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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酷儿理论是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对传统进行着颠覆与解构，被运用于

众多学科的批评研究中。同性恋电影仍是酷儿电影中最重要的部分，结合具体的电影文本能够更好理解

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论文将运用酷儿理论对韩国李宋熙日导演的男同性恋影片《夜间飞行》进行分析，

围绕着两位主人公的身份认同作出具体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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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er Theory is a theory about sex and gender which rose in the 1990s. It subverts and decon-
structs the tradition and is used in the critical research of many subjects. Homosexual films are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queer films, combined with specific film tex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ain point of this theory. The article will use queer theory to analyze the gay film “Night Flight” 
directed by Lee Song Hee-il in South Korea, making specific interpretations around the identity of 
the two protagon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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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酷儿理论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早期对理论建设做出巨大贡

献的主要是：特丽莎·德·劳丽蒂斯、朱迪斯·巴特勒和伊夫·科索夫斯基·塞芝维克三位理论家。该

理论主要继承了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理论，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典型性体现。“酷儿”一词最开始用作对

同性恋“行为古怪”的贬义称呼，随着理论不断的发展，“酷儿”的含义呈现出一种包罗万象和反对被

归类的趋势。用以指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异装者、虐恋者等所有视自己为非异性恋的人，

甚至认同并践行酷儿理论的异性恋者也算作“酷儿”。总结来说，这些性少数群体拒绝将自己的性、性

别、被简单惯常地二分化，更加重视强调自己的差异性。 
“酷儿理论”被运用于多个学科的批评实践中，其中在电影学科创作中形成了一种“酷儿电影”。

酷儿理论虽然起源于同性恋研究，但《酷儿电影：美国电影史中的同性恋历史》一书中从主角、主创、

观众学、电影样式、对角色产生认同等五个方面界定了何为酷儿电影[1]。这种界定比早期学者把酷儿电

影直接等同于同性恋电影更加准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与把握“酷儿”这一群体。不过从目前的创

作实践来看，同性恋电影仍是酷儿电影中占比较多的题材。 

2. 《夜间飞行》相关信息 

李宋熙日是一位专注于创作酷儿电影的韩国导演。他作为一位男同性恋导演，尤其擅长表现“酷儿

之痛”，拍摄的电影诸多触及到同性恋的生存现状与这一群体遇到的社会问题。他于 2006 年创作的《不

后悔》是韩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将同性恋酒吧作为叙事背景的影片，在当时创造了韩国同志电影的票房奇

迹。他的其它作品还包括《白夜》《南行》《夜间飞行》等同志电影，其中《夜间飞行》是李宋熙日导

演从影生涯中创作最成熟，口碑最好的电影，入围第 64 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在中国大陆相关电影评

分平台上的“2014 年评分最高韩国电影”榜单中排名第四。 
《夜间飞行》的创作灵感来自导演观看了一段电梯监控视频：一个被欺负的男生在自杀前蹲在电梯

里哭泣。电影是反应社会的作品，导演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置于影片中，讨论了包括同性恋、

双性恋、未成年人犯罪、阶级、教育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影片具体通过讲述两个男生之间的情感纠葛与

透视周围对他们感情的反应，深刻反映出韩国社会存在的欺凌、歧视、冷漠与暴力：学生与社会阶级之间

的强者对弱者的欺凌；社会大众对单亲妈妈、罪犯孩子、同性恋者等少数弱势群体的歧视；老师对学生迷

茫求助的无视、学生对欺凌暴力现象的漠视旁观；这种揭露现实的疼痛叙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观影印象。 

3. 身体认同在电影文本中的具体解读 

3.1. 社会规训下的身份 

主流社会把人的性别划分为男性与女性，并要求人的生理性别要和社会性别保持一致。在这样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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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下，只有异性恋被肯定，其它的性取向被视为异端，最终形成一种“异性恋霸权”的价值观——男性

