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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送我上青云》的意义不在于揭示当代社会的男权压迫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是在中

国男女基本平等的背景下，以盛男这个形象阐释了当代都市女性的独立内涵，揭示了她们孤独的生存

处境以及这种困境形成的个体原因与社会原因，探索了独立女性的自我实现之路，将当代中国女性影

像书写推到了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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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lm Send Me to the Clouds is not to reveal the male domin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show the awakening of women. In context of basic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the film interpreted the 
independence connotation of contemporary urban women with the image of Sheng Nan,  revealed the lonely living 
situation of them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asons of this loneliness, and explored the road of self-
realization for independent women, which pushes the image writing of Chinese urban woman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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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滕丛丛导演的处女作《送我上青云》（以

下简称《送》）以对女性欲望的大胆表达引发了

社会较为热烈的关注。3 年过去，关于电影的讨论

依然持续不断。作为一部表现当代都市女性生存

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电影，《送》对当代女性独立

之路有着深入而独特的思考。不过，从已发表文

章来看，学界对《送》的研究多集中在女性意识

的觉醒和当代社会依然存在的男权统治等方面，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当代都市女性已经独立

这一状态出发来评价它之于当代女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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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在中国女性电影创作方面的探索性价值。

一、独立：被批评所忽略的当代都市女

性生存状态

截至 2022 年 4 月，中国知网共发表以“《送

我上青云》”为主题词的评论文章 40 篇；其中以

“女性意识””性别意识”为关键词的文章 10 篇

左右，以“困境”为关键词的文章 12 篇左右。这

些文章主要从意义、价值和艺术缺憾两个方面对

电影进行了多样的讨论。肯定的方面主要集中在：

（1）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女性性愉

悦的权力问题；（2）电影揭示了当代社会中女性

欲望、女性诉求的表达困境，以及社会刻板女性

印象形成的女性发展困境；（3）电影突破了二元

对立的性别思维，从女性角度观照了物质高速发

展下当代社会男女两性的精神和生存困境，显示

了更为阔达宽容的女性视角。对电影的批评则主

要集中在其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电影上映半

个多月后，滕丛丛的老师谢飞导演就指出，《送》

在情节结构陷入了“多人多事”中心不突出的境

地 [1]。可以说，谢飞导演的言论几乎左右了之后评

论界从艺术表现方面对该电影评价的走向。其后，

《艺术评论》发表《人物塑造的逻辑偏移影响电

影表现的深度——< 送我上青云 > 的缺憾剖析》一

文。该文认为，电影主题含混不清，众多思想交

杂，浅尝辄止；人物性格内涵单向度，缺乏现实

生活逻辑。文章认为，影片艺术缺憾的形成原因

主要是“影片观念太强、试图触及的东西太多而

四处铺展导致重心缺失……到处都是思想和重点，

就使得面面俱到、过于直露的弊端展露无遗”[2]。

以上两种批评，虽然也指出了这部电影存在的一

些不足，但依然肯定其在女性主题以及艺术表达

上的开拓性探索。

不过，2020 年《当代电影》上发表的《< 送

我上青云 >：女性主义是一种表达，还是一个标

签？》一文却否定了该电影在女性主题上所作的

探索意义。该文认为，“整部影片却凸显出人物

脸谱化，场景架空化，故事失真化的问题，导演

既没有清晰地阐释盛男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也没有诚实地描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困境，

这都让影片成为一种空洞而又漂浮不定的能指。”

文章认为，电影有价值的地方倒是“反映了金钱

导向的价值系统下主体的失落”，“并不是男性

压迫了女性，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奔溃”，电影具

有在揭示金钱社会中男女两性普遍精神困境方面

的价值 [3]。这些评价不一的文章，是否全面地揭

示了《送》的意义和问题呢？从性别角度看，一

些年轻女性评论者往往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出发，

分析电影中当代社会的男权统治以及女性在男权

社会中生存发展的困境，其大都囿于 20 世纪早期

女性主义批评两性对立的理论视野；而一些男性

评论者则无法感同身受地体会现代都市独立女性

的心灵世界，难以与电影产生更深刻的共鸣。

应当承认，《送》的主要价值，的确不是其对

当代社会男权压迫的揭示。20 世纪中国女性的解

放是同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结合在一起的，女性

解放构成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

中国革命事业大大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解放。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法律、制度、组织、舆论

等多方面为推动男女平等和女性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女性依法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建设的权利，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历史性转

