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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柯蒂斯电影《诺丁山》
《BJ 单身日记》和《真爱至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王柳萌
摘要：作为编剧和导演，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创作了一系列故事，并将其搬上荧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诺

丁山》《BJ 单身日记》和《真爱至上》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因此在英国电影史上收获一

席之地。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这三部电影呈现的女性形象，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三部电影，从而更好地理解理查德·柯蒂斯

浪漫喜剧中的女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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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00 后的英国

电影中，理查德·柯蒂斯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重要人物。他编剧或导演由 Working 

Title公司制作的电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作为《诺丁山》的编剧，同时改编了

原著小说《BJ 单身日记》，并在《真爱

至上》中担任编剧和导演。这三部电影

分别获得了 3.64 亿美元、2.8 亿美元和近

2.47 亿美元的票房。除了它们非凡的票

房收入外，这些电影在国外的观众数量

及其文化影响使理查德·柯蒂斯的浪漫喜

剧自成一派。正如报告所述，“近年来

最受关注的承担了此项责任的荧幕产品

是由作家理查德·柯蒂斯创作的，包括《四

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真爱至上》

和《BJ 单身日记》系列电影。通过对英

国和英国特性的积极、幽默和可爱的描

述，这些作品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广泛

的观众。整体上来讲，这些电影对于英

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可能比其他

荧幕产品都大。”①

鉴于这些电影的受欢迎程度和重要

性，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和讨

论。尼克·詹姆斯（Nick James）的《英

国 电 影 对 美 国 的 投 降 ——2001 年 的 视

角》（British Cinema’s US Surrender——

A View from 2001）探讨了“酷不列颠”

（Cool Britannia）的概念，以及这些电影

中反映出的超越了传统英国对于个体自身

和国民文化的自嘲自贬传统的自厌情绪。

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在《城

市生活：20 世纪 90 年代末英国电影中的

城市童话》（Citylife：Urban Fairy-tales in 

90s British Cinema）中从小说的角度总结

了这些浪漫喜剧。他将主角与童话人物相

匹配，分析了这些电影中描绘的伦敦，并

指出这些城市童话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他

们对社会不平等，紧张和个体在城市中

挣扎的忽视。安德鲁·希格森（Andrew 

Higson）的《英国影业，跨国主义与全球

化》（British cinema，Transnationalism and 

Globalisation）则主要关注这个时代英国

电影的跨国主义和全球化，将《诺丁山》

视为在世界舞台上投射英国形象的尝试，

认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对英国一种隐喻

性的表达和代表。而蒂姆·亚当斯（Tim 

Adams）在《卫报》上的评论则明确表达

了作者的整体观点——柯蒂斯的电影创造

的是一个“闪亮、快乐的场所，这里有对

肮脏的富人的宽松态度，无休止的乐观和

对于圆满大结局的热衷。”②

在以上各个宏观视角的文化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旨在从更为一个围观的、女性

的角度探讨这些电影。《诺丁山》和《BJ

单身日记》里都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女性主

角，在《真爱至上》中交织在一起的故事

中，女性形象更丰富，其呈现的角度也更

多元化。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分

别探讨这三部电影中的主要和代表性女性

人物——《诺丁山》中的安娜·斯科特、

《BJ 单身日记》中的布里奇特·琼斯和《真

爱至上》中的凯伦，希望通过横向与纵向

的比较，讨论这些人物的特征和局限性，

从不同的角度更好地理解理查德·柯蒂斯

的浪漫喜剧。

二、《诺丁山》《BJ 单身日记》和《真

爱至上》中的女性形象

A. 安娜·斯科特——成功而坚强的

女性？

在《 诺 丁 山》 中， 安 娜· 斯 科 特

（Anna Scott）是一位好莱坞的巨星。她

邂逅了旅行书店老板威廉·萨克尔（William 

Thacker），并产生了爱情。但由于二人

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巨大差异，几经

分离和误解。其间，安娜曾来到威廉的书

店，倾诉心声。虽然威廉当时拒绝了她，

但他随后后悔，最终成功挽回了安娜。

安娜·斯科特在电影中被塑造成一个

极其成功的女演员，她和威廉之间的距离

让墨菲将情节总结为另一种童话故事，只

是安娜扮演的是公主，而非灰姑娘；威廉

是一个谦逊的书商，而不是王子。男女角

色和地位已经完全互换，而后者必须克服

考验和磨难才能赢得爱情。“诺丁山的安

娜是一个成熟的女神：专横，冷漠，情绪

① Higson，Andrew.Film England：Culturally English Filmmaking since the 1990s. 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 & Co Ltd，2011.P73.

