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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球员尧教练尧裁判尧管理者与球迷是现代足球的五要素袁其中球迷的作用至

关重要遥 球迷与戏迷不同袁球迷可以深入地影响球员的斗志袁还可以间接地主导赛

事进程乃至最后的比分遥 足球有很强的聚会功能遥 足球如果脱离了大批量观众袁就
会变成一种隐私性的个人身体修炼技巧袁从而导致其异化遥 足球恰是通过球迷才实

现了从个人隐私到大众聚会的功能转换遥 足球已然成为一种现代神话袁而完成此现

代神话构建过程的同样是球迷群体遥 球迷已经成为一种脱离了世俗干扰的群落袁他
们就像城市里的新型部落人员一样袁构建出一种精神性的世外桃源遥
关键词院 足球观众曰原始信仰曰观看聚众曰群落再造曰史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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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s, coaches, referees, managers and fans are the five elements of modern football, a-

mong which the fans play a crucial role. Unlike theatre fans, the football fans can produce a strong ef-

fect on the players' morale and thus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the game, and even the final score indi-

rectly. The football is imposed with a profound gathering function.If football is separated from the

mass audience, it will become a private personal physical exercise skill, which will lead to its varia-

tion. With fans, football transforms its function from personal privacy to public gathering. Football

has become a modern myth which is created by the fans. The football fans, like the new tribesmen in

the city, have formed a community free from secular interference, and constructed a spiritual arcadia.

football spectator; primitive belief; audience gathering;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pre-

histor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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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部落时代的部落团体
———现代部族意义统摄下的足球观众群落
路云亭

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都在用自己的眼睛在丈量

这个世界袁 生物世界逐渐变成了由看与被看组成的

空间遥 无可否认袁世界由游戏构成袁而游戏中的佼佼

者则是那些充满运动感的游戏遥 处于万物变迁及世

态万象之中袁 足球仅仅是一粒分量未必十分沉重的

皮球而已袁但是袁足球有抽离功能袁且极具象征性意

义袁它总能构建出一种超符号化的碎片袁促使遗忘它

的人再度回归到审视其演进规程的路途遥 人类 80%

以上的信息来自眼睛袁因此袁观看就成为一种弥足珍

贵的摄取信息之道遥 当观看足球赛事成为一种文化

生活之时袁足球就成为一种极具覆盖力的新型戏剧遥
人类观看的欲望压倒不看的力量之后袁 往往可以进

入一种精神提升之关口袁 由视觉世界导引出来的物

质的矛盾性总会在此达成和解遥

足球的本然性决定了其超越性能量袁 足球由此

可以生发出一些绝对超然的话语遥 足球究竟还是由

人创造出来的尤物袁尽管它足够精妙袁其真正的主人

只能是人而非其他生灵遥先要说到英国人袁是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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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了现代足球袁 英国人还在近代以来的艰危时代

拯救了欧洲乃至世界遥尚需提及美国人袁美国人是个

奇妙的组合物袁 来自熔炉之国的人未必能让每个人

体验到熔炉的价值遥 于是袁一种景观反复呈现遥 人人

知道美国袁却无人洞悉其内在的意蕴遥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足球发达的国家袁

寻常的美国人对足球甚至存有偏见袁但是袁即便不太

关注足球的美国人也认可了足球在世界上的超强影

响力遥 美国的约瑟夫窑拉克斯白克早在 21 世纪初即

认为院野足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休闲尧娱乐项目袁也
是具有竞争性的体育项目遥 成千上万的人不仅自己

