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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戏剧在缘生形态中的空间价值引起了戏剧学家、人类学

家、美学家、历史学家们的重视。事实上，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戏剧的空间概念和空间实践早已超越了某个单一学科的知识

范畴，而与早期的国家形态、权力格局、城市建设、商贸场所都

不无关系；当然，它与酒神祭祀仪式更有直接的关联。本文从

戏剧缘生形态中的空间概念入手，对戏剧发生学中的诸种关

乎空间的意义和行为进行阐述。

关键词：酒神祭仪；城邦国家；城剧；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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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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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空间的认识

人类学对于研究对象的确定和研究首先取决于它的单位形态。没

有一个具体的单位确认，没有对同一个确认单位做必须的田野作业

+ -./012345 ,，人类学研究事实上很难被认可。既然如此，空间对于人类学

研究而言，也成了学理上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彭兆荣

西 方 戏 剧 发 生 学 的

空 间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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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空间上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 ! "#$"%&’()* #+,)%$+-#+. /。是为最基本的、外在有空间

规定。人们注意到，在民族志的撰写中，具体的单位，比如族群、社区、街

区等无不由自然环境所建构和围绕。因此，传统的民族志当中也都有一

个基本的要件，即将其空间尽可能地表现出来，或是以地图的方式将它

在地理上的空间处所加以标识。具体到空间的细部，如家宅、神龛、祭祀

等的方位、方向、大小、部位等都需要最大限度地巨细无遗。这样做的目

的不仅仅是因为田野地点有地理上的经纬限度，人们对于人类学家的

描述也就自然有了地理上的空间要求，而且还希望通过读者的阅读了

解到这一个田野调查的物质形体，甚至为作者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要求

进行核查勘验者提供一个地图性的引导。是为自然地理空间。

二、族群边界 ! #.(+)* 0$1+2&%)#3 /。众所周知，族群 ! #.(+)* "%$1’/作为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与它的边界划分和族群认同无法须臾分

开。族群认同的最本质的东西在于通过类似于 “地图”那样分辨出哪些

是属于“我们的”，哪些属于“他们的”；哪些“领土”是“我们的”，哪些“领

土”是 “他们的”。通常而言，某一个族群的社会和文化认同往往不容易

作“真空”式的自我确认。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群体的存在已经越来越不

可能。对绝大多数族群来说，它们的生存，包括地理环境、人员交通、商

贸往来、文化交流等无不历史性地发生着。因此，族群认同 ! #.(+)* )2#+4
.).5 /其实也就类同于划分文化边界。巴斯认为：“族群认同的最重要的价

值是与族群内部相关的一些活动维系在一起，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

织也同样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复合的多族群关系，其价值也是建立在

多种不同的社会活动之上。”!换言之，族群认同也可以被表述为 “划边

界”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对社会的边界予以充分的重视，其原因是双

方拥有‘领土重合’! .#%%).$%)&6 *$1+.#%’&%.3 /关系。”"是为族群认同空间。

三、公共空间 ! ’106)* 3’&*#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公共空间可以有一

种指喻，即由一种特殊的关系所网织起来的体系，特别反映在社会事件

性和事务性的关系所建构起来的秩序格局中尤其明显。在社会格局里

面，权力自然充任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人类学家认为，“最常见的一

种便是视空间为一种社会关系；这包括个人之间及集体之间的。”#事实

上，人与自然、人与人构成了社会生活原始性的要害。其中一项重要的

价值指示便是确定个人、人群与自然、人群间的相互关系。而建立这种

关系的一种必然结果就是人为地突出权力特征。在原始时代，由于自然

力的威慑作用，使人们不得不通过想象创造出一个神灵系统，并赋予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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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的能力以建立起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之于人际关系，权力同样起

到了重要作用。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每一种性别都会在既定的关系

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比如，在父权制社会里，由于一般的社会公共

空间系由男性特权建构起来的，女性在这一社会空间中的地位相对就

低。它就像一出社会剧，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是为

社会关系空间。

四、场域空间 ! "#$%& ’()*$ +。场域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权力关系密切相

关。它主要指权力与各种因素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存在与社会存在领域。

场域空间概念主要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布迪厄

的实践社会学有三个关键词：场 ! "#$%& +、生性 ! ,)-#./’ +和资本 ! *)(#.)% +。
它们以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组成空间。场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它以各种位置所构成。生活中的不同位置却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每一

