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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品特戏剧中的空间争夺与身份建构
!

王
!

娜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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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品特戏剧中的人物大多出身卑微&地位低下$为了能够占有一方空间$常常和他

者展开各种形式的较量%对他们而言$一定的空间既是生存的最低物质保证$更是财富&

权力&身份的象征$关乎自我身份与精神世界的建构%品特戏剧中人物之间的空间争夺$

不仅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人类本性与命运的象征%

关键词!品特戏剧)空间争夺)身份建构

空间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通过驱赶&驯服&捕杀其它动物$人类

获得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但是他们对于空间的占有欲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日益

强烈$而且他们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空间$总是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占有更多的空间$并用不

同标志来宣示属于自己的地盘$如堆砌石头&修筑篱笆&建造院墙&树立界碑等%随着世界

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密度的日益加大$这种空间争夺战愈演愈烈%从全球范围内的空间

争夺到国家间的领土纷争$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的地界划分$到城市里逼仄的合租房&拥

挤的办公室中的磕碰$空间争夺现象可谓随处可见%

空间争夺战也在英国著名戏剧家品特的剧作中上演$其笔下的许多人物往往为了拥有

一方小小的空间而彼此展开各种形式的较量$他们不但固守自己的'领地($随时抵挡他者的

侵犯$而且还觊觎他人的地盘$并时刻准备出击%这种空间争夺不只是折射出人世间的生存

竞争和人性的弱点$而且与人物的身份建构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还隐示着人类的命运%

一&物质空间争夺与身份建构

二战后$隶属于英国的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英国所拥有的海外领土大大缩小)

同时$英国国内的许多住房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战后人口的激增致使英国出现了严重

的住房短缺%生存的需要使得每个人都迫切渴望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只有

少数贵人&富人拥有舒适&宽敞的住所$大多数穷人只能在环境恶劣的狭小空间里煎熬$有

些底层民众甚至不得不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

67$"

年出生的品特非常了解战后英国住房的紧张以及底层群众对拥有独立生活空

间的渴望$因为曾经非常贫穷的他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租房经历%

6789

年$生活拮据的品

特不得不跟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孩子租住在伦敦破败街区中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常常回忆

起那一时期的艰辛生活!'那确实是个贫民窟$因为薇薇安为人洗衣$我做司炉工的工作$

我们才得以免费住在那里%实际上$我们像是房屋的看管人%我记得那个厨房是石头砌

成的$条件很差$雨水沿着墙面滴下来%在那里好像根本不可能把孩子养大,,(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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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蜗居生活使品特体会到底层民众对于拥有一方生存空间的渴望$而犹太身份的他深深地认识到那些

外来者和有色人种对于空间的渴望更加强烈$因为备受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的他们哪怕是想租一个小

房间都会遇到重重困难%英国戏剧评论家迈克尔/比灵顿在论及
!"

世纪
!"

年代初严重的种族歧视时

指出!'

!"

世纪二十年代$-哈克尼公报.公开指责三万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存在使哈克尼地区成为

类似中东的地方$致使当地人丧失了更好的就业和居住机会%很多出租的房子前公然挂着0犹太人免

谈1的牌子%政府的诸多条例也限制有色民众的自由%二战期间$这种歧视现象已经变为公开的暴力行

为%(

"除了遭受白人的歧视之外$不同有色种族之间的人们也各自为营$为了争夺生存空间$经常大动

干戈%正是这一历史背景和个人生活境遇使得品特对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争夺444特别是围绕着住房所

展开的争夺体验真切而深刻%

走向成功后的品特拥有令人羡慕的宽大别墅$但是他没有淡忘曾经的窘迫生活留给他的深刻记

忆$他把这种记忆投射在其剧作中那些身份低下&居无定所&生活在绝望中的人物身上%在-房间.中$已

经是冰天雪地行人稀少$但是桑兹夫妇却仍然在为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而四处奔波)在-看管者.中$尽

管阿斯顿所住的房子破烂不堪&透风漏雨$但还是让无家可归的戴维斯虎视眈眈)在-无人之境.中$流浪

汉斯普纳费尽口舌$企图以管家的身份留下来$但却仍然被驱赶出去)在-夜校.中$实为妓女的萨利以教

师的身份侵占了沃尔特的房间$但是当她的真实身份被揭发后$偷偷溜走的她又成了没有归宿的漂泊

者%卑微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只能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是他们永不放弃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因

为一个可以栖身的房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并不宽敞的房间是家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

它承载着社会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宿感$发生在逼仄空间里的争夺也就具有了深刻的精神内涵%

在品特看来$空间争夺无所不在%即使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也会为尽可能多地占有空间而彼

此较量%在-归家.中$露丝跟随其丈夫从美国回到其老家$一个完全由男性构成的家庭%初来乍到的露

丝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小叔子莱尼充满敌意地挑衅她$公公马克斯则公开对其进行语言攻击%为了能

够迅速占有空间$露丝开始充分利用其最重要的武器444身体来征服他们%她做出非常性感的动作并

挑逗说!

