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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大自然的戏剧: 足球场域中的身体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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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足球是人类的身体游戏,它包含了动物学、进化论以及原始表演元素,足球因此而获得了现代

艺术市场的高度认可。足球的户外性对传统戏剧的室内性有较大优势,其中主导性因素是自然性以及超

戏剧的狂欢特质。足球比传统戏剧有更为强烈的交互感、仪式感与聚会感,足球因此而重构出一种全新

的人际交往仪式。足球没有固定的情节线索,足球的剧本是一种不确定的剧本,体现出对自然正义的尊

崇,足球因此而具有精微灵动的现代戏剧能量。艺术足球的市场感召力胜过力量足球之处在于它展示出

了更多的人间情趣。艺术足球极易与戏剧产生联系,其在媒体作用下,成长为一种新型的演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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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的主流体育项目的源头是古希腊竞技运

动,直接来源则是英美户外体育,因此,它们同

时蕴含着欧洲旧大陆和北美新大陆不同的身体理

念。从户外游戏性仪式表演的视野上看,古希腊

戏剧与现代足球相联通。足球是现代竞技体育项

目中的一员,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势地位。足球

融合了更多动物学、进化论及原始表演的元素,
因此获得了惊人的市场关注度。足球是人类自身

创造的一种游戏形态,却可以很好地建立起一种

覆盖性很强的文化复合体。足球在中国的对应物

很多,有作为国球的乒乓球,也有同为大球的篮

球、女子排球,而在动作惊艳奇特方面则与传统

戏曲的武功相对应。足球与中国文化的高度匹

配,令其被中国人大范围地接纳,但其与中国本

土文化之间又存在着理论的兼容与实践的不兼容

的矛盾,并派生出一系列超体育学的问题。

1 自然游戏、狂欢仪式、聚会群体:足

球蕴含着丰富的戏剧元素

  竞技性、仪式性与戏剧性共融于足球之中且

相辅相成,足球的场内场外都散发着多元化的戏

剧元素。足球赛事的戏剧性有多种呈现方式,戏

剧的节日性、祭典性与聚会性元素都很突出,因

此,足球的非世俗价值也极易引起学者的注意。
  

德斯蒙德·莫里斯看到了足球的游戏性、仪

式性与象征性,“虽然表面上球员们似乎在激烈

战斗,但实际上他们的意图并不是消灭彼此,而

只是越过对手,将球射向球门,以完成象征性的

猎杀。”[1]兰伯特将足球赛事解读为一种象征性事

件,“足球的规则通过一种方式使我们的这种期

盼达到高潮:那就是进球。进球意味着重大的转

折……意味着夺得世界杯冠军被历史铭记或者是

成为被人遗忘的失败者。这道分界线是如此明

显,而 且 跨 越 这 条 线 的 经 历 也 同 样 难 以 忘

怀。”[2]200 同时,他还准确感受到了足球的戏剧

性,“比赛中,突然的进球就会产生极为戏剧性

的且 令 人 满 意 的 情 感,也 可 能 造 成 恶 意 犯

规。”[2]200-201 加莱亚诺认为,为了避免犯规后遭

受处罚,球员大多学会了表演性地干扰乃至袭击

其他球员。“有多少小剧院能够装载足球这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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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有多少舞台放得下那块矩形的绿草地? 不说

