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Multiple “Mirror” of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Serie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Bilibili 

TV Series Couple of Mirrors 

Yu Chen 1,a, JinYan Yin 2,b* 

1 Associate Professor,Department of Chines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2 Graduate Student,Department of Chinese,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71223735@qq.com 
b*2632009765@qq.com 

ABSTRACT 

couple of mirrors embodies the trend towards "ambiguity" in the domestic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film and 

television series，from the text, a fourfold "mirror" system of couple of mirrors is built to connect the story world with 

the real world. couple of mirrors becomes a 'mirror' 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projection of their own otherness, the 

practice of women's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small group 'imagination',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rovide more solutions to help women's collective liberation.  

Keywords: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ka" film and television series, ”mirror”, female redemption, 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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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双镜》体现国内“双生花”影视剧朝“暧昧型”转向的趋势，从文本出发，《双镜》搭建起一套连接故事世

界和现实世界的四重“镜像”系统。就《双镜》成为女性投射自身异人格的“镜像”表现来看，女性构建主体

性的实践进入小群体“想象”阶段，亟待提供更多方案助力女性集体解放。 

关键词：“双生花”影视剧；“镜像”；女性救赎；《双镜》 
 

1.引言 

伴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她”力量的崛起，女

性对社会以及自身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为满足女性

构建完整主体性的需求，国内兴起关于“她”文化的

女性题材创作潮流，其中就包括“双生花”影视剧的

创新发展。“双生花”叙事模式最早发见于国外电影，

该类叙事聚焦两个女性，展现她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在

交往、竞争等互动中精神心理的发展，以《薇诺尼卡

的双重生活》、《滑动门》等影片为代表。[7]“双生花”

叙事传入中国后，在电影和电视剧方面都有所发展。

B 站独播剧《双镜》是国内最新的“双生花”电视剧，

该剧的“双生花”叙事模式展现了国内双女主剧的最

新发展方向。从“双生花”电视剧能够帮助女性建构

自身这一层面来说，女性的接受是重要的一环，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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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贾东岩所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

