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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 巴尔特对观赏性强 、影响力大的体育赛事和体育公共

事件情有独钟 , 曾多次撰文对奇观体育所展示出来的体育奇观进行符号学分析。 在其代表

作之一《神话集》中以《摔角世界》开篇 , 初步构建了体育游戏的微观符号学分析体系。 之

后 , 他在“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一文中 ,通过对环法自行车赛事无巨细的符号学分析 , 论述

了这项法国现象级赛事的一般符号学意义。 在为加拿大电视纪录片《体育与人类》创作的台
本《什么是体育》中 , 通过对五种具有国家身份性质的体育运动内涵的解读 , 巴尔特集中论述

了自己的体育符号思想 , 展示了其相对完善的体育赛事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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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land Barthes , the gr eat F rench philo sopher and semiotician , developed a special in-

terest in spectato r spo rts and influential public spor t events. He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 ticles

on spo rts-as-spectacle and spo rting spectacle . In “ The Wor ld o f Wrestling” , the first essay in

his My thologies , Barthes gave a micro-semio tic analysis to w restling . In “ The Tour de F rance

as Epic” , also co llected in the same book , he w ent a step fur ther and , through meso-semio tic a-

nalysis , discussed the gener al significations demonstrated in the bicycle racing in France . Bar-

the s’ relatively complete semiotic view s on spo r t events a re embodied in “ What is Spo rt” , the

script he w rote fo r a Canadian documentary film called Le Spo r t et le s hommes whi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 log y and poetics o f five national spo 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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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 巴尔特(另译罗兰 巴特)被公认为法国符号