所有的球员都自顾自地用双脚表演。有一些演员

在折磨同行的艺术方面是行家里手。这些人戴着

手无缚鸡之力的圣徒的面具,朝对手吐唾沫,侮

辱他,推搡他,弄迷他的眼睛,给他下巴一记老

拳,肋骨也少不了来一下,扯他的头发,拽他的

球衣,当他站住时踩他的脚,倒下时那就是头

———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裁判干的,而巡边员只

注视掠过他眼前的阴云。”[3]24-25足球场域中的表

演时而会演化成一种非法行为,同时也是避祸性

质的伪装。
足球的狂欢性在胜败双方都有反映,但在胜

利者一方体现得更为明确。加莱亚诺曾对类似的

场面做过评述,“这时胜利的人们冲进堡垒,将

他们的11个英雄高高举上肩头,是这些英雄为

他们带来了这史诗般的壮举,这辉煌的成就,这

令他们为之流汗、流泪、流血的伟大功绩。然后

我们的队长,披着再也不会被失败所玷污的祖国

的旗帜,举起银色的奖杯亲吻着,这是荣耀之

吻!”[3]32感觉与感性,体验与体会,构成了人类

学的高度的身体性基础,而站在人类学的高度认

知足球更可以看到其中的穿越性价值。“观众看

戏或看球所以能够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个中因

素很多,但首要因素在于 ‘分享’。足球与戏剧

都不是 ‘孤芳自赏’,而是 ‘群芳群赏’,观众中

每一个个体平时压抑的情感,由于有了群体的共

鸣与支持便变得 ‘胆大妄为’起来,于是才有了

恣肆汪洋的宣泄。”[4]高强度的精神贯穿力给足球

披上了欢乐的外衣,足球由此变得光辉熠熠。
  

徐能看到了足球的戏剧性,并试图将其演示

之戏与游戏之戏融合在一起。“所有这些游戏和

运动都是模拟生活的剧情,这种模仿过程没有内

在价值。然而,由于足球的规则产生了令人难以

置信的能力和机会极其富有变化的结合,从而使

游戏 结 果 不 可 预 测,足 球 游 戏 显 得 十 分 特

别。”[2]20一般而言,足球和戏剧的最大区别在于

前者没有脚本,而后者有脚本,但是二者的相同

之处在于都是对理念的再现式模仿,这种理念就

是人类社会建立之初即存在的一种对于英雄的模

仿、崇拜、纪念。在隐喻的世界里,戏剧与足球

几乎是一体的,两者充满了共融性与同一性。
  

无以否认,较诸传统的演剧类型,顶级足球

赛事充满了极限性活力,足球场上的竞技者也比

传统戏剧中的演员更具活力,他们以清一色的青

年人为主导,身体强健而技艺娴熟,神情烂漫而

活力四溢。足球的场域也比任何一种传统剧场更

为宏大瑰丽。2019年4月18日,欧冠1/4决赛

在热刺与曼城之间展开,而 VAR变成了主宰

者,它让比赛双方在几十秒内体验到了大喜大

悲,无比夸张地强化了赛事的戏剧性[5]。经过了

长时间的阵痛,足球的裁判业开始接受电子产品

的指令,以求获得更大的公正性。工业化时代的

所有成果都会在适当的时候进入足球领域,足球

的现代性也在不断浸润着足球赛事过程。
传统戏剧大多以室内表演为基本形态,而足

球将民众从相对逼仄的室内引至室外,高度自然

化的环境给足球提供了更好的表现力。足球由此

超越了传统的演剧空间,变成了一种户外聚会形

态。正因如此,足球更像一种现代大戏。在现代

性大戏剧观念的辐射下,传统戏剧的消隐态势十

分明显。大自然的进化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自我

表演,不妨将其作为考量人伦世界多维度表演形

式的标准。足球的户外性导致了很多自然元素的

出现。 “1958年6月16日,在伦教举行的一场

国际足球赛中……守门员道莱伊西一脚长传,球

借助风力在地上一弹越过守门员的头顶直向球门

飞去,进了一球。这在英国足球史上还是破天荒

第一次。”[6]足球和乒乓球、羽毛球不一样,它从

来就无惧风雨,具有霜天烂漫的自然性。在此理

念的映照下,传统戏剧或表演形态或许只能算作

一种现代竞技表演形态的影子,而无法转换为一

种现代性的演艺实体。
  

可以回忆一下传统戏剧的独特镜像。这里不

妨作出一些极端性、夸张性、虚拟性、谐谑性的

推论。传统戏剧并不以身体优势见长。传统戏剧

带有很强的室内、局促与逆人性的元素,其强大

的动能来自一种规劝、教化、人格设限、道德戒

律之类的内涵。由于承担着与神沟通的外在功

能,传统戏剧往往有压抑人的自然性的种种戒

条,这便产生了与体育的差异。“当代人对体育

运动的爱好似乎是跨地域跨文化的人类现象,和

明显表现民族性的戏剧不同,体育运动的基本矛

盾是游戏与竞赛的对立统一,前者是基础,后者

是主导。游戏要的是个人与自由,竞赛则强调集

体与规则。”[7]除此之外,戏剧和体育的差异还在

于虚构与真实,即便如此,二者也有兼容点。
“大部分人可能会在这些人 (足球流氓)身上发

现关于暴力、价值等东西上的不平衡……这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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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特别之处。像足球流氓这样的人,他们混淆了