喜欢踢足球袁 而且喜欢亲自到足球场地观看比赛或

从电视或其他媒体了解足球的赛事遥大约有 35 亿人

通过电视观看了 2002 年在韩国和日本举行的世界

杯足球赛遥 大约有 2 亿人观看到了巴西队在决赛中

击败了德国队的实况转播遥 这些数字说明这样一个

事实院足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体育项目遥 冶[1]美国

或许仍旧是现实世界的一极袁 而世界的多极性格局

正在形成遥由于体育传播规律的作用袁足球则一直摇

摆于世界的多个极点之间遥
尚需说到德国及其足球文化遥 德国也曾经想成

为世界的一极袁且至今尚保留有强劲的文化尧科学与

技术优势遥 关注足球的学者在阐释德国足球时曾将

足球观众看作是足球事业发展的支配性力量遥野作为

体育效益三大支柱之一的球迷袁 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不是决定性的袁 因为他们对涂成各种颜色的体育场

馆的座椅和防护栏不太注意袁 他们要求加强观众与

球星之间的接触遥 如果运动员比赛完毕即很快退场

离开袁球迷们对这支球队的支持肯定会一落千丈遥这
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回来的损失遥 冶 [2]于是袁一种论题

很快呈现在世人面前袁足球由五大元素构成袁其中包

括球员尧教练尧裁判尧管理者以及观众群体遥五者中究

竟谁是主导性元素钥 很多人会作出符合自己理解力

的选择遥 然而袁足球的真正主宰者只能是观众遥
在观看足球大赛的芸芸众生中袁 一定会看到来

自世界不同角落的民众袁其中不乏中国人的身影遥世
界杯赛事举办期间的中国观众多会萌生出一种对足

球的单向度的依恋情绪袁 中国观众以超级热情的态

度对待这项看似与大多数中国人并无太大关系的赛

事遥如此的格局还会反复呈现遥即便在未来很长的一

段时间袁中国都会是生产球迷的大国遥造成中国观众

人数众多现象的因素很多袁于是袁一种研究足球观众

的话题也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遥 早在

2005 年袁 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提出院野现
在袁电影有专门研究观众的观众学袁国外也有对体育

观众的系统研究和专著袁 我们也应该利用奥运会这

样一个契机袁 认真研究观众对体育比赛的影响和作

用袁研究影响观众观看比赛的各种因素袁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体育观众学遥 冶[3]体育观众学的建设已经成

为事实袁 至少在体育学术领域已然呈现出其突出的

发展势头遥
探讨足球观众学无法脱离人类独有的观看习

性遥质言之袁人类的经典性观看现象来自剧场遥因此袁
看戏与看赛事有类同性袁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性袁其中

的明显差异有三方面院其一袁投入情感的强度不等曰
其二袁参与的深度不一曰其三袁表达情绪的方式不同遥
体育学者对此已经有过关注袁 且对体育观众的观赛

情况有所阐释遥 有的学者将体育关注的倾向性称作

是野有党派粉丝冶袁并进而认为此类粉丝观看体育比

赛其实干扰了审美体验 [4]遥 包括足球在内的各类体

育赛事的至高价值是悬念袁 而悬念是赛事本身和观

众共同创立出来的遥 强烈的情感注入形态给包括足

球在内的体育赛事带来了超强的悬念感袁 却也使得

视觉审美世界的法则出现了稍许裂变袁 并进而影响

了看球人的精神世界袁 迫使看球人成为一种更为隐

秘的社会群落遥野竞技运动的身体呈现通过耶看爷形成

了欣赏与被欣赏的审美关系袁也因为耶看爷而实现了

表演的观众指向遥耶看爷在这里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袁人
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袁 在人类的现实生

