她的诗歌《这是我的一张照片》(“This
 

is
 

a
 

Photograph
 

of
 

Me”)描述了一张

关于“我”的照片。“我”似乎在故意迷惑读者,一会儿说“我在湖里,
 

在照片的/中心”,但是接下来又说

“很难说出我恰好/在哪里,或说出/我有多大或多小:/水的效果/在光照中失真了”[14]。这种非此非彼似

乎强调了身份或意义的不确定性,质疑照片能否客观再现过去。摄影的这种含混性在阿特伍德的小说

《盲刺客》中得以充分体现。
《盲刺客》因“宽广的视野,精彩的结构和丰富的戏剧性”为阿特伍德赢得2000年“布克”文学奖。出

版以来就备受学界关注,涉及对女性身份、创伤记忆、女性写作、女性成长等议题的探讨。其现代与后现

代相融合的写作特点,如套娃式叙事结构、混淆虚构与真实、互文性、意识流等也激发了诸多讨论。小说

的其他内涵如大众文化的作用、疾病隐喻等也被挖掘。《盲刺客》中的照片意象在这些研究中虽有提及,
但其在叙事和主题层面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系统讨论,其丰富的意蕴空间还有待探讨。

《盲刺客》包括三层叙事,处于表层的是艾丽斯的回忆录,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主体;间续插入其中的是

一部名为《盲刺客》的罗曼司,是小说的第二层文本;罗曼司中人物讲述的外星故事是处于内部的隐喻之

核。三层叙事间互文交织、反复折射的镜像带来了角色身份的多重性和文本意义的繁复性,让读者如同

置身于迷宫。阿特伍德在迷宫中撒下一张张凝固了时空的影像,读者只有对这些照片认真观察、仔细揣

摩,才能找到走出迷宫的线索。可以说这些照片既是一种可以解码过去的踪迹,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

因。小说表层文本以劳拉之死揭开了序幕,为读者设置了悬念。第二层文本中一张被剪切的照片“为小

说《盲刺客》提供了框架”[15],也是叙事者开启回忆的源头:“这一切虽说淹没了,但还在我的记忆中闪

耀”[16]8,小说的尾声与之相呼应:“现在这一切都被时间淹没了……她所留下的仅仅是这张照片。还有关

于它的故事”[16]620。整部作品的叙事进程如同一张在暗房中等待显影的胶片———劳拉死亡的秘密将被揭

开,而萦绕其中的记忆、身份、历史等多重主题也伴随着对照片的描述而缓缓呈现。

二、照片作为记忆的媒介:家族史的反思与构建

关于记忆与图像间的关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早期哲学家认为记忆是一种用于获取知识和内省

的过程,而图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记忆是一个主体将当下的对象和景观内化为心像

(fantasmata)的过程。[17]22 本雅明认为相机能够记录一种人眼无法发现的“光学无意识”(optical
 

unconscious),从而产生了一种本质上由机械方式产生的记忆。[18]视觉人类学家爱德华兹认为照片通过

“重塑时间性(retemporalization)”和“重塑空间性(respatialization)”帮助观者构建记忆。[19]桑塔格则指出照

片作为一种记忆的媒介在过去与现在间建立起一种特别的、有感情的联系。[6]11-12 可以说,摄影通过视觉

元素的转喻形成了一种记忆的诗学,在观者接触影像时唤起个人记忆并引发情感共鸣。《盲刺客》第二层

叙事的引子就强调照片作为诱发记忆的中介:“她把照片平放在桌子上,然后盯着它看,就像在往一口水

井或一个池塘里看———不是在找自己的倒影,而是在找别的东西,一种她丢失的东西”。[16]8“水井”“池塘”
都类似镜子,美国19世纪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把照片看作“带有记忆的镜子”[20],只要我们望

向它就可以在里面找到过去和回忆。在小说第一层叙事中,叙事者艾丽斯的回忆都伴随着照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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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代文学评论家詹姆斯·赫弗南(James
 

Heffernan)将ekphrasis定义为“对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the
 

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参见HEFFERNAN
 

J
 

A
 

W.
  

