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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雪花秘扇》将一种新的民俗观念纳入文学的大家庭，为中国当代影视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素材。作 

为一部民俗电影，《雪花秘扇》不仅让人们对于“老同”的真挚情感有了深刻的体验，还引发了对于女性生存与 

斗争的思考，并使人们立足于当下社会反思女性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 《雪花秘扇》； “老同” ；同性恋；女性生活；民俗 

中图分类号：I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199−05 

“老同”是旧时南方民间立誓结为姐妹的一种说 

法，随着电影《雪花秘扇》的播出， “老同”以民俗的 

旗号进入电影市场。对于“老同”这一现象，学界研 

究多归于民间文学范畴，主要考察“老同”的现状以 

及这一现象对于当地生活的影响，以及“老同”的起 

源。笔者拟结合《雪花秘扇》深入探讨影视中的“老 

同”现象以及影视中的“老同”与现实生活中“老 

同”的民俗差异性，并反思“老同”这一民俗的社会 

意义。 

一 

“老同”是指两个同年的女子相互结交的一种关 

系，是一种独特的、 超越友情和爱情的情感。电影《雪 

花秘扇》就是围绕两对不同时代的“老同”进行的。 

处在清代末期的雪花和百合，由于八字相合，在七岁 

便由长辈做主结为 “老同” ， 而在现代的尼娜和索菲亚， 

她们本身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关系，在听说“老同”这 

一说法后结交。 除这两对为主要人物的“老同”以外， 

《雪花秘扇》还有着其他不同的“老同”人群，例如 

电影后期出现的雪花所住村落的几个女子，以及后来 

谎称为雪花姐妹的莲花。由此可见， “同”不是当时社 

会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群体认同。 

产生“老同”现象有其社会原因。 “民俗是一种具 

有广泛社会性的文化事项，它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 

渐形成并为广大民间社会所接受。 ” [1] 而之所以会被当 

时的广大女性群体所接受，可以从自古以来的社会等 

级与女性地位来探究。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记载中， 

一直提倡父权至上的原则，易经中就有提到“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而其中又有 

进一步的解释曰：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 

故称乎母。 ”“乾，健也；坤，顺也。 ”这表明，当时的 

人们就认为女子作为坤，要服从男子的意志，地要服 

从于天，即女子要服从父权秩序之理。此外，还有所 

谓“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的观点将妇女牢牢束缚， 

除却在思想上的统治，在身体上还对女性加以残害， 

将女性变为只能依附男性生存的存在，变为一种家族 

繁衍的工具。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一直被无情压迫的女 

子开始向往不一样的生活和情感， “妇女们看到社会结 

构和态度是如何从出生开始便在塑造她们并且限制她 

们的机会，她们研究了妇女在社会中被贬低的程 

度……她们学会了自尊并理解群体团结的价值” [2] 。 

“老同”的由来也可以从中得到解释：在社会的压迫 

中，女性开始渴望自身的自由，而“老同”就是一种 

无言的抗争，来抵抗当时男性的主导地位，争取自己 

的自由。在电影中，曾有过这样一个细节，百合婚后 

想去探望家道中落的雪花，但是百合的婆婆陆夫人不 

准许，认为和雪花的交往有失陆家颜面，刚开始的言 

辞灼灼在百合说雪花是其许过誓言的“老同”的质问 

后沉默了，就是这个沉默的小细节可以看出， “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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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女性抗争的形式是被当时的女性群体默认 

的，陆夫人也包括在其中，不过由于身份地位的限制， 

使她不能将内心真正的渴求光明正大地表现出来，所 

以电影中陆夫人才不能对百合的话妄加反驳，因为 

“老同”代表的是当时女子的愿望与渴求。 

《雪花秘扇》中的“老同”情感是一种纯爱，是 

女性之间最真诚的感情表现。 “任何时代的群体审美接 

受，都与该时代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当下观影中的 

审美接受也不例外。 ” [3] 正是由于人们在当代社会找寻 

不到人们理想中的唯美情感，就将眼光寄托于历史。 

将曾经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老同”拿出来抚慰在这个 

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伤痕累累的心灵。其实在《雪花秘 

扇》中就有对这种情感的说明，尼娜和索菲亚的情感 

就是个例子。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索菲亚不喜 

欢自己的婶婶，婶婶对她也不好，这样的情况下，与 

她情投意合的尼娜正合了她的口味， 在听说了“老同” 