真实生活与游戏;因此他们不能对这两种完全不

同的事物给予不同的精力。他们被游戏的剧情淹

没,以至于他们误以为它是现实生活中的剧情,
好像足球比赛是真实生活中的一种战斗。并且,
他们想成为真实生活战斗的一部分。”[2]20足球是

身体直接对抗的运动,很难完全脱离暴力元素,
因此,崇尚暴力者也时常成为足球生态圈子中的

重要元素,它折射出人世间的本真风貌。世间有

很多种类的真实性,任何人都会提出自己的真实

性标准,其中不乏矛盾之处。于是,探讨足球的

真实性就显得很困难。
  

游戏是人和诸多生物共享之物,其核心价值

便是高度的自由、解放与舒张的快意,足球的游

戏性中就包含了高度的精神解脱意象。贝克汉姆

曾经讲述过他少年时代游戏于足球的事迹,他赖

以成名的超远距离射门就来自他自身的游戏性练

习。与此同时,他也回忆起和他一同踢球的同伴

的沦亡史。“我有个朋友,他过去常到公园里来

和我们一起玩,可他父亲是个望子成龙的人。他

父亲总是说 ‘你不能做那个,你应该去做这个。’
我那个伙伴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球员,但

他不想再踢球,于是他从那以后也就跟足球无缘

了。”[8]由此不难看出,当足球游戏失去了自由的

前提后就很可能消亡。足球中的游戏性还有更为

深远的意义指向,其概念末端则是狂欢精神。
足球和戏剧的连接点很多,大型足球赛事

大多伴有戏剧性的狂欢景象。诚然,足球无法

完全取代戏剧,但是足球有更为强烈而纯正的

交互感、仪式感与聚会感,它一直在构建一种

新型的戏剧性仪式。无可否认,球员的庆贺方

式也是一种表演,雷德坎普就认为那里存在一

种表演的元素。 “踢入关键进球的射手大多瞬

间消失在队友们一跃而成的金字塔中,常常靠

记分牌和广播才能辨认出来时,在意大利逐渐

形成了一种胜利礼仪。”[9]高度清晰的身体至上

主义给足球带来生机,也使足球的超人类性得

以体现。当然,球迷庆贺一直是聚会活动中的

主导性能量。2019年11月24日,第60届南

美解放者杯的决赛,弗拉门戈队2∶1逆转河

床队夺冠。赛后,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大规模游

行庆祝,数万球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庆贺

胜利,构建出一种狂欢镜像。足球赛事也由此

呈现出显著的戏剧情境。

2 原始活力、英雄梦想、情感宣泄:足

球对传统戏剧的超越

  工业化时代以来,以戏曲、话剧为主导的近

代戏剧大多和夜晚、剧场、灯光产生了联系。在

各种各样灯光的映照下,人类渐渐习惯昼伏夜

出,人性中的自然性也相对削弱。人们开始蜷缩

在一种固化的狭小空间内或言说或高歌或模仿,
却没有顶级的活性情态。

  

传统戏剧就是这样走向没落的。一种观赏类

艺术是否没落,关键在于观众。中国学者在阐释

戏剧与足球的反差时已经注意到了市场调节的作

用,“足球和戏剧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也许足球

拥有的内容恰恰就是当今戏剧缺少的东西。显

然,足球构成了球迷生活的重要部分,某些时

候,球迷与足球已经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他

们可以为每一次进球而疯狂,也可以为每一次失

败而哭泣,心理上的认同,导致一个巨大的空间

发生共鸣。”[10]其实,足球优于戏剧之处就在于

它是世界上至为纯粹的人性核心构件。“戏剧则

不然,即使是演员声泪俱下,也难以撞开观众情

感的大门,剧场原本比体育场小了不少,可为什

么演员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却如此遥远,莫非这个

小小的空间发生共鸣的难度更大? ……无非是心

理认同产生了障碍。”[10]足球的价值完全在于其

具备了更为原始的野性的力量,换言之,足球的

美在于人类自然生命之美,足球因此而拥有了生

命核心价值,就等于拥有了生命中的最高境界。
不妨比较一下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差异。

