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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仪式的人类文化学内涵与外延

从 词 源 学 角 度 来 看，仪 式 来 源 于 拉 丁 语

ｒｅｔｕｓ，即宗教仪式，规定的秩序，它的同 源 词 是

ｒａｔｉｏ，即 “总共”时 “理性”。在古印度梵文中仪
式的概念是ｒｉｔａ，即 “法 律” “秩 序”， “仪 式”，
即是形成生活 中 某 些 存 在 特 征 的 活 动 综 合。 “仪
式”一词译 自 英 文 中 的 Ｒｉｔｕａｌ，有 两 层 含 义：１．
宗教意 义 上 的 仪 式、礼 俗；２．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仪
规、礼俗、程序 （王冰霄２００７：２４１）。

最早的仪式 研 究 都 是 在 宗 教 学 范 畴 之 内 进 行
的。英国人类 学 家 威 廉·罗 伯 逊·斯 密 斯 认 为，
在原始宗教中，仪式的重要性要高于信仰的内涵。
涂尔干继承了史 密 斯 的 这 一 观 点，他 认 为，宗 教
中的仪式活动要远 胜 于 信 仰 体 系 本 身，他 偏 向 于
将仪式看作社会生 活 的 实 践 过 程。涂 尔 干 在 《宗
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 书 中 认 为，宗 教 可 以 分 为
两个基本范畴：信 仰 和 仪 式。仪 式 属 于 信 仰 的 物
质形式和行为模 式，信 仰 则 属 于 主 张 和 见 解。泰
勒将仪式置于 “神 话”的 范 畴 来 看 待，他 将 神 话
分为 “物态神话”和 “语态神话”两种。“物态神
话”是基本的、原始的； “语态神话”是从属的、
次生的。“语态神话”事实上乃是基于对 “物态神
话”的存在所做 的 解 释，而 “物 态 神 话”实 际 上
就是指仪式。

仪式作为 人 类 学 的 主 要 研 究 领 域，其 研 究 取
向大致表现为两个 方 面：一 是 对 古 典 神 话 和 仪 式
的诠释，二是对仪式 的 宗 教 渊 源 和 社 会 行 为 的 探
讨。从人类文化学角 度 来 解 释 仪 式 的 最 典 型 代 表
当属维克多·特纳，特 纳 所 关 注 的 是 重 大 的 庆 典
仪式，他把仪式看 成 是 传 达 意 义 的 象 征 行 为，强
调其表演性质。特纳认为：“‘仪式’一词更适用
于与社会变迁相联 系 的 宗 教 行 为 的 形 式，而 ‘典
礼’一词则与和社会地位有 关 的 宗 教 行 为 有 着 更
紧密的联系”（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６７：９５）。福德·格尔茨
作为象征人类学代表从一个 更 为 广 义 的 角 度 解 释
仪式，他认为正是 通 过 仪 式，生 存 的 世 界 和 想 象
的世界借助于一组 象 征 形 式 而 融 合 起 来，变 为 同
一个世界，而 它 们 构 成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精 神 意 识
（Ｇｅｅｒｔｚ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１９７３：８７－１２５）。

在俄罗斯 仪 式 研 究 出 现 在 各 个 领 域，不 同 领
域的专家对仪式 的 解 释 不 同。民 族 学 家、民 族 理
论学家和文化学家将仪式理 解 为 “某 种 规 定 好 的
活动，目的 是 为 了 影 响 现 实，具 有 象 征 性，且 通
常是社会认可的” （Фирт１９６４）。Н．И．Толстой
描述了仪 式 的 展 开 定 义 和 正 在 消 失 的 表 述 情 景：
“仪式是文化文本，包括不同种类的符号成分，如
仪式动作 （包括某种连续性的行为活动）、仪式道
具 （仪式活动常伴有某种日 常 的 或 专 门 制 作 的 道
具）、语言符号、人物 （仪式活动通常由某人完成
或针对某人进行）、场所、时间 （仪式通常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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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之后进行）、音 乐、造 型 等”。而 我 们 认 为 卡
拉西克对仪式的定 义 最 为 完 整 准 确，他 将 仪 式 理

