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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穆赫兰道》讲述了主人公贝蒂 （统一使用梦中化

名，下同）因爱人丽塔的背叛由爱生恨，雇来杀手杀害恋人，

以及这之后在梦中的一系列精神活动。纵观整部电影，贝蒂对

丽塔的爱欲、愧疚与逃避是整个梦境的主线。导演大卫·林奇

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梦境与现实交织融合，以高超

的艺术手法展示了诡谲而近乎扭曲的梦境。十多年来，其晦涩

难懂、曲折离奇的剧情吸引着观影人从各种角度解读该影

片。

精神分析学自创立以来，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重

大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导演创作过程的思想指引，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学不失为一个解读电影的良好的切入点，其中的释

梦、无意识等理论对于解读该影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梦是欲望的满足

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指的是清醒时脑海中想

到的会在梦中得到展现。无独有偶，在《释梦》中，弗洛伊德

对梦的动机的阐释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在“梦是一种愿

望满足”的观点上比前人走得更远。在他看来，“梦是一个

（受压制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 ”。弗洛伊德

有关梦的学说都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因而从释梦层面解读

《穆赫兰道》也要以该理论为塔基。

具体展开来看，“在梦中得到的愿望，不是一般的愿望，

而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种种欲望，主要是性的欲望 ”。在现实

生活中，人们难以启齿的欲望受到外界环境和社会道德的束

缚。但欲望并没有被完全压制，它们努力寻找一个发泄出口，

其中最普遍的形式便是梦境。入梦后，人的稽查作用放松，欲

望便采取迂回战术，在梦中得到呈现和满足。

正如前文所说，贝蒂对丽塔的爱欲贯穿了整部影片，这种

欲望在梦中得到直接表现。梦境中的贝蒂初到公寓，便撞见了

正在沐浴的丽塔，浴室磨砂门后曼妙的女性身影既给了观众想

象的空间，也正是贝蒂对恋人的美好幻想。后来，两人逐渐建

立信任并互生好感，无所顾忌地度过一段亲密时光，得到了心

灵和生理上的极大满足。

短暂的甜蜜背后实则是愿望与现实的极大落差。现实中的

贝蒂和丽塔是一对同性恋人，碍于两人演员的身份，每次她们

密会时丽塔必须戴上黄色假发，以防大众认出。两人的感情很

快出现裂痕：丽塔转而与导演亚当陷入爱河，甚至当着贝蒂的

面与其他女演员接吻，而对贝蒂的伤感视而不见。恋人的背叛

打破了贝蒂对爱情美好的幻想。在与丽塔激烈争吵过后，她只

能通过自慰满足自己对丽塔的爱欲和性欲。

角色亚当的个人形象则体现了贝蒂对丽塔的占有欲。现实

中的亚当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好莱坞导演。梦境中的他被黑社

会冻结银行账户，回到家发现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偷情，还被二

人合力赶出家门。这些正源于贝蒂对亚当的报复心理——亚当

插足了她和丽塔的爱情，她潜意识中想要亚当尝尝遭遇背叛的

苦楚。同时，由于梦中的贝蒂与现实中的丽塔有形象上的重

叠，贝蒂以与朋友约好为由，放弃试镜机会，这是源于现实中

丽塔与亚当因试镜相识、相恋，放弃试镜的情节暗示贝蒂对丽

塔的独占欲。

由此可见，贝蒂的欲望在梦境中得到直接展现和满足。欲

望的满足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换言之，我们在梦境中寻找愉

悦感。但《穆赫兰道》中也出现了似乎并不为当事人所感到愉

悦的情节。其实，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学说一经发布便引起很多

人的关注，其中不乏反对的声音，一种意见就是“大多数梦并

不是性欲等欲望的满足，理由是这些梦的内容并不使人愉快，

反而常常是可怕的。可见梦与欲望无关 ”。由此，弗洛伊德对

他的理论做了新的补充。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视角下的《穆赫兰道》
高雅虹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穆赫兰道》是大卫·芬奇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自编自导的悬疑电影，本身作为精神分析学的

变体具有一定的批评价值。依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将电影的意象与情节抽丝剥茧，有助于揭开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梦

的背后内涵。曲折离奇的梦境正是主人公贝蒂无意识和自我躁动的结果。梦境中的贝蒂或是直接展示对恋人的欲望，或

是间接地通过稽查作用下的凝缩、移置手法实现自身欲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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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梦在稽查作用下的凝缩