解。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因

此，研究“双生花”影视剧对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

效用，就应该对“双生花”影视剧作整体地分析，在

连接文本叙事和接受两端的基础上把握文本内部和

外部的“双生花”辐射情况。 

2.“双生花”影视剧的叙事转向 

国内已经制作出多部“双生花”影视剧，在分析

这些“双生花”叙事模式时，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双

生花”叙事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二元对

立的“双生花”叙事、“姐妹情谊”的“双生花”叙

事以及“暧昧型”的“双生花”叙事。 

国内较早出现的“双生花”叙事模式大多是二元

对立的模式，这是一种在男权中心主义下男性对女性

进行“凝视”产生的叙事，《还珠格格》、《画皮》、《红

玫瑰与白玫瑰》等是其代表。[3]这些影视文本中的女

性展现出二元对立性，两个女性站在彼此对立面，在

追求同一个男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强烈的竞争意识。换

言之，二元对立的“双生花”叙事是一种从男性凝视

发出的女性围绕男性展开竞争的叙事模式，展现男性

对女性非此即彼的取舍态度，实际上投射出男性中心

的话语权力。 

以《七月与安生》、《流金岁月》等为代表的“双

生花”叙事模式进入“姐妹情谊”阶段。这一阶段，

男性的话语权削减，性格出身等不同的女性姐妹成为

真正的叙述主体，影视剧展现她们在相处过程中的相

互吸引、矛盾对立、和解等情感历程，进而表现出女

性主体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困

境。但在这个阶段，男性话语仍动摇着女性的选择，

女性的成长仍然依靠男性推动。 

以《双镜》为代表的“双生花”叙事体现出女性

彼此间情感的微妙性，“双生花”叙事模式朝着“暧

昧型”发展，具体表现为女性成为绝对的叙述者，她

们之间的互动和情感牵绊以及成长成为主线，男性干

预进一步削弱。电视剧文本展现两个女性人物相遇相

知相互救赎的情感经过，男性不再是女性间情感的破

坏者，而成为女性间情感的推进者。以《双镜》为例，

许幼怡的丈夫出轨其闺蜜并导致他们婚姻破裂这一

事件正好让许幼怡和严微产生更深的情感交流。离婚

把许幼怡从原有的男女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两位女

性产生情感上的暧昧性的前提。从女性成长角度来说，

男性成为推进者后，就丧失了帮助女性成长的权利，

而帮助女性走出伤害并获得成长的重任就落到了女

性同性身上，就《双镜》而言，不是丈夫而是严微让

许幼怡成长。 

3.《双镜》文本内外的多重“镜像”关系 

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粘黏性强辐射性广的“双生

花”叙事模式，也即在文本内部能够讲述好两个女性

相互救赎以及陪伴成长的故事，并通过良性辐射粘合

文本外部世界让更多女性感受到成长动力的作品，是

满足女性需求的作品，《双镜》无疑展现了文本内外

粘合的趋势。拉康的“镜像”理论展示了人类幼年时

期认识自己的过程，婴儿经过两次对“镜像”的误读

来认识自己，这揭示出婴儿以“他”者化自身的方式

认识自我的本质。由此推之，人类普遍存在一种“他”

者化自身以认识构建自身的情况，这种“镜像”建构

自身的方式也普遍存在于女性构建自身的过程中，女

性通过“双生花”影视剧来构建自身主体性的行为恰

是女性用“镜像”完善自身的实践。《双镜》从文本

内部到文本外部辐射出多重“镜像”，这些“镜像”

展现了当下女性建构自身的真实情况。具体说来，《双

镜》从文本出发搭建起四重“镜像”关系，这四重“镜

像”关系由内向外层层辐射，组成了一个以文本为中

心的完整的“镜像”系统。 

 

图 1《双镜》文本内部和外部的四重“镜像”辐射图 

3.1.文本之内：“暧昧型”双女主的“镜像”救
赎 

《双镜》讲述一个双女主相互救赎的女性成长故

事，故事中处在困境中的许幼怡和严微以彼此为镜映

照出更完整的自己，在相互陪伴和温暖中走出困境并

开启新生活。她们之间流露出一种微妙的情愫，这种

情感和救赎不是偶然，而是“镜像”映照下的必然，

表现双女主互为共同体的状态。 

许幼怡和严微首先透过“镜像”看到异于自身人

格的他人格，在被异人格吸引中两人互补融合，使彼

此都成为拥有更完整人格的女性。许幼怡是沪上知名

女作家，温柔知性，高嫁名门；严微是借照相馆老板

身份隐居在上海的冷酷女杀手。出身性格迥异的两人

之间实则存在双向观看的关系，严微因其身份处在暗

处主动观看许幼怡，她通过报纸新闻了解许幼怡的社

会信息，以跟踪的方式观察许幼怡的家庭生活，透过

镜头观看许幼怡的情感世界。对许幼怡的观看行为一

方面让严微发现了一个异人格的存在，另一方面传达

出女性成为观看主体的信息。许幼怡观看严微的方式

则是直接走进严微的世界，通过近距离的接触观看到

严微的冷酷、不容于世等特立独行的人格。许幼怡和

严微都被一种异人格吸引，在欣赏对方人格基础上建

立起暧昧的女性间的情感。波利.扬-艾森卓借鉴荣格

双性别心理学观点，[1]认为个人经过社会的规训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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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许多亚人格，而人们会把这部分亚人格进行外化

投射。[2]照此分析许幼怡和严微之间的暧昧情愫，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个体对自己外化的亚人

