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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孤独不仅是成人常见的心理体验，它也存在于儿童敏感的内心世界，但儿童的心理感受容易为成人的话

语所忽略和遮蔽。在《鬼妈妈》中，尼尔·盖曼将笔触聚焦到现代社会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的

心灵危机，并以他一贯的暗黑风格来表达文本的孤独主题。尼尔·盖曼运用怪诞的哥特式手法和碎片化

的语言来营造故事的孤独氛围，使读者产生共鸣。小说还展示了儿童通过幻想的方式来走出孤独的可能

性，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释放孤独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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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eliness is not only a common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adults, it also exists in the sensitive 
inner world of children, bu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re easily overlooked and obscured 
by adults. In Coraline, Neil Gaiman focused his brushwork on the severe spiritual crisis faced by 
children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in modern society, and expressed the loneliness theme of the 
text in his usual dark style. Neil Gaiman used grotesque Gothic techniques and fragmented lan-
guage to create a lonely atmosphere in the story and resonate with readers. The novel also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children getting out of loneliness through fantasy, allowing children to release 
the pressure of loneliness during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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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鬼妈妈》是英国新一代幻想文学代表作家尼尔·盖曼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代表作，曾获 2002 年布莱

姆·斯托克奖、2003 年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2003 年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等多项荣誉。尼尔·盖曼擅长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奇异的幻想世界。他在《鬼妈妈》中以儿童视角虚构出一个门背后的世界，讲

述小女孩考罗琳在其中经历了一场惊奇的冒险，内心世界得以成长的故事。目前国内学界对《鬼妈妈》

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多集中在影视改编及影视语言研究方面，因此小说文本还具有丰富的阐释

空间。孤独是现代人普遍的心理状态，而儿童的孤独相较成人也更容易被遮蔽。尼尔·盖曼将笔触聚焦

到现代社会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的心灵危机，并以他一贯的暗黑风格来表达文本的孤独主题。

尼尔·盖曼运用怪诞的哥特式手法和碎片化的语言来营造故事的孤独氛围，使读者产生共鸣。作家还在

文本中尝试找寻儿童走出孤独的可能方式，即幻想。幻想在这部暗黑童话中不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还

是儿童抵御内心孤独的一种有效方法。本文从孤独书写的角度出发，分析《鬼妈妈》如何展现现代儿童

的精神状态，探讨幻想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现实意义，以期进一步挖掘文本蕴含的哲学意味和美学价值。 

2. 孤独的形成原因 

“孤独”起初属于医学的范畴，用来指称个体在日常交际与情感交流等方面所遭遇的功能性障碍。

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孤独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对“孤独”

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心理学、哲学、文学等领域。 
《鬼妈妈》中的小女孩考罗琳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典型的精神孤儿。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认为，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的个体化和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人的孤独感以及焦虑

和不安也在不断增强，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生存困境中。在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下，儿童虽然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在新的社会环境里成长的儿童也难逃这种孤独困境的阴影。尼尔·盖曼在《鬼妈妈》

里捕捉到了现代社会中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以及人们所遭遇的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第十四扇

门背后通往的是人们被压抑的心灵世界，充满了幽暗与恐惧。 
拉康在他的欲望理论中将欲望分为需要、需求、欲望三个层次，而欲望永远处于始终匮乏的悖论状

态，“欲望不能与主体的心理感受——满足之间产生相应关系，反而与焦虑之间形成对应关系。”[1]考
罗琳对她的父母有着强烈的依恋欲望，却无法从父母那儿得到满足，因而产生了包括孤独、恐惧在内的

强烈的情感体验。作为儿童最初的生活场域，家庭是其童年时期所需承担的最重要社会关系之一，对其

以后社会关系的建构也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食物是家庭幸福的文化指向，罗兰·巴特认为“食物是一

种交流系统，是意象的载体，是方法、形式和行为的统一”[2]。考罗琳家的冰箱总是储藏着单调乏味的

速冻食物，冰箱里“只找到一个小得可怜的番茄，还有一块上面长着绿毛的奶酪。面包盒里也只有一点

面包屑”([3], p.17)。在饥饿与无聊的情况下，考罗琳第一次进入了门背后的世界，门背后的另一个妈妈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20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周赛超 
 

