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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羚羊与秧鸡》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2003

年出版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力作，主要讲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

的世界已被各大跨国生物公司完全掌控，他们各自建立起自己

的国中之国——大院，只有高科技精英才有资格享用大院内的

锦衣玉食，其他民众被自动划分为下等人，只能生活在混乱不

堪的杂市之中。在这个社会中，色情交易、毒品大麻泛滥无

度，自然环境千疮百孔，文学艺术令人视如敝屣，科学技术却

被奉若神明。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天才“秧鸡”对社会感到绝

望，他制造出世界级灾难，结束了所有人类的生命，只留下他

的朋友“雪人”带领着一群人造“秧鸡人”在末世苟延残喘，

人类文明在这场末日浩劫中宣告终结。很明显，末日之前的人

类社会已然处在一种扭曲的、异化的状态，人们面对社会中种

种不合理的现象却无法进行有效地认知或反抗，只能行尸走肉

般地顺应着社会的“大势所趋”，原因之一则来自生物公司的

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权力监控。为提高权力监控的合理性和

权威性，统治阶层选择将大院建立成一座全景敞视监狱，合理

合法地对人进行规训与监禁，在人反抗权力时，便对其进行

裁决。

二、作为全景敞视监狱的大院

全景敞视监狱首先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后被法国哲学

家福柯引入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用以论述权力对人监控

的运作机理。这种监狱被设计为环形，每间牢房被切割开来，

横向上不可见，中间是一座可供监管者监控每一个囚犯的瞭望

塔。通过逆光效果，囚犯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监管者的眼中。

这种逆光的设计可以保证监管者“能够看见他人又使他人看不

到自己”，[1] 从而确保权力与服从之间关系的稳定性。

全景敞视监狱是“一种‘全面规训’的机构。”[2] 相对于

传统的监狱，全景敞视监狱有着三个难以取代的优点：一是省

时省力。普通的权力系统需要完备的国家行政机关，完善的法

制体系，大规模的军事化武器等。但全景敞视监狱只需要设置

一个监察系统，就可以实现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规训和监禁以

及被监管者的自我规训和监禁。二是实现了被监管者的自我规

训。监管者只需在全景敞视监狱中广而告之地投放“一种监视

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

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3] 权力的规训和监

禁从一种外在的强迫力量变成自我的约束力量。三是“权

力——知识” 的运作。全景敞视监狱的布局与运作模式使得

被监管者被封闭在一个个的平行的“表格”中，这有助于监管

者对被监管者的凝视和记录。“对他们的连续行为进行编码,把

他们保持在理想的能见度中,用监视机制包围他们，将他们登

记注册,在他们之中建构一套累积、集中化的知识。”[4] 通过这

样的规训流程，每一个被监管者都能获得自己的知识档案，监

管者由此可以制定出针对性的奖惩措施，纪律规范。受监管者

就是在这种规范化训练的权力之下自觉遵守规范。“知识系统

为权力的权威实施提供了合法依据”，[5] 令统治阶级的权力效

应得到长久、深入、稳定的发展。

《羚羊与秧鸡》中的被誉为“城堡”的大院就是这样一座

全景敞视监狱。无孔不入的监控设备，乔装打扮的公司警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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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意想不到的监查手段履行着瞭望塔的职责。被严格分割