个人都无例外地要在社会场域占有一个位置。位置空间的大小取决于

另外两个决定性因素：资本和生性。因此，场域空间的边界是不断移动

着的，起决定作用者便是权力。换言之，场域空间的大小直接说明着权

力。但是，权力在这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人际关系中权威规定性和传承

性，而是在生性、资本等因素所组成的特定场合 “生产”出来并占据着有

利的位置。“位置的空间仍然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作用。”另一

方面，它注定了场域同时 “是一个争夺的空间”，!随着各种力量对比的

变化而变化。是为场域权力空间。

五、结构空间 ! ’.0/*./0)% ’()*$ +。任何文化叙事都存在着一种结构，

它或许并非列维 1 斯特劳斯所期待的那种具有 “普世性”价值，却不能

因此否认其结构存在的客观性，特别表现在所谓的“共时性”! ’23*,043#*
)((04)*,$’ + 关系上。比如神话研究，共时性表现为几个神话素的相互结

合，它打破了各自神话素的空间界线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特殊

构制。依据斯特劳斯的结构模具，结构由诸多的结构要素所组成。神话

结构在他的眼里其实不过是 “总体的组合”。它的 “单位组成部分”也和

语言一样，由 “神话素”所构成。"列维 1 斯特劳斯为之确立了一个基本

的命题：神话的 “意义”不可能存在于神话的各自孤立的要素之中，它天

生就存在于那些孤立的要素的组合之中，而且必须考虑到这种组合所

具有的特殊的转换潜力。#很明显，结构具备了不言自明的空间意义。它

与各种各样的符号语码的存在与意义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许多人类学

家，如利奇、玛利·道格拉斯、萨林斯、格尔兹、维克多·特纳等都对符

号、象征、隐喻、阈限、“深描”! &$$( &$’*0#(.#43 + 作了直接或间接性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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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阐发。是为符号结构空间。

六、仪式空间 ! "#$%&’ ()&*+ ,。人类学家同时相信，族群文化的社会空

间形态并不像上面所归纳的那样整齐划一，泾渭分明。它们总是紧密地

盘缠在一起。我们所做的划分性工作充其量只是为了便于分析而进行

的驳离。如果说有什么文化事象完好地体现出一种缘生形貌，而这种缘

生形貌又较为理想地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空间形式分析的话，我们

认为就是仪式。仪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贮存器”! *-.$&#.+" ,。既然如此，

它必定存在一个空间维度和贮存量。它不仅具备着诸如时间、场地、人

物、器物、道具、表演等可计量的物化空间，而且还容纳了诸如程序、关

系、格局、权威、传承、符号等难以计量的空间内含。重要的是，它还与许

多现代分析性的叙事、表演分类息息相关，如宗教、神话、巫术、祭祀、戏

剧、诗歌、音乐、舞蹈甚至城市建筑、商贸市场、圆型剧场、体育竞技等有

着发生学上的联带价值。本文所集中讨论的西方戏剧与祭祀仪式的空

间关系便缘此而言出。是为物质形式空间。

西方戏剧发生学的空间关系

历史上对戏剧与酒神祭祀仪式的关系作最权威论述者为亚里士多

德。他认为悲剧是从酒神颂发展而来。!《诗学》开宗明义：“史诗和悲剧、

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 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

仿。”"于是，这里出现了艺术 !史诗、悲剧、喜剧、音乐等 , 与酒神祭祀仪

式之间的缘生纽带 ! )"#/-"0#&’ $#+( ,关系。戏剧事实上乃借助各种媒介—

即有节奏、歌曲和 “韵文”的戏剧种类 !悲剧和喜剧 , 而进行的酒神仪式

的移植和变形。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发生于空间的艺术。难怪，戏剧经常

被理解为一种“空间的实践”! ()&$#*&’ )"&*$#*+( ,。循着同一视野，仪式也

可以被理解为人群共同体的特殊性“空间的实践”。

除了 “仪式 1 戏剧”的原始关系，古希腊的许多观念都建立在特定

的空间概念之上。近来有学者在对古典学进行研究时发现，柏拉图的

“理想国”原本旨在描绘人类在失去部分神性之前的那个黄金时代理想

城邦的空间蓝图。他所构拟的理想国——— “波里斯”&仿佛人体的缩影，

由两个部分、两种性质所构成。头为人的灵魂的居所，因而处于政治权

力的中心位置。柏拉图进而认为，身体的“波里斯”形状为矩形并由格子

状所隔开的不同渠道所分布。在相互的关系之中，权力就像一个圆形的

岛屿，被两个环状如陆州一样的周围所环绕，与外界的交流与交往则需

艺 术

探 索



民族艺术

!