喜欢女性，女性喜欢男性，男女婚配繁衍。在这一主流意识下，认识并正视自己的非异性恋身份是非常

艰难的过程。“酷儿理论”批判上述所谓主流的观念，它认为人的身份认同是非常复杂且具有丰富内涵

的，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单纯的事情。简单的以二元思维看待事物或者把主体简单粗暴的用性、性向、

种族、阶级、地域等等社会因素来分类“根本就无力处理性领域中的多重复杂不协调，结果反而肯定了

原来充满暴力的严格区分，抹杀了复杂社会里主体生命和身体中的矛盾沉淀[2]。” 
在电影《夜间飞行》中，由郭时旸饰演的申永俊是一名模范学生，成绩优异足以进入首尔国立大学。

同时他也是一个对自我性向比较明确的人：他是同性恋并且喜欢着韩志雄，这已经是自我性向认知的完

成状态。所以影片主要着力于表现韩志雄的自我认同过程：首先韩志雄的身份长期以来一直受困于社会

规训，他初中时期因自己的爸爸犯罪入狱，被其他同学歧视为“罪犯的儿子”并长期对他进行霸凌行为。

李宋熙日导演曾提到：“学校是社会的面貌，只追求考试竞争的韩国校园是发生暴力的‘天堂’。因为

除了学习成绩外，其它的事物没有意义与价值，霸凌和孤立无处不在。”韩志雄非常介意自己的这种“不

良”身份，在大家眼中他是不正常的异类。当他升入高中后便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伪装自己，这种暴

力行为实际上也是他对自我的保护，让其他人不敢再对他做出议论以恢复自己的“正常”身份。在性向

方面，韩志雄更是遵循主流的观念，他一直以来都是直男(喜欢女性)且有交往的女朋友，从来没想过自己

会有除异性恋以外的性取向。韩志雄虽然之前和永俊是朋友，但他因为霸凌的事情而有意和所有人疏远，

把所有的联系方式换掉，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尽量不与申永俊和基泽接触，用暴力的手段阻止他们提起

初中往事。可以说他一直遵循着主流价值观生活，如果稍有偏离，也会通过一定的改变让自己回到“正

轨”。他曾与永俊建立了友情，之后又选择丢掉友情。 

3.2. 自我主流身份的冲击 

酷儿理论家巴特勒认为：“性别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由规训的压力产生的，这种压力规范我们的