开来的大院和杂市以及监听人们言行等行为切断了人与人之间

的有效沟通，将人的心灵囚禁在单独的牢房中。高科技监控设

备使监视目光变得愈发不可见，人们在寂静无声的镜头下不自

觉地进行自我规训。小说内的统治阶级利用规训、监禁以及裁

决等方式对顺从者进行约束，对反抗者进行打压，从而促进规

训和监禁的循环实施，保证权力监控在全景敞视监狱内得到持

久透彻的运作。

三、规训与监禁

规训与监禁是掌权者控制民众服从权力的手段。在全景敞

视监狱的监控下，人们的隐私被侵犯、人权被剥夺、尊严被践

踏。小说中的大院采取了大规模的、隐蔽的规训手段，使其成

为难以逃离的全景敞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即法律、司法、

道德做出让步的地方,一个用各种规范、纪律对人进行约束的

监视机制被建立起来。这些规范和纪律被认为是正当合理的,

并被人们自愿地遵守着。

为巩固权力，统治阶级通常会用空间分配、全面检查和层

级监视等手段来获取最完美的规训效果。小说中的统治阶级为

了让这三种规训手段显得合情合理，将杂市塑造成一个危险、

肮脏、杂乱的不毛之地，杂市中的人被塑造成疯子、罪犯、妓

女等反面形象。大院的建立就是将科研人员和这些危险且下等

的人群相隔开来，“城堡的作用是让你和你的伙伴们在里面安

居乐业，并把其他人都挡在外面。”[6] 全面检查和层间监控都

是保护院内的人们免受院外侵害的措施。可真相真是如此吗？

显然这只是一个使统治阶级将人们管控在权力机制之下的

借口。

规训权力机制下的空间分配是指人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阶级空间被分割,这样的空间分割有助于权力机制针对性的运

用。小说中的空间分配堪称典型，统治阶级按照阶层划分了大

院内和大院外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大院内聚集了高科技精英

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大院外的普通民众则被统治阶级和部分

大院内的精英视为廉价的动物。他们将实验失败的产物运到大

院外的餐厅供人们使用，各种工业垃圾废水也向大院外排放，

甚至还将大院外的人们视为实验对象，在他们身上进行各种药

物试验。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大院外充斥着疾病，贫穷与犯

罪。面对院外民不聊生的惨状，也有人奋起抵抗，但很快被公

司警察镇压，鲜活的生命化成一滩滩粘稠的物质。这种按照不

平等的身份和经济分配的空间却合情合理地继续存在着，人们

也逐渐屈服并认同这种分配规则。

全面检查将权力构建成一种不可见的形式，无形中让人们

成为权力作用下的客体和被征服者，“权力借助于它们不是发

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对象，而是

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7] 全面检查是统治

阶级规训人们的有效手段之一。大院内的人们遭受着全方位、

无死角的全面检查。他们的手机、电脑等私人通讯设备都被堂

而皇之地安装上窃听和监视设备，人群中常隐匿着公司警察，

以清洁工的身份潜入到私人住宅进行搜查。荷尔史威瑟大院的

门卫检查手段更是十分严苛，每一名出入大院的人员都要接受

裸体检查。就连逃亡在外的吉米母亲寄给吉米报平安的明信

片，也要经过上百道检查关卡和公司警察的手之后才能送到吉

米面前。这些藐视人类隐私，践踏人类尊严的检查手段无孔不

入地侵占着人们的生活，统治阶级的权力机制也无声地扎根于

人们的心中，将种种异化的现象变成了合理的存在。

“层级监视形成一座权力的‘金字塔’，这座权力金字塔上

下沟通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权力关系网络”[8] 监视

“是客观化所具有的一种普遍而抽象的简单权力，这是一种象

征权力”，[9] 在这个权力网中，规训权力制度从外界的强迫力

量变成对自我的约束。权力来源于统治阶级，并非某个个体，

所以监视者与被监视者没有明确的界限，被监视者同样是其他

人的监视者，监视者同样暴露于受监视的范围之内。大院里有

着装备精良的公司警察，是统治阶级设立在大院的人型瞭望

塔。他们以维护大院秩序，保护人民安全为借口，监视着大院

内所有人员的一举一动。同时执行监视作业的还有无孔不入的

高科技监控和监听设备，人们的行为举止全都毫无保留地暴露

在统治阶级的视野之下。另外，那些看似身份高贵的科研人员

除了受到大院掌权者的监视之外，也受到了来自身边人的监

视。秧鸡的父亲作为荷尔史威瑟西部分公司的顶尖研究员，在

研究中发现公司生产的保健品药物里被人为添加了病毒，目的

是让使用者染病，再售卖药品或提供医疗手段获取暴利。正义

的秧鸡爸爸准备向公众揭露荷尔史威瑟公司的罪恶行径，他小

心谨慎，计划周详，没有被公司警察发现，却被身边最信任的

妻子和朋友告密，最终被公司警察秘密处死。规训权力下的层

级检查一种是毫不掩饰地警示，一种是沉默隐蔽的监视，两者

共同发挥作用，使人不得不臣服于规训与监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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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配、全面检查和层级监视等手段巩固了统治阶级的