看着我%我""移动我的腿%就是这样%但我穿着""内衣""它和我一起移动""它

""吸引了你的注意力%也许你没有理解%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一条腿""在移动%我的

嘴唇在移动%为什么你不停止""观察这个动作3 也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们的移动

比""描绘它们的词语更有意义%

#

通过不断勾引$露丝激起了这个家中所有男性对异性的依恋和渴望$正如公公马克斯所说'她把我们都

变成了动物(%从最初的被辱骂&轻视到后来的被欣赏&赞美$露丝非常轻松地通过性感的身体获得了对

每个男人的控制%身份稳定的她开始对他们发号施令$并且在房间里四处走动$'似乎在宣称她对新发

现的空间的所有权(

$

%为了占有更多的空间$她得寸进尺$讨价还价%

露丝!这套公寓有几个房间3

莱尼!不多%

露丝!我至少要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

莱尼!你用不着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

马克斯!她需要一个浴室%

莱尼!但是不用三个房间%

露丝!哦$我要%真的%

莱尼!两个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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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不$两个不够%我要一个更衣室$一个休息室$还有一个卧室%

莱尼!好吧$我们给你一套有三个房间和一个浴室的公寓%

"

正如列斐伏尔对身体与空间所做出的论述!'每一生存着的身体都是空间$并具有自己的空间!它在

空间中生产自身$也生产那一空间,,伴随着能量展开的身体$生存着的身体$创造或生产其自己的空

间%(

#露丝通过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价值$轻松地'生产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狡黠的露丝清楚地知道

占有的空间越大$她的身份也将变得越尊贵%因为拥有了空间支配权$她既可以'像皇后一样(无视他人

的存在随意进出$也可以'像皇后一样(决定谁可以进入$谁将被拒绝%作为家里唯一的女性$露丝的存

在对每位男性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她的房间也成为他们所垂涎的对象%不难想象那些男人将如何偷

窥她的房间$如何为能够获得房间进入权而讨好&奉承她$同时也可以想象他们之间又将如何为了能够

和她独享空间而争风吃醋$甚至大动干戈%那时的露丝将把所有的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上$独享空间带给

她的自由和权力%

在-地下室.中$斯托特则通过另一种独特方式占有了原本属于劳的地下室444逐步清除劳房间里

原有的家具和装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房间%斯托特原本带着女友简在冬天的一个雨夜投奔自

己的老朋友劳$但是他和女友很快就被这个温暖的小房间所吸引%为了占有这个房间$他首先摘下了劳

房间墙壁上的图片$接着又开始像房间的主人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房间装饰一新%剧本的舞台指示

这样描绘!'房间是陌生的%装修不同于以前%房间里有斯堪的纳维亚式饭桌和写字台%瑞典玻璃制作

的大碗%管状的椅子%一条印第安地毯%发光的镶木地板%一台崭新的高保真音响$等等,,(

$斯托

特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削弱劳对房间的支配权$他要让劳感觉到这个房间里的一切都是他的444

他的设计&他的物品$处处散发着他的气息$从而让劳感觉到自己如同置身它处$而这种巨大的空间陌生

感会让他逐渐怀疑自己的房主身份%'空间的转换印证着空间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

%当斯托特再次

把房间装饰得和原本的模样完全不同时$劳的房主地位受到了极大威胁%当两位好友都被强烈的空间

占有欲所支配时$他们开始反目成仇$各自拿着一个破碎的玻璃瓶$对峙着&僵持着$而最终的结果是斯

托特摇身变成了房间的主人$而劳则在一个雨夜带着简在房外等待着被准许进入%

在这部剧作中$空间争夺的结果是这些个体之间的身份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入侵者成了房间