学和新批评的创始人 , 是 20 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最杰出的

思想家之一 。他构建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体系的影响范

围已触及西方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 , 并深刻影响着结构主

义 、符号学 、后结构主义的研究。他“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

其研究的专业领域 , 一切有关人类社会文化和人类命运的

根本问题 , 都首先成为他反思的重点 。” [ 24] 巴尔特曾发表过

数十部著作或散文集 , 其中《神话集》、《S /Z》、《流行体

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和《符号学原理》等都被认为是

符号学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著作 。巴尔特的写作风格源出

典型的法兰西式思维方式 , 多以由数篇微型文章组成的论

文集构建一套思想体系 。在他的不少论文集中 , 各部分的

谋篇布局看似杂乱无序 , 实则内部逻辑严密 、前呼后应 , 自

成体系 。

生于巴黎长于巴黎的罗兰 巴尔特虽然很少亲历体

育运动 , 但他对观赏性强 、影响面大的奇观体育情有独钟 ,

时常对其中展现出来的种种体育奇观提出新颖独到的见

解 , 在他的多篇论著中皆有对此类体育运动的描述和评

论 , 尤其在他的代表作《神话集》(Mythologies , 另译《神话

修辞术》)中 , 以《摔角世界》(另译《自由式摔角的境地》)开

篇 , 初步构建了至今仍令人惊叹的体育游戏的符号分析体

系。环法自行车赛在法国是一个现象级的经典赛事 , 其影

响力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之上 。巴尔特在颇具传奇色彩

的 1955 年环法大赛的基础上 ,撰写了“作为史诗的环法大

赛”一文(后来也被收录在《神话集》中), 集中论述了环法

85



自行车赛乃至体育比赛的一般神话意义。 不过 , 作为罗兰

 巴尔特体育思想集中体现的 , 还是其为加拿大魁北克电

视台的电视纪录片《什么是体育》撰写的台本。 在毫不拖

沓冗长的几千文字中 , 巴尔特通过对西班牙式斗牛 、F-1

赛车 、环法自行车赛 、加拿大冰球 、英格兰足球等运动的内

涵的高度提炼 , 将自己独特的体育思想淋漓尽致地挥洒出

来。本文将从“摔角世界” 、“ 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 , 以及

“什么是体育”等数篇文章中管窥巴尔特自成体系的符号

学体育赛事观。

在本文中 , “奇观体育” ( spo rts-as-spectacle)特指观赏

性强 、观众参与度广 、影响面大 , 具有现象学意义的运动项

目 , 即“ spectato r spo rts” 。 这些体育运动是巴尔特本人格外

关注的 , 而他在对这些运动的内涵进行符号学解读时 , 也

多次使用“史诗” (epic)、“ 传奇”( legend)和“ 奇观” ( specta-

cle)等语词 , 以强化其宏大的诗学和现象学意义。“ 体育奇

观”(sporting spectacle), 则是指体育(特别是奇观体育)所

展现的奇妙壮观 、非同寻常 、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 、人事或

意义 , 因此“奇观”( spectacle)在这里是指其外延意义。 此

外 , 从词源学上讲 , spectacle 一词来自古法语 , 从 17 世纪起

还时常被用于英语戏剧的剧场艺术中[ 53] 。 而巴尔特也经

常对现代运动场与古代剧场的性质进行比较分析 , 因此 ,

我们认为 , spectacle 应该成为巴尔特符号学体育赛事观里

的一个关键词。

1　“摔角世界” ———体育游戏符号分析的开篇

《神话集》是罗兰 巴尔特有关意识形态批评和符号

学解析的论文集 , 其中“摔角世界” 是巴尔特早期对体育游

戏进行符号分析的经典作品 。巴尔特将其作为整部文集

的开篇之作 ,同时是该书所有收录文章中篇幅最长的两篇

文章之一(另一篇就是“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 , 因而也应

该是巴尔特本人在神话解读中非常看重的一篇 。《神话

集》运用了许多神话和符号分析理论 。同时 , 由于巴尔特

受索绪尔影响很深 ,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的思想是“ 从索绪

尔走出来的” [33] , 因此 , 他早期的语言与言语 、组合与聚

合 , 以及共时与历时等符号学理论 , 几乎都肇始于语言学

理论。

摔角运动是带有娱乐表演性质的摔打角力活动 , 不同

于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 摔跤”(比如作为奥运会项目的自

由式摔跤或古典式摔跤), 选手表演性强 、观众参与度高 ,

是一项奇观运动 , 在巴尔特看来 , 具有十分典型的符号学

意义。 同时 ,也正是由于它表演多于竞技的属性 , 因此应

该将巴尔特对此项目的研究界定为体育游戏的符号学分

析。

1. 1　摔角手的身型符号与痛苦消费

巴尔特在对摔角手的介绍中 , 令人咋舌地从他们一进

场就开始进行事无巨细的符号解析 , 认为这里的“每个符

号都具有彻底明晰的特性 , 因为人们总是须立刻理解一

切” ;即使是摔角手的身型也不例外:“五十岁了 , 肥胖 , 松

塌塌的 , 这种粗陋而毫无性感的类型 , 总是激起念头来给

他取女人特有的绰号 , 他的肉体展示了卑劣的特性 , 因为

他的任务就是依对‘卑劣的家伙’ 一词(一切自由式摔角比

赛的关键概念)的传统理解 , 表现令人厌恶的身体这一形

象。” [ 21] 似乎摔角手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了这个第一眼就

能辨认的符码而为 , 随之而来的一切场面不过是这个符号

的种种注解 。他的身体“确立了一个基本符号 , 这符号以

胚原基的方式包孕了全部比赛内涵” [ 21] 。 在这里 , 巴尔特

随心所欲地构建起一个复杂的身体符号系统 , 这个系统中

的每个元素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他对于摔角手的

刻画。

除去身体以外 , 摔角手还需要营造出一整套复杂的符

码系统 , 使观众明白摔角手永远在扮演难以共处者的娱人

形象。 “把好选手抵在自己膝下的时候 , 卑劣地咧嘴强笑

以示胜利;他或者向人群投以自负的微笑 , 预示着即将施

行的报复;如果倒在地上没法动弹 , 就用胳膊用力击打地

面 , 以示自身处境完全不堪忍受的性状” [ 21] 。 在这一套复

杂的符码系统中 , 摔角手带给观众的痛苦消费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观众在这里来消费的 , 正好是他人的“痛苦 、败北

和正当的夸大表演” , 摔角手根本无需掩饰和克制自己的

痛苦 , 因为“克制是不恰当的 , 与表演的有意夸示相悖 , 也

与痛苦的展示相左 , 呈示痛苦正是比赛的最终目的” [ 21] 。

因此 , 巴尔特明确地指出“摔角手的功能就不是赢 , 而是精

确地完成人们所期盼的姿势” [ 21] 。这也正是摔角运动展示

的一种奇观 。

1. 2　摔角比赛能指与所指的脱节

在符号系统明确之后 , 巴尔特着意在文字中彰显能指

与所指的反差。 显然 , 摔角比赛要凸显的是它的能指部

分。不管是比赛的场景 、运动员的外形 , 还是比赛过程中

夸张到极致的各种表情 、动作 、语言 , 无不极力炫耀能指的

威力。 所指在这场与能指的较量中彻底败下阵来 , 因为恶

是摔角比赛的“自然氛围 , 合乎规则的比赛则主要呈现出

非常态的价值。这使消费此价值的观众惊愕不已 , 将之视

为遥远年代情事的转瞬即逝的复现而欢呼” [ 21] 。习惯了摔

角比赛解码过程的受众根本就不在意比赛最终的胜负 , 更

不在意摔角手某个阴险或夸张的动作会伤害到对手 , 因为

比赛彻头彻尾就是一场表演 , 哪怕过程再曲折 , 也不过是

为观众提供一次又一次的狂欢而已。 摔角手必须要以极

度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 以及种种卑劣的感觉制造出大狂欢

的局面 , 在完成了人们所期盼的种种姿势以后也带给了观

众无限的快感 , 否则观众就会大失所望 、百般无聊 、倍感冷

落。因此 , 在意指过程中 , 能指与所指的脱节是摔角比赛

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重要标识。

摔角手在下台之后与在台上截然不同的表现几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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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能指与所指的一切关联 。表演结束之后他们的去符