 

DOI: 10.12677/wls.2022.102029 188 世界文学研究 
 

准备了丰盛美味的午饭，这是考罗琳渴望已久的幸福家庭生活的象征。而回归现实以后，又是原先空荡

的家，这令考罗琳的孤独感倍增。 
另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会影响儿童的心理成长。考罗琳的父母大多数时候都居家工作，但他们

都是工作狂，几乎不理睬女儿的意见和感受，妈妈总是让考罗琳自己看书、画画、看电视、玩玩具，爸

爸则经常头也不回地和考罗琳说话。成人仿佛原子和机器零部件被固定在繁忙的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

有机联系也丧失了，“所谓疏离，就是一种经验方式，在这种经验方式中，他体验到自己象个异乡人。”

[4]身处于冷漠家庭氛围的考罗琳便产生了这种“异乡人”的情感体验，虽然三个人同处于一个空间里，

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却极为遥远。 
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疏离，考罗琳与家庭外部的成人也陷入了不可知的交流状态。在社交需要理论

派的观点中，人生来就有社交的需求，而当此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孤独的不愉快情绪。按照此观

点，当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关爱时却出现人际交往的缺陷，此时社会交往关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孤独感也由此产生。考罗琳跟随父母搬到老房子里，来到陌生封闭的环境中，她渴望结交新朋友。然而

在老房子里没有自己的同龄人，于是常常和成人邻居们在一起。但邻居们常常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说

着考罗琳无法理解的话，还反复将“考罗琳”叫成“卡罗琳”，并无视考罗琳的纠正。考罗琳倍感无奈，

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里。年幼的考罗琳的社交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儿童成长过程不断萌发

的自我意识屡受打击，孤独感也油然而生。 

3. 孤独的叙事表现 

除了上述在内容层面的体现，《鬼妈妈》的孤独书写还表现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作为一个极擅讲

故事的艺术大师，尼尔·盖曼采用了怪诞的哥特式手法和碎片化的语言来表达孤独主题，从而展现出文

本独特的艺术风格。 

3.1. 哥特式手法的运用 

哥特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764 年英国作家贺拉斯·瓦尔浦出版了充满暴力、神

秘、恐怖色彩的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哥特”一词第一次在文学领域使用，由此开创了西方哥特小

说的先河，之后哥特小说在文学史掀起了多次热潮，并且融合进文学的长河，不断发生着流变。由于受

到英美哥特文化的浸染，尼尔·盖曼常常会在自己的创作中融入哥特艺术，形成他独特的暗黑写作风格。

在《鬼妈妈》中哥特式手法的运用对其孤独主题的书写起到了良好的表达效果。 
阴森的城堡、古老的修道院或荒芜的教堂等幽闭建筑物常常是哥特小说展开叙事的场所。尼尔·盖

曼在《鬼妈妈》里选择了一座偏僻的老房子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并将笔触伸到老房子的内部及角落，

在门背后创造了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同”的镜像世界。迷宫似的门后世界是小女孩考罗琳内心深处的丰

富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孤独、恐惧与渴望等心理的具象化。这个世界充满光怪陆离，人与物都是变

形的，空间也在不断变幻和扭曲，比如由蜘蛛变异而来的鬼妈妈、阴森恐怖的剧院、冰冷的镜中世界以

及逐渐扁平的门后世界等，这种哥特风格的设计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别样的审美体验，让读者

感受到考罗琳在孤独的精神状态下所产生的恐惧、焦灼与混乱等情绪。 
哥特小说还常常会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来渲染小说阴森诡异的恐怖气氛。《鬼妈妈》中便通过描

写阴雨天、迷雾等自然天气来烘托小说惊悚压抑的氛围，激发起读者紧张、恐惧的心理感受，将读者迅

速带入文本世界。整部小说几乎笼罩在重重迷雾当中。迷雾在这部小说中不仅仅是简单的天气设置，还

是一种有意的情节安排以及对人物心理的隐喻。考罗琳并非偶然地进入门背后的世界，而是在之前便显

示了预兆，斯宾克小姐和福塞伯小姐通过茶叶预言考罗琳即将遭遇危险，阁楼的老头也警告考罗琳“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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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那道门”，考罗琳觉得“在迷雾中，这就像个幽灵世界”([3], p.15)，这样的安排不但推动了情节的