解为由 传 统 决 定 的、具 有 象 征 意 义 的 动 作 序 列，
而仪式活动作为一 种 特 别 的 象 征 性 活 动，要 使 仪

式情景符合它的宗教原型 （Карасик２００２：３９９）。
我国社会学家郭于华对仪式的理解更为宽泛，

他认为仪 式 可 以 是 特 殊 场 合 情 境 下 庄 严 的 典 礼，
也可以是世俗功 利 性 的 礼 仪、做 法。或 者 也 可 以

将仪式理解为被传统所规范 的 一 套 约 定 俗 成 的 生

存技术或由国家仪式形态所 运 用 的 一 套 权 利 技 术
（郭于华２００２：３）。王冰霄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将仪

式界定为象征性 的、表 演 性 的、由 文 化 传 统 规 定

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 可 以 是 神 圣 的 也 可 以 是 凡
俗的活动 （王冰霄２００７：２４２）。

由此可见，西 方 人 类 学 对 仪 式 的 研 究 达 到 了

较高的理论水平，并 明 确 地 指 出 了 仪 式 与 话 语 的

关系。我们认为这对话语研究有几点启示：１．祭

祀仪式与神化的原生关系所 展 示 的 物 态 神 话 与 语

态神化，二者密不可分；２．仪式是人类的社会实
践形式，仪 式 话 语 的 研 究 必 须 着 眼 于 社 会 实 践，
即话语的社会功能；３．通过仪式所建立的社会关

系是一种价值共同 体 的 关 系，仪 式 话 语 传 递 的 是

社会价值；４．仪式与权力的关系启发我们可以更

深刻地认识话语的权力特性；５．象征性是仪式话

语的主要特征。
然而，仪式研 究 绝 不 仅 限 于 对 宗 教 仪 式 的 研

究，绝不仅 专 属 于 传 统 的、前 现 代 的 社 会，现 代

政治生活和权利的 运 作 同 样 离 不 开 仪 式，仪 式 还

包括日常 生 活 中 的 仪 规、礼 俗、程 序。文 化 人 类

学家主要是对仪式 行 为 功 能 方 面 的 研 究，但 随 着

对仪式研究的进一 步 深 入，人 类 学 家 们 开 始 关 注
仪式在社会中的 存 在 和 运 用，关 注 仪 式 行 为、象

征符号与政治和权 利 的 关 系，并 开 始 阐 释 仪 式 的

社会功能以及仪式 与 话 语 的 关 系。下 面 我 们 主 要

对语言学对仪式的研究成果做简单介绍。

二、仪式在语言学中的研究

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 知 识 考 古 研 究 显

示，早在古希腊时 期，对 人 民 有 支 配 力 的 话 语 即

是由有权言说之人根据一定的仪式表述的 （福柯：
２００１）。福柯首次阐释了仪式与话语的关系，指出

话语具有仪式性。他 在 《话 语 的 秩 序》一 书 中 指

出，话语生产的限 制 系 统 由 外 部、内 部 和 话 语 主

体三部分构成，而话 语 主 体 的 限 制 系 统 中 最 表 面
和明显的是由仪 规 建 构 起 来 的，宗 教 话 语、法 律

话语、治疗话语以及 政 治 话 语 都 不 可 能 摆 脱 仪 规

的控制。可 见，仪 式 与 话 语 相 伴 而 生。在 西 方 仪

式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尚 未 得 到 全 面 系 统 的 研

究。仪式话语研究主 要 集 中 在 俄 罗 斯 语 言 学 研 究
领域，仪式的某些特 征 与 话 语 的 关 联 性 在 俄 罗 斯

政治话语的研究中 有 所 体 现。他 们 从 政 治 话 语 的

特点出发，认为政 治 话 语 具 有 仪 式 性，并 对 仪 式

话语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界定。
卡拉西 克 认 为 仪 式 话 语 具 有 高 度 的 象 征 性、