这种风俗之后，两个女孩都是满心向往与羡慕，才会 

决定在自己本身所有的情感上加上誓言，结为“老同” 

永不变。 

二 

作为一种影视题材，《雪花秘扇》不仅仅是编者想 

象中的一种同性相处模式，同时也是基于现实存在、 

有其来源的一种民间习俗。但是基于电影的艺术性， 

影视中的题材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人为的改造加工，以 

求更为符合群众的喜好，产生更大的共鸣，所以，《雪 

花秘扇》虽然打的是民俗大片的旗号，选择的题材也 

确实是传统“老同”这一民俗，不过，在表现上还是 

与现实中存在的“老同”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雪花秘扇》中有一个片段可以很充分地说明影 

视中结交“老同”的条件。电影中当处于清代的百合 

开始裹小脚一年以后，一顶华丽的小轿抬到了百合的 

家，这抬来的就是帮百合和雪花结“老同”的媒婆。 

当媒婆说要和百合结“老同”的是来自一个富庶家庭 

的女孩以后，百合的娘认为那样的家庭她们家百合高 

攀不起。然而这时媒婆却说了一段话： “没错，她家都 

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她祖父还是朝廷的大学士呢， 

不过……这两个女孩八字很合，人家也就不嫌弃门户 

悬殊了。 ”从媒婆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 结交“老同” 

需要八字相合。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一旦有相合的 

八字，连在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门户观念都可以有所 

通融，不在乎门户悬殊地结交“老同” 。其次是性别， 

电影中处于现代的一对“老同”尼娜和索菲亚在结交 

之前，第一次从索菲亚阿姨的口中听到关于“老同” 

的描述就是“老同，就是一生的结拜姐妹” ，可见，在 

《雪花秘扇》中我们看到的“老同”结交的性别要求 

是双方都为女性，是一种属于女性的独特习俗。 

现实中的“老同”结交习俗却不仅如此。 “老同” 

作为中国南方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习俗，它的结交也 

是有其条件的，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没有章法可依的 

习俗。结为“老同”是指两位年龄相仿且毫无血缘、 

姻缘关系的同性社会成员，通过某种特定仪式后，形 

成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以二人为中心扩散开来 

的一系列拟亲属关系。在壮族的“老同”结交中，条 

件就要比电影中的条件要相对宽泛一点。首先，结交 

“老同”的双方年纪要相仿，最好不要相差太多；其 

次，两者之间必须没有亲属关系，这种亲属关系不仅 

仅指血缘关系，还包括姻亲关系；再次，结交“老同” 

一般是同性之间。《雪花秘扇》中的“老同”仅指两个 

女子之间的独特情感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的“老同” 