美国文化以好莱坞电影工业为核心,更看中财富

与青春价值,任何人只要拥有财富或青春,都会

在美国找到价值实现的途径,而失去了两者,就

等于失去了在美国的主导性生存意义。欧洲则不

同,欧洲文化以大量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

产、精美的设计闻名。比较而言,欧洲文化更为

厚重,生活在欧洲的每一个年龄段以及每一量级

财富的拥有者大体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

之,美国像少年,而欧洲更像中年人。如此理论

推衍到足球和戏剧的领域也成立,足球更像美

国,而戏剧更像欧洲。由此不难看出,足球的现

代性更为鲜明,足球胜过传统戏剧的地方主要在

于其自身的活力以及其宣导社会压力的功能。
“人们内在的大量能量,特别是社会各阶层中有

一股活跃的能量,需要释放出来,而足球场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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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这种能量的最好场所。……足球是我们时代

最大的娱乐和欣赏项目,而且起到场内表演场外

受益的效果。”[11]当失去了强悍的身体极限性活

力之后,戏剧的垂危感就会呈现。
  

戏剧是剧情的俘虏,也是演艺明星的招牌。
从观剧学的角度看,球迷对顶级赛事的热恋往往

肇始于追星,类似的追星现象在市井社会中体现

得更为明显。无以否认,现代社会中的英雄已经

为各种职业所分解,出现了差异巨大、种类繁

多、各显其能的职业英雄,他们当中有思想家、
艺术家、足球明星,更有劳动模范、抗敌英豪、
技术精英。职业英雄的梦想几乎淹没在职业性的

技能体系内,人们往往很难觉察到其中的英雄

性,于是,虚拟的戏剧或真实的表演便适时出现

了,女人的追星梦,男人的英雄梦,都可以在戏

剧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现代性表演活动中实现,这

便是戏剧和现代足球生发的缘由和存在的价值。
传统戏剧的衰微也是职业化体系衰微所致,于是

才出现了原始英雄复活的现象。足球之所以成为

当今世界第一运动,原因在于其中始终蕴藏着原

始英雄的纯然类别。
  

足球是自然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仪式表演,
人们经常借戏剧术语来描绘足球。“C罗被换下,
舞台留给了梅西一个人。”[12]戏剧学语言在当今

的足球评论中屡见不鲜,向人们展示着足球与戏

剧的本质联系。足球本身可以营造出一种节日风

味,同时也会释放出一种超越日常的生活气息,
这与人类原始社会中的仪式活动极为相似,其中

的祭典性、礼仪性与表演性元素都很丰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宗教开始衰落,
以体育、电影和摇滚音乐为代表的新型演艺形态

成为新型的 “宗教”,而足球则兼具大片与摇滚

音乐的价值,成为一种值得全世界关注的超级演

艺形态。很多世界知名球队都有极强的影响力,
其原因很多,而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它保持着一种

缔造节日、创造神话的能量。莫尔特曼关注人类

生活的宗教性元素,同时也对世俗性的节日有过

阐释,“神圣地点和神圣时间是宗教狂喜节日的

外部特征。沉醉在节日狂欢中的人们与上帝同住

在圣殿中。在节日期间,时间被神圣化。所有的

时间都被用完且消逝了。但是,节日喜庆时间中

断了时间的流逝,并重新产生时间。每个喜庆时

间都回到时间的源头,因而也回到源头的时间

中。在节日的神圣时间里,人们不仅与神同在,

并且与神同时。”[13]游戏与节日相伴而生,人们

很难摆脱节日的精神制约,即便放弃了节日的日

常性游戏,也会在其他领域重构节日,此类节日

同样神圣,这便是大型足球赛事存在的理由。
  

足球是一种超种族、跨国界的人类聚会项

目。“我一向认为,一场足球赛就是一个盛大的

节日,而每个赛季的来临,则无异是一连串的狂

欢节。因此,凡在赛季中出版的足球报纸,就相

当于剧场说明书、入场券、请柬、战报、菜单、
连载小说、悬念电影、辩论大赛、七嘴八舌的闲

聊。总之,它一定是抢手的、有趣的,尽管它又

是纸上谈兵式的。”[14]足球延伸到大众生活中,
则会递进为一种节日。足球既是节日的承载物,
又是仪式的再现性化身;既是一种身体的工业,
还是一种古老的表演形态。足球在新的时代一直