严格的形式性和内 容 的 递 归 性，仪 式 话 语 的 本 质
是重复性。仪式话语 的 象 征 性 将 仪 式 话 语 和 一 般

的机构话语区别开 来。不 管 是 古 代 仪 式 还 是 现 代

仪式都具有象征性。仪 式 的 象 征 性 帮 助 人 们 摆 脱

日常生活的陈规 陋 习，具 有 神 圣 性。仪 式 的 象 征

性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 了 确 定 社 会 地 位 关 系。仪 式

交际 事 件 具 有 循 环 性，如 宗 教 节 日、战 士 誓 言、
入学仪 式 等，或 偶 发 性，如 葬 礼、奖 励 等。仪 式

具有循环性，因此嘉 奖 仪 式 和 婚 礼 一 般 都 发 生 在

某一特定日期。由于 仪 式 话 语 受 特 定 社 会 组 织 的

制约，仪式话语具 有 程 式 性 或 非 程 式 性，如 士 兵

宣言，誓 言 等。宗 教 祈 祷 也 具 有 严 格 的 程 式 化。
仪式话语中程式化 的 语 言 成 分 越 多，仪 式 化 程 度
就越高。

此外，仪式 还 具 有 隆 重 的 情 感 基 调。仪 式 话

语的特点就在于特 别 的 交 际 基 调，交 际 基 调 的 本

质是某一情景的 超 价 值 意 识。文 本 可 能 不 同，但

基调不变，如墓前 悼 词 的 内 容 可 能 不 同，但 最 重

要的是悼词的基调。仪 式 情 景 的 情 感 价 值 符 号 可
能是正面的，如隆重的祝贺、奖励、接受入伍等，
也可 能 是 负 面 的，如 悼 词、官 方 流 放 或 开 除 等。
交际的仪式基调严 格 确 定 了 集 体 等 级 关 系，并 证

实了价值形式体系。
仪式话语 的 功 能 与 仪 式 的 功 能 紧 密 相 关，早

期生物学家К．Лоренц提 出 了 仪 式 的 两 个 基 本 功
能，即整合和保护 功 能。法 国 社 会 学 派 的 涂 尔 干

在１９１２年发表的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

强调了仪式在个人社会化过 程 中 所 担 负 的 不 可 取

代的作用。他 认 为 仪 式 无 时 不 有、无 所 不 在，是

建立一个 群 体 所 必 须 的 最 基 本 的 社 会 组 织 方 式，
是具有增强作用的 集 体 情 绪 和 社 会 整 合 现 象。涂

尔 干 的 仪 式 理 论 可 以 区 分 出 四 个 仪 式 功 能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５４）：即个体的社会功能、联合、再

生和心理调节功能，我 们 根 据 涂 尔 干 的 观 点 对 仪

式话语的功能做详细阐释。
首先，个 体 的 社 会 功 能 是 组 织 和 准 备 功 能，

它暗示了人类必须 的 社 会 生 活 素 质，没 有 这 些 素

质个体不可能在社 会 上 生 活：如 自 我 控 制 和 牺 牲
精神。仪式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使 个 体 适 应 社 会 生 活，
在社会生活中集体周期性地 更 新 自 己 并 确 定 统 一

性。在仪式中人们 全 面 意 识 到 个 体 的 统 一 性，他

们拥有同样的期 待、感 受 和 心 情，不 仅 人 们 之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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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是确定的，而且重新确定过去和后人之间、
过去和现在之间 的 关 系；其 次，仪 式 的 联 合 功 能