② Adams，Tim.“A shiny，happy place，relaxed about the filthy rich，insatiable in its optimism，in love with happy endings，and very New Labour.

Welcome to Curtisland ...” Theguardian.com.The Guardian，22 March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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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表都如变色龙般切换。”①艾迪 . 戴

佳则强调了安娜的支配性格：“安娜的支

配地位体现在她与威廉的关系中。在大多

数情况下，她是掌控者。” ②

然而，尽管安娜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她的片酬多达 1500 万美元，她

的人气和名气登峰造极，但在电影中，她

却屡遭伴侣的伤害，渴望美满的家庭和平

静的生活。这种渴望在电影中通过她看到

威廉的公寓里戴着面纱拿着鲜花的新娘的

夏加尔的画作时表现出的极强的憧憬和喜

爱被暗示了出来。尽管威廉表面上平庸，

但他平静的生活和他所代表的家庭生活极

大地吸引了她。如果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

进行倒置，威廉成功而强大，安娜谦逊平

庸，他们的差距只会被视为“童话”的传

统设定，是增强戏剧化的表达。但事实是，

当男主角在地位和财富方面成为劣势的

一方时，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娜的成功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严重问

题。她的形象塑造反映了女性在一段关

系中占据更高地位，成为世俗意义上的

强者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金钱和权

力此时失去了它们通常的魅力。当男性

不再是拥有它们的一方，那它们就不再

是爱情的催化剂，反而变成了维持爱情

关系或实现婚姻的障碍。

当安娜来到威廉的商店，给他带来夏

加尔的原画，并倾诉她的感情时，她不得

不通过否认名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脆弱

的女性的方式来说服对方接受她的爱。“名

声不是真的，你知道的，我也不过是一个

女孩，站在一个男孩面前，要求他爱她。”

在柯蒂斯充斥着轻松、浪漫元素的喜剧中

依旧能看到传统的性别角色，虽然在角色

设定上对“王子公主”童话模式有所颠覆，

但人物在矛盾中却依旧为这一根深蒂固的

范式所束缚。即女性本质上不应强于男

性，相比男性应该是软弱、温顺和顺从的。

相比之下，男人应该是坚强的、支配性的

和保护性的。因此，在严肃的关系和婚姻

中，男人必须在经济上更成功，否则他会

被视为失去男性气概，是“没有男子气的”

（unmanly）。

“未能为家庭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被

认为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有辱人格的失

败，因为这意味着他在被认为是他作为提

供者的生物学角色上失败了。”③

影片的情节主要是通过对于安娜的脆

弱一面的刻画来推动的。只有当安娜呈现

出脆弱的、普通的一面，情感关系才能有

所推进。当威廉永远不可能比安娜更成功

或更有影响力时，她不得不用这种说法来

争取男方的爱情，其事业上的成功反而成

为了她要挣脱的世人眼中的固有印象，因

为这样她才有权力去追求世俗的伴侣和幸

① Murphy，Robert.“Citylife：Urban Fairy-tales in Late 90s British Cinema.” The British Cinema Book.3rd ed. Ed.Murphy，Robert.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9. P59.

② Dyja，Eddie. Studying British Cinema：The 1990s. Bedfordshire：Auteur，2010. P267.

③ Tyson，Lois. Critical Theory：A User-Friendly Guide.2nd ed. London：Routledge，2006. P87.

《BJ 单身日记》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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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在电影中安娜作为一个成功却又脆弱

的人物，她的塑造被作家蒙上了一层浪漫

外壳，实质上却无处不在映射女性的现实

困境，也反映了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无意

识地被性别角色所规训和塑造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作为好莱坞最

大的明星，一个被所有人承认的“女神”，

安娜仍然是一个通过社会建构服从传统观

念的“父权制女性”。此外，她也无法摆

脱这个框架下的偏见与约束。她的前男友

飞往伦敦给她一个“惊喜”，却在他们的

酒店房间里遇到了威廉。威廉假装是酒店

服务人员。男友对安娜戏谑道，“我可不

希望人们（看到我们时）说，那个著名的

演员和他那个‘又大又肥’的女朋友。”