号化过程在片刻间就能完成:“戏剧中的英雄或卑劣家伙 ,

几分钟前还受发自道义的盛怒的左右 , 且放大到形而上符

号的尺寸 , 几分钟后他离开摔角场 , 面无表情 , 毫无个性 ,

手提小皮箱 ,与妻子相携而行……” [ 21] 由此可见 , 符号化和

去符号化的摔角世界里到处留下了符号学的印迹 。所以 ,

在这里 ,“ 符号学战胜了社会学” [ 26] 。

1. 3　摔角比赛的共时系统与聚合轴

一场摔角比赛的用时可长可短 , 因此 , 它当然可以被

看作是历时性的。 但如果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的话 ,

那么 , 摔角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共时的状态。 在这

里 , 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历史 , 正如巴尔特所言 , “每个环节

都即刻明白可解 , 没有持续性……摔角是表演的总和 , 其

中任何一个表演都起不到功能作用:每个时刻(环节)都硬

让人接受对一种痛苦的全部认知 , 这种痛苦直接而孤立地

突然出现 , 绝不延展到最后的结局” [ 21] 。 这个共时系统的

意义是绝对的 , 它决定了摔角比赛可以被视为由一个文本

展开的符号学研究 。

但摔角比赛这个共时文本又是特殊的。 由于它不像

其他有着严密规则的体育比赛 , 缺乏相对稳定的组合轴。

它拥有具备无限可能的聚合轴 , 一个投影浓厚的宽幅聚合

轴。这里的摔角比赛与有据可循的古典式摔跤和自由式

摔跤比赛几乎毫不相干 。摔角手只接受于己有利 , 可以受

其庇护的规则;一旦规则于己无利 , 就即刻予以摒弃 , 甚至

反其道而行之。 因而 , 这一比赛的场景与场景之间 、情节

与情节之间都是“孤立” 、“直接”和袒露的 。“ 在摔角世界

里 , 只有完全彻底的存在 , 没有任何象征 、暗示 , 一切都是

毫无含蕴地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一切姿势都没有留在阴影

里 , 没有隐藏 ,他们切除一切寄生意义 , 并且按照仪式向观

众展示纯粹而完满自足的意义 , 完满如自然” [ 21] 。这个弥

漫着浓郁聚合情节的比赛在因摔角手的过分与夸张变得

生动新颖 、引人入胜的同时 , 也使之成为一种表演 、一个奇

观。

“摔角世界”只是一个开端 , 它与《神话集》后半部分中

的“现代神话”(另译“今日之神话”)一道 , 让体育游戏的符

号学分析有了较为明确的研究范式和框架。在它之后 , 也

有研究者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 52 ,29 , 49] 但摔角比赛毕竟

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竞技比赛 , 它的受众还难称大

众 , 无从引发大面积的群体狂欢 。巴尔特将其界定为有别

于一般(竞技)体育的奇观运动 , [ 48] 因此 , 巴尔特还需要努

力寻找更为普世的体育符号文本。 这为他后续的体育符

号研究埋下了伏笔 。

2　“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 ———体育符号研究的奠基作品

“摔角世界”让罗兰 巴尔特构建了较为成型的体育

游戏的符号学分析范式 , 但他并不甘心纠结于这一种模

式 , 继续以自己敏锐的嗅觉 , 在游戏和体育世界中寻找下

一个神话。 1955 年的环法自行车赛写满了各种不确定的

因素 , 比赛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充满戏剧效果 。受到媒体

连续报道影响的巴尔特摒弃了自己书写精炼小散文的习

惯 , 十分罕见地不吝笔墨写就了一篇长文“ 作为史诗的环

法大赛” , 论述了环法大赛的神话学意义 , 同时为一门将来

可能出现的学科———体育符号学进行了理论体系的初步

建构。

2. 1　运动员的符义学研究视角

如果将环法自行车赛这一奇观体育赛事作为一个史

诗来进行考量的话 , 运动员在这篇史诗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是不言而喻的 , 也是环法大赛能够成为史诗的原因之一。

巴尔特首先对参赛运动员的姓名进行了人类学的分析和

唯名论的解释 , 认为绝大多数优秀车手的名字(比如 Bran-

kart , Bobet , Robic , Ruiz , Darrigade)都来自古老的民族 , 而且

这些名字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 成为诸如毅力 、忠诚 、叛逆 ,

或是虚无淡薄等性格品质的稳定的指代符号。[ 38] 巴尔特认

为 , 环法大赛是由诸多稳定的性格本质决定的世界 , 是“特

定本质之间的一种不确定的冲突” ;自然 、习俗 、文学和规

则使这些本质相互摩擦 、相互牵绊 , 又相互排斥 , 而正是这

种相互作用使史诗得以产生 。[38]

然而 ,尽管赛车手是宏大的环法史诗奇观中的核心要

素 , 但他们在成为史诗的过程中却常常是以昵称被媒体和

公众所认知的 , 比如波贝被称为路易森(Louison Bobet), 劳

热迪被唤作内罗(Nello Lauredi), 拉法埃尔 热米尼亚尼

(Raphael Geminiani)则时而被称作拉夫(Raph),时而被称作

热姆(Gem)。 这些带着几分温情 、几分卑微的昵称 , 将超

人的价值与普通人之间的亲密感融为一体 , 以记者所熟悉

的方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事实上 , 在西方社会学体

系下 , 媒体对运动员的姓或名的单独使用都难免陷入某种

偏见的认知中 , [ 42]因此 , 这种能够得到媒体和公众双重认

同的命名是“ 免疫”符码。

在论文的结尾 , 巴尔特选取了环法大赛中具有典型意

义的 14 名运动员 , 提供了他所谓的车手特征词汇表 , 对那

些“至少是已经获得了可靠的符义学价值的车手的特征”

进行描述 , 并且认为这种类型描述值得信赖 , 因为类型的

本质是稳定的 , 而“我们确实在与本质打交道” [38] 。在巴尔

特列举出的运动员中 , 有环法大赛的牺牲品 , 有普罗米修

斯式的英雄 , 有沉默寡言的孤独车手 , 有目空一切的青年

才俊 , 有人幽默 , 有人优雅 , 有人好斗而自负 , 有人则成为

环法的叛徒和恶棍 , 当然也有兼而有之者 , 他们都是史诗

的一部分。 在对不同运动员的叙述和评论中 , 巴尔特展示

出自己的睿智 、幽默和理性 , 对部分运动员的解读明显采

用了隐喻和反讽等修辞手法 ,令人回味。

在谈到运动员在比赛中呈现出的各种关系时 , 巴尔特

表示“环法大赛呈现出的是一种错误的个人生活的荣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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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当众侮辱和赞扬都是人际关系被放大了的形