弗洛伊德为了完善“梦是欲望的满足”这一理论，将梦境

分为了显梦和隐梦两个部分。“每个人的梦由于两种精神力量

的作用而各有其不同的形式，一种力量构成欲望，用梦表现出

来，即显梦；另一种力量则对梦中欲望行使稽查作用，迫使欲

望不得已进行伪装，通过凝缩、移置等作用间接表现出来，成

为被改装的现实，即隐梦 。”从符号学角度理解，显梦是“所

指”，隐梦则是带有隐喻含义的“意指”。

显梦就像一个面具，揭开面具才能看到真实的五官和表

情。从这一角度看，前文对梦境的解读仅仅停留在显梦层面。

多数情况下，欲望并不是赤裸裸地得到表现，梦境的形成是隐

梦走向显梦的视觉化过程，释梦恰是反向作用，即显梦走向隐

梦，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

“在稽查作用下，梦的凝缩和移置在本质上可说是梦的活

动形式中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因素 。”当凝缩和移置发挥作用，

显梦与隐梦的“距离”加大，梦境常常出现独特甚至荒谬的一

面，变得愈发扑朔迷离，因而释梦工作难度要大得多。下面举

例说明两种作用在贝蒂梦境中的体现。

显梦为了逃避意识对欲望的监督，将隐梦的内容进行压

缩、精简，排除了许多隐梦的相互联系的内容，进而形成新

的、概略的片段；或者从多种愿望中挑选某个部分，重新组合

成新的要素，最终在可视化层面表现出混合而成的人、语言或

者事件——这便是梦的凝缩作用。影片情节更多地体现凝缩作

用下的仿同作用，也意味着当事人将自我同化为他者，寄希望

于展现对方特有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从而回避真实的自我。

梦境中贝蒂的形象正是凝缩作用的结果。“贝蒂”一名来

自于做梦前她在咖啡馆对女侍者姓名牌的一瞥。她同时又是现

实中的丽塔的化身：面容姣好、举止优雅得体，在试镜中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被导演一举相中，这些与现实中贝蒂自卑、颓废