变。因此，在经历了 100 多年女性解放发展历程

的当代中国，两性平等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特

别是长达 30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重男轻女”

传统观念得到了重大改造。当然，有着 2000 多年

历史的“男尊女卑”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烟消

云散，中国社会在文化观念方面必然还存在一些

隐性的女性歧视，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女性在

平等受教育、平等工作、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权利

得到了基本保障，越来越多接受教育的女性走上

了独立自主的道路。《2015 女性生活蓝皮书》一

书刊登的《第 10 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

告（2014 年度）》显示，在一二线 7 个城市 1000
多名女性调查对象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占

68.2%，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占 7.9%；在女性的

职业分布中，公司上班的女性占比 44.2%，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上班的女性占比 43.4%。2014 年美国

贝恩公司关于中国职场两性平等的调查结果显示，

女性占中国大学毕业生的 47% 和占全部工作人群

的 46%，中国女性就业率达到 73%，中国是全世

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4]。因此，对于当

代中国都市女性来说，她们的困境并不是普遍的

男权压迫，她们也不再是鲁迅《伤逝》中的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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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心声却缺乏自我独立

的能力。事实上，她们已经走在了一条独立自主

的人生道路上，这也是我们评价《送》时应该考

虑的时代背景。

电影《送》没有停留于女性觉醒与女性是否能

独立等女性发展的初始问题，而是以当下都市独

立女性为对象，将女性独立问题的讨论往前推进

了一大步。影片主人公盛男是一位出生 1980 年代

初、几近 30 岁、高学历、未婚的都市独立女性。

盛男的都市单身女性的身份正是新世纪以来都市

单身女性人数快速增长现象的一个影射。有关中

国单身青年现象研究数据显示：2000 至 2010 年，

20~44 岁各个年龄段的单身青年女性比例都呈增加

趋势，而且女性单身现象以都市为主；随着教育

程度的提高，女性单身的比例在逐渐增多，其中

25~29 岁研究生学历的女青年单身比例增加更快。

都市青年女性不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更高的受教

育程度、更有保障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降低了她

们对于结婚的迫切性 [5]。另据 2018 年民政部的统

计数据显示，中国男女单身人数达 2.4 亿，其中女

性单身人数超过 1 亿。由此可以看出，都市单身

女性是中国女性中一个数量庞大的存在，这是电

影中盛男形象的现实社会基础。影片不以历史中

的女性生存状况为表现对象，而是将生死病痛摆

到都市单身女性面前，试炼她们面对生活问题的

能力，考察她们的独立性程度，思考摆脱困境的

可能性。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现实意义、未来指向

的主题，它将女性电影从对历史状况的控诉推向

了对当代出路的讨论，这种现实关怀也是这部电

影能在当代都市女性观众中引起广泛共鸣的主要

原因。

二、盛男：当代都市独立女性的典型意

义

100 多年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曾经是父亲、

丈夫的玩偶。当意识到“我必须首先是一个人，

与你同样的人”的时候，娜拉明白，只有离家出

走成为一个依靠自己的独立的人，才能最终与丈

夫海尔茂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女性的独立既是女

性解放的目标，也是女性实现个体诉求的手段方

式，而女性的独立程度更能反映出女性意识觉醒

的程度。盛男这一形象有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

国当代女性的独立性问题。

影片一开始呈现为开阔高远的山野环境，盛

男独自一人攀爬到大山之上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记者身份、硬朗利索的着装，对山区环境精确的