式” ;一些运动员之间的争执和互相吹捧都成为了荷马史

诗般的表演;对比赛获胜选手的赞美之词是英雄世界在完

美谢幕时必然要经历的巨大喜悦感的表达 , 但却切不可把

这种兄弟般的喜悦之情视为同一个车队所有成员的集体

情绪 , 因为众人的情绪通常是阴暗而隐晦的 。巴尔特清醒

地认识到 , 这种被演绎出的人际关系完全无法等同于运动

员之间真实的关系 , 因为完美的人际关系只可能存在于舞

台上的巨星之间 , 一旦同一个车队里兄弟阋墙之事被公诸

于众 , 那么“史诗马上就降格为小说了” [ 38] 。

2. 2　自然符码

在媒体和公众以往对环法大赛的认知上 , 复杂的地理

和美好的风光是这项赛事的重要符号 , 然而 , 巴尔特对环

法大赛中呈现出的自然符码的解读却似乎与此不尽相同。

巴尔特首先对环法大赛中的地理学符码进行了梳理 , 认为

环法大赛的地理复杂性完全符合史诗中对于磨炼的要求。

赛道坡度邪恶而难以驾驭 , 每一个赛段都像史诗中的一个

篇章 , 危机四伏 , 如同一个接一个在形态和道德上被个性

化了的敌人 ,“人因此是被自然化了 , 而自然之神则是被人

性化了” [ 38] 。史诗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 战斗必须在具有

平等和相同属性的人或神之间进行 , 车手只有对复杂的自

然地形进行拟人化或人神同性化的处理 , 才可以激励自己

去与之搏斗 。环法自行车赛中的某些路段人迹罕至 , 光秃

崎岖 , 条件异常艰苦 , 如同《奥德赛》中尤利西斯数次去过

的世界尽头一般 , 具有典型的“荷马史诗般的地理学意

义” [ 38] 。

除了地理学上的符码外 , 环法大赛中呈现出来的气候

符码同样十分明显 。比赛不时会遭遇严寒与酷热等极端

天气 , 尤其是某些赛段的干燥令人难以忍受 。车手对种种

困难的征服要么得依靠纯粹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精神 , 要么

得借助神的力量 , 要么将自然之神人性化 , 要么将自己变

成更为冷酷的魔鬼 , 从而使自己可以更充分 、更彻底地与

邪恶之神(即令人诅咒的地形和天气)进行直接的对抗和

较量。 这种种的磨难是对英雄的测试 , 它定义着环法大赛

的真谛 , [ 38] 当然 , 也呈现着这一赛事的奇观。

巴尔特指出 , 车手对自然进行拟人化或人神同性化的

处理 , 只能通过所谓“半真实” 的方式。 为此 , 车手需要具

备两种能力:一是形式(form), 一种超越冲动的状态 , 需要

在肌肉的质量 、智力的敏锐 、个性的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另

一个是跃动( jump) ,一种激发车手使之完成超人类技能的

电流;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神谕。 一旦神进入了车手的体

内 , 他就会表现神勇;一旦神抛弃了他 , 他就会在比赛中精

疲力竭 。[ 38] 在这里 , 巴尔特将这种“半真实”的方式与传统

的神话学相连 , 是一种试图将体育神话研究与体育符号研

究结合起来的视角 。

巴尔特还特别提到 , 跃动有一个可怕的拙劣模仿者:

服用兴奋剂 。运动员试图通过服用禁药去模仿上帝 , 这实

际上是对上帝的亵渎 , 是一种想从上帝那里窃取获得电光

石火般灵感的特权的可耻行为 , 上帝知道如何惩罚他 , 会

将他置于疯狂之门。[ 38] 巴尔特在这里准确地预言了几十年

后深陷禁药丑闻的环法大赛。 不过 , 他永远无法预料的

是 , “拙劣模仿者”的比例之大 , 几乎足以毁掉他眼中的这

部史诗 。

2. 3　体育运动的功能与行为符码

人们常常把体育比作和平年代的战争 , 换言之 , 战争

是日常生活中体育运动功能(延宕的)所指 。罗兰 巴尔

特也在本文中把环法大赛比作一场特殊对抗的战斗 , 并不

是因其带来的种种惊心动魄的震撼 , 而在于其装配的复杂

程度和向前推进的方式 。在巴尔特看来 , 环法自行车赛可

以与一支现代军队进行类比 ,它们都是由装备的重要性和

服役人员的数量所定义的。 赛场如战场 , 会遭遇“谋杀” ,

也会有懦夫出现 , 而真正的英雄会以凯撒般的姿态 , 一种

类似雨果笔下的拿破仑式的镇定应对磨难。[ 38]