Museum
 

of
 

words:The
 

poetics
 

of
 

ekphrasis
 

from
 

Homer
 

to
 

Ashbe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3.“ekphrasis”词源可追溯至希腊词汇“ékphrasis”,意为“表达出来”。在古希腊文学中,“ékphrasis”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强调通过

词语来再现或呈现视觉艺术作品的能力,旨在让读者通过文字感受到艺术作品所传达的美感、情感和意义。可以说是视觉与语言两种媒介

的交遇。参见OLSON
 

R.What
 

is
 

ekphrasis? [EB/OL].[2023-12-02].https:∥liberalarts.oregonstate.edu/wlf/what-ekphr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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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人像还是物像、无论是家庭影像还是公众影像,都成为一种“存在”的见证———“我们将照片装入相

框挂起来”“希望表明我们的存在”[16]114。艾丽斯曾将她对家族史的追寻比喻为“用马赛克拼合画像”,照
片是构成这幅画像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她只需要“再涂上重彩”[16]81。

艾丽斯对家族历史的回忆是从蔡斯纽扣厂墙壁上的老照片开始的。她试图带领读者回到一百多年

前的加拿大,共同“回味一下历史”[16]64。这种叙事方式充分体现了摄影记录、纪念、再现历史的功能。阿

特伍德以美杜莎意象暗示了摄影与历史的关联。蔡斯家族故居阿维隆庄园内有一尊十九世纪风格的美

杜莎雕像———“一双可爱的眼睛冷漠地凝视着前方”[16]71。本雅明认为美杜莎的凝视停滞了历史,将某一

时刻从历史流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意象主义的空间,这种时间流的暂停使重读和重写历史变为可

能。[21]相机的镜头如同美杜莎的凝视,将一个即将消失的历史时刻留在了照片底板上。当帕尔修斯去杀

美杜莎时,为了避免直视美杜莎,只能在光亮的盾牌上观察她的映像。这个神话寓意着我们无法直面现

实,只有通过映像去了解历史。照片如同反射现实的盾牌,从中我们看到了曾经的某个时刻。艾丽斯以

照片为媒介写作回忆录,使照片成为再现历史的隐喻。
虽然照片能够填补我们脑中诸多画面的空白,但是照片只截取了时间流中的一刻。这样,我们通过

照片看到的现实“必然总是隐藏多于暴露”,因此桑塔格认为,任何照片都具有多重意义,“不倦地邀请你

去推论、猜测和幻想”。[6]26照片是静止的,却不是封闭的,它朝观者开放多种阐释。艾丽斯对家族照片有

自己的理解和评价,这些照片不仅给予艾丽斯一种重温过去的想象,而且成为她反思历史和自我的媒介。
虽然祖母已经去世,但艾丽斯认为在祖母的房子里长大就意味着“在她的观念中长大”[16]76。这对她

生命中的诸多行为和选择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艾丽斯回忆她在十六岁时对相片中服饰华丽的祖母产生

了浪漫幻想和崇拜。这些彰显身份和地位的相片对少女艾丽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她能接受年纪大却有

钱的理查德的求婚,部分原因是祖母的偶像力量。但当历经沧桑的老年艾丽斯再次回顾这些照片时,它
们已褪去了往昔的浪漫光彩,裸露出带有铜臭味的世俗真相。她讥讽地评论祖父母的结婚照:当蒙特福

特家族家道中落,阿黛莉娅只能嫁给本杰明·蔡斯和他粗俗的钱,人们期望她能像提炼石油一样去净化

这些钱。阿黛莉娅也不负期望,用自己出身贵族的“高雅情趣”改造丈夫,并从丁尼生的诗歌中取来“阿维

隆”这个名字来命名新建的庄园,似乎要将这座“商人的宫殿”化作诗歌描述的浪漫所在。无论阿维隆庄

园如何吸引了多位首相来访,在老年艾丽斯看来这座昔日的宫殿只不过是“野心的坟墓”。
艾丽斯对历史的回顾不可能绕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战争爆发时,蔡斯家的三个儿子也毫不犹豫地

入了伍,并留下一张神气的合影。但当战争结束时,只有艾丽斯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三兄弟的合影变成