活或想象生活中耶他人爷是始终存在的袁而与他人的

联系形式就是耶看爷遥 在竞技运动表演中袁耶看爷构建

了表演者与欣赏者的纽带和桥梁遥 冶[5]看与被看的形

态的确可以组建出一种有关世界本体意义的寓言图

式袁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跃出体育的范畴袁演绎为一种

人类观看外在性表演过程的历史遥
如果说工业化社会给人的身体施加了慵懒带来

的额外压力的话袁那么袁信息社会则给人的身体带来

了一次回归原始情态的机会遥时至今日袁几乎无人可

以轻易忽略掉竞技体育自身的表演本性了遥 只要有

人的超逸性行为袁就有观看现象生发遥 只要是表演袁
就一定会产生强烈的互动场景遥 类似的情况在体育

赛事中更为常见遥 野在竞技运动表演中袁无论是表演

者还是欣赏者袁他们不能通过自身来确定其位置袁他
们的位置只有通过他者才能确定袁 他们必须看或被

看才能构成其本身遥观众把运动员看成表演者袁运动

员把观众看成欣赏者袁耶看爷与耶被看爷是他们最本真

的联系形式遥观众在耶看爷的过程中袁表现出不同的方

式院鼓掌尧欢呼尧喝彩尧歌唱尧哭笑尧跳跃等袁为之肝胆

欲裂尧为之如痴如狂遥 竞技者在耶被看爷的过程中袁呈
现出自我最美的尧最真的东西袁得到人们的接受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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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袁竞技运动最终目标是让人们来耶看爷竞技运动遥冶[5]