数字化分析，对火灾原因的周密推理，显示出

她是一位专业、理性、勇于开拓的职业女性。这

样的场景首先将女性从被“观看”的位置解放出

来——女性不再是逢迎男性目光、展现身体奇观

的客体，她获得了独立的主体性位置。有学者认

为，“女性获得社会认同的代价是对生理性别的

遮蔽，盛男在外貌、行为、语言、性别上呈现出

的中性化倾向便是女性进行社会抗争所付出的成

本。”[6]287 该观点是一种将女性特征本质化的观点，

它将女性气质等同于女性生理性别特征。后现代

女权主义者激烈批评性别气质问题上的本质主义，

否定把两性气质特征作截然两分的做法，推翻了

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其认为男女性别气质是非

自然化和非稳定化的，两性性别气质是包含一列

间色的色谱体系 [7]。这就是说，现实中并不存在

严格的男女性别气质区分，女性个体以何样的性

别气质出现都是其个性的自由体现，不应理解为

一种社会异化。盛男所表现出的中性化精神气质，

见出她在女性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摆脱了社

会关于女性应阴柔、感性、优雅的性别气质要求，

活在了社会性别规训的目光之外。

与同事四毛相比，盛男是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

的思想清醒者。四毛渴望成功以获得世人的尊重，

在晨练的时候也喊着“成功！成功！”口号。他

对成功的理解是拥有足够多的金钱。曾经的四毛

拿过新闻记者的奖项，但为了钱 , 他出卖了自己的

职业操守，被单位炒了鱿鱼。在火灾调查事件中，

他篡改盛男调查得出的人为放火这一真相的结论，

将纵火者、有钱的大佬李平塑造成救火的英雄。

其目的是巴结上这一有钱人，为自己成为有钱人

铺路。四毛以获得世人的尊重为人生目标，却是

以放弃个人尊严开始的，而四毛渴望成功的心理

正是认可了社会关于成功男性的意识形态——它

将成功男性定义为有钱。四毛成为了这种意识形

态的屈从者和被压迫者。盛男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她说四毛“比起色盲，渴望成功才是绝症”。在

社会流行观点面前，她比四毛这样的男性更具有

思辨性和独立性。她大龄未婚，听到路人嘲讽“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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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却淡然从容；她不惧报复，公开阻止小偷偷盗。

有评论者指出，盛男在得知自己得了卵巢癌之后，

把得病原因与不洁性行为联系起来的想法，是盛

男在思想上无法摆脱社会观念污名化某些疾病的

影响的表现 [8]。从医学角度讲，生殖器官的某些

癌变的确跟混乱的性行为密切。对此，笔者认为，

我们与其把它理解为盛男在思想认识上依然受到

社会观念的约束，不如把它理解为职业压力下盛

男对自己身体的忽视和回避。

相比刘光明这样耽于幻想的怯弱者，盛男是敢

于行动的勇敢者。刘光明初中时就能背诵圆周率

小数点后百位数，被誉为神童，但连考 3 年才考

上一个大专。是命运不济，还是资质平平？刘光

明终究不满足于这样的人生结果。当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的希望落空之后，他娶了有钱人的女儿来

改变自己的境遇。他对柳絮词的理解“柳絮因为

轻，可以借力使力，活出新人生”，正是对他这

一行动动机的最好解释。他的婚姻包含着他的世

俗、取巧和妥协。从这点说，刘光明就不是一个

生活的强者，他不能以自身的力量去与狰狞的生

活相搏。他高谈“眼睛所看到的超乎人的想象”“时

间的物质性、灵魂的永恒性”，而无法将追求付

诸行动，只能靠空谈来安慰未死的心灵。因此，

面对盛男直白的求爱，他只有落荒而逃。内心的

怯弱使他担不起盛男的爱，也离不开他拥有的家。

盛男则是一位勇敢的行动者，相信“走得远才能

看清世界”。当发现小镇青年刘光明身上闪烁着

理想的光芒时，她敢于向他大胆求爱；当财大气

粗的李平想用钱买她的服从、要做她的衣食父母

时，她敢于拿希特勒性功能的缺陷作话头回击李

平，并撕毁合同；当她发现刘光明是一个委曲求全、

贪生怕死的怯弱者时，她以一个强吻告诉刘光明，

人不可如此低微、隐忍。盛男没有青年女性通常

的那种羞怯，她坦诚人性最基本需求，也不留情

地揭露人性的缺陷。她挑战世俗、反抗威压，是

当代女性中少见的敢于行动者。这种行动能力是

她主体性、主动性的充分体现。

盛男超越了那些为社会定见所束缚男性的人

生境界，很大程度实现了自我的解放，活得自我

又自由。盛男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否是导演滕丛丛

表达个人主观化意念的一个特例呢？典型的创造

过程，本身就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

们不能因为盛男这一形象在社会上没有普遍性，

就否认该形象的现实性。其实，与《送》同时期

的女性电影在女性塑造上都体现出相似的精神特

征。《柔情史》（2019 年杨明明导演）中那个踩

着滑板来去自由的写作者小雾，在美好婚姻和自

我追求间，选择一个人去开拓自己的世界。《春潮》

（2020 年杨荔钠导演）中承受原生家庭创伤的新

闻记者郭建波虽未婚生女，但却坚持自我，坚持

理想，不妥协于生活。这些女性自编自导甚至自

演的小众电影，很明显都不是为市场而创作的。

她们殊途同归，表达的正是当代女性独特的精神

世界和生活体验。电影《送》深入地阐释了当代

女性不役于物、不役于世俗、有理想、有追求的

独立内涵。盛男形象超越了以往女性电影中以爱

情、婚姻、家庭为价值皈依的女性形象，是一个

富有探索意义的当代独立女性形象。

三、孤独：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生活与

心灵困境

盛男的确缺少救治癌症的医疗费用，但这不

是因为盛男独立性不够。对于每一个靠勤奋和智

慧获取生活保障的普通人来说，超越其经济收入

的医疗费用都能令其不堪重负。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都是通过亲友救助和社会救助来摆脱困境，