了幽灵般的场景:父亲站在月台上,“在他身旁,无形地站着他的两个兄弟”。[16]91 艾丽斯的父亲总是将三

兄弟的合影摆放在桌子上,使之成为一种哀悼式的回忆,在艾丽斯和劳拉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艾

丽斯父亲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敬献花圈的照片则揭示了他内心的创伤。艾丽斯回顾了父亲为纪念碑设

计的雕像以及铭文“不能忘却”[16]171。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却死去的将士,却忽略了身边活着的亲人;
他因为幸存于战场而自责,却真正要为妻子和女儿的死负责。艾丽斯思忖谁该为此负责:“因为谁都没有

错,也没法去指责谁。战争又不是某个人。”[16]91艾丽斯通过照片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它夺去了亲人们

的生命,将父亲变成“一个蹒跚的、悲伤的独眼怪兽”,[16]94并最终导致了姊妹二人的悲剧。
艾丽斯对已逝亲人照片的描写不仅再现了过去的场景人物,展示了这些照片在构建家族历史和个人

记忆中的重要性,还包含了对当时社会文化、历史事件的反思与批判。艾丽斯在建构家族历史的同时也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背景,暗示她也是家族观念的产物,也指出社会洪流,如战争,对普通人的裹挟和影响,
让人无法逃脱沦为牺牲品的命运。照片具有共鸣和超越性的力量,图像可以超越个人回忆,扩展为集体

记忆的纽带。[17]24因此,通过对照片的描述和阐释,艾丽斯将个人成长、家族记忆与社会历史背景关联起

来,使小说中的影像文本与叙事主线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丰富的叙事结构。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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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片着色与剪切:书写“另一个宇宙空间”

艾丽斯还提到那个时代的照片着色术:“人们会把老的黑白照片带来上色,让它们变得更生动。”[16]233

艾丽斯感觉照片上的人物在经过着色处理后,看起来像是来自一个奇异的国度———色彩斑斓却又静默无

言。这种感觉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实”相去甚远,更接近于超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见的元素:虚构、异样、
超越常规的现实。劳拉对照片上色很是着迷,但是她对颜色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和理解,她把照片上的

人脸涂成紫色、绿色或淡橙色,当艾丽斯质疑人脸不可能是这个颜色时,劳拉声称忠实于另一种真实———
“这是他们灵魂的颜色”[16]235。可见劳拉的涂色爱好是她描绘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通过给人物

上色,劳拉用自己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使不可见的东西显现出来,呈现给观者一种超常规的深层现实。就

像希腊神话中被强奸和割舌的菲洛梅拉,劳拉也无法说出被理查德性侵的真相。菲洛梅拉通过编织挂毯

传递信息,劳拉则通过给照片上色叙述自己的遭遇。因此这些上色的照片也成为窥探劳拉内心世界以及

解开劳拉之死谜团的关键线索。例如,劳拉把照片上的理查德涂成绿色和灰色,暗示他的邪恶本质。可

惜艾丽斯一直“睡着”,没能及时发现和阻止劳拉受侵害,她被涂成了蓝色和白色,象征着盲目和失去自

我。劳拉则将自己涂成明亮的黄色,“像一盏玻璃灯”[16]539,试图唤醒沉睡的艾丽斯。
照片着色意味着创作和言说,照片剪切也在传递信息。艾丽斯保存着一张名为“野餐”的照片,这张

三人合影中劳拉被剪切掉了,只剩她的一只“左手”,静静趴在艾丽斯和亚历克斯的身边①。这张照片突

破小说故事框架,从一个叙事层面渗透到另一个叙事层面,在回忆录和罗曼司中反复出现,是理解姊妹二

人情感纠葛的关键,也是小说多重主题的重要载体。从巴尔特的“意趣(Studium)”和“刺点(Punctum)”概
念出发可以对这张照片做出解读。“意趣”属于文化范畴[5]37,是观者对照片的一种普遍、理性的理解和接