是指维护集体、确 定 统 一 性、感 受 到 团 结 性 和 集

体成员之间的相 互 联 系；再 次，仪 式 的 再 生 产 功

能是对传统、标准 和 集 体 价 值 的 改 革 和 保 持；最

后，在危机时刻对 社 会 生 活 的 心 理 调 节 功 能。仪

式可以帮助人们缓 解 心 理 紧 张，仪 式 话 语 反 映 的
不仅是个人的，而 且 是 人 类 生 活 的 社 会 方 面。这

里仪式话语与国家 的 民 族 心 智 紧 密 相 关，与 善 恶

观念相关，与民族 哲 学 的 观 念 意 义 相 关。在 面 临

威胁时表现出集体 统 一 性 和 它 的 调 节 功 能。仪 式

帮助人们体会同 情 和 团 结，减 轻 失 去 的 痛 苦。涂

尔干区分出的四个仪式功能对心理调节非常必要，
心理调节的结果是 集 体 统 一，这 是 仪 式 能 够 流 传

下来的必要条件。涂 尔 干 的 仪 式 功 能 理 论 是 最 早

对仪式从功能视角的研究之一。
卡拉西克 从 语 言 学 角 度 出 发，提 出 了 仪 式 话

语的功能特点，这是 语 言 学 中 最 清 楚 合 理 的 对 仪

式话语功 能 特 点 的 阐 释，包 括 四 个 基 本 功 能：１．
肯定某事；２．整合事件参与者，将其联合为统一

的集体；３．动员集体成员完成某种行为或形成某

一特定的态度；４．以具有核心价值的形式记录交

际行为 （Карасик２００４：３３５）。这 四 个 功 能 可 以

简称为肯定功能、整 合 功 能、动 员 功 能 和 记 录 功

能。“前三个功能突出某事件，但不能使事件有仪
式意义。记录功能将某事转化成仪式”。此外，我

们还发现了仪式的 其 他 功 能：如 满 足 个 体 和 语 言

社会共同体的需求，缓和仪式参与者的紧张情绪，
巩固集体关系，遵 守 已 有 规 则 和 价 值，仪 式 的 调

节和调整功能等。
总之，仪式 与 话 语 相 伴 而 生，仪 式 话 语 的 特

点和功能与仪式的 特 点 和 功 能 紧 密 相 关。仪 式 作

为我们社会生活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占有重要地位，所 以 仪 式 话 语 几 乎 存 在 于 所 有

话语类型中。本节对 仪 式 话 语 特 点 和 功 能 的 阐 释

有助于我们分析仪式话语的具体交际类型。

三、仪式话语交际类型的具体分析

卡拉西克从 社 会 语 言 学 角 度 根 据 交 际 者 类 型

将话语分为个人话 语 和 身 份 话 语，此 处 身 份 话 语

即指机构 话 语。个 人 话 语 有 两 个 基 本 类 型———日

常话语和存在话语，机 构 话 语 的 分 类 可 以 有 多 重

标准，他倾向于根 据 社 会 活 动 领 域 来 分 类，如 政

治话语、事 务 话 语、科 学 话 语、教 学 话 语、医 疗
话语、军 事 话 语、体 育 话 语、宗 教 话 语、法 律 话

语和其他机构话语 类 型。机 构 话 语 是 一 种 特 定 的

程式化的交际形式，但 机 构 话 语 的 类 型 和 体 裁 的

刻板程度不同，即 机 构 话 语 的 机 构 性 不 同，卡 拉

西克认为，可以用交 际 距 离 来 衡 量 个 人 话 语 和 机
构话语，交际距离越短，交际的个人性质就越强，
反之交际距离越长，交际的机构性质就越强。

仪式话语是 从 语 用 学 角 度 对 话 语 进 行 分 类 的

结果，但在各类机构话语中仪式话语都备受关注，
因为几乎所有机构话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仪式性。
在仪式分类问题 上，卡 拉 西 克 的 观 点 是，仪 式 分
类可以以仪式活动的特征 （外 部 仪 式 角 度）或 仪

式基调 （内部仪式 角 度）为 基 础，前 者 是 从 社 会

语言学角度，后者 是 从 语 用 语 言 学 角 度。仪 式 行

为的内部特征表现为对原始 情 景 各 种 特 征 的 固 定

程度，属于仪式话 语 的 语 用 特 征。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说，可以区分出仪 式 行 为 的 弱 形 式 化 和 强 形 式
化。在弱形式化的 仪 式 行 为 中，仪 式 的 内 容 本 质