但当盛男面对这样的状况时，她发现居然没有人

能帮助她。一方面这种困境是原生家庭造成的。

盛男父亲多年前出轨盛男的同学，原生家庭破碎。

母亲看到女儿受伤，只问了一句就转而津津乐道

她的丰唇针。父亲看见女儿受伤，只在乎女儿是

否打赢对手。母亲幼稚，父亲冷淡，盛男得不到

来自家庭的温暖。父亲公司经营不善，没有工作

的母亲更是依靠父亲的施舍生活，盛男也不能从

家庭中获得经济支援。另一方面，在家庭之外，

盛男几乎没有朋友，特别是没有女性朋友。这是

盛男中性性格使然吗？究其原因，恐怕更多是与

多年前父亲出轨同学的事件密切相关。正是在女

性朋友的身上，盛男体会了背叛，受到了伤害，

致使她宁愿选择与四毛这样世俗的男性做朋友。

盛男的孤独是她的现实生活处境所致。

在遭受挫折的环境中，盛男没有成为被生活

压弯的小草，自强不息的秉性养成了她在道德上

的优越感和桀骜不驯、尖锐刻薄的个性。因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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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自己父亲出轨，她不仅倒掉了送给父亲的酒，

还一把火烧了父亲送给情人的礼物。她不待见一

辈子依赖男人生活的母亲，对她的电话总是爱接

不接，并拒绝给她拍照。四毛拒绝她求爱的要求，

她买一套粉色的西服作弄色盲的四毛。相比盛男，

这些人的确各有各的人格缺陷。父母毕竟有养育

之恩，而四毛也有多年同事的情谊，但盛男毫不

留情地怼了他们。她的尖锐刻薄加深了她与亲友

之间的隔阂和自己的孤独。当她向四毛借钱时，

四毛以她活不长还不完欠款为理由拒绝借钱。是

四毛重利轻义吗？盛男是否真心将四毛作为自己

的朋友呢？一句“你比我更擅长与傻逼打交道”

的话语，透露了盛男对四毛态度。盛男与四毛在

工作上相互需要，四毛利用盛男的创作才能，盛

男利用四毛的钻营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四毛为了

追求成功而做人隐忍妥协，尖锐刻薄的盛男才能

有这个多年的同事。当盛男嘲笑自己的母亲“够蠢”

时，四毛一句“你就孤独终老吧”，揭示出强势刻薄、

缺乏原宥之心的盛男必定孤独的原因。

盛男的独立自强与尖锐刻薄就如同硬币的两

面，是相生并存的。它形成的原因既有成长时遭

遇的创伤，也有作为一个独立自强女性的自大，

这正如影片中梁母所说 “你的自我那么大，那么

自大”。自大源于盛男们的自强与自信，在成长

的过程钟，她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诸多的困

难，相信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活得顶天立地。因此，

她们一幅高高在上的样子，看不起怯弱者，看不

起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人。如盛男一样，电影《找

到你》中的律师李婕也是一个自大的人。李婕在

一次官司中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出轨的父亲。

她觉得，停职在家的全职母亲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也就没有权利得到孩子的抚养权。李婕将这位女