发展，而且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感。另外，迷雾也暗喻了考罗琳的心理变化。当考罗琳身处另一个世界，

内心为迷雾笼罩时，她只能看到窗外充满诡异色彩的紫色山丘；而当考罗琳战胜鬼妈妈，破除迷障回归

现实世界以后，她“看到了树那边的绿色山坡……天空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像天空，这个世界也似乎从来

没有这么像世界”([3], p.108)，从迷雾重重到阳光璀璨，考罗琳目光所见的自然景物的变化巧妙地暗示了

她心灵世界的成长。 

3.2. 语言的碎片化 

尼尔·盖曼被《文学传记辞典》列为十大后现代作家之一，但作家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自

己是传统经典作家。实际上，在尼尔·盖曼的创作中，二者是相结合的。《鬼妈妈》运用传统儿童文学

作品常常使用的线性叙事讲述小女孩考罗琳自我拯救的故事，但它在叙事语言方面又表现出后现代性的

碎片化，突出了孤独这种情感体验的现代性特征。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西方“碎片化”理论的主要代表。詹姆逊对碎片化的阐释始于对后现代主义

文化的研究，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碎片化或非连续化，并用这些支离破碎的概念

拆解了现代人碎片化、零散化的经验世界。碎片化叙事作为后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着后现代

主义小说家认识世界的方式，人物对话在《鬼妈妈》中占有较大篇幅，因此理解人物的表层对话语言变

成了理解其文本深层内涵的关键。“是啊，亲爱的。好了，我想你还需要一些发卡，对吧？”“不需要。”

“那么，为了稳妥起见，就要六个吧。”([3], p.17)类似的对话在小说中频频出现，这些对话内容往往短

促、口语化、日常化，像是可有可无的信息碎片。语言是思想的载体，碎片化的叙事语言是尼尔·盖曼

有意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鬼妈妈》以儿童视角为叙事视角，剖析儿童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以及对亲情的渴望，表达

了异化的现代人所陷入的孤独困境。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呈现

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

儿童的叙事角度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5]。儿童的逻辑思维往往呈现出不连续性、跳跃性的特征，

他们的表述能力稍弱于成人，因而儿童视角下的叙述带有碎片化特点。 
另一方面，叙述者自身的孤独感也会导致语言的碎片化特点。人物的语言本身便是一堆象征着内心

孤独的碎片符号，考罗琳总是无法得到成人有效的语言反馈，她的发声是沉默的，是被成人们忽视的。

通过人物间的错位对话的累积，考罗琳的孤独状态也被描摹出来了。这种碎片化语言的运用将人物的孤

独感受与叙述方式的压抑感融为一体，既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张力效果，又加剧了读者阅读过程中产生的

孤独体验。 

4. 在幻想中抵抗孤独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孤独总是难以避免的，人们或早或晚都要面对这一人生课题。在许多经典的儿

童幻想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独的形象，比如伊迪丝·内斯比特的《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凤凰与魔

毯》等作品。“当现实令人不满的时候，梦想开始工作。在被挖掘的土地里，幻想无拘无束。”[6]《鬼

妈妈》中孤独的考罗琳便穿梭于现实与幻想之间，在想象幻想中寻求依恋，并在“冒险”过程中发现自

我，了解自我，确认自我，最终获得了心灵的成长。 

4.1. 幻想中找寻依恋 

《鬼妈妈》中神秘诡异的门后世界可以视作一个因得不到父母陪伴而产生孤独、恐惧、焦虑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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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的心象世界。关于儿童焦虑，卡伦·霍妮则在《神经症与人性的成长》一书中谈到，如果孩子感

受不到父母给予的爱，就不会产生依恋，反而会导致不安全感与失落感。父母长期的忽视会使孩子滋生

敌对心理，霍妮将其称之为“基本敌意”。但是儿童因对父母的天然依恋与身心的弱势地位会努力压制

自己的敌意，这种压抑会使得“儿童不能形成‘我们’的归属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与莫名其妙