!"# !!

!"#

艺 术

探 索

要通过海洋来完成。他进而认为，所谓的“共和国”! "#$ %$&’()*+ ,其实就

是提供一个空间来容纳诸神所发表的意见。依据他的世界空间格局的

构拟，神只负责“头脑”和“灵魂”部分，处于权力的中心控制枢纽。酒神

祭仪其实也符合这样的双重对应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与政

治从一开始便具有同等的社会功能。!既然古希腊的戏剧与酒神祭祀仪

式有着不解之缘，那么，戏剧发生形态的空间概念亦须对应于相同的原

则。

在柏拉图 “理想国”的拟构中，我们同时可以体会到一种非常有意

义的指示：即 “城邦 - 国家”! +*./ - 0.1.$ , 也好，权力格局也好，宗教祭仪

也好，戏剧表演也好，其原始雏型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位和空间的元

素设制。它与社会行为的实践所需要的基本要件有关。比如学者们通过

对 “神圣”的拉丁语用进行溯源，发现神以及与之相符的品性从一开始

就由空间来界定：即 “神 2 神圣 2 全知全能”系由确定的 “殿宇 2 方位 2 仪

式”的空间制度加以表述。"“神圣 2 世俗”与其说是一组人类学、宗教学

的概念和工具，还不如说旨在间隔出一个结构的空间范围。因为神圣与

世俗如果没有产生足够的 “间离空间”，仪式和宗教的崇高性便无从生

成。柯普通过考证确信，“神圣 2 世俗”的拉丁语来源 01+3’4 2 &35617’4，

一开始就具有丰富的意义。它专属于神所操控的事物，所表示者为 “神

圣”，大致与 85)/ 相当，具有“全知全能”的指喻。与 &35617’49 &35617$0 即

神圣相对应还有一个类似的语汇 “610”，指神域之外，不受神操控领域。

显然，“神圣 2 世俗”在原始语言中将范围加以区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属于神所掌握的领域为“神圣”的，反之便是“世俗”的。事实上，最早的

所谓神圣对于罗马人来说并非一定与神联系，而是直接与仪式性场域

空间 发生关 系，即祭 祀的宗 教场所 ，诸如 庙宇等 具体 祭祀的 地方

! 617’4,，从而与非神圣的地方相隔开来。#$%

对照柏拉图所建构 “理想国”蓝图，一个关键性理由就是为了把他

对 “城邦 - 国家”的各种社会分层的统领关系梳理清楚，形成一个在核

心权力之下的各种统治理念——— 一个“神圣 2 世俗”的社会。社会中各种

各样的人 !与职业相连 ,被放置于他“理想国”里面的各个部位。作家 !职
业 ,的创作行为 !创作劳动 ,也照样被放置在同一个结构之中。根据所谓

的 “理念”要置于 “理想国”中心权力位置的原则，作家的作品依此轮廓

就自然而然界定在了 “第三级品”的位置上，即他所说的 “影子的影子”：

理念为第一级品；具体实物是理念的影子，为第二级品；作家的作品来

自于对现实生活具体的模仿，故为影子之影子，也就成了第三级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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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家在 “理想国”的地位当然极低，甚至要被他驱逐出“理想国”。同

理演绎，柏拉图自然不会将自己视为 “作家”，却将自己视作撑控 “理念”

的政治家，负责制作“第一极品”的等级。这样，社会中的哲学家、艺术家

等被置于不同的社会空间。

我们虽然不赞同柏拉图所建造的 “理想国”模型，但并不妨碍我们

在讨论许多美学问题的时候经常从 “理想国”开始，特别是他在美学范

畴对几何空间的致力。换言之，他那“城邦 ! 国家”的唯心主义政治理念

并不掩盖他将时空维度和秩序伦理的结构 “模型”移植于美学发生学上

价值。以这样的空间概念和模式观照仪式，人们发现，古时候的 “戏剧”

正是位于城郊的、围绕在狄奥尼索斯神圣中心跳舞的祭祷仪礼。“悲剧

或许正是以这样的形式把痛苦的公正施于民众，依此空间符号重新确

认社区的某一个既定的神系结构。”!"#如果说柏拉图为后来的戏剧研究

开拓了一个空间领域的话，那么，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空间实践

便不言而喻地成为一个分析要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再去品

味布鲁克的一段著名的话的时候，才获得更为真切的理解：“我可以占

据任何‘空无的空间’" #$%&’ (%)*# +，把它当作显露的舞台。当一个人通

过这个空无的空间而另外一个人看着他的时候，它也就成了戏剧行为

规范所需要的全部。”!"$也就是说，戏剧的空间可以用物理的场域和范围

来衡量，也可以用 “空无的空间”来衡量：即观念与关系。作为西方戏剧

的 “始祖神”，酒神及其祭祀仪式之于戏剧学、美学的发生潜在着丰富的

元语言之中。它告诉人们，空间要素时时不能被忘却：它是戏剧的元素，

也是仪式的元素。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戏剧必须首先建立地理方位上的空间范畴。从