在对环法大赛的战争功能进行解读的基础上 , 巴尔特

进而梳理出环法大赛参赛者的四种行为:“领先 、跟随 、逃

避和崩溃。 领先是最坚强的行为 , 但也是最徒劳无益的 ,

因为领先总是意味着牺牲个人 , 是纯粹的英雄主义行为” ,

注定只是展现性格而非确保获胜的结果。而跟随则是带

着一点儿怯懦和背叛的行为;带有挑衅意味的过度跟随就

成为邪恶的一部分 , 这与一种无涉荣誉的野心有关 。逃避

是一个诗学篇章 , 意味着在比赛中自愿享受孤独;但由于

逃避的结果是内心反受其扰 , 因而并不见得是有效的方

式。崩溃预示着放弃 , 会像灾难一样让公众悲哀。 在最艰

难的赛段 , 崩溃呈现出“广岛式的” 性格。[ 38] 显然 , 巴尔特

总结的这四种行为不仅仅只限于环法大赛 , 几乎适用于一

切体育运动项目 , 即便是对抗并不十分激烈的项目也不例

外。这种具有结构主义特征的划分方式几乎容纳了运动

员所有可能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 而所有这些行为都在

比赛过程中被戏剧化地呈现 ,都成为这部史诗奇观中的一

部分。

2. 4　体育道德的符号悖论

从比赛中的行为符号继续延展 , 巴尔特归纳了环法大

赛在道德规范层面的符号特征:这是一种含混的道德规

范 , 里面既有骑士般的高尚品质 , 也有纯粹追求成功的功

利精神 。因此 ,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悖论 , 很难在对奉献精

神的赞扬以及对经验主义必要性的理解之间做出非此即

彼的选择。 车手为了队友的胜利做出的(无论是自我选择

的还是被迫的)骑士般的牺牲虽然总是受到赞扬 , 但也常

常饱受争议 。尽管一个车队里必然有人需要牺牲 , 扮演高

尚的骑士角色 , 展现团队项目的道德风范 , 体现一种情感

价值 , 但这种牺牲又与比赛的另一种价值相违背—现实主

义 , 而这恰恰是环法作为一部完整传奇的价值呈现 ,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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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法不相信情感。 骑士般的道德会被认为是向命运屈服 ,

它会提前消解战斗的残酷性和危险性 , 降低比赛由于不确

定性而带来的快感消费 ,而这种不确定性恰恰可能是受众

最为看重的因素。 记者也在试图强化这种不确定性 , 因为

一旦某位车手赛前就被确定为夺冠大热 , 那么 , 史诗就失

去了存在的必要。 巴尔特正确地指出 , 在勇于牺牲的纯粹

道德与一心求胜的严酷法则之间 , 在理想主义的悲剧伦理

与现代竞技的现实主义需求之间 , 是体育道德的混杂与悖

论;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两种看似高尚的道德托词

的掩盖下 , 隐藏着环法作为一个伟大史诗的经济决定

论。[ 38]

最后 , 巴尔特总结出了环法自行车赛的符号意指去

向 , 认为环法大赛是他见过的完整的 、因而是模糊不清的

神话中最典型的例证 , 既是表达 、又是投射的神话 , 同时呈

现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与现实主义的竞赛需求。 大赛通

过一个特殊的寓言表达和释放了法国人的特性。 在这个

故事里既有传统的欺骗手段 ,也夹杂着积极因素。 对于环

法大赛伤害最大的是经济动机 、比赛的盈利至上和意识形

态领域的辩解。然而 , 这并不妨碍环法大赛成为法国一种

令人着迷的奇观体育 , 一种带有民族身份性质的国家现

象 , 因为它是对历史的脆弱瞬间史诗般的表达;在这一瞬

间 , 作为车手的男人 , 无论如何笨拙 , 如何受到蒙蔽 , 却可

以在这个并不单纯的寓言里 , 于沉思中在个人 、集体和宇

宙中达到平衡与满足。[ 3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巴尔特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古希

腊罗马神话中的喻指 , 并反复将整个环法大赛比作一场磨

炼(ordeal), 在强化了环法大赛史诗性的同时 , 也迫使读者

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拥有足够的前文本知识 , 才能充分体会

这一史诗的宏大与复杂 ,并解读出这一奇观运动中呈现出

来的种种符号意义 。

“作为史诗的环法大赛”绝不仅仅是“ 摔角世界” 在体

育神话领域的简单延续 ,它将万众瞩目的奇观体育和体育

奇观与人类学和神话学相联系 , 提出了其中的符码和符义

学概念 , 并且将神话的意指关系放大 , 建构了一套比较清

晰的体育符号分析系统。 但由于环法大赛毕竟只是法国

人的狂欢 , 此时 , 将其确立为巴尔特较为成熟完整的体育

赛事观为时尚早。

3　“什么是体育” ———体育赛事观体系的成熟

“什么是体育”这篇长文其实是加拿大电影纪录片《体

育与人类》的解说词 。 1960 年 , 罗兰 巴尔特接受加拿大

魁北克作家兼电影制作人乌贝尔 阿甘(Hubert Aquin)的

邀请 , 在巴黎和蒙特利尔先后两次与阿甘讨论了有关体育

“作为一种社会与诗学现象” [ 40] 这一话题后行文的。 这部

由巴尔特撰稿 、阿甘担任编辑的影片 1961 年 6 月 1 日在

加拿大电台的电视网播出 , 1962 年获得了意大利科尔蒂

娜 丹佩佐(Cortina d’ Ampezzo)电影节的制作奖。 吉耶 

杜普伊(Gilles Dupuis)认为 , 巴尔特在此间展示的 , 是将体

育视作神话 , 甚或是超越神话的解读 , 在深层次的哲学层

面探讨了现代社会里体育的作用 , 因此 , 应当被界定为“新

神话学” [ 40] 。由于巴尔特在此重点讨论的西班牙斗牛 、赛

车 、环法自行车赛 、加拿大冰球和英格兰足球都是具有国

家身份性质的奇观体育 , 其间展现的种种体育奇观令巴尔

特着迷 , 也引发他的深思 ,因此 , “什么是体育”无疑将成为

研究巴尔特体育赛事观的重要依据。 由于巴尔特在本文

中对环法大赛史诗性特点的归纳与“ 作为史诗的环法大

赛”如出一辙 , 这在上一节已有详解 , 故此处不再赘述 , 只

对巴尔特对其他四种运动的内涵解读进行逐一分析 。

3. 1　死亡之悲喜剧:西班牙式斗牛的内涵

西班牙式斗牛很难被界定为正式的体育比赛 , 但巴尔

特认为它具备了几乎一切体育运动的范式和边界:“对抗

中严格的规则 、对手的力量 、人的知识与勇气” , 这是古老

的宗教祭祀仪式传承至今的现代奇观[ 40] 。 从这一层意义

上讲 , 西班牙式斗牛与赛马比赛有类似之处 , 但也有本质

上的区别 , 因为“这个剧场是一个错误的剧场:这里有真正

的死亡” [ 40] 。当去符号化残酷到死亡的程度时 , 已非体育

比赛所能承受之重。因此 , 西班牙式斗牛比赛的终极符号

是“悲剧” ,公牛最终死亡的厄运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巴尔特对西班牙式斗牛四个步骤的描述依然是结构