受。“刺点”则“常常是个‘细节’,即一件东西的局部”[5]58,这个细节刺中了观者,“唤起个人独特且无意识

的回忆”[22]4。从“意趣”的角度看,这张被剪切的照片直观展示了艾丽斯和亚历克斯的亲密关系,暗示了

劳拉的缺席。劳拉被剪切掉象征着她的死亡和消失。从“刺点”的角度看,照片上的“断手”刺到了艾丽斯

的内心。正如巴尔特所言,“刺点总或多或少地潜藏着一种扩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常常是用借代手法来

表达的。”[5]59“断手”象征着劳拉,在艾丽斯和亚历克斯的恋爱过程中一直悄悄地爬向他们。这只“断手”
如同幽灵一直追逐着艾丽斯,使艾丽斯无法摆脱对劳拉的愧疚和失去劳拉的痛苦。

这只“左手”还有更深刻的寓意,如艾丽斯所言“劳拉是我的左手,我也是她的左手,我们一起写出了

这本书。”[16]615暗示了艾丽斯和劳拉的镜像关系。姐妹二人不仅命运交叠,而且在精神上也有共鸣。艾

丽斯在回顾人生中逐渐认识到劳拉是她的另一面———“我从背后看她,……似乎在看我自己”[16]469。艾丽

斯以劳拉的名义写作表明二人是精神上的“合作者”[16]615。正如照片总是召唤自己的镜像,这种“合作”暗
示了作家身份的双重性以及写作视野的双重性。豪威尔斯认为:“那只断手在两张照片中被分别涂成黄

色和蓝色,代表了两个女孩的不同心理”[23]162。她继续引用多萝西·琼斯(Dorothy
 

Jones)的观点:艾丽丝

和劳拉分别代表了作家需要的两种视野———“一方面是艾丽丝所代表的或具有的对于社交活动所关联的

一些表面细节和琐事的含义,而另一方面是劳拉所代表的透视灵魂的力量。”[23]162 当艾丽斯认为劳拉和

她共同创作了这本书,意味着两种视野的融合。
艾丽斯还强调这是一本“左手”写成的书。阿特伍德在谈写作时用“左手”和“右手”体现作家的双重

性。她认为“右手”(dexer)有“幸运”之意,而“左手”(sinister)则意味着“邪恶”,[24]27 因此“右手”是被社会

普遍认可的可以用来书写的手,而“左手”则是被社会正统观念所厌弃、边缘化的。在她的诗歌《右手与左

手的战斗》(The
 

Right
 

Hand
 

Fights
 

the
 

Left)中,“右手握着刀,左手跳着舞”,“右手”被描绘为强大而支配

性的,代表着象征秩序,而“左手”虽然柔弱,却代表着迪奥尼索斯的舞蹈中体现的自由与创造力。[25]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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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左手”则象征了一种挑战传统的另类书写。在这本“左手”写成的罗曼司中,艾丽斯不仅讲述了

男女跨越阶级的地下恋情,“探索了多伦多移民和工人阶级的社会空间”[23]163,还记录了亚历克斯所讲的

“另一个宇宙空间”的故事,“一则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寓言”。[26]49 塞克隆星球和萨基诺城就是地球

与加拿大社会的镜像。萨基诺城的压迫与反抗映照着上世纪三十年代加拿大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蔡

斯纽扣厂在这种环境中也备受冲击,难以维系。艾丽斯与劳拉分别为了挽救家族企业和爱人成为牺牲

品,而且有苦无法诉说,如同塞克隆星球被割掉舌头送上祭坛的圣处女。罗曼司与小说中其他两个叙事

文本相辉映,从不同侧面折射了姊妹二人的生存境遇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另一个宇宙空间”也代表着

超脱于现实社会空间的禁锢,象征一种主体和思想的自由性,是姊妹二人从亚里克斯那里获得的遗

产———“一个无限遐想的王国”,一个可以“重新创造你自己”的自由空间。[16]616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给相

片的另类着色与“左手”写作都代表着一种超现实主义视野,体现了想象力、创造力、颠覆性以及女性间的

精神依存和主体性的生成。

四、摄影的幽灵性:“与死者协商”