这种见解仅仅揭示出生命本体的游戏性特质遥其实袁
观众在观看竞技赛事时往往也会产生主导性力量遥
野耶看爷对人的行为具有调节作用袁在竞技场上袁因为

有观众尧运动员尧裁判员尧官员尧媒体等无数双耶眼
睛爷相互的耶看爷袁形成了相互的张力袁使得他们之间

的行为处在规范中袁 竞技者的身体表演也受到 耶监
视爷袁身体呈现的是运动之美袁是人格的魅力袁任何竞

技者的不文明的身体动作都逃不过现场的敏锐的

耶看爷遥 冶 [5]在某种特殊的或极端性的语境中袁观众的

参与程度几乎可以决定比分的多少袁 从而使得赛场

的胜负关系出现更多的场域外元素遥 比分的可控性

正是球迷渴求之物袁 而将不利于自己的比分倒置过

来则是构建球迷成就感的基石遥

高端足球赛事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袁 而此生命

体的核心是胜负关系遥 球迷一旦感觉到自己可间接

地控制胜负值袁 就等同于将足球的生命掌握在了自

己手中袁 且可以约略联想到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

中的感觉遥 许多原本略带中立态度的足球观众也正

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演进为带有偏执情绪的球迷群体

的遥正因如此袁任何一个足球强国都是极为尊重球迷

意愿的国度遥且以德国为例袁许多学者看到了德国足

球中高度发达的理性主义精神遥 刘宜祥尧 龙建新认

为院野德意志的耶意志爷也正是来源于这种强烈的集体

感情遥 德国足球取得的辉煌成就滋生出德国球员的

集体荣誉感袁 由此带来的自豪与自信使每个球员都

坚信球队不会输给任何世界强队袁 这使得德国球员

在心理上和气势上占了极大的优势袁 德国足球也因

此在绿茵场上表现出惊人的耶意志爷袁球队经常在比

分落后的情况下袁临危不惧袁镇定自如袁凭借整体实

力和顽强意志袁最终反败为胜遥 冶[6]但是袁德国足球的

成功也有德国球迷的元素遥 即便是德国足球的管理

者也十分清楚其中的缘由遥 于大川曾经这样分析院
野德国到底有多少座标准的足球场袁至今没有精确的

统计数字遥 但我们得知举办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足

球场共有座位 835 000 个袁按每个球场能容纳 40 000

名观众计算袁这样的球场大约为 20 座遥 然而令人难

堪的是袁其中有 10 座球场是露天的浴 这种状况与这

个足球大国的形象极不协调遥如果在雨季里看球袁每
个人都会被淋成耶落汤鸡爷遥像这种水平的足球场袁德
国怎么可能承办 2006 年的世界杯呢钥 冶[2]恰是对足球

观众近乎无微不至的关怀尧分析尧解读尧导引尧接纳袁
才使得德国成为世界足球超级强国遥

逻辑学的至高意义时常体现在不为人关注的

地方袁其中包括人类利用大脑对万物进行快速分类

的能力遥 其实袁万物自身就有严整的序列性袁人类本

体同样有极为丰富的类型化基础遥 人种之别已是尽

人皆知袁人的体型之别尧性格差异也都是人们惯常

性的关注对象袁而人类的性别差异更是时常成为人

类社会的各级管理机构尧媒体以及艺术家们集体关

注的焦点遥 有鉴于此袁体育学术界对足球观众类型

的研究已经成为常态遥 车锦途所提出的有党派与无

党派粉丝的概念便饶有趣味遥 野有党派粉丝认为他

们在经历情绪体验时袁也感受到了审美体验遥 而且袁
当他们所支持的队员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进球袁成功

击败对手袁并因此获得最后胜利时袁这是他们心中

最美好也最具有审美价值的时刻遥 此时袁强烈的情

绪参与袁给予有党派粉丝最高级别的审美体验遥 这

是审美纯化论者永远体验不到的最高级别审美体

验遥 因为情感投入袁有党派粉丝感受到的美更加强

烈袁他们能看到审美纯化论者看不到的东西袁实际

上袁 最高级别的审美体验对审美纯化论者是封闭

的遥 冶 [4]车锦途对体育的观赏性的探索带有后美学时

代的诸多特征遥 野体育袁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袁肩负着

愉悦观众的任务袁观众的体验是体育能否长久保持

吸引力和魅力的要素之一袁对观众体验的研究却相

对罕见遥 无论运动员还是观众袁都是重要的体育参

与者袁 关注所有体育参与者是体育公平本质的体

现遥 冶[4]足球恰如诸多大型球类项目一样袁带有深刻

的身体体验性遥 换言之袁强大的感性化品格给足球

注入了活性袁也为参与其中的观众带来了间接体验

足球竞技内涵之可能性遥 野体验总是体验者自己的

事袁是体验者以自己的需要尧价值取向尧认知结构尧
情感结构尧已有的经历等完整的耶自我爷去理解尧去
感受尧去建构袁从而生成自己对事物的独特的情感尧
领悟和意义遥 因此体验总是因人而异的尧个性化的袁
对同一个事物袁不同的人总会有不同的体验遥 冶 [7]体

验性是人类生命活性的显性表现袁同时也是包括足

球在内的所有体育运动的本质所在遥 近时期体育学

术界反复出现的体认学的概念就是以人类的感性

体验为基础的学科遥
感觉与感性袁体验与体会袁构成了人类学的高

度身体性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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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人类学之所以成为 21

世纪主导性学科袁其中的缘由很复杂袁但人类学将

人类略显僵硬的逻辑体系轻微地解构掉了袁它让人

重新回到一种更自然的感觉世界里袁借以充分体察

自然世界的真实性遥 进一步推演便可以得出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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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袁 人类学的感觉学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遥
野感知并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的经验袁 它也是身体经

验的基础遥 我们通过感觉来体验自己的身体以及这

个世界遥 因此袁感知的文化构成深刻地规定着我们

对自己身体的体验袁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遥 通过

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感觉模式袁可以窥见这个社会渴

望什么袁关注什么袁分做怎样的五花八门三六九等袁
方方面面之间又是如何你来我往的遥 如果将感觉比

做窗户袁最好不要把它们看成是放进外面景物的玻

璃袁而是按照社会的条条框框约束视野的窗框遥 冶 [8]

人是理性动物袁但是袁人类首先是一种充满丰富感

性器官的高等级生灵袁 人类由此成为一种充满感觉

学元素的生灵遥 从感觉学的角度审读袁人类的诸多行

为都回归到了本体袁且带有强烈的质感元素遥 体育项

目的多元化分类很容易让人想起世界万物的多样

性遥 质言之袁人类是善于表演的物种袁更是一种喜爱

观看万物表演的族类遥 具体到体育赛事中也会看到

人类喜好观看的特殊秉性遥
人类观看赛事是一种娱乐袁 更是一种原始性的

情感体验过程遥在原始体验的立场上衡量现代竞技袁
则可以看到其更为丰满的文化维度遥野人们只有通过

动觉体验竞技运动袁才能体会尧理解和把握竞技运动

美的本质内涵袁 体味到从自己动作过程中所迸发出

的内在生命力量袁从而得到身心最大的愉悦的满足遥
这也是竞技运动所以能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和最大的