表演，即按照社会认为适合某种性别的方式来行事[3]。”这种操演体现在影片中很明显的片段是：男生

们模仿学生处主任每天都要做的下蹲动作来使自己精子的能力变强，使自己充满“阳刚气”，这是典型

的父权制度下男性应该要成为的样子——建构为异性恋，实现对女性的支配。永俊的同志朋友宋俊浩就

明确说过：“如果没把握，最好不要跟他告白。喜欢直男的感觉，就跟吃毒药一样。”申永俊也有过类

似表述：“据说天空中划出一条线的轨迹是客机飞过的，两条线则是军用机飞过的，也不知道是谁规定

的。”这里的一条线指异性恋，两条线指同性恋。这些都揭示了主流思想的认为不同的性向在社会中是

对立、无法相融且没有结果的。 
永俊以韩志雄抢走他的单车为由，刻意地给自己创造与志雄独处的机会，即使对方一直对自己不理

不睬。韩志雄最终还是察觉到申永俊对自己的异样。“为什么总跟着我？”“什么啊，是你偷走了我的

自行车。”“不，我问你为什么总是看我？从初中就开始，为什么总是看我？”申永俊再也控制不住自

己的欲望，上前亲吻韩志雄表达自己多年的心意，没有意外的被志雄狠狠推开并被揍了几拳。被打的申

永俊尴尬地扯出一个苦笑：“不要和任何人说哦。”永俊的反应直接表现了性少数在社会中的生存压力，

他们受到攻击先考虑的是保守自己的秘密，而不是自己被刺痛受伤的心。而韩志雄这种暴力行为是他长

期在异性恋性强迫性高压下的第一反应，他有意识去否认与拒绝这种“不正常”。但随后导演把镜头切

到他打完人之后颤抖的手，志雄慢慢低头看向手中的血迹，他没有很反感地马上找块布把血迹擦去而是

慢慢地把手插进口袋。颤抖、凝视、揣手这三个动作暗示着他潜意识中模糊的自我在慢慢苏醒。在申永

俊不断地动摇自己的时候，他抓住永俊的衣领对他吐口水：“你喜欢我？疯子！”“以后离我远远的，

如果不想死的话。”他的激烈抵触反应是出于对同性恋氛围的深层恐惧，他经历过被视为异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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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需要极力维持自己的主流身份。在志雄吐完口水摔门而去后，却痛苦地在路边呕吐。在影片中，志

雄内心是在意永俊的，但他的生活有太多的羁绊、顾虑与纠结，他的呕吐是过于压抑而产生的生理性悲

伤反应。 

3.3. 酷儿身份的认知过程 

酷儿理论不把男女同性恋身份视为具有固定不变的内容，而是将身份视为弥散的、局部的和变化的

[4]。韩志雄之后把单车还给了申永俊，这一转变在影片中不仅代表着他们重新开始了之前中断的关系，

更代表了志雄对正统规训的自我突破。他们开始一起出去骑车，申永俊试探性地问道：“那个女生，她

是你的女朋友吗？”韩志雄沉默地推开永俊的拥抱，自己静静走到一边没有回应这个问题。这再次迫使

韩志雄去正视自己的内心，与永俊之间到底是友谊还是爱情？ 
在真正确认同性恋的自我之前，他尝试着通过与女性互动和建立亲密关系来表演作为“正常”的异

性恋者。于是他与女朋友进行性爱行为，结果他们这一场面刚好被过来找他的申永俊看到。申永俊绝望

地捡了一块石头砸碎他的窗户，这一声巨响让韩志雄回过神来，他迅速穿上衣服爬上围墙看着申永俊离

开的背影，影片的这部分处理非常具有酷儿意味，强调了性向的流动可变状态。从申永俊的角度来看，

韩志雄用和异性做爱的行为拒绝了自己的示爱。但从韩志雄的角度来看，他本想通过性行为变得更有男

子气概，结果却无法忽视同性恋的申永俊和具有双性恋倾向的自己。这也导致他对维持自己“正常”身

份的女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女友在这之后过来找他连问三句：“你要去哪儿？等我一起。”“干嘛就

像不认识我一样？”“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这背后的原因，韩志雄对此无法做出解释。 
申永俊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把自己偷偷收藏的第二颗纽扣还给志雄。(有一种说法称第二颗纽扣靠

近心脏的位置，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要衣服上的第二颗纽扣，就表明他/她是他/她今生最爱的人。)“最

后也还是只给我背影啊，我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你从来不肯，哪怕对我笑一下。”这句话其实是志雄

对申永俊的提醒，言下之意是就算我喜欢你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之间这种爱情是不允许存在的，他那强

迫性的理性头脑抑制他内心的同性恋欲望并再次拒绝申永俊的求爱。申永俊彻底死心：“是啊，所以以

后再也不会看你，再也不会喊你的名字。像你这样的人，一秒钟都不会再想了……” 

3.4. 酷儿身份的隐藏与暴露 

完整的身份构建由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两部分组成。酷儿这一群体在艰难地认清真正的自我后，还

将面临更大的难题：向社会表明他们的身份。如果一个同性恋不是绝对追求特立独行的人，那么他/她会

渴望别人的接纳与支持。李宋熙日导演将东方文化中的“节制”在他的酷儿电影中演变成了“隐秘”。

在影片叙事的前期，申永俊他虽然早已完成了身份的自我认同，但他同性恋的身份只有同为同志的朋友

知道。在他被韩志雄拒绝之后，他内心过于苦闷难以承受，才敢借着喝酒对自己的妈妈隐秘地倾诉：“哪

怕，我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没关系吗？”妈妈回应：“不一样又怎么样，你是我儿子这点有变化吗？”值