格的欣赏。因此，许幼怡和严微在“镜像”中表现出

对自己亚人格的追求，并通过不断投射情感的方式达

到完善自身人格的目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镜中的

我是你，辗转千世追寻的合体”吧。 

许幼怡和严微通过“镜像”不但映照出自己的异

人格，还发现了彼此间的共同点。这种共同性让两个

女性产生互相怜爱的情感，在相互陪伴中实现双向救

赎。严微通过观看了解到许幼怡光鲜亮丽背后的情感

失落，联想到自身漂泊无依的状况，产生帮助许幼怡

的想法；许幼怡在和严微的相处中发现严微难以融入

社会生活的苦楚，仿佛看见多年前的自己，对严微产

生怜爱之心。由此，两个孤独渴望精神充盈的女性相

互陪伴，救赎彼此的人生。 

3.2.文本之内：演员对故事人物的“镜像”模
仿 

许幼怡和严微之间的“镜像”关系首先影响到人

物的扮演者，演员对故事人物进行观看产生第二重

“镜像”。 

首先，两个演员分别和所饰演的角色产生“镜像”

映照。现实世界中，演员都在自身和故事人物之间进

行了互动，严微和扮演者之间的互动尤为明显。严微

是一个非常规的带有某些“男性”色彩的女性角色，

她有一段传奇冒险的青少年经历，因此在回到现实社

会后，她产生诸多不适。对于这样一个“离经叛道”

的女性人物，演员既看到人物身上的冷酷和帅气，也

从自身出发，构建出符合其年纪和情感的呆萌和可爱

的另一面。另一方面，严微身上的冷酷干净人格也对

演员产生影响，演员“很感谢有机会走近严微的世界”，

在扮演严微后对自身也有所思考。 

其次，演员透过“镜像”观看到许幼怡和严微之

间双向救赎的情感并尊重这种情感，这种共识也拉近

演员的情感。对参演“双生花”影视剧的演员来说，

她们都面临着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处理故事人物感情

线的问题，《双镜》中两个女性人物之间暧昧的情感

让这个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但颇让人意外的是，《双

镜》中无论是两位主要演员还是其他演员，她们都大

方地面对这种情感，并表现出尊重和向往。两位演员

多次在采访中表达出对故事人物的喜爱和羡慕，严微

的扮演者很想体验许幼怡的人生，那种在一路走过来

后遇到灵魂伴侣的生活。总而言之，两位演员在深入

了解故事人物间的情感后，对人物能够互为彼此守护

者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激起演员对女性相互扶

持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演员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大方的

讲述这种微妙的关系。 

 