《盲刺客》一书充满了死亡以及亡者遗留的照片,艾丽斯正是以这些照片为媒介写作了回忆录。但是

摄影的幽灵性或曰含混本质让人怀疑艾丽斯的回忆录是否真实可靠。作为一个老人,艾丽丝穿梭在现在

与过去的双重视野中,她的写作也同样在虚构和真实之间踱步。艾丽斯自己也承认回忆中有些东西被忽

略掉了:“漏掉的内容太明显了,就像房间里缺少了灯光。”[16]476艾丽斯最后透露她和劳拉一起写了《盲刺

客》。这种“协作”不仅暗示了作者身份的双重性,而且充满了虚构与真实间的流动关系。[26]46 艾丽斯写作

回忆录也是在建构历史,她引用莫泊桑的话来表明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历史,无非是一个被颂扬却不真

实的老太太。”[16]198艾丽丝对历史的观念是受她的时代、性别和阶级所限制的。她对加拿大社会的了解

主要通过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对自己家庭的影响来感知,即使家庭内部发生了什么她也未必清楚。很多信

息来源于照片,但照片只能部分反映真实,而且它的含混性也干扰和限制人们理解真实的方式。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如此难以把握,艾丽斯写作回忆录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呢? 阿特伍德曾说“所有写

作,其深层动机都是来自对‘人必有死’这一点的畏惧和惊迷———想要冒险前往地府一游,并将某样事物

或某个人带回人世。”[24]113艾丽斯的写作很多时候不是由事实驱动的,而是“丧失、悔恨、苦难和渴望驱赶

着的故事”[16]620。在为劳拉扫墓时,艾丽斯萌生了写作回忆录的念头;当梦到亚历克斯的幽灵来访时,她
发现自己的回忆录里充满了漏洞。这使她意识到死者会返回并提出要求,而且“再没有比理解死者更困

难的事了……也再没有比无视他们更危险的事了。”[16]609因此,艾丽斯的写作不是为了如实记录过去,而
是与死者协商,满足死者的愿望。艾丽斯认为“我写下我所记得的,以及我所想象的,那同样也是真

相。”[16]614阿特伍德认为死者所求的是“对正义的愿望及对复仇的渴望。”[24]119 艾丽斯写作的首要目的是

复仇,她以劳拉名义写作的罗曼司驱使理查德精神崩溃而自杀。艾丽斯写作的另一目的是为了纪念,她
认为回忆录是“某种纪念物”[16]609,是为亲人所作的挽歌。这不仅是死者的需求,也是艾丽斯自己的需求:
小说是她的自我辩护,是她唯一能够存在的地方,如同奥维德的诗歌:“命运将留给我声音,世人将藉由我

的声音知道我。”[24]129。
显然,回忆录记载的是过去,望向的却是未来。这一点与摄影有着相同的寓意。摄影的幽灵性模糊

了时间界限,将未来寓于过去之中。约翰·伯格认为照片的“记忆”功能体现在“未来”。照片记录了过

去,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开放给观者,当观者在回忆和重新体验过去的时光时也唤醒了自身的主体性,从而

背负过往走向未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摄影“成为人类记忆之预言,才有可能在社会和政治的层面上被

实现”[27]。伯格这种在照片中回望过去、走向未来的观点与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有着思想共鸣。“历史

天使”脸朝过去,背对未来,他的翅膀被历史的风暴吹得张开,无法向前飞翔。他试图唤醒死者,修复过去

的断裂和灾难,但是新的灾难和破坏又会出现,将他推向更远的过去。本雅明指出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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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进步。[28]47本雅明试图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如果无视人类个体和集体经验的完整性,仅以工具

理性为目标,所谓“进步”也只不过是持续的灾难。这解释了《盲刺客》中所描述的二十世纪上半段西方社

会的经济萧条、阶级冲突与社会动荡,蔡斯家族的悲剧正是时代的掠影。
但是本雅明认为人类是可以自我救赎的,他的历史观念中包含着对过去事件和经验的再审视,以及

对历史中被遗忘、被压抑的群体和事件的关注。他认为救赎“不但是生者记忆的总和,还包括了死者的记

忆;它不但注视着当下的时间,也听到过去和现在所有被迫陷入沉默的时间与生命。”[29]11 如阿特伍德所

言,过去是“死者看守的宝藏”,“但这宝藏是无用的,除非它能被带回人世,再度进入时间”。[24]128 因而,未
来的希望只能到过去中寻找———“唤醒死者,弥合破碎”[28]47。无论是照片还是回忆录,都保留了个人的