得注意的是母子俩人的身份设定——未婚先孕的单亲妈妈和男同性恋者。他们都是社会的少数群体，都

在社会上经历着不同程度地歧视，这里体现了酷儿电影对少数群体的肯定与安慰。韩志雄意识到自己的

性取向后，把永俊给他的纽扣收藏起来，仍旧隐忍克制。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墙进申永俊的家，坐

在永俊房间的窗户边默默注视着他睡觉的模样。 
他们极力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因为在一个“恐同”才是主流思想，在一个传统规范对“异己”角

色进行压迫与排挤的社会里，酷儿理论学者塞吉维克在自己重要的著作《暗柜认识论》中指出同性恋者

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就像生活在暗柜里。这种暗柜不仅仅是他们生活的特征，也是整个社会

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即使那些习惯了勇敢和直率的人，即使那些幸运地被身边同伴支持的人，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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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性恋者的生活中是不存在一个成型的暗柜的[5]。出柜是尤其需要谨慎的事情，一般很难获得社会认

同的，更不用说有效地得到社会的庇护。 
老师询问申永俊是否为同性恋，这个答案其实无所谓。因为在老师眼里只要考上首尔国立大学就好

了，其它的不重要。学生的性别认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在影片呈现出的校园中，其它问题都置后于

入学考试和学术成绩。不幸的是申永俊的同性恋身份最终被老师公之于众，他被迫出柜。影片中的老师

充当世俗价值观中的审查者的角色，代表了所有传统社会道德对“异类”的态度。是对非主流、非常态

事物的一次彻底否定。班上同学得知后第一反应也都是“恶心”“艾滋病”等带有歧视侮辱性的词汇。

永俊马上受到了社会的排斥、惩罚和暴力，除了遭受殴打外，甚至还被拍摄了他被迫和别人性交的视频。

韩志雄得知这件事之后，一直以来努力克制的情绪激烈地爆发了出来。他冲回学校愤怒地找到那些对永

俊施暴的人，失控地用暴力回击，直到他最终拼命找到了那张记录视频画面的内存卡，他才对申永俊露

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虽然在全片中韩志雄对申永俊没有明确的一句告白，但他最后握住申永俊

的手说：“拜托别走，我不想一个人了。”已经足够让人动容不已。巴特勒认为：所有人都存在“异性

恋”与“同性恋”的倾向，只不过在个人与社会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往往突出了“异性恋”。因此同性

恋也是正常的生理欲望，不应被“正常化的异性恋”所排挤[6]。申永俊和韩志雄都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

酷儿身份，申永俊因同性身份被暴露导致了退学，他无畏地在墙上喷绘发声：这里也有同性恋在生活。 
志雄通过对抗困扰永俊的校园暴力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并通过向永俊敞开心扉携手团结一致。导演

最终给了影片一个开放的结局，也是影片为数不多温情的片段：两位少年依靠的画面，“韩国最南的火

车站知道在哪儿吗？是丽水，最后一班火车时间……八点，我们一起逃走吧。”两个人一起忍受寂寞，

那份寂寞就能稍稍缓和一些。 

4. 总结 

《夜间飞行》的片名取自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同名小说，在影片中有两种含义。一是申永俊总

是去的那个被举报而废弃的同性恋酒吧的名字，另一个含义是两个孤独的被遗弃的人，在暗夜里一起挣

扎着飞行，担任彼此间的陪伴就不会再感到害怕。韩国导演李宋熙日通过创作酷儿电影，表达出自己对

异性恋权威与传统主流文化的抗议。他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酷儿的真实生活，突出强调了社会中不

同人群的差异。酷儿理论对传统进行着颠覆与解构，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深远强

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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