当安娜和威廉在一家餐馆用餐时，听到邻

桌在谈论安娜和她的新电影。其中一人看

似是安娜的影迷，说任何有她出演的电影

他都满意，但同时他们都在物化着她，任

意玩笑，缺乏对她的基本尊重。所有这些

催生了安娜的矛盾形象，她作为一名成功

的女演员，看似比普通女性更成功、更有

自主权，性格强硬，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但在实际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却仍然是脆弱

的边缘角色。

B. 布里奇特·琼斯——等待白马王子

的老姑娘

《BJ 单身日记》改编自海伦·菲尔

丁的书，顾名思义，描绘了一个 32 岁单

身的女人的生活。与安娜·斯科特（Anna 

Scott）对爱情的追求类似，布里奇特·琼

斯（Bridget Jones）希望早日遇到她的白马

王子，结婚并自然迈入幸福生活。

在电影的开头，布里奇特模仿了“All 

by myself ”这首歌，表达了她的恐惧。如

果她不能摆脱单身的困境，她觉得自己最

终会“孤独地死去，三周后发现被一个阿

尔萨斯人吃了一半”。因此，她在整部电

影中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

人，而她的形象正是由这种她对拥有伴侣

强烈的内心愿望构成。

然而，仔细观察，布里奇特这种恐惧

只是一种表象，而非她精神困境的根源。

她妈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火鸡咖喱自助餐

上，她不忙于面对妈妈对她和一些不那么

可心男人的撮合，还不得不应付那些过度

“关心”她爱情生活的亲戚，他们交叉地

询问似乎只是为了增加她的尴尬。这部电

影显然是向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致敬，并有各种故意的巧合：达西的名字，

克利弗的谎言对于威卡姆的暗指，达西和

克利弗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最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在将近两个世纪之后，这个现代