规训权力机制，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监禁在全景敞视监狱之

内。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运作愈发寂静无声，在不被人察觉

的情况下将人们束缚在权力的铁网之中。

四、反抗与裁决

不是所有人都甘心受制于全景敞视监狱的规训与监禁，清

醒的人们奋起反抗，但等待他们的是残酷的，规范性的裁决。

裁决的存在巩固了人们对规训和监禁的服从，加强了权力对人

们的统治。在小说中，吉米母亲是敢于反抗全景敞视监狱制度

的第一人。吉米母亲是一名出色的微生物学家，对科学的热爱

和造福人类的热忱让她加入了生物公司并有机会与吉米的父

亲，一名基因研究专家相爱。但很快她就发现，本应为人类谋

福利的生物公司却只为获取巨额利润迫害人与自然。她无法接

受公司做着有悖伦理道德和科学底线的实验，全景敞视监狱的

规训和监禁对她没有任何用处甚至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在经

历了迷茫矛盾和无可奈何的妥协之后，最终她选择奋起反抗，

逃离了这守卫森严的全景敞视监狱，毅然决然地来到“人间炼

狱”杂市。在这里，她一边躲避生物公司对她的致命搜捕，一

边为人类和自然奔走呼号。吉米母亲生活在全景敞视监狱之

中，时时刻刻接受规训的驯化和监禁的监视，却依然能坚持心

底的正义，即使付出了抛夫弃子，终生逃亡的代价也要去反抗

统治阶级对人的压迫和束缚，反抗这已经被异化的微型社会。

当像吉米妈妈这样的反叛者出现时，规范化裁决就被触发

了。所谓规范化裁决就是在全景敞视监狱这个微型社会中的一

个惩罚触发机制，在这个机制中，统治阶级将自己的主观意识

形态规定成的规范化的权力与法律并设定罪行标准，最终用主

观规定的审判手段对罪犯进行裁决。裁决手段作为一种真理或

是权威的存在，合情合理地惩罚反抗者。它的存在可以震慑不

敢反抗的人们，让他们更加惧怕并臣服于统治阶级，还可以裁

决反抗群体，剔除可能威胁统治阶级权力的不稳定因素。“在

规训机构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无休止惩戒具有比较、区

分、排列、同化、排斥的功能。总之，它就有规范功能。”[10]

这种规范功使得整个社会都运行着一种“嵌入、分配、监视、

观察的体制。”[11] 在小说中，大院内部人员的罪行标准就是泄

露科研秘密，或携带未公开的成果逃往杂市。吉米的母亲经过

细心的谋划最终顺利地逃出千疮百孔的大院后，大院的掌权者

派出无数公司警察在杂市里进行地毯式搜索，并在吉米家附近

安插了许多隐身的探子伺机而动，同时粗暴地搜查家里的所有

角落并对年纪尚小的吉米严加审问。在搜查无果后，多年来还

坚持对吉米的监控，企图从吉米身上探得其母亲的信息。但可

悲的是，吉米母亲最后也没有逃过的严密追捕，死在了公司警

察的枪口之下。这些勇于反抗的人们可能是那群不敢反抗的，

服从全景敞视监狱管理的人们的至亲挚友，但对于他们所遭受

的迫害和残杀或出于麻木、或出于懦弱、或出于保护、或出于

赞同，都默契地选择缄口不言。

五、结语

被囚禁在牢笼般的全景敞视监狱之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受

到来自权力的监控，其“作用是要铸造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行

为,用同样的模子驯化个体并塑造他们,以使他们的生产能力处

在最佳状态。”[12] 在全景敞视监狱洗脑般的规训与严密的监禁

下，在规范化的裁决面前，反抗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作为一名

思想深刻的严肃作家，阿特伍德通过对大院这一全景敞视监狱

的刻画将有助于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的反

思，在权力监控的枷锁之中寻求自我的解放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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