可以有各种相应行 为 的 表 达 形 式，现 实 交 际 有 时

会涉及先例情景。在 强 形 式 化 的 仪 式 行 为 中，形

式占据主导地位，并 获 得 了 超 价 值 意 义，如 宗 教

仪式和法庭仪式。下 面 我 们 主 要 对 不 同 机 构 话 语

的仪式性进行简单分析。
科学话语 包 括 成 年 仪 式，如 答 辩 人 获 得 学 位

的公开论文答辩，这 是 弱 形 式 仪 式 话 语 的 典 型 例

子。论文答辩的仪式 化 在 于 秘 密 选 举 必 要 的 答 辩

委员会 成 员，这 是 答 辩 者 获 得 学 位 的 法 定 人 员。
答辩由指定程序构 成，不 仅 包 括 严 格 规 定 好 的 部

分，如委员会主席 列 席 会 议，评 论 员 统 计 并 宣 布
答辩结果，还包括 没 有 规 定 好 的 部 分，如 对 答 辩

者的提问和在自由 话 语 中 的 表 现。由 于 答 辩 仪 式

的弱形式化，所以 在 答 辩 中 可 以 有 科 学 讨 论。成

年仪式的本质在于对全体成 员 进 行 的 社 会 检 查 是

集体的。正如授予骑 士 称 号 应 该 先 于 士 兵 洗 礼 一

样，答辩提问和讨 论 也 应 先 于 投 票 表 决。答 辩 仪
式的弱仪式化体现 在 价 值 目 标 中，这 些 价 值 目 标

通过正式 评 论 员 的 评 论，如 现 实 性，创 新，理 论

和实际意义等的评 论 来 体 现。仪 式 的 弱 形 式 化 也

体现在学科领导的 评 论 中，学 科 领 导 的 发 言 包 括

他对答辩者的态度和一些答 辩 中 出 现 的 特 殊 状 况

等。答辩后的宴会 是 地 道 的 仪 式 活 动，类 似 于 成

人礼后的酒宴。我 们 发 现，在 民 族 传 统 中 答 辩 和
成人礼后的酒宴经常狂欢式 地 变 成 了 仪 式 的 官 方

程序。此时 答 辩 仪 式 已 经 结 束，附 有 序 号、签 名

和印章的文件证明一个人获得了新的学术地位。
宗教祈祷 属 于 原 型 仪 式。宗 教 仪 式 的 维 护 者

清楚地知道：强形式 化 会 引 起 原 始 行 为 内 容 的 语

义销蚀，因此，强形式 化 的 仪 式 不 可 避 免 获 得 了
审美价值和装饰价 值。如 果 我 们 首 先 注 意 的 是 仪

式行为的美感，那 我 们 就 有 理 由 认 为：仪 式 的 原

始内容已经不再 明 显。仪 式 具 有 迷 惑 性，如 在 进

行宗教祈祷时，宗教 仪 式 话 语 的 所 有 参 与 者 都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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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高兴和团 结。根 据 信 仰，宗 教 仪 式 常 伴 有
唱歌和音乐。宗教 话 语 的 仪 式 性 表 现 在，宗 教 活
动参与者完全不懂 宗 教 话 语 的 意 义，如 天 主 教 寺
庙里的拉丁语祈祷和其他死 语 言 中 的 圣 洁 仪 式 在
信众看来都是宗教 话 语，因 为 上 帝 本 是 不 可 接 近
的。将宗教仪式话语 翻 译 成 信 仰 者 的 母 语 使 基 督
徒们的信仰更加合 理 化，同 时 降 低 了 仪 式 话 语 的
迷惑性。仪式话语的 结 尾 作 为 仪 式 的 主 要 特 征 表
现为它在整个篇章 中 的 重 要 性，而 语 言 符 号 的 语
义内容并不重要。这 正 如 阅 兵 式 上 首 长 对 士 兵 们
的问候和士兵们齐声回答首长的仪式句子：“祝你
健康，边防军 人 们”——— “祝 你 健 康，苏 维 埃 的
元帅！”，在齐声 回 答 的 句 子 中 很 难 确 定 大 家 具 体
说了什么，只能听到一些杂乱的声音。