性当事人的不利处境归于她的不自觉、不奋斗。

应该说，这种强者的自大自傲，才是盛男们孤立

无援的真正原因，它造成了独立女性与周遭世界

的对立。这一点上，电影是深刻的，它刻画出了

当代独立女性的精神全貌。

强势、主动、刻薄，也是盛男云山之行不能

获得爱情与爱欲满足的主要原因。在两心相悦的

爱情中，刘光明没有盛男这样自强不息、毫不妥

协的灵魂，他不可能与盛男共赴一场心灵之约。

四毛只追求金钱与成功，他的欲望的满足通过与

酒店女招待鬼混得以实现，盛男这样个性卓越的

女性已经完全不符合他心目中温柔、娇美的女性

形象。从这个角度讲，女性的现代内涵与社会的

传统女性观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是盛男孤独处境

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这种传统女性观，一方面

认为美丽、温柔、内敛、贤淑是女性的理想气质，

另一方面认为女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这个私

人领域，好妻子、好母亲是女性价值之所在。即

使女性走入社会，与男性一样挣钱养家，承担家

务劳动、养育孩子依然被认为是女性天经地义的

事情。这种传统女性观不仅在男性身上广泛存在，

在传统女性身上也存在。如电影中梁母认为，盛

男这种什么事情都自己做的强势女性在现实中很

难找到男朋友。盛男的不婚虽有父母婚姻在心中

留下阴影的原因，但更可能是这种女性观下无奈

的选择。当在个性保持、自我发展与爱情、婚姻

间找不到平衡点时，独立自强的她不愿意因为爱

情、婚姻而放弃个人追求与自我实现。因此，她

的“剩女”特征以及被压抑的爱欲需求都可以看

成是受当代社会依然牢固的传统女性观作用的结

果；这种刻板的女性观使得当代独立自强、中性

化的女性成为被社会有意无意排斥的群体。    
在孤立无援的人生处境中，面对死亡威胁的

盛男必然会产生了一个自我追问：如何面对未来

的生活，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独自面对生死？是否

要妥协地接受婚姻？在撕毁与李平的合作合同后，

盛男曾站在悬崖边上，试图体会寻死之时遭受的

的恐惧感。这是盛男对死亡的试探，试探自己能

否直面死亡。随后盛男在图书馆与刘光明约会，

坦诚她的人生迷茫：对未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

惧，不知道怎么活。盛男的问题起始于病痛和死亡，

这不是女性所独有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对在

当代都市选择独立生活的女性尤其具有迫切性。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密切关系着现代女性的“独

立”内涵和独立道路。那种认为“导演既没有清

晰的阐释盛男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也没有

诚实地描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困境”的观点，

恰恰例证了男性对女性问题的隔膜。

四、自我实现：当代都市女性独立之路

的探索

云山之行是电影叙事的主线，它以旅途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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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将诸多人事统一到这条主线中，使得电影

内涵丰富，但形式不散。有学者指出，云山之行

使得《送》具有了公路电影的类型特征，其通过

人与人的相遇、人与环境的相遇，“让女性在流

动的文化地形中寻找自我”；同时，远离都市的

山林和小城镇等自然空间对于都市女性有身心的

治愈意义：“这里没有职场的竞争和生活的压力，

女性寻求精神交流、性欲满足、焦虑释放的自由，

这样的生命经验借助空间的置换而获得。”[6]289-281

该观点阐释了电影空间叙事的意义，将盛男的疾

病和困境看成是都市对人压迫的结果，从都市空

间与自然空间的对立去阐释云山之行对于盛男的

治愈意义。笔者认为，云山之行对盛男来说，并

不是一场寻找自我之旅，因为她迷茫的不是失去

自我；也不是一场自然治愈身心之旅，因为真正

对盛男产生影响的是人事。云山之行其实是一场

盛男与周遭世界的和解之旅、一场女性的自我成

全之旅。

影片中李平的父亲、书法家李老是引导盛男

走出心灵困境的关键人物。李老奋斗一生，功成

名就。他人到老年时渴望长寿，就在云山上辟谷

以抵抗死亡。当遇到梁美枝，被她的美丽所打动

时，他重新投入世俗生活。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开心于梁美枝的陪伴，同时也从容接受了死亡。

对于儿子李平，虽一生都在嫌弃其蠢和傻，但他

最终还是接受了儿子的平庸粗鄙。为了儿子在他

死后能快乐生活，他留下个人传记为儿子装门面。

李老的通透，在于他领悟了“爱欲乃人的生死之门”