的形象大相径庭。两人在情感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鲜明转换：现

实中的丽塔高高在上，对贝蒂态度冷淡。相反，梦中的丽塔在

贝蒂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恐惧，甚至对其产生依赖，贝

蒂成为两人情感中的引领者。这种凝缩和仿同作用正是贝蒂对

美好感情的寄托，在梦中，贝蒂满足了现实中求而不得的愿

望。

在片场，贝蒂以和朋友约好为由主动放弃试镜资格。站在

一心成为电影明星的贝蒂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显然不可思

议。主动放弃并不是贝蒂心中所想，反而是她极为不悦的事

情。 “梦中出现不愉快的感情并不意味着梦中没有欲望的存

在，这些梦是化了装的，它们的欲望的满足已伪装得难以辨

认 。”现实情况是，贝蒂和丽塔同时参与试镜，而丽塔被导演

一举相中并一炮而红。一方面，她因角色被抢走而不悦，但对

恋人的爱意使她无法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正是这次试镜使得

丽塔与亚当相识并坠入爱河。因此，利用“主动放弃试镜”这

一不令人愉快的情节，既逃过了对嫉妒之心的稽查，也满足了

贝蒂希望恋人专一的愿望。

三、梦在稽查作用下的移置

为了逃避稽查机制，显梦将隐梦的主要部分或中心动机放

置到不为人所注意的边缘，欲望被隐喻所替代，或者作为无关

紧要的部分出现，这便是梦的移置作用。影片中移置作用集中

体现在似乎与事件不相关的情节以及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上。

梦境之初，一名男子因经常梦见“墙后的人”，而在咖啡

厅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后来男子被墙后的恐怖面孔吓晕。之

后，一名蹩脚的杀手为了将现场掩饰成自杀，慌乱中不慎枪支

走火，惊动了隔壁的女人；他处理女人的过程被走廊的清洁工

所见，在处理清洁工和随身的吸尘器时，吸尘器又触发了报警

器，最终杀手从阳台落荒而逃。这两段情节与主线剧情并不存

在伏笔和照应的关系，那么导演为何加入这段突兀、混乱甚至

有些引人发笑的情节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观众必须对现实情境有整体的把握。

现实中贝蒂痛恨于丽塔的背叛却无力回天，选择请杀手处理掉

丽塔来结束内心的噩梦。杀手让贝蒂找流浪汉领取证明丽塔已

死的小盒子，这个流浪汉就是“墙后的人”。事成后，贝蒂始

终不肯打开小盒子，对丽塔的爱使得她对此前的一时冲动后悔

不已，她不愿接受恋人已去的事实，潜意识逃避自己的所作所

为。此时她内心最大的欲望便是丽塔仍在，两人还能延续甜蜜

时光。

贝蒂的愧疚和逃避既是现实愿望，也化为稽查机制，这种

机制不允许杀害恋人的事实展现出来，转而通过边缘形象呈

现：丽塔化身为惧怕流浪汉的男子；贝蒂想要掩饰自己的所作

所为却引发内心更大的不安，正如欲盖弥彰的杀手，她渴望逃

离噩梦般的现实，最终却迎来了又一场悲剧。

梦中丽塔成为重大车祸的唯一幸存者却丧失了记忆，这也

暗含了贝蒂对丽塔逃开枪口，以及两人可以重新开始的美好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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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最终，爱欲下的愧疚和逃避通过移置作用逃避稽查机制，

以隐梦的形式出现在梦境中。“当释梦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就

会知道梦是欲望的满足 。”

四、无意识与自我的躁动

无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他所探讨的

绝大多数心理现象都属于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如果将人的

全部心理活动比作冰山，那么意识不过只是水面上的小部分，

前意识漂于水面。而无意识就像深潜水下的部分，在人的全部

心理活动中占据主要地位。无意识所包含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原

始冲动、本能和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望，它们虽不为人察觉却

占据重要地位，人的举止言谈、梦境等活动无不受它的支配和

影响。

贝蒂无意识中对丽塔的爱欲的渴求是争吵过后自慰举动的

根源，梦境中赤身裸体的丽塔以及两人在夜深人静时分的亲密

也与这份爱欲不无关系，遭遇背叛后请杀手杀掉丽塔也是占有

欲作祟的结果。而当梦醒时分，意识居于精神活动的主导地

位，理智和社会道德感占据上风，贝蒂为杀害恋人一事感到深

深后悔和自责，于是选择饮弹自杀，故事由此走向了结尾。

弗洛伊德在他的后期理论中进一步修改了他的人格学说，

提出了自我（Id）、本我（Ego）、超我（Supcrego）“三部人格

结构”。其在电影中的体现与无意识理论大致相似，故在此不

赘述。

五、精神分析法的局限性：泛性论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为我们解读该电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视角。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用将该理论生搬硬套，解读贝蒂

的梦境的全部意象和情节，则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泛性论”。

在弗洛伊德眼中，“性本能在人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突出

作用，小至个人活动，大到人类社会的行为都受性本能的支配

和推动 ”。然而，影片中某些情节难以从精神分析法的角度进

行解读。实际上，对于一个鲜活的个体而言，除了生理欲望，

爱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样重要。

梦中的贝蒂因为高超的演技试镜成功，与其说这是贝蒂渴

求像恋人那般取得艺术成就，从而在感情中得到与丽塔同等的

地位，不如说是她长期以来成为电影明星的愿望使然。无独有

偶，梦境里贝蒂的姨妈是好莱坞的当红艺人，初登场时她借住

在姨妈名下一套位于好莱坞的豪华套间，后来还得到姨妈朋友

的提点，这与现实中家境普通的贝蒂“蜗居”在破旧的小屋

中、只身在好莱坞闯荡形成强烈反差。

当贝蒂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时，亚当的母亲曾对她

表现出一丝怜悯之情，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女性在梦中化身为

对贝蒂十分友好的女房东。这些恰恰是坎坷的个人奋斗经历

下，缺乏安全感和寻求呵护与关怀的表现，而非爱欲涌动的结

果。如果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生搬硬套地解释电影的全部情

节，则无可避免地走向僵化。

总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电影制作上的应用打破了

传统的线性叙事，带来阴郁诡谲的艺术效果，导演通过建构叙

事空间，引导观众走入角色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对于影片情

节的疑点，大卫·林奇没有给观众额外的解说，留给观影人思

考与回味的空间。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理解影片的角度多种多

样。精神分析学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其中的无意识理论和

释梦学说，仍为大众解读《穆赫兰道》提供了新鲜视角。在该

理论的引导下，观众梳理现实与梦境的关系，进而挖掘梦境背

后的深层内涵，感受别样的审美艺术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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