在参与一种蜕变程序,足球自身的游戏性连同其

内在的生命品格,一同散发出一种超越时代、阶

级、种族、地域的集约式能量。由此可见,足球

的聚会性能量之强大,其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也体

现在这一层面。邵培仁认为:“大众传播机构在

运作管理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氛围,是由大

众传播活动集体参与者的行为方式聚合后形成的

一种习惯模式。”[15]在类似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

事中,人们的情绪彼此感染,这种所谓的世界杯

病态极有可能感染到现场乃至其他场域观众身边

的每一个人。“观众在目击足球比赛后,更加期

望球迷间发生狂热行为。换句话讲,比赛场地的

狂热行为使队员的情绪更加激动,增强了他们的

好斗以及看台上观众的狂热行为。”[16]其实,足

球的场域弥漫着大量的以荷尔蒙为主导的极端

性、本能性、扩张性、传染性元素,观看足球比

赛在很多情况下就自然地演化为一种对偶像的欣

赏、模仿、崇拜乃至迷恋过程。
其实,戏剧有剧本,足球也有自己的不确定

的剧本,且自成体系。足球的剧本融含了更为恒

定的规律性内容,它是对自然体系的一种仪式化

认同。正因如此,现代性的身体文化一直在向戏

剧靠拢。在现代媒介语汇中,足球的戏剧性影子

随处可见。2013年的亚冠比赛期间,中国的媒

体在评价韩国首尔FC队时就使用了戏剧术语。
“9月25日,首尔FC主场2-0力克德黑兰独立,
这代表对手半条命已经交代了。客场最终逼平对

手跻身亚冠决赛。反观落后2球的德黑兰独立

队,回到主场后为追上分差比赛中显得比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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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而首尔战术选择的余地充裕。因此首尔FC
在决赛中需要上演同样的剧本。”[17]韩国首尔FC
队教练崔龙珠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我们

首尔球员拥有演员气质,表现欲极强。”[17]这篇

文章直接将球赛当成了演戏。球员不是演员,却

胜似演员,现代球员与传统戏剧演员的间接性融

合即体现在这里。

3 艺术价值、诗意呈现、绝对精神:足

球的核心意志

  谢克纳试图释读欧美戏剧节内部融合不足的

问题,“这个弊端是有历史渊源的,可以一直追

溯到希腊戏剧,当时的盛大节庆主要就是演员和

编剧之间的竞赛。对希腊人来说,重要的是竞

赛,而不是团队。如果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演员

分到一组,那只是巧合,因为演员和编剧之间的

搭配是抽签决定的。”[18]足球也一样,其以一种

大范围、大纵深、大体量的方式融入世界文化重

构的进程,且一直承担着一种对足球接受国国民

实施启蒙和精神改造的附属性职责。
  

相比较而言,偏爱艺术足球的人占多数,这

可能与人类喜欢斗智而不善斗力的生活习惯乃至

进化趋向有关,这种心理倾向也符合人类的进化

方向。正因如此,球迷关注技巧性强的球队就十

分合理。这里需要说说技巧性的典型代表———欧

洲拉丁派的情况。欧洲拉丁派一度在20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欧洲冠军杯赛中占据优势。“冠军杯