结交，除却女子之外也包含了同性的两个男子。 

任何一种民间习俗都有其专属的传统仪式， “老 

同”的结交也不例外，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种结交仪 

式或者说方式。《雪花秘扇》中的雪花和百合在媒婆的 

引介之后，真正的结交是在她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 

在雪花和百合的感情慢慢成长之后，媒婆将她们带到 

了姑婆庙，让她们在姑婆神的见证下，亲手签订代表 

一生一世誓言的结交书，然后将结交书放入火盆之中 

烧毁，预示着将互许的誓言奉予姑婆神为见证，更祈 

求姑婆神能保佑她们一生的情谊。而这个结交书在现 

代的尼娜和索菲亚的结交中也出现了，不过这个时候 

的结交不再是由古代的媒婆来主持，而是由类似于专 

门的一种从事此类工作研究的人来主持书写。连接古 

代的和现代的就是这一份结交书，这一份结交的誓言 

——“以我双手向你开，相惜怜爱永不悔，结为老同 

永不变。 ”成功签订结交书以后就代表双方正式结为 

“老同” ，一生一世结拜为姐妹。可见，现实生活中的 

“老同”结交则没有那么繁复的仪式，相较而言，更 

为生活化简易化。 

在《雪花秘扇》中， “女书”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 

线索。 “女书”顾名思义，就是女性的书写文字，男性 

是不懂的，由上一辈女性传给下一辈女性的文字。在 

电影一开始，略显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女子素手握笔， 

在纸扇上缓缓地书写着一些人们看不懂的文字或者说 

符号，那便是女书。在电影中，女书第一次出现是在 

尼娜和索菲亚签订结交书的时候由帮她们证明的工作 

人员提及的，并告诉她们所签的结交书所用的文字就 

是女书。第二次出现就是帮雪花和百合结交的媒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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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她们女书，正是由上一辈女性教授给下一辈，代代 

相传。在《雪花秘扇》中，女书是牵引“老同”情感 

的桥梁，所以女书一直贯穿于整部电影。那些书写在 

小小的折扇、绢帛上的文字，诉说着两个女人之间的 

感情，哪怕她们相隔千里，靠的就是这神奇的文字。 

在百合嫁入大户，雪花反而沦为下层人民，以致百合 

不能亲身来探望自己姐妹的时候，支撑她们的就是这 

些小小的折扇。当电影接近尾声，百合心伤毁扇，其实 

想毁的是她和雪花之间的感情。 而在现实生活中， 女书 

是一种神秘的文字。它的范围不仅仅是“老同”之间的 

互通情感， 还包含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内容， 是妇 

女文学的表率。 但是， 对于如今现实中还存在的 “老同” 

民俗来说，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文字传承中的遗 

失，现存“老同”习俗中不仅仅指女子之间，还包括男 

性之间的“老同”结交，女书不再只代表“老同”之间 

的特殊语言，而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得以传承。 

在现代的很多人看来， “老同” 或许会带上一些同 

性恋的色彩，不过这两者之间的感情还是不相同的。 

“老同”是旧时南方民间立誓结为姐妹的一种说法， 

是女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甚至超越夫妻和姐妹。她们 

之间的情感与依恋不像普通的同性友谊那么简单，有 

着跟爱情同样的忠贞和包容， 但却没有实质肉体关系。 

其实女人在男权社会通过‘老同’的形式实现结盟， 

就是对命运的反抗。在电影中，雪花和百合、尼娜和 

索菲亚都是一同成长、相互扶持的“老同” 。雪花和百 

合，自小在一起，同吃同睡，形影不离，两人的感情 

在结为“老同”之后真的就是一生相伴。看着彼此出 

嫁，相互疼惜，一起走过战乱，没有背叛，即使雪花 

为了不让身份已比自己高贵太多的百合为难而说谎， 

想让彼此结束“老同”关系，那也是以感情的坚贞为 

出发点。在没有联系的十年里，她们之间的情从来没 

有断过。而现代尼娜可以不顾后果地在高考卷上写上 

没有来考试的索菲亚的名字，而索菲亚可以为了不阻 

挡尼娜的前途而假装离开，宁可让尼娜恨她。这样的 

感情早已超越友谊，是一种类似于人类“第四种”感 

情的存在。 

电影播出后，有很多观众认为在自己的生活中， 

都有类似于这种“老同”的感情存在过：那种一起成 

长的闺蜜，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在感情的日益加深 

中互相包容，这都是很像“老同”的感情。其实在现 

实中， “老同”的情感更趋向于一种人际关系的建立， 

“老同”结成以后，双方在逢年过节时相互来往，到 

对方家中做客；如若一方家中有婚嫁、丧葬、节庆、 

生日等重大事情时，相互帮助，感情近似亲属，而不 

象电影中突出的不同于正常认知范围内的第四种情 

感。当然，谈到“老同”的情感，许多人会将当下影 

视中逐渐火热的“女同”与民俗“老同”相混淆。 “老 

同”的感情是一种纯爱，她们一同吃住、玩耍、学习、 

成长，用一生相互照顾相互爱惜，双方在感情上互许， 

一定需要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是超过友情，不到爱 

情，类似亲情却又有区别。而“女同”则不同，“女 

同”是女同性恋的简称，现代社会的人对同性恋这个 

词汇已不陌生。同性恋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医学上， 

后来才发展成为形容同性之间的情爱关系。 而“女同” 