希腊戏剧发生的时空和连带因素来分析，学者们相信它与希腊城邦制

度建立时的城市格局有密切的关系，也与城邦政治与市民兴趣相辅相

成。在现存的希腊悲剧中，大部分都是为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埃洛色勒斯

" ,-#.&/#0.( +而写。!"%关于这一点，早在 12 世纪的考古成就已经证明了。

因此，考古学家们争论的方向已不再集中于其 “是否存在”这样一类的

问题，而是集中在诸如观众观赏悲剧时所围观的实际空间有多大，是圆

形的还是不规则的四边形；表演的空间地带是圆形的还是矩形的；如果

是圆形的，那么它究竟有多大；表演的时候在场地上有没有一个戏台等

等。简言之，这些问题无一例外都涉及到戏剧的空间——— 原初性的空间

制度。它不仅关乎空间的物理性质，也直接对希腊的戏剧美学的空间实

践提出证明。在我看来，它还可以对希腊早期城邦国家的政治边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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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上的解释。

原始戏剧的空间指示

西方有学者注意到了戏剧的原型与早期的希腊城区格局之间的觞

滥与互动，包括我们所说的悲剧、喜剧和酒神颂歌。据考证，早先的城区

和戏剧并置一畴、融于一体的称作“城剧”! "#$# %&#’%(#) *&。尽管大部分

关于悲剧表演的证据来自于公元四世纪，但人们相信它的起源比这个

时间要早得很多。而“乡村的狄奥尼西亚”! (+(’, -./01).’ *看起来与戏剧

的起源应有更为原始的背景联系，而且它们也有所谓的 “城剧”的历史

遗迹。即使在雅典最北部的、孤立的罗慕洛斯 !2&’$0/+) * 小城也有 “城

剧”隐蔽在城门的下方。!"#料想当时那些观众就坐在城墙上观看着城剧。

如果希腊戏剧的原始面貌果真如此，换句话说，如果罗慕洛斯城剧个案

的确有着 “普遍价值”，那么，戏剧从一开始就具备着“公共空间”的人群

集体活动形式。难怪有的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注戏剧的发生学原

理，认为希腊戏剧其实与“广场”! !"#$! *的原始指称有关。!"$

古希腊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与戏剧的空间关系必然相辅相成。

没有舞台的空间，表演便失去最为基本的 “能指”范畴，——— 物质符号的

容纳场所。虽然人们对于远古时期的戏剧原始形态中的观念和态度已

经很难彻底复原，所幸大量与酒神祭祀仪式的祭殿、圆型剧场的遗址保

留了下来。像罗慕洛斯的城剧便是一个活生生的实物鉴定。它的空间既

可以作为戏剧美学的概念，更可以实际进行丈量。学者们根据大量戏剧

表演的实物，描绘出酒神祭仪与戏剧表演的空间格局。!"%同时，它强调着

戏剧与公民意识、早期国家民主政治的具体行为和表现形式的背景关

系。

考古学的例子为我们理解古代希腊戏剧提供了以下基本思路：戏

剧与广场空间的指喻。希腊的广场首先是政治集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

其次是商贸中心。这便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戏剧从一开始已经超出了纯

粹的艺术类别的门槛，打上了历史和政治烙印。具体地说，任何政治派

系、显要人物在发表政治观点的时候，都必须借助戏剧场所，并使自己

的言行“仪式 3 戏剧化”：比如政治演讲、雄辩、论争、招揽观众和听众等

都变得不可缺少，甚至今天西方的许多政要的“做秀”! )&/4 *都与戏剧的

渊源背景有所瓜葛。戏剧与宗教仪式的结合更不是历史的偶然。仪式若

从根本上定义，它更接近于宗教行为。它表现出了多重力量：存在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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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可感的和不可感的；想象的和现实的；肉体的和灵魂的等通

通掺和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戏剧的缘初性式徽与 “城邦 ! 国

家民主政治”相统一。再者，广场的基本功能之一：用于民众的货物交

换。广场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人物和物品。人们利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