普及性的奥秘所在遥 冶[5]如果仅仅将体育视作一种身

体的技能的话袁 那么体育的超越性价值就会荡然无

存遥体育还有超越人类基本进化规程的先锋性遥当人

的身体技能达到疑似可以超越人类一般性的进化预

期之时袁人们便会产生诸多的关于超能力尧准神话尧
超凡俗的想象体遥 体育在这一种假设性语境中时常

会跃出身体的范畴袁 进入到了一种后神话时代的主

导性场域遥人们迷恋足球袁也恰是基于其所缔造出来

的有关史前神话的碎片化想象遥换言之袁足球将人们

残留于大脑中的有关史前神话的体系激活袁 观众经

过类似的图谱再造过程袁 完成了对史前神话的全景

图示遥 于是袁人们不得不承认袁与其说球员缔造了足

球袁不如说观众再造了足球遥
毫无疑问袁球迷的精神世界是不完整的袁因为人

类的思维存在天然的不完整性遥在此意义上观照袁有
关足球观众的文明程度与非文明程度之类的简单论

题都显得无足称道遥当然袁宗教尧道德尧麻醉剂之类的

物质或精神元素一度是人类解除精神痛苦的药剂袁
而面对人类永无穷尽的创造发明袁 人类缔造出来的

所有的精神药品都存在失效之危机遥

中国是一个道德律非常发达的国家遥不难看出袁
道德对人的精神的完整性的重构能力极为明显遥 世

界上很多以道德律纵横天下的知名人士都对道德构

建充满敬意遥 马丁窑路德曾说院野一个国家的繁荣袁不
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袁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袁
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曰 而在于它的公民的

文明素养袁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尧人们的远见卓识

和品格的高下遥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尧真正的力量

所在遥 冶[9]于是袁这里必须设问袁足球以及与足球相似

的其他球类项目是否需要道德参与钥 笔者曾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与知名体育媒体人董路有过一次愉快

的谈话遥董路十分赞赏徐根宝训练基地的建设袁徐根

宝足球训练基地的建设的基础是对小球员进行道德

教育遥董路认为院野根宝教给孩子们一点东西袁这个东

西就是如何做人遥 冶就在和董路谈话的后的第三天袁
笔者在上海体育学院的图文信息楼给大学生作了一

场思政报告袁笔者报告的题目便是叶道德的竞争力曳遥
道德原本是善袁而竞争力是恶遥道德在最高端的意义

上可能是一种善恶兼有之物遥 在社会学层面上的道

德是善袁而在哲学层面的道德则是恶遥 换言之袁道德

的终极价值只能是恶袁 因为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谦

让袁其背后则是一种无限度的掠取遥中国历史上诸多

隐士以退为进之道即可说明此理遥但是袁即便是有限

性的善袁很多国家的各级管理部门也仍在提倡遥
足球的世界中一直存在一种球员和球迷的精神

互动现象袁 球员的性炫耀本能驱使着他们做出各种

超越日常规范的奇异动作袁 而为此类动作系列着迷

的观众则极易在一瞬间萌生膜拜球员的心理遥 古特

曼认为院野除非我们认为袁人类受耶错误意识爷的伤害

是如此之深袁以至于他们失去了对自己感情的知觉袁
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人们对自己的运动经验是如何评