意义。人的渴望与欲求是人的动力，也是人的局限，

没有人是完人，没有人生可以圆满。李老接纳了

儿子的平庸粗鄙，让儿子活在自己的爱欲里；他

也接受了死亡，因为人有爱就有生，有欲就有死。

聆听李老对原谅儿子蠢傻的解释是盛男观念

转变的开始。她第一次主动为母亲拍照，影片也

特写了盛男对母亲久久的注视的场景。云山同行，

她看到了母亲的脆弱，也看到了她的挣扎和不易。

之后，在刘光明背圆周率的场景中，盛男不忍目

睹刘光明的卑微，敲碎了警报器。离别刘光明，

一向坚强、不露声色的盛男痛哭起来。这痛哭中

有她对刘光明心比天高却身在尘埃的困境的哀痛。

对四毛也一样，在拒绝四毛强迫求爱的过程中，

盛男最终被四毛渴望成功、渴望他人尊重的强烈

心愿所感动。她眼角湿润，不再反抗四毛求爱的

举动。盛男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的局限，也看到

了他们对美好人生的渴求以及在困境中的人性挣

扎。盛男体谅了他人的世俗与不完美，也获得了

审视自高自大的自我的机会。影片结尾时刻，盛

男将四毛扔掉的新闻奖杯重新送还给他，同时在

父母注视下进入手术室。虽然造成盛男孤独的社

会原因一时无法改变，但盛男完成了对自我问题

的思考，从而消除了与身边人的对立立场，达成

了与周遭世界和解。

李老扮演了一个启发者的角色，那是否说李

老这个拥有社会地位、名为“李正权”的男性充

当了盛男的拯救者呢？应当说，盛男的困境是物

质的，更是精神的。盛男与李老之间是传记作者

与传主的关系，是一者付出劳动一者付出金钱的

契约关系，李老不曾在物质上帮助她。而要求找

到心灵的归宿，即使有导师，最终还是要靠自我

的体悟与智慧。李老的劝导可以看成是自表心迹，

他一直为自己设计一个如何死的情节，以使自己

的人生看起来更有意味。他们之间相互仰仗、相

互成全，说不上李老是盛男的拯救者。那么，是

否要将李老这种带有中国文化、哲学特征的思考

看成是男性文化呢？肯定这样观点的，无疑是从

男女两性对立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中国传统哲学

认为，宇宙万事是相互关联的，多样性生物之间

的和谐才是宇宙万物发展根本 [9]。李老对儿子的

态度、对待死亡的态度恰恰是与中国传统哲学观

念相一致的。盛男与李老的相遇，更适合看成是

现代都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盛男的病

痛是现代都市文化对她单向度影响的结果。对文

化思想的发展来说，一元意味着封闭，其最终会

导致文化思想没有新鲜血液而至于干瘪。正是由

于这种相遇，盛男获得了传统文化的智慧，领悟

了自己身处困境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送》

摒弃了两性对抗的思维模式，采取兼容并收的思

想策略，展示了女性思考随女性现代处境的发展

而发展的向度。

云山之行也是盛男的一场寻求性满足之旅，

不过寻找的结果却出乎意外，她最终以自慰的方

式让自己获得性满足。影片以中景的方式表现盛

男满足之后的坦然与平静。自我满足场面不仅突

破了中国女性电影表现的界限，坦陈了女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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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打破了女性欲望表达的禁忌 , 更有意义的

是它表达了女性的困境要依靠自我来解决的观点。

四毛，或者说男性在这场性爱中意义的消解，意

味着男性之于女性的人生意义被消解了，女性撑

起了自己的天。盛男让疯子说“我爱你”的片段

也可做如是解读。一方面，对于盛男这样独身的

人来说，哪怕是一个疯子的话，在她耳边出现也

是难能可贵，有聊胜于无；另一方面，疯子的话

徒具空洞的形式，而没有情感意义，而盛男恰恰

并不介意这句话中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爱情

对她来说并不是人生的唯一意义。影片的最后，

盛男登上山顶，敞开胸怀，目见峰峦之上虽然云

聚云散，但太阳终究还是透过云层照在了沉静挺

拔的苍山之上。如此境界，即是盛男释然心境的

写照。所谓释然，是她看清楚了自己的人生遭遇；

所谓坚定，是她将继续独自前行。她再也不是那

个渴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人，她将

是一个独立面对人生困境的攀登者，她相信自己

的坚持终将守得人生的月朗风清之境。

影片内容的确有些驳杂，情绪表达也有些峻

急，但电影成功塑造了一个顽强、果敢的当代独

立女性形象，并在经济独立的层面上，建设性地

阐释了现代女性思想独立、情感独立的多重独立

内涵。它深入到当代独立女性心灵的痛感层面，

揭示社会依然顽固的传统女性观对女性生存的影

响，并为身陷困境的当代女性展示了一条自我实

现、自我救赎的道路。对于中国广大在经济上基

本独立并在积极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来说，

这是一部充满启示性和鼓舞性的女性电影；同时，

它也是一部显示了新时代女导演开阔视野和宽广

胸襟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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