赛的最初几年都是由拉丁国家的球队控制局势。
先是皇家马德里队和葡萄牙的班菲加队,随后是

意大 利 的 AC 米 兰 (1963 年)和 国 际 米 兰

(1964年、1965年)夺得冠军杯。1966年再次

由皇家马德里队夺冠。”[19]欧洲拉丁派球队不仅

在欧洲顶级赛事中有良好表现,也是世界顶级球

队中的佼佼者,而出自这些球队的球星也跨出了

欧洲,成为全球性的偶像。
  

很多中国人也极为看好艺术足球的独特价

值。张晓舟曾说:“桑塔纳和克鲁伊夫奠定了我

的趣味和价值观:不管好胜争强欲火多盛,总得

有超越输赢的情怀,甚至丑陋的胜利,不如漂亮

的失败。桑塔纳和克鲁伊夫都没拿过世界冠军,
假如这算失败,那也是最漂亮的失败。假如做不

了 beautiful
 

winner,那 也 要 做 beautiful
 

los-
er。”[3]5-6 谭运长也高度认可了克鲁伊夫的艺术足

球。 “克鲁伊夫是不容易被球迷忘记的。是他,

以一往无前的姿态,把足球艺术的本质阐释为向

前、再向前,进攻、再进攻;阐释为感性和激

情;阐释为速度和技术。他的全攻全守的足球理

念,把绿茵场上的表演,变成了历史上从未有

过、迄今为止也不再重现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妙

艺术。”[20]足球的确以胜败论英雄,但绝非仅此

而已。“1974年慕尼黑世界杯,克鲁伊夫率领荷

兰队与贝肯鲍尔的联邦德国队争夺冠军,那是场

永载史册的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最

经典的决赛。比赛的结果,克鲁伊夫输给了贝肯

鲍尔。然而,奇怪的是,人们记住的、在往后的

岁月里经常津津乐道的,却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

者,是克鲁伊夫和全攻全守,而不是贝肯鲍尔的

奖杯。”[20]另一位足球观众苗炜曾回忆: “是巴

西、阿根廷、荷兰、德国这样的球队,培养起我

们对足球的热情,让我们认识到足球有其风格和

美学。”[21]女作家迟子建在看了欧洲杯之后频生

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足球的唯美主

义者。一场不好看的球又有什么值得欢呼的? 哪

怕它是冠亚军的争夺战。”[22]在看与被看的意义

上而言,足球的场域广大,镜像观众更是数以亿

计,足球观众不仅可以轻易占据观剧空间中更多

的席位,还有一种内生性能量,吸引更多民众走

入足球的领域。
  

人们尽管偏爱艺术足球,但在绝对性的胜负

律面前,没有人会忽略足球的唯胜本性。毛时安

便是一位艺术足球的信徒,当他看到艺术足球的

没落之时,不禁发出了无限感慨:“可是,令人

遗憾的是,近几届世界杯越来越像我们生活的世

界。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短平快演绎,金钱熏

染了足球,防守代替了进攻,实用战胜了浪漫,
现实取消了艺术。拉丁派艺术大师法国队普拉蒂

尼的中场铁三角赏心悦目的脚法,如弦乐小品一

般美妙绝伦的 短 传 配 合,最 后 仍 然 被 摒 出 决

赛。”[23]85诗的本质在哀鸣,而哀鸣则可以呼朋引

伴,构建新群体。因此,足球的诗意也在于建设

一种与大众的呼应机制,人们也最终可以看到足

球成为艺术的典型性跃进过程。足球可以强化人

的归附力,艺术足球的欣赏者一直都在惦记南美

艺术足球的高度。“开创现代足球全攻全守新思

维的克鲁伊夫最终也没有把队友带上冠军王座。
令全世界球迷如痴如醉的巴西南美桑巴却让跌跌

撞撞的阿根廷队,让马拉多纳全场唯一一脚妙传

踢出决赛,再次饮恨。”[23]86-87然而,炫技性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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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终无法压倒功利主义的足球,竞技者对声誉

的渴望再度击退了单纯的炫技冲动,人们于是看

到了竞技过程中不可退让的内涵。
  

阿根廷在1978年夺取冠军,1982年的西班

牙世界杯留给大多数中国人最深印象的并非意大

利夺得冠军,反倒是巴西队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展

示出来的醇正的桑巴足球风范,而1986年的世

界杯几乎就等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中国人的足

球启蒙始终无法摆脱南美因素。卡米罗·欧拉亚

等人曾描述: “2007年4月18号,效力于巴塞

罗那的莱昂内尔·梅西在国王杯对阵哥塔菲的半

决赛中重演了马拉多纳的那记 ‘世纪之球’。他

在几乎与当年马拉多纳相同的位置,奔跑了几乎

相同的距离,过了相同数量的防守队员,用同样

的动作绕过了守门员,用与21年前马拉多纳相

同的盘球动作,在同一个位置将球以一种 ‘梅
西’式的生活方式打进。很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巧

合,但是它足够震惊全世界。梅西甚至上演似曾

相识的另一幕。”[2]260-261复制之美构建出人类最具

仪式化的生活理想。梅西不仅复制了马拉多纳

“千里走单骑”式的进球,还复制了其 “上帝之

手”式的进球。“几个月后,在同一个赛季,梅

西在对阵西班牙人队的加泰罗尼亚德比中,上演

了类似于 ‘上帝之手’的表演。在巴塞罗那以

0∶1落后的情况下,梅西跃起将球绕过西班牙

人门将卡洛斯·卡梅尼并将球打进,同样是用的

右手,进球有效。……我们可以解释说梅西就是

马拉多纳的模仿者或者就是马拉多纳的继承

人。”[2]261报刊文章在描述梅西的成长之路时也使

用了戏剧术语,“好像梅西出道就一直在按照马

拉多纳的剧本走一样,在王储成王之前,舞台和

龙套也早早为他准备好了。”[24]复制还有延续性,
正因为曾经制造过 “千里走单骑”以及 “上帝之

手”的进球,梅西也被认为是足以成全阿根廷足

球至高辉煌的人物。然而,梅西未能获得世界杯,
更无法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上演马拉多纳式的进球。
尽管如此,人们仍旧怀念那些为丰富人的精神而