价的遥对于著名运动员所出版的传记和自传袁我们不

应该持完全信任的态度袁 里面大多数都是洋溢着对

体育界的热情遥 冶[10]以足球为代表的大型体育项目自

身便有其生发的规律袁 其生发的基础则是声色俱显

的竞技场域遥不难看出袁类似足球场域中的那种强烈

的现场呼应感极易使观众与球员喷涌出足以穿透灵

魂的超身体性的能量遥 观众在这里经常可以寻找到

精神的沸点遥质言之袁演剧学中常见的灵魂出窍的现

象在传统剧场里已难得一见袁 但在足球场域内则司

空见惯遥 在美国美学家苏珊窑朗格看来袁剧场是一个

透人灵魂尧 可以对人进行全面征服与改造的场域遥
野在剧场中袁每个戏剧爱好者都会时刻意识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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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至高无上的统一袁一种神秘的力量袁一种先验和紧

迫的袁 可以说浮动在舞台行为和观众之上的幻象噎噎
观众都被赋予一种与自己常识不符的想象袁 一种转

化和欣喜若狂的感觉遥 对这种幻觉所抱的希望就是

欣赏戏剧的最大收获噎噎他的感受过程总是这样

的要要要先是震惊袁然后是内心的沉静袁随之又是一种

使观众发生变化的影响遥发生变化的是观众本人袁而
不是他的观点遥 这种巨大的冲击既不是理智上的说

服袁 也不是感官上的欺骗噎噎而是全部戏剧活动对

人的灵魂产生的影响遥人被征服了袁被改造了遥冶[11]在

现代球场内袁同样的情况正在生发遥现代球场文化中

的剧场属性十分鲜明袁 这也促使现代球场的戏剧性

充满了更多的不可知的活性元素遥 在聚会学的意义

上说袁球场与剧场的功能具有一致性遥美国社会学家

乔治窑米德认为院野自我在他与他人的关系组成的社

会情境中实现遥 冶[12]这里说明袁独立的个人具有不完

整性袁而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袁只有高强度的聚会才

可能完成一种由残缺的人到完整的人的演化尧 递进

和认证过程遥 马克思也说过院野社会要要要不管其形式

如何要要要是什么呢钥 是人们互动活动的产物噎噎生

命的生产要要要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渊通过劳动冤或
他人生命的生产渊通过生育冤要要要立即表现为双重关

系袁一方面是自然关系袁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袁社会

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遥 冶[13]从语义学的角度

看袁野社会冶二字本就有群居之意遥在马克思看来袁人类

的非群居性是一种不完整的存在遥马克思在这里也间

接地看到了人的合群特性遥 换言之袁人只有在高度聚

会性场域的统摄下才得以构建出一种常态社会遥
从宏观的视野考量袁竞技运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

就是一部展示演示者身体行为的历史袁同时也是观看

者观看运动主体表演的历史袁观看者在此过程中可以

获得优质的聚会能力袁且可以感受到自身迅速递进为

完整的人的演进程序遥 由于运动员超强的受关注度袁
竞技体育历史中的其他角色较少为人提及袁这便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包括体育观众在内的非运动

员人士的考察深度遥 为此袁我们只有从其他历史资料

记载中寻觅有关于体育观众行为的点滴记述遥
在原始部落时代竞技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时袁竞