的担心”。在她看来，在想象与幻想找寻现实中得不到的依恋是缓解儿童基本焦虑的方式之一。 
考罗琳现实中的父母总是各忙各的，生活十分粗糙，家庭氛围冷淡压抑。考罗琳的依恋欲望处于匮

乏状态，因此她企图在鬼妈妈的世界里寻求依恋。在考罗琳的幻想中，鬼妈妈与真妈妈性格完全相反，

鬼妈妈擅长制作丰盛的美食，会一直待在家中微笑地等待考罗琳归家，还会陪考罗琳玩游戏，这让考罗

琳短暂地感受到家庭温暖，欲望在幻想得到满足。 

4.2. 幻想中确认自我 

秘密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有着重要作用，“少年内心的秘密可以成为促进成长的心理营养，甚至可

以说在一定的年龄阶段，具有自己一个人的秘密是自我发现和确立的必要条件。”[7]对于考罗琳而言，

她在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本身便是一个秘密，她的爸爸妈妈完全不记得自己呆在雪景玻璃球里的事，而考

罗琳也不向他们提起，因为这已成为她的秘密。在这个秘密里，考罗琳是其中的中心人物，她是拯救一

家的小英雄，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鬼妈妈，拯救了被困的父母、朋友以及自己。而这一过程

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过程，私藏这份秘密能够让她的内心产生优越感，从而摆脱因孤独带来的失落感，

并且确立自我独特性，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迎来新的自我。 
在儿童的世界里，幻想不仅仅是一个秘密，推动儿童自身独特性的确立，还是发展自我意识的一种

手段。尼尔·盖曼会让他笔下的儿童在幻想世界里通过一段奇异的冒险得到历练，慢慢发展自我意识，

丰富精神与心灵，进而在回归现实后更新自我。“无论是在设想着被一点点魔法转变的我们本来熟悉的

世界，还是徘徊在复杂的新世界，总之，当专注于幻想的伟大作品时，我们所最终回归的真实世界都会

被更明确地定义，变得更截然不同，更倾向于被比较和质疑。”[8]当考罗琳结束门背后的冒险经历，回

归现实世界之后，生活似乎并无二致，但她变得快乐了，不再为之前的孤独与恐惧所困扰。因为她发现

虽然自己渴望爱，但如果这爱不是来源于自己真正的父母的话，就毫无意义，她相信他们一家三口永远

住在彼此的心里。另外，考罗琳还学会了向父母直接表达爱意，而不是一味地等待父母来爱她。儿童幻

想小说常常“以一个‘追寻’的框架，让儿童(儿童似的人物)凭借其中的形形色色的经历或经验(成年人

在其中很少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学习成长”[9]。在这场惊险的幻想体验中，考罗琳摆脱精神孤儿的状态，

完成了人生必经的心灵冒险。 

5. 结语 

在现代社会，精神孤儿是一个普遍现象。尼尔·盖曼在《鬼妈妈》中对儿童孤独心理的书写，与现

实生活中儿童的生存处境相吻合，拓展了小说的思想与情感深度。在书写儿童的孤独时，故事既表达出

儿童群体中容易被忽视的深层心理感受以及作家个人独特的孤独体验，也彰显了作家本人对生命的态度。

现实世界在尼尔·盖曼的笔下始终是不完美的，并不会因为小主人公的一次奇异冒险而改变，但它改变

了儿童的心理现实，它鼓励孩子回归现实，学会改变自己，接纳现实，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接受现实与理

想的差距。在作者眼中，直面孤独，积极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才是生命应有的一种状态。尼尔·盖

曼运用自己独特的暗黑的写作风格，深度关注现代儿童内心的欲望、恐惧、孤独等一系列真实的感受与

体验，让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形成共鸣，释放孤独造成的压力，也让成人读者去思考自己与儿童之间的

关系，并审视自身的内心世界。本文对《鬼妈妈》孤独书写的探讨，既是对小说所包蕴的哲学意味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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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价值的进一步认识，也是对现代儿童主体性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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