努力过的人。“但是这些理由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一种更好的解释应该是个性战胜了秩序。迟早人

性会获得胜利。”[2]261足球之美来自人性之美,足

球的扩张来自人性的胜利。而人性的胜利反过来

也可以深刻揭示出足球的纯度,它使得足球更有

可能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社会存在。
  

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之前,各路媒体对

比赛结局的预测充满了戏剧元素。“阿根廷与德

国的决赛,会重演哪个历史版本? 赛前球衣分

配,对阿根廷人来说就显现出不祥之兆,1986
年他们身着蓝白球衣击败德国夺冠,1990年他

们身披蓝黑第二队服输给德国,而今年,以客场

队服出战的阿根廷,重演了1990年的悲情。”[25]

比赛的结果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德国队凭

借加时赛时格策打进的一球击败了阿根廷队,类

似结果让各路媒体联想到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决赛的老剧本。足球的戏剧性在此得以高扬。在

大媒介时代光辉的照耀下,类似世界杯决赛这样

的大阵仗足以催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戏剧类型,
人们由此可见足球的核心意志。足球大赛的戏剧

性内核由此而得以固化。

4 结语
  

从人类仪式表演与游戏展演的角度看,戏剧

和足球并无二致,两者都以看与被看为核心元

素,都有独特的场域空间,都有大量观众涉足其

间,且代表着一种观看的力量。人们可以视之为

一种神圣性仪式空间,也可以将其当成一种世俗

的交际场合。然而,那里的确寄托着人类独立的

意志、情感、语言、行动的融合点。从诠释人性

的超越性品格方面看,足球当仁不让,一直担当

着一种沟通人性原点的职责。从根本上说,足球

看似平淡无奇,其实从不缺乏矫正人类行为的功

能,借以防止人们脱离人性基本规程。足球一直

蕴含着一种拯救的能量,它试图按照原始的进化

图示复原人类的伊甸园,也将恒久地成为人性深

层的一种纪念品,足球不断地更新其品格,却从

未在人类肢体解放的图式内闪现出丝毫差错。足

球本身就是一种超强的身体仪式,并在有效地干

预人类的进化历程,防止人类为了一种无序化的

动机而错失进化的正确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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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from
 

Natur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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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otbal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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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8,China)

Abstract:Football
 

is
 

a
 

body
 

game
 

of
 

human
 

beings,
 

which
 

contains
 

zoology,
 

evolutionism
 

and
 

primi-
tive

 

performance
 

elements.
 

Therefore,
 

football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modern
 

art
 

market.
 

The
 

specialty
 

of
 

football
 

has
 

great
 

advantages
 

over
 

the
 

traditional
 

indoor
 

drama,
 

among
 

which
 

the
 

dominant
 

factors
 

are
 

the
 

nature
 

and
 

carnival
 

of
 

super
 

drama.
 

Football
 

has
 

a
 

stronger
 

sense
 

of
 

interac-
tion,

 

ritual
 

and
 

party
 

than
 

traditional
 

drama,
 

so
 

football
 

reconstructs
 

a
 

new
 

interpersonal
 

ritual.
 

Football
 

has
 

no
 

fixed
 

plot
 

clues
 

and
 

the
 

script
 

of
 

football
 

is
 

an
 

uncertain
 

one,
 

which
 

reflects
 

the
 

re-
spect

 

for
 

natural
 

justice.
 

Therefore,
 

football
 

has
 

subtle
 

and
 

flexible
 

modern
 

drama
 

energy.
 

The
 

mar-
ket

 

appeal
 

of
 

art
 

football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ower
 

football,
 

because
 

it
 

shows
 

more
 

interests
 

of
 

hu-
man.

 

Art
 

football
 

is
 

easy
 

to
 

be
 

associated
 

with
 

drama,
 

and
 

it
 

has
 

grown
 

into
 

a
 

new
 

form
 

of
 

performing
 

ar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dia.
Key

 

words:football
 

field;
 

natural
 

carnival;
 

game;
 

human
 

performance;
 

bod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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