和“老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老同”之间无 

论再亲密也没有肉体关系，是一种纯情神的情感，而 

“女同”不同， “女同”可以说是女性精神欲望和肉体 

欲望的结合。 

三 

《雪花秘扇》将“老同”这一新鲜的名词带入人 

们的视野，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一 

新鲜的神秘的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雪花秘扇》 

之前，国内几乎没有关于描述“老同”这一现象的影 

视作品，相关文学作品也仅限于作为民间文学范畴内 

的“老同”现象，即使有关于女性情感的文学作品， 

描述的情感也多带着难以启齿的暧昧，远不如“老 

同”这份情感的神圣纯洁。可以说，《雪花秘扇》将一 

种新的民俗观念纳入文学的大家庭，为中国当代文学 

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素材。 

自 19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中的一个 

分支，就以女同性恋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来反对社 

会的男性霸权， “那种认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 

偏见，认为这正是男性霸权……只有打破异性恋的枷 

锁，才能真正打碎男性霸权对女性的压迫” [4] 。而这 

样一种思想的流传，使得在异性恋的统治权之下，开 

始光明正大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的身影，在文 

学的世界也是如此。而大多数描写女性情感的文学作 

品，不是停留在单纯的女性友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是描写女性之间的同性之爱，其中或多或少地渗入了 

性欲的成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对于性的欲望是不对 

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性本能对于人的成长，人的心 

理和行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5] 。只不过，在现代社会， 

在一个可以说是到处充满性这个字眼的社会，抛开人 

类最原始的欲望，来谈论一种最为本质的情感，是能 

给人以精神慰藉的，而《雪花秘扇》中的“老同”情 

感则体现了一种超越友谊和爱情、无关性欲的女性情 

感，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情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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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类电影为例，《自梳》和《游园惊梦》都是在 

《雪花秘扇》出现之前对于女性情感描写比较动人的 

两部电影，都给人以深刻的反思，但是从审美接受的 

角度来看，这两部影片带给人的深思多于对于情感的 

享受。将《雪花秘扇》与这两个故事进行对比，《游园 

惊梦》和《自梳》虽然同样是描述女性之间的情感， 

在影片之中也夹杂着创作者期待欣赏者能够感动的各 

种因素，但是从受众的接受角度来看，因为它描述的 

是与主流观念相违背的同性之爱，而这种爱情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 有人或许为她们的坚持而感动， 

但不代表受众能接受这样一种非主流的情感。在不接 

受的基础上去理解影片，总是欠缺对于创作者想要表 

达的意念的正确理解。而《雪花秘扇》讲述的是“老 

同”之间的纯爱，是两个女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撑 

的故事，无关爱情，无关那些不能言的禁忌，带给人 

的是满满的纯爱感动，那是一种很多女性所共有的情 

感，容易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相较于前现代社会，当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 

会。快节奏的生活在使得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滋 

长了人们为追求快而忽略身边存在的众多事物的习 

惯，情感便是其中之一。雪花和百合彼此之间不离不 

弃的感情中体现了友情的坚贞与震撼。雪花与百合自 

从结为“老同”以后两人就是一起学习成长，两人不 

同的家庭环境、贫富的差距并没有在她们的“老同” 