技性表演作为部落的节庆节目出现袁 观众极有可能

是部落的所有成员遥古希腊时期袁观众已成为竞技场

不可缺少的角色袁并且形成一定规模袁观众群体的构

成成分比较复杂遥 人们在一些史学材料中仍可看到

相关的记载遥 野各城邦的公民从四面八方赶来袁为本

邦运动员加油尧喝彩遥 冶[14]较为专业性的体育史学著

述中也有关于体育观众的记述遥野奥运会比赛从清晨

开始袁有时进行到深夜遥刮风下雨袁比赛也不停止遥各
项比赛十分激烈袁观众兴奋异常遥冶[15]质言之袁体育赛

事是一种观众为主导的社会行为袁其空间性尧场域性尧
聚会性元素十分充沛遥即便退却到传统演艺场合内也

可以看到演艺世界多元化的内涵维度遥谢克纳提倡的

环境戏剧尤其关注演剧过程中观众的参与度遥 野谈论

参与是很困难的袁因为参与不是耶做戏爷而是耶不做

戏爷袁 是把一个美学事件转变成一个社会事件要要要或

者是把焦点从艺术幻觉转向剧院中所有人渊如演员和

观众冤中间的袁潜在的和实在的一致性遥正统的美学观

点强调由一组人上演的自治尧自控渊隔离冤的戏剧袁而
这组人被另外一组人所观看遥正统剧院的建筑和传统

强有力地增强了这种美学观念遥 冶[16]谢克纳在这里强

调了剧场建筑的独特功用遥 在戏剧的特有空间内袁观
众会生发出诸多在日常空间内无法出现的心理变化

图谱遥 野参与是如此有力地侵入进正统的设计袁面临参

与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个正统美学的基础院 幻觉尧模
仿尧观众和演员的有形的隔离袁象征时空的创造遥 冶[16]

在这种语境下的人的活动维度往往会超越其既有的

尺度遥人在与其他人完成真实的沟通的过程中需要仪

式袁也更需要超量的集聚场域袁类似的场域在古代希

腊就已经出现过遥竞技场域原本就是为了人们相聚而

建立起来的遥 换言之袁竞技场域也极大地提升了每个

参与其中的个体人的交际能量遥
探讨体育观众的专书无法忽略对古典奥运会观

众群体的超然作用遥 野观众群体包括不同的社会阶层袁
有政界和知识界的名人尧商人尧工匠及临时居住的外

国人袁还有妇女尧儿童尧奴隶和下等人遥 冶[5]从典型性竞

技史的角度看袁人类的竞技史同时也是观众史袁竞技

学同样也是观众学袁竞技场域的生发史也是观众的在

场史遥 为此袁现代体育学者不可能忽略掉这样一种以

观看赛事为生活方式的群体遥 野随着人们竞技欣赏需

求的提高袁欣赏者与表演者之间关系现在处于加强的

态势袁特别是在职业赛场中袁运动员与观众关系可以

用鱼与水的比喻袁甚至可以这样说袁没有观众的赛场

就是一个失败的赛场遥 冶[5]这里需要指出袁体育观众和

戏剧观众差异较大袁体育观众在观看比赛时并非消极

的观望者袁而是一种积极的赛事进程的参与者遥当然袁
体育观众在场域内的权利有限袁运动规则的刚性价值

迫使体育观众无法直接介入比赛过程袁但是袁运动员

在竞技过程中无法摆脱对观众的依赖性袁 不仅如此袁
运动的世界一向有这样的传统袁运动员在场域内的表

现时常要受到观众的影响袁观众支持或反对强度的差

异可以直接影响运动员的战斗力遥
不妨阐释一下运动员和观众的特殊关系遥 在一

非部落时代的部落团体要要要现代部族意义统摄下的足球观众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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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体育观众看来袁 运动员仅仅是观众意志的外在

延伸遥运动员和体育观众的界限极为模糊遥两者都受

到武士精神或类似的文化基因的直接或间接的支

配袁两者都会在赛场内外展示出强劲合一的互动性遥
相比较而言袁 传统戏剧观众在观看戏剧演出时的参

与强度较低袁 甚至只能单向度地接受剧情的指定性

结局遥为此袁当代美学家大多将传统戏剧看作是一种

静态化的艺术袁戏剧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袁而
非一种可以深度介入的对象遥野观众把竞技运动作为