主义风格的 。第一步披肩的移动包含了斗牛士对公牛的

戏弄 、挑逗 、闪躲和灵巧的搅动 , 是同公牛搏斗的前戏;第

二步是骑马斗牛士在马上与公牛周旋 , 目的是让公牛消耗

体力 , 使其在应对斗牛士时已经精疲力竭;第三步是斗牛

士用一根根修长的且带有饰物的扎刀 , 一次次优雅地将它

插到公牛的身体上;第四步便是公牛的死去[ 40] 。步步堪称

奇观。

在与公牛的斗法中 , 斗牛士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 风

格” 。巴尔特认为 , 风格体现在“将一个艰难的动作转变为

一个优雅的手势 , 将节奏带入死亡” [ 40] 。西班牙式斗牛明

白无误地告诉人们 , 男人是最棒的 , 勇气 、智慧和优雅是男

人在征服动物时必备的要素 ,而公牛之死则是奖给他们在

经历磨难之后的战利品 。作为胜利的附加物 , 现场观众的

掌声 、尖叫声 、投下的鲜花和礼物也必不可少 。在观众看

来 , 这场较量的结果不仅是斗牛士对公牛的胜利 , 也是人

类对无知 、恐惧和困难的战胜 , 更重要的是人们从斗牛士

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40] 。于是 , 公牛死亡的悲剧奇观被

人们视作自己在生活中获取胜利的宏大喜剧。

3. 2　多重悖论:赛车比赛的内涵

如果说西班牙式斗牛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博弈的话 , 那

么 , 在意大利 、摩纳哥 、美国等国广受关注的奇观体育赛车

比赛则是人与机械之间的对话 , 其间展现的种种奇观里蕴

含着多重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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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人与机械之间的较量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人可