情感中产生影响。 可见， “老同” 就是一生的心灵相守。 

而尼娜和索菲亚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则让我们能深 

入反省如今社会上的病态自我保护行为。尼娜和索菲 

亚，她们由本身十分要好的朋友关系结交“老同” 。在 

纷繁的生活中，面对未来，尼娜可以不顾后果地在高 

考卷上写上没有来考试的索菲亚的名字，而索菲亚可 

以为了不阻挡尼娜的前途而假装离开，宁可让尼娜恨 

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来自于少数人，才更能震 

颤人的心灵乃至灵魂。 

在历史上，男女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是一个由 

来已久的现象，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处于低下 

屈从的位置。在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就对妇女有 

着严格的控制以及压迫。而压迫和反抗始终是一对相 

伴相生的概念，由西方开始的女性主义思考就是人们 

开始反省在父系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种种压迫，女性主 

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认识到不论何时何地，也不 

论是在社会中还是人们自己的生活中，男性与女性拥 

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由此而产生这样的信念：男性 

和女性应该平等；认为迄今的知识是关于男人的、由 

男人写成的、也是为了男人的，从而认为必须重新认 

识并理解所有的知识学派，以便揭示这些学派忽视或 

歪曲性别的程度” [6] 。这种思潮传到中国，并逐渐为 

人们所接受，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地位。 

而《雪花秘扇》可以说正是这样一部可以引起人们对 

于女性地位以及女性反抗父系社会思考的影片。《雪花 

秘扇》站在女性的视角，表现女性对于社会的无言反 

抗精神， 而这种反抗的集中体现就是“老同”的产生。 

在《雪花秘扇》开始的部分有一段关于“老同” 

情感产生的缘由的对话，能充分说明“老同”产生的 

意义。在尼娜和索菲亚决定签订结交书、互许一生友 

谊的誓言的时候，索菲亚的阿姨向她们道出了当初为 

何会有“老同”，她说： “过去结为夫妻是为了男人们 

的目的，为了生意结盟，为了有人操持家业、传宗接 

代，是没有选择的，而结为老同确是女人自己的选择， 

为了理解和快乐。 ” 在这样的一段话里可以明显地感觉 

到，处于旧社会中女性的悲哀无奈与沉默抗争，旧社 

会的女人是没有选择权利的，她们的婚姻身不由己， 

没有选择余地，她们的生活无法改变，在那样的一个 

社会，女人只是工具，而“老同”其实是女性对于那 

样的父权社会的变相的反抗斗争，希望拥有自己的生 

活，也同样需要人理解和相伴，而不是作为一个没有 

血肉的花瓶，摆在家中供人玩赏。 

在历史上，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舞台之外，男 

性是作为主体的劳动力在社会中存在的，女性无论是 

从先天还是后天的情况都无法与男性匹敌。依据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正是由于男性抓住了生存 

所需要的动力基础， 掌握了社会生活的必要生产资料， 

导致男性逐渐在社会中成为一种主体存在，而女性不 

得不成为男性的依附而存在，这就成为了人们普遍的 

潜在意识心理，将女性地位放在男性之下，即使有足 

够能力与男性匹敌的女性，也会在这样的一种主流意 

识下被打压乃至消失。如赫赫有名的蔡文姬，在历史 

的书写中也不得不冠以陈留董祀之妻的名称。当男性 

意识愈来愈强的时候，女性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下， 

这个时候女性集体就开始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反抗， “老 

同”便是其中一种。 “老同”作为两个女性之间的特殊 

情感，是女性以沉默的方式争取权利的表现。在影片 

中，百合的公婆，一对封建制度的大家长，代表的其 

实也就是封建社会中对于女性的压迫势力，他们以各 

种家门规矩制约着百合的行为，也制约着百合与雪花 

的情感发展，不允许她们见面，甚至不愿她们通信联 

系。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百合依旧和雪花保 

持着“老同”的誓言，偷偷和雪花通信，交流彼此的 

喜怒哀乐，这就是“老同”所表现的无言反抗。 

因此，作为一部民俗电影，《雪花秘扇》在引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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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老同”无比真挚情感的感慨中，还引发对于 

女性生存与女性斗争的思考，反思女性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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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now Flower takes a new folk concept into the big family of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a new literature material 
for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As a folk film, Snow Flower triggers the experience of the 
sincere emotion about “Laotong”, and also triggers the thinking about the female’s survival and struggle, making people 
reflect the female’s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pres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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