接受演出的可能性相对地大。在中国，“社戏”的根由与此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而城市的出现必定会应其需求产生或培养出一批专务于商业贸

易的商业阶层，同时也产生出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市民阶层，戏剧的发展

和演变与市民消费和市民意识天然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公共空间的戏剧仪式功能。由于仪式性的“戏剧表演”与政治、宗教

的严肃性和庄严性相同相共，戏剧成为凸显政治和宗教权势、荣耀感的

实现形式。众所周知，仪式具备了一个非常神奇的 “定力”：即可以通过

时间、空间、程式、人物、器具等的规定，创造出“神圣”来。反之，倘若政

治和宗教上的权力、权势、权威不经过仪式行为便无法达到。因此，仪式

的戏剧化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正通过强化对某个等级、某个人物、某个

形象、某个位置、某个身份等的特别关注、强调和突出，最终托举出所谓

“伟大”、“神圣”的东西。着眼于这一技术性功能，仪式和戏剧一样，都可

以成为政治权力、观念价值、民族主义等 “炒作”的操控手段和配置资

源。仪式与戏剧有一点完全一样：即预先设计出时间、地点、气氛、主次

等的差别；在一个特别的社会公共场合里面，某一个位置、某一截时间、

某一种器具在某一个空间领域被提示出来，表现出来，凭附其上的便可

能是一个公众认可的伟人，一种公众认同的崇高，一桩公众认识的事件

⋯⋯在这个意义上，戏剧所展示的有 “帝国的权力”、“荣耀的获得”、“政

治的内涵”等巨大符号系统的象征性。 !"#

原始戏剧空间的边缘形态。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与戏剧性表

演从其早先的形态上看虽然与政治权力、帝国荣耀、民主制度都可以搭

上边，但就戏剧产生的形态来看却明显具有“边缘性”。表象上这似乎有

悖情理：既然政治权力、帝国荣耀等都属于城邦国家的 “中心”、“核心”

和 “权力”范畴，怎么戏剧的肇端却 “边缘化”呢" 此不是矛盾的吗" 其实

一点也不矛盾。我们说希腊悲剧的 “边缘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

加以确认：一、从地理空间和位置来判断，许多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现

在所发现的狄奥尼索斯祭祷仪式和希腊的 “圆型剧场”遗墟都不在城市

的中心位置，无论是雅典卫城的酒神剧场，还是底尔菲太阳神遗址中的

狄奥尼索斯剧场，抑或是狄奥尼西亚酒神祭仪的旧址都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曾经专此问题亲赴希腊进行过实地调查。二、以酒神狄奥尼索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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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典出的 “乡村的狄奥尼西亚”! "#"$% &’()*+’$ ,，明白无误地告诉一个历

史事实——— 乡村和边缘；而且它一直作为一个专门性指谓。说明在戏剧

起源相关的知识系统中它被放在与城市相对应，与中心相对立的空间

位置上来定位。三、从“城邦 - 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与之发生关系的酒神

祭祀活动的组成形式来看，戏剧表演并非头等到重要的事宜。有学者考

证，在与广场相伴的系列活动中，“戏剧”的位置是殿后的。即使在“乡村

的狄奥尼西亚”广场活动里面，戏剧表演亦为附加节目。!"#简言之，如果

把希腊城邦制国家的广场政治、宗教祭献和商贸活动视为知识系统来

看待，那么，“戏剧”只是其中的一项且处在次要的位置上。四、如果从古

希腊帝国政治的权力制度来考量，将奥林匹亚山巅作为一个同样符号

化政治叙事来比况，酒神无论就其地位还是就其身世都属于 “边缘角

色”。而酒神的随从和信徒们也都属于一些非社会正统所认同的“异类”

和叛逆者。“迷狂”、“疯癫”等的文化阐释绝对应当划入“反叛”范畴而不

能是其他。

由此可知，希腊戏剧的缘生形态并非单一形态。我们相信，戏剧的

发生远远超出了今天我们从单一认识上，即从戏剧艺术这一门类来观

察和认识它。这是“分析时代”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片面和弊病。我们或

许没有能力超越这种片面，但至少我们可以明智地辨别出那些来自于

思维形态上的惯力。进而我们认为，对于古希腊戏剧的发生学美学原理

的认识前提首先必定是全观性的，——— 即包容着多层社会关系和城邦制

国家特殊的空间因子。所以，我们与其把它置于戏剧美学的范畴，还不

如将它放在“历史社会学”范畴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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