以征服机械 , 也可能被机械置于死地” , “那些飙起来非常

快的家伙却要以非常慢的速度来检查 , 因为没有细致入微

的审慎作为补偿 , 速度永远都无从谈起” [ 40] 。同时 , 一个伟

大的车手并不是要征服机械 , 而是要驯服它;而且在这场

较量中 , 真正的获胜者应该是让机械无所损伤的车手[40] 。

在车手与车队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 在直道行

驶时 , 表面看上去车手的努力最为重要 , 但数十个工作人

员的劳动力 、创造性和精心呵护 , 他们对最复杂的方程(即

最大的动力与由重量和风速带来的最小的阻力两者之间

的关系)的准备 、完善和检查等因素绝对不可忽视。 而在

弯道行驶时 ,“机械基本处于悬置状态 , 这时车手能决定一

切。在这里 ,空间与时间展开较量 。车手必须要能够欺骗

空间 , 决定是否尚存可利用的空间……或者是否可以猛烈

地压缩空间 , 他要用勇气将这一赌注推向几无可能的边

缘” [ 40] 。

这里甚至存在着第三个悖论:极快的速度来自极强的

动力 , 但动力越大的机械重量也就越大 , 而要获得高速就

只能减重。 因此 , 在赛车里并没有安装起动器 , 尽可能地

降低几公斤重量就可以赢得几秒钟的时间 , 因而赛车比赛

就是对重量和惯性的战胜。当赛车处于休息状态时 , 它们

是笨重 、被动 、难于驾驭的机械;而一旦比赛开始 , 赛车立

刻就会变得轻盈 、敏捷 , 动力性十足 , 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仿

佛要把整个世界包裹起来。纽伯格伦赛道的危险 、摩纳哥

赛道的曲折 、蒙扎赛道的折磨 、斯帕赛道的极速 , 这些不过

是车手们征服 F-1 、征服全世界的符号而已。由此 , 巴尔特

将一场伟大的赛车比赛的意义归结为“ 最快速的力量来自

于不同种类的耐心 、测量 、细节 、无比精确和严苛行为的总

和” [ 40] 。

在巴尔特看来 , 赛车比赛中还存在着不少悖论。 比

如 , 车手取得的胜利不是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的 , 相反

是在对手的帮助下获得的 , 他们战胜的是坚如磐石的物

体。“这是一项最危险的运动 , 但同时也是收获最丰盛的

运动” [ 40] ,这是巴尔特对这项奇观体育和体育奇观深入浅

出的诠释。

3. 3　体育的力量:加拿大国球的内涵

体育的力量在于 , 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还可

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一项全民参与的奇观运动可以

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 定义一个国家与它的人民之间

的关系 , 这在冰球这项作为加拿大国球的运动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 。

冰球在加拿大的盛行 , 使巴尔特情不自禁地对“国家

运动”进行了界定 。什么是国家运动  巴尔特认为这是

“缘起于国家的实质 , 缘起于这片土壤和这里的气候的一

项运动” [ 40] 。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漫长寂寥的冬季 、坚硬无

比的土壤 、一成不变的生活 , 因为冰球而变得快捷 、精力充

沛和富有激情。在这里 , 冰球运动的力量可以把一切事物

推向它的反面。人们自小学习冰球 , 也是为了学习在这个

国家生存的方式 。“只要有一点儿冰 , 就可以打冰球” [ 40] ,

而一旦有冰球可打 , 生活立刻就变得生动起来。

冰球的力量与价值还在于它是一项进攻性运动 , 带给

球手和观众悲喜交加的震撼。攻击所带来的快感仿佛使

得任何冒险都显得合情合理 ,每打进一球就是一次了不起

的胜利 , 而射失的冰球就像是手枪里射出的子弹 , 给球员

带来深深的伤痛 。其间 , 现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则是

对比赛进程和球员表现的及时评点。 在巴尔特看来 , 这项

运动还隐含了“体育运动的道德价值:耐力 、镇静 、英勇 、果

敢。因此 , 伟大的运动员不是球星 , 而是英雄 。” [ 40]

另一方面 , 由于冰球运动强大的力量 , 比赛过程中一

直存在不合法性的潜在威胁。职业冰球的规则始终存在

争议 , 例如 , 规则允许两名运动员合法地有限度地进行身

体攻击 , 这就可能使一场比赛演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

丑闻。 当冰球推进的速度超越甚至是淹没了意识 , 横亘于

体育里的对抗和生活中的争斗这两者之间的障碍就会瞬

间崩溃 。失去了中介空间 , 没有了球杆和规则 , 球员之间

开始了零距离的贴身肢体打斗;而没有了标志着文明与秩

序的距离 , 人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 于是 , 本应是两个球

队之间展开的一场符号战役演变成了运动员之间真正的

冲突 , 体育立马回归到由激情和攻击构成的世界 , 观众也

卷入其中 , 场面一片混乱。 体育本应是“区分对抗和骚乱

的完整轨道” , [ 40] 却由于奇观体育的力量如此强大 , 使得

“ 冰球赛中具有仪式化性质的暴力” [ 47] 对观众世界产生了

溢出效应 , 这同样也是体育的奇观。

3. 4　跨越:英格兰足球的内涵

或许是受制于纪录片有限的时间与篇幅 , 相比于其他

运动 , 巴尔特对英格兰足球这一节着墨不多 。不过 , 由于

足球这一并非只局限于某一地域 、而是全球热衷的奇观运

动自身就拥有非同凡响的魅力 , 因此 , 这并不影响我们对

足球丰富内涵的多元解读。

英格兰足球的影响力显然不只是区域性的 , 因此 , 巴

尔特将英格兰的足球看作是一个提喻。 “英格兰在下雨 ,

然而所有英格兰人都在室外” , 这仅仅是因为在温布利球

场有一场足球比赛 , 而且与所有奇观体育一样 , 足球比赛

的开场具有很强的仪式感 , 正式而庄重。[ 40] 在现代的足球

场与过去的剧场之间的类比中 , 巴尔特解读了足球场的特

殊意义:在古时 , 剧场的一个主要社会功能在于 , 它将整个

城市聚集在共享的经历之中 ,这一经历就是有关自身激情

的知识 。而在今天则要由体育来实现这个功能 , 只不过如

今这个“城市”的概念已被放大 , 远非一般城镇所能承载 ,

它可以指一个国家 , 甚至常常是指全世界 。因此 , 体育是

“ 浇注于远古时期奇观形式里的一种伟大的现代机制” [ 40] ,

它跨越了时代 , 跨越了区域 , 甚至也跨越了体育本身 ,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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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奇观。