葬礼上的 发 言 也 属 于 仪 式 话 语。俄 罗 斯 语 言
文化中告别的话未 必 都 是 发 声 的。如 果 参 加 葬 礼
的只有家庭成员和 死 者 最 亲 的 朋 友，那 么 整 个 告
别仪式就只有默哀，他 们 带 着 亡 者 的 葬 礼 乐 队 从
家里走到灵车，从灵车走到坟墓。在某些信仰中，
音乐、甚至墓地上 的 花 儿 都 是 不 合 时 宜 的。如 果
亡者身居高位且有 很 多 人 去 墓 地，通 常 会 有 追 悼
会，出席追悼会的有 社 会 地 位 较 高 的 人 和 跟 亡 者
比较熟 悉 的 同 事。悼 词 是 仪 式 话 语 的 特 殊 形 式，
其中包括一些程式 化 的 表 达，如 “今 天 我 们 聚 集
在这里，是为了和某人告别”， “今天我们送某人
最后一程”，“安静的睡吧，我们的朋友”。在宗教
法规中会出现安魂 祈 祷 或 追 悼 亡 灵 的 祈 祷，也 就
是可以使用强形式化话语。

国家领导人 新 年 晚 上 在 电 视 上 的 发 言 是 政 治
仪式话语的典型例 子。这 个 传 统 是 不 久 前 才 形 成
的。国家 总 统 代 表 国 家，为 每 家 送 去 美 好 祝 愿。
此时仪式功能非 常 神 奇。仪 式 的 计 划 性 在 于，仪
式参与者感受到了 仪 式 的 特 别 意 义，且 认 为 此 时
的友好祝愿比平时 更 有 力 更 有 效。在 简 短 发 言 中
总统总 结 过 去 的 一 年 并 祝 大 家 幸 福、健 康 顺 利，
这对于大家来说都 是 最 有 意 义 的 祝 愿。社 会 瓦 解
时会出现仪式的缺 失，这 跟 破 坏 礼 貌 交 际 准 则 时
交际面临威胁是 一 样 的。政 治 仪 式、宗 教 和 大 众
信息不可避免的合 为 一 体，权 利 代 表 接 受 权 利 就
如接受物体一样。这 些 仪 式 给 所 有 人 灌 输 权 利 的
超价值特征和他们掌握政权的合法性。

总之，仪式 是 一 种 变 化 的 交 际 形 式，它 在 一
些具有社会性意义 的 活 动 基 础 上 产 生，这 些 活 动
被仪式化。而去仪式 化 过 程 跟 仪 式 化 过 程 同 等 重

要，由于亵渎宗教 礼 仪 的 常 规 仪 式 被 破 坏。宗 教
礼仪的 亵 渎 适 用 于 集 体 谴 责 仪 式，通 过 形 式 化、
反抗和狂欢化来 实 现。我 们 发 现，可 能 任 何 言 语
行为都可能被仪式 化 然 后 变 成 仪 式，但 还 有 一 些
倾向于 仪 式 化 的 行 为，如 请 求，原 谅，祝 贺，称
赞等。尽管仪式种 类 繁 多，但 它 们 都 具 有 一 个 共
同的目的———帮 助 人 们 交 流、感 受 统 一 和 属 于 伟
大事件的一部分，承担困难。

总结

本文我们主 要 对 仪 式 的 人 类 文 化 学 解 释 和 仪
式话语的特点和功能进行了简单介绍，我们发现，
仪式研究从一开始 就 是 一 个 人 类 学 概 念，仪 式 研
究在人类学方面的 研 究 已 经 比 较 全 面，但 从 语 言
学方面对仪式话语 的 研 究 尚 未 全 面 展 开，且 研 究
成果大多 集 中 在 俄 罗 斯 语 言 学 家 对 仪 式 的 研 究。
我们对仪式话语的语用特点 和 社 会 功 能 等 相 关 问
题的阐释，并在此基 础 上 对 具 体 仪 式 话 语 交 际 类
型的仪式性进行了 简 单 分 析，我 们 的 研 究 在 一 定
程度上完善了我国 的 仪 式 研 究 方 法，填 补 了 我 国
仪式话语 研 究 的 空 白，完 善 了 我 国 的 话 语 分 析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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