3.3.文本之外：受众对《双镜》的“镜像”凝
视 

故事人物和演员共同参与了《双镜》电视剧文本

的构建，故事人物和演员在互动共生中创造了《双镜》

的文本世界。受众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个体，其观看行

为连接了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展现第三重“镜像”。 

受众在观看《双镜》时，实际感知到的是一个融

合的故事世界。一方面，受众在故事层观看到许幼怡

和严微之间的交往，另一方面，受众也被演员间的互

动吸引。因此，受众观看到故事人物和演员两方互动

而生成的现实和文本重叠的故事世界，获得一种丰富

的情感体验。 

据数据显示，《双镜》的受众中近八成为青年女

性，这进一步证明受众对《双镜》的接受是一种女性

完善自身主体性的实践。女性受众自觉站在自身现实

的基础上对《双镜》故事世界做出“镜像”投射，表

达对《双镜》故事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实则是在表达

对自身异人格的追求，这种实践随着观看《双镜》的

女性受众的增加逐渐显现其凝聚力。首先，故事世界

中的女性人物是现实社会中女性异人格的外化表现。

无论是许幼怡还是严微，她们身上都有着当下女性缺

失的人格，尤其是严微身上的异于常规的冷酷帅气等

“男性”化特征。除此之外，女性从现实社会中感受

到的孤独感和自身发展困境出发，展现出对许幼怡和

严微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救赎的向往。《双镜》主线表

现两个女性之间的故事，其中还夹杂着悬疑探案的支

线。从评论来看，受众显然偏重女性的成长线，不少

观众发出“双向奔赴互相陪伴的感觉太好了！”的感

叹。女性观众用“时间双线平行，你我双镜共生”来

概括自己和《双镜》故事世界的关系，并认为“双镜

不只是许幼怡和严微互相映照的故事，也是我们和你

们在镜子里面看见了彼此”。基于此，许多女性观众

进行文本故事的现实叙写，她们认为文本世界暂停在

某一刻，但现实社会的幻想却从不会停止。从这一系

列的现实社会中女性的表现可以发现，女性通过“镜

像”投射构建自身的实践逐渐兴起，出现女性个体建

构向女性集体解放发展的趋势。 

3.4.文本之外：故事世界对现实世界的“镜像”
投射 

《双镜》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镜像”关系，

并且是一种从现实世界发出的“镜像”投射。究其根

本，《双镜》文本世界还是由男权话语操控，是男权

在女性主义普遍存在情况下探索出的新表现形式。[6] 

《双镜》的故事背景定位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大都

会，只有在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中，都市猎杀者严微、

追求精神独立的许幼怡以及她们之间暧昧的情感这

些异质的人事物才允许存在，民国和现代社会在“镜

像”映照下产生的差异表明，现代社会的女性以“镜

像”接受“双生花”影视剧的实践是一种“镜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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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想象”。一方面，故事世界总的来说按照现实

社会进行“镜像”投射。虽然说故事背景设置为民国

时期的上海，但《双镜》中的民国社会被赋予了某些

现实社会的要素，这些要素关联的背后仍然体现出男

性凝视的特点。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影视剧市场的

运行机制让女性的表达呈现有限主动性的特点。《双

镜》第一季播出结束后，大批观众召唤第二季而去制

片人于正的微博下询问，于正的回答是第二季取决于

受众。这个回答表面上看似乎给受众主动性，但实际

上，这是对受众的潜在强迫，在受众请求第二季的那

一刻就丧失了主动权。同理可得，女性观看《双镜》，

以“镜像”关系映照自身和故事人物的实践，实际上

是受限的。这是男权的一种新的“收编”女性的形式，

体现女性的虚拟胜利。[5] 

4.个体向群体发展的“想象性”话语：成长中

的女性意识 

《双镜》从文本世界辐射到现实世界，构建起勾

连两个世界的四重“镜像”系统，其中女性受众的观

看是连接两个世界的纽带，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在

“镜像”映照中展现出相反相成性。从女性和故事文

本的“镜像”分析中可知，当前女性自身的建构处在

个体走向群体并形成小群体的阶段；从故事世界和现

实世界的“镜像”关系看，女性“镜像”构建自身的

实践其实是一场有限的体验，充满“想象性”话语。

综合女性的实践和社会的现实，女性建构完整自身的

意识发展到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想象性”建构阶段。 

个体认识世界一般经历浪漫化想象、认清并超脱

残酷现实最后建立新的幻想世界三个过程，女性解放

的过程表现为自我意识觉醒、确立个体主体性以及实

现群体性团结解放三个阶段。现阶段女性镜像接受

“双生花”影视剧的实践处在认识世界和女性解放两

条发展线的突破阶段，即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想象性”

话语是打破现实重塑幻想世界的女性小集体实践，女

性意识在向着群体解放不断探索中。 

5.总结 

未来学会约翰·奈斯比特作出 21 世纪将是一个

“她”世纪的预言，“她”成为 21 世纪的关键字，[4]

无数的事实和数据表明，21 世纪进入了一个女性意

识高涨的“她”时代。但通过分析现实社会中女性为

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实践，“她”力量崛起只是表面繁

荣。女性在解决外在生存问题后，面临最大的困境是

如何解放精神主体和如何构建完整主体性的问题。从

上可知，女性通过“镜像”映照弥补自己异人格的方

式是一种女性同性间的拯救方式，这是一种打破男性

拯救圈套的女性互助发展模式，但是就目前的实践来

看，它处于发展的亟待突破阶段，需要构建女性集体

解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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