3. 5　体育的实质

罗兰 巴尔特在用符号学的视角先后考察了斗牛 、赛

车 、环法大赛 、冰球和足球以后 , 开始对体育的本质展开追

问。体育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人类如此迷恋体育 

巴尔特给出的第一种解读是体育运动的主动性和参

与性。 “发生在运动员身上的每件事也会发生在观众身

上。如果说剧场里的观众只是偷窥者的话 , 那么 , 在体育

运动中观众则是参与者 、表演者” [40] 。这种主动和投入的

感觉绝非剧场模式的观众可以比拟。 他认为 , 在体育比赛

中 , 运动员们并不需要彼此直接对抗 , 而是要用扎枪 、机

械 、冰球 、足球等器物作为中介 , 于是 , 这个物体本身就成

为一个符号:恰恰是因为人们为了占有它 、把握它 , 他们才

在这一过程中变得强壮 、灵巧和英勇[40] 。对于这个符号的

驾驭程度直接体现了人对世界 、对大自然的驾驭能力。 因

此 , 观众在赛场上看到的比赛便被无形中借喻为欣赏人类

如何征服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 , 观看比赛不仅仅是为了

生存 , 为了承受 , 为了希望 , 为了理解 , 也特别需要用声音 、

用手势 、用面部表情来纵情表达 。体育号召全世界来共同

见证:一言以蔽之 , 体育就是交流。”“人们懂得某种力量 、

某种冲突 、欢愉和痛苦 , 而体育在不需要摧毁任何事物的

前提下就可以对这一切进行表达 、释放和消费” [ 40] 。

其次 , 是体育千百次地与战争的隐喻相连。 人们总是

不知疲倦地将重要的比赛与战斗 、战役和战争发生联系 ,

但体育承载不起这样的隐喻 。巴尔特指出 , 体育世界里的

人们直面的所谓致命的战斗 ,“总被奇观隔离开来 , 降格为

一种形式 , 其效果 、危险性和耻辱几乎荡然无存 , 失去的是

它的毒性 , 而不是它的光彩与意义” [ 40] 。

于是 , 对体育本质的探索常常落入到另一个问题上 ,

那就是:谁是最棒的  对于这个在古代决斗中提出的问

题 , 现代体育给予了它新的意义 。巴尔特认为 , “人类追求

的卓越只是与特定的事物发生联系。 谁是最棒的那个克

服事物障碍 、扭转大自然一成不变的人  谁是最棒的那个

征服世界 , 并将其展示给全人类的人  这就是体育所要讲

述的” [ 40] 。最终 , 罗兰 巴尔特通过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

题对体育的本质进行了追问:这些人需要进攻的究竟是什

么  为什么人们会受到这一奇观的困扰  为什么他们对

这一奇观如此深深迷恋  为什么要展开这样一场无用的

战斗  什么是体育  人们带进体育的究竟是什么  随后

巴尔特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祭出了自己的解答:是人把自

己 、把人类世界带进了体育 , 体育的出现是为了讲述人类

的契约 。[ 40] 巴尔特对奇观体育这一诗学和社会现象进行的

符号学分析 , 如此精炼 、如此深刻 , 前所未见 , 这本身就是

一个奇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巴尔特在本文中对体育的描写与

叙述已经呈现出偏离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倾向 。在他看来 ,

体育仪式化地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 在这一仪式中 , 观

众将自己与选手认同 , 与各种场景和关系认同 , 深深浸入

其中。 于是 ,体育运动中的各种神话意指变得丰富多元 ,

已经开始打破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之间传统的

二元对立 , 符号传递意义的能力被重新定义。

4　巴尔特的其他理论对体育学研究的启示

除了上述几篇直接论述体育赛事观的作品以外 , 罗兰

 巴尔特的不少理论也被他人运用于体育及相关领域的

研究。 在《符号学原理》中 , 巴尔特在索绪尔的理论基础上

发展了组合轴和聚合轴的观点 , 进而提出了共时系统和历

时系统两种研究态度。[ 5] 这一理论被运用到了一些体育学

研究中 。[ 27 ,45]

巴尔特在其叙述理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叙述结构分

析导论》中 , 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将叙述结构进行了类别 、功

能和情节的分层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叙述体系 。[34] 这种叙

述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范式 , 丰富了相关体育传播研究

的理论价值 。[30]

巴尔特在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明室:摄影纵横谈》中提

出了“ 刺点”(punctum)与“ 展面”( studium)的关系 , 他提出

“刺点”是一种“偶然刺痛了我的东西” [ 17] 。 这一观点也被

运用到体育传播 ,尤其是电视体育传播的研究中 。[28]

巴尔特在《文之悦》中探讨了文之“悦”(plaisir)与文之

“ 醉”(jouissance)的差异。 他提出文之悦是欢愉的 、灵性

的 , 文之醉是碎片式的 、甚至溢出悦的终极性之外 。[22] 这一

观点被体育研究者运用到了体育赛事观赏给受众带来的

不同感受 , 其中“醉”可能带来的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

受。[ 52]这为受众欣赏体育赛事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

角。[ 31]

此外 , 巴尔特在《符号帝国》中提及的日本“ 弹球戏” 和

相扑运动为后人提供了厘清体育与游戏界限的一种方法。

尤其是相扑 ,“比赛仅是瞬间的事:只要让对手倒下 , 就结

束了赛事。 没有危险 , 没有戏剧性 , 没有大量消耗 。总之 ,

根本不是运动:不是争斗的亢进 , 而是某种体重的符

号” [ 2] 。在他看来 , “真正的游戏不在于掩盖主体 , 而在于

掩盖游戏本身” [ 12] 。

5　结语

在当代符号学体系中 , 罗兰 巴尔特的早期理论直接

承继于索绪尔二元封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体系 , 但在后期

已向三元开放的符号学方向发展[ 9] 。 其间 , 他对体育 、特

别是奇观体育所进行的符号学研究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

在巴尔特的体育思想体系中 , 从微观的体育游戏的符

号学分析 , 到中观的一般体育符号研究 , 再到后期相对宏

观的符号学体育赛事观 , 无一不对后来的体育符号研究起

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尽管由于时间的推移 , 他早期的部

91

任　文 ,等:奇观体育与体育奇观:罗兰 巴尔特的符号学体育赛事观



分观点可能有些过时 , 但由他提供的方法论却是研究体育

符号意义的重要途径 。正如巴尔特研究者所言 , “罗兰 

巴尔特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 32] 。

如果不了解他庞大的理论体系 , 对他的体育符号思想的了

解就几乎无从谈起;而对他深邃的 、奇观式的体育思想的

解读 , 我们尚需进一步深入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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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体育法”的合法性及其形态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尝

试性的论述 ,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 如“ 全

球体育法”的法律效力等等。

目前 , 体育法律治理还比较混乱 , 比如 , 针对职业体

育的纠纷 , 提交至 CAS 裁决 , 如果纠纷双方所在国没有

加入《纽约公约》或者和中国一样有商事保留的规定 , 纠

纷双方所在国法院对 CAS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则变得未

知。 有时欧盟法院也会对其辖区内的体育事务作出干

涉。 再如 , 涉及到球场暴力 、黑哨等非竞技性层面的问

题 , “全球体育法”将如何对待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是纳

入“全球体育法” 的规制范围 , 还是由其他国际法或者国

内法规制等 , 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全球体育法” 甚至“ 全

球法”的研究 , 还是一个新的领域 , “全球体育法” 的研究

将推动全球法的研究。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全球

体育法”的研究中来 , “全球体育法” 的发展一定能为人类

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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