都市故事中的妈妈对于撮合女儿婚姻的热

衷和社会习俗仿佛没有改变。妇女获得了

工作和养活自己的权利，但她们仍然必须

找到一个愿意娶她们的人。因此，由于她

的年龄和未婚状态，布里奇特似乎总是被

周围的人恶意取笑。在一个所有其他人都

以夫妻身份出现的聚会中，她发现自己被

恶意的提问所束缚和裹挟。身处嘲笑、讽

刺和蔑视的环境中，她与其说是被未婚带

来的孤独感所困扰，不如说是迫切需要摆

脱未婚的身份。在浪漫关系和婚姻之外，

女性的自我和价值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电影作为工业和文化产品，文本是

在其制作之前和制作过程中挣扎博弈的结

果。”①虽然电影没有反映或复制完整的

社会现实，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面镜子，

我们可以在其中窥见目前的文化发展和社

会变化的缩影。布里奇特的形象体现了现

代社会中一整群人的困境，被贴上缺乏某

些魅力或失败者的标签，或被社会鄙视和

排斥为越轨者和怪人。布里奇特对于婚姻

的渴望更多是出于这种对被社会排斥和孤

立威胁的恐惧，而非应有的对婚姻的热爱。

“体重”是整部电影中担忧和幽默

的另一主题，被多次提及。她对自己的

身材不满意，每天早上测量体重，并一直

梦想着她可以变瘦并吸引异性。当她发现

克利弗背叛了她时，坐在浴室里的苗条的

美国女孩拿她的身材嘲笑她，也暗示她的

体重是与克利弗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导致

她爱情的失败。女人的外表之美是如此重

要，甚至连《诺丁山》中的安娜·斯科特

（Anna Scott）也表达了她对失去它的恐

惧：“不久后的一天，我的外表会消失，

他们会发现我不能演戏，我会变成一个悲

伤的中年女人，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曾经的

名人。”显然，女性已经被物化了，美丽

成为她们的义务。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被称赞美丽是女性的性

格和关注的必要成分”，并且女性被教导

美的方式鼓励了自恋，强化了依赖性和不

成熟。女性总是被结构化的思想所驱使，

担心自己的不完美，这仍然是一种不可抗

拒的社会现实，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也不例外。她接受了对女性性别的

理想化，并以此来衡量自身，也因此总感

到自己的卑微、拙劣。

C. 凯伦——杰出的妻子和完美的母亲

《真爱至上》作为理查德·柯蒂斯

（Richard Curtis）导演的处女作，受到评

论家的抨击多于赞扬，但在九个相互交织

的故事中，有一个角色似乎比其他角色更

闪亮。凯伦在结婚 15 年后被她的丈夫哈

利欺骗。在圣诞节那天，当她发现哈利送

给她的圣诞礼物不是她之前偷看到的项

链，而是一张 CD 唱片时，她意识到了真

相。讽刺的是，当她被残酷的发现击中时，

哈利还在继续他的话“一个惊喜 ... 给我杰

出的妻子”。在孩子面前她完美地隐藏了

自己的悲伤和震惊，进入卧室几分钟后又

赶忙出来催促孩子们上车去参加活动，仿

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饰演被欺骗的妻

子的“艾玛·汤普森贡献了闪亮的一刻，

她从家庭庆祝活动中溜走，以掩饰她在婚

床旁秘密流下的眼泪”。②

在这部由九条线索组成的电影中，“只

有在几个场景中，电影才会转而从远处处

理复杂的本质性的东西”③。凯伦这一相

对深刻的故事线与安娜和布里奇特的浪漫

爱情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麦克唐纳说

① Harper，Sue.Women in British Cinema：Mad，Bad and Dangerous to Know. 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0. P2.

② Bradshaw，Peter.“Love Actually.” Theguardian. com. The Guardian，21 November 2003.

③ Fitzgerald，John. Studying British Cinema：1999-2009. Bedfordshire：Auteur，2010.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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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传统浪漫喜剧重申了旧的‘男孩遇

见，失去，重新获得女孩’的故事结构——

确定形成长久的关系后，他们的故事也即

将结束。”《诺丁山》和《BJ 单身日记》

更符合这种新传统浪漫喜剧的模式，浪漫

和爱情的果实被塑造成生活最终的成功，

故事也总是在这一点上结束。然而，《真

爱至上》中的凯伦则表现了女性的多种角

色，作为妻子、尤其是母亲所要承担的重

担和精神上的顽强。在现实中，从女孩变

成一个韶华逝去的中年女人时真实的生活

才刚开始。在单调的日常琐事中凯伦展示

的是女性对家庭和孩子的贡献。

凯伦是已婚女性的缩影，她们牺牲了

自己鲜亮的外表、事业，甚至是自己的感

情。但丈夫的外遇使她怀疑自己的坚持愚

蠢而无意义。她感受到丈夫的背叛带来的

痛苦和羞辱，不得不质疑自己的生活。一

方面她在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她的心思一

如既往地放在对孩子的关心上，一切以家

庭为第一位，迫使她不得不掩盖残酷的现

实，接受并妥协，因为作为母亲她有责任

保护孩子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家庭

和健康的氛围。最后她的诘问实际上不是

给哈利的，而是给她自己：“你会留下

来吗，知道生活总是会更糟一点？或者你

会切舍一切后离开？”最终，在所有的挣

扎和痛苦后，她还是选择继续这段婚姻。

菲茨杰拉德在他的《1999—2009 年研究英

国电影》一书中显然不同意这一决定，但

正是这种让步，让凯伦的形象变得复杂、

真实而有力量。

三、结语

毫无疑问，理查德·柯蒂斯成功地在

《诺丁山》《BJ 单身日记》和《真爱至上》

中刻画了女性形象的微妙之处。考虑到电

影中文化元素的使用以及在海外市场，特

别是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以前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他对英国人、伦敦都市以及模糊

了阶级之间的区别和差距的中产阶级的舒

适生活的描绘上，批判往往聚焦在电影的

民族认同和对英国文化的呈现，更关注其

中男性角色对英国现代民族形象的隐喻。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电影中的

女性形象也是多维和复杂的。布里奇特·琼

斯的问题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典型的，反

映了英国社会的顽固问题。凯伦也是一个

代表性人物。身为一个杰出的女性却无法

掩盖她的悲剧性，她的困境也根植于社会

结构和制度中，没有简单的出路。安娜·斯

科特是美国人，她的特殊地位可能无法代

表英国的女性多数，但她的思想和反应是

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度量社会中

父权制思想变化和连续性。因此，在研究

理查德·柯蒂斯的电影时，这些女性形象

应该受到我们的关注。与每部电影中出现

的相对类似、模式化的男主角相比，在这

些多元化的女性形象中还有更多值得探索

和发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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