记忆与经验,蕴藏着对未来的期待与启示。“通过这种拯救性的记忆,现在与过去结成了一个‘历史的星

座’,而过去未酬的期待构成现在的、指向更理想的未来的动力,一如当下为了更美好的斗争反过来给过

去灌注了意义,使之变成活生生的、负有救赎使命的现在的内在构成部分。”[29]11与死者协商,将过去带回

到当下,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生者从过去中寻找启迪和救赎的可能。艾丽斯将回忆录留给外孙

女萨布里娜,她留下了家族的影像和自己的声音,也为萨布里娜敞开了过去的时间境遇和望向未来的窗

口。

五、结语

在《盲刺客》中,阿特伍德巧妙地将摄影融入叙事,使之成为串联核心主题的重要隐喻,为小说打开了

多元阐释空间。一方面,摄影以转喻形式构成一种记忆诗学,成为艾丽斯重构家族历史的媒介;另一方

面,相片着色与“左手”写作代表一种超现实主义视野,在探索女性间精神依存和自我完整性的同时,书写

象征着自由、创造和革命性的“另一个宇宙空间”;摄影的幽灵性则揭示艾丽斯写作回忆录是一个与死者

协商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纪念与正义。阿特伍德运用摄影书写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历史省思。通过摄

影作为记忆的隐喻她唤起人们对被遗忘或被压抑的记忆的关注,这不仅是为死者寻求正义,还为生者带

来启迪。这凸显了重构历史记忆的重要意义: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被重新书写和阐释。通

过摄影的含混性,阿特伍德质疑了单一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她关注边缘化群体的历史经验和叙事立场,引
导读者跳出固有视角,去感知那些被遮蔽的真相,以多元视野重构历史认知。阿特伍德还将摄影运用为

一种具有解放力量的艺术形式,摄影可以从个体或弱势群体的视角重新定义和再现历史,从而激发人们

对社会变革的想象力。在《盲刺客》中,过去和未来在照片的隐喻中相互交织,揭示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

辩证关系,启示读者只有以一种开放和反思的态度认识过去,才能找到通向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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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photography
 

has
 

been
 

endowed
 

with
 

a
 

complex
 

system
 

of
 

signification,
 

leaving
 

ample
 

space
 

for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In
 

The
 

Blind
 

Assassin,
 

Atwood
 

skillfully
 

integrates
 

photography
 

into
 

the
 

narrative,
 

making
 

it
 

an
 

important
 

metaphor
 

that
 

connects
 

the
 

core
 

themes.
 

Photography,
 

in
 

the
 

form
 

of
 

metonymy,
 

constitutes
 

a
 

poetics
 

of
 

memory,
 

serving
 

as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protagonist
 

reflects
 

on
 

and
 

revisits
 

her
 

family
 

history.
 

The
 

alternative
 

coloring
 

of
 

the
 

photographs
 

and
 

the
 

“left-handed”
 

writing
 

both
 

represent
 

a
 

surrealist
 

perspective,
 

which,
 

while
 

exploring
 

the
 

spiritual
 

dependence
 

and
 

subjectivity
 

of
 

women,
 

also
 

compose
 

“another
 

dimension
 

of
 

space”
 

of
 

freedom
 

and
 

creativity.
 

The
 

spectral
 

or
 

liminal
 

nature
 

of
 

photography,
 

moreover,
 

underscores
 

the
 

fact
 

that
 

Alice’s
 

memoir
 

writing
 

is
 

a
 

process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
 

Through
 

“photographic
 

ekphrasis”,
 

Atwood
 

calls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forgotten
 

or
 

repressed
 

memories,
 

guiding
 

them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he
 

also
 

reveals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inherent
 

in
 

the
 

art
 

of
 

photography,
 

while
 

expos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future,
 

and
 

inspiring
 

people
 

to
 

find
 

hope
 

for
 

the
 

future
 

by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past.
Key

 

words:
 

The
 

Blind
 

Assassin;
 

photographic
 

ekphrasis;
 

memory;
 

identit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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