审美对象袁 对其进行的审美过程是一种复杂心理因

素的相互作用尧共同活动的过程遥 冶 [5]体育学者对戏

剧观众和体育观众也有过定向性解读遥野戏剧表演把

评价交给了观众袁观众持有戏剧表演评价的标尺袁然
而袁竞争性是竞技运动的灵魂袁在竞技表演舞台上把

专业评价的标尺交给了裁判员袁 运动员与裁判员构

成的是表演者与评价者关系遥由于这一关系的存在袁
规范了表演者的行为袁控制了竞赛的节奏袁保证了竞

技运动表演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遥因此袁这一关系的建

立是竞技运动存在的基础袁 体现了人类对公平公正

的追求遥 冶 [5]由此可见袁体育赛事中的裁判的重要性

得到了凸显遥但是袁裁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赛事创造

者遥戏剧观众和体育观众的差异在此也得以体现遥足
球的大型化演示效果经常彰显出裁判的超越性地

位遥在足球中一直有金哨奖袁类似的奖项在其他的体

育运动项目中极少出现遥 足球赛事中也时常可以看

到裁判的误判导致结局偏离常态的情况袁 人们对此

习以为常袁 主要就在于足球裁判也一直深度嵌入到

赛事的进程当中遥 这里必须阐明袁许多时候袁裁判的

判决也会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遥极端情况下袁裁判

还会按照观众的意愿主导赛事进程遥 那已经是一种

关于表演学和竞技学本质对抗的话题了遥

传统的足球教科书已经给足球下了定义要要要足

球是一个由 22 个人参与的竞技项目袁于是袁很多人

认为足球的主角一定是球员曰然而袁足球在失去了球

迷群体参与后只能成为展示个体自恋意蕴的封闭性

行为袁它可以折射出个体化的隐私袁却无法达到让众

人聚会之目的遥 质言之袁足球是聚众行为袁足球的本

质是群体聚会袁而非个体修炼遥 因此袁在聚会学的角

度审读袁观众在其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遥当足球走

出隐秘空间之后袁 其植根于反生物学层面的能量只

能是那些看似源源不断尧蜂拥而至的观众群体遥足球

观众有其鲜明的自然性特质遥他们为看球而生袁为足

球而活遥在极端的语境中袁足球观众还会遗忘掉所有

的人间正则袁 开始出现一种挑战既有秩序与价值观

的选择遥足球仍旧是一个善恶混沌的存在物袁其可爱

性尧可塑性尧可恋性只能在球迷群体的精神世界里找

到映照点袁 足球舍此以外就很难再现其中的核心价

值遥在炫技者与观赏者中间袁足球人永远难以作出选

择袁它体现出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性尧对立性和统一

性遥 足球的超然价值即体现于此遥

[1] [美]约瑟夫窑拉克斯白克 .迈向成功之路体育教学与

训练丛书窑足球[M].陈浩,王琳,杨泓译 .北京:中国矿

业大学出版社,2005:1.

[2] 于大川.威胁德国足球的十大因素[J].体育博览,1994

(5):24,23-24.

[3] 张发强.让观众成为体育比赛的主体[J].体育文化导

刊,2005(8):3-4.

[4] 车锦途.贝斯特之后体育与艺术关系研究评述[D].山

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22-23,24,24.

[5] 方千华 .竞技运动表演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

2008:110-111,111,111,46-47,178,177,179,180-181.

[6] 刘宜祥,龙建新.论德国足球与其民族文化[J].牡丹江

师范学院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2002(1):38-40.
[7] 吴永军主编 .新课程核心理念例解[M].南京 :江苏人

民出版社,2003:120.

[8] [美]康斯坦斯窑克拉森.感觉人类学的基础[M].黄纪苏

译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 .人类学的趋势[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14.

[9] [英]塞缪尔窑斯迈尔斯 .品格的力量[M].宋景堂 ,刘曙

光,刘志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

[10] [美]阿伦窑古特曼.从仪式到纪录院现代体育的本质[M].

花勇民 ,钟小鑫 ,蔡芳乐编译 ,袁旦审译 .北京 :北京体

育大学出版社,2012:84.

[11] [美]苏珊窑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发

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62-463.

[12] [美]乔治窑H.米德.自我尧心灵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78.

[13]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

[14] 付金柱,耿君.世界五千年[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56.

[15] 任海.奥林匹克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

23.

[16] [美]理查德窑谢克纳.环境戏剧[M].曹路生译.北京:中

国戏剧出版社,2001:51.

渊责任编辑院晏慧冤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