的主人$而原本的主人则成了房间的觊觎者和争夺者%'有房户(和'无房户(身份的急剧转变同时也意

味着他们彼此权力大小的转变%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3 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

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

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没有空间的想要创造自己的空间$拥有空间

的则要严加防卫%空间的有无&大小不仅塑造着个体的身份$而且也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身份

的高低也会反过来决定着他们改变空间及塑造空间的能力%品特通过面貌各异的人物对物质空间的争

夺来建构人物的身份$同时又通过空间争夺过程中的身份变化来揭示充满矛盾&流动不居的社会生活$

丰富&深化了剧作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精神意蕴%

二&精神空间争夺与身份建构

现实空间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虚空($不是被动的受纳容器$而是与人的生命存在和创造活动密切

相关$这种空间可以由人来创造并由不同的人所主宰%人所创造的具体空间负载着不同的价值$灌注有

不同的精神%相同的物质空间因其创造者&所有者&所在地&存在的时间之不同$所负载的价值&所能发

挥的作用&在主体心灵中所激起的情感反应等都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它不仅为目之所及$而且为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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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纳$具有生命的能量和巨大的反作用力$能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并建构他们的社会身份%

品特剧作中的空间常常是一间破旧而狭小的房子$这间房子被不同的剧中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迈克尔/比灵顿在分析品特-侏儒.一剧时指出$房间对于每个剧中人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对于皮特而

言$房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止的建筑物%对于马克$房间是一种财富的标志和自我定义的场所)对

于弗吉尼亚$房间是一个可以依据视角而改变&移动的环境)对于莱恩$房间马上呈现出几种不同的意

义!一种私人的庇护地和隐退处*0我有我的猫$我有我的地毯$我有我的地盘$这是一个王国$没有背叛

也没有信任1+$同时也是具有生命活力的空间*有一次$他说0房间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改变形

状1+%(

"迈克尔/比灵顿揭示了品特剧作中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差异及其深刻而复杂的联系$同一

空间负载着不同的价值$对不同的主体而言$意义不尽相同$围绕着这一狭小空间所展开的争斗因而也

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首先$由房间构成的居住空间是物质财富的标志和个体身份的象征%可以居住的空间不仅仅是栖

身之所$同时也是建构身份&定义自我的精神财富%因为房子能够赋予个体另外一个身份444'房主(&

'户主(%这种身份同时也是一种可以炫耀和傲视他人的资本$因此$房间也就成了一个意义丰富的精神

空间$争夺这个破旧狭小的房间不只是在争夺财富$而是在建构一种令人羡慕的新身份%

在-侏儒.一剧中$莱恩非常骄傲地说$'这是我的桌子,,这是我的椅子,,这是我的窗帘,,这

是我的房间$这是房间%这是墙上的墙纸%那有六面墙%八面墙%一个八边形的%这个房间是八边形

的%我的脚上是我的鞋子,,我有我的隔间$我身在其中%这是我布置的$是我的王国%(

#对于莱恩$

房间及房间里的一切$哪怕是一桌一椅都让他感到非常满足和自豪$因为它们是他的物品$是属于他个

人的财产%拥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让他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无房户($不再是一无所有的穷人$而是成

了'有产阶级(的一员$这一灌注了丰富精神意涵的空间已经不只是普通的房间$而是令莱恩激动狂喜的

'王国($争夺&打造这个'王国(的过程也建构了足以让莱恩自豪的新身份%

正如内尔/诺丁斯所言$'0房主1&0户主1这些字眼蕴藏着荣耀%(

$对于那些漂泊者&流浪者&外来

者而言$'房主(的身份令他们艳羡不已$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来说$能够拥有一个可以安居乐业

的空间$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二战中的悲惨遭遇以及战后继续存在的种族歧视使他们对自我和

他者的身份问题十分敏感$他们非常希望获得'户主(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他者的歧视%

其次$由房间所构成的狭小空间是心灵的庇护所%'住房444或者一个房间&一个角落444成为人

身体的延伸%人的身体与建筑物&与其中的物品&与其环境进行互动%(

%对于品特笔下的许多戏剧人物

而言$房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是心灵的庇护之所$是可以赋予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

的精神家园%尽管他们和莱恩一样$拥有的不过是一间潮湿的地下室或一间破旧而狭小的房间而已%

品特戏剧中的'房间本身象征着一个漂浮在黑暗的大海上的让人感到安全的小岛%(

'对于-房间.

中的鲁斯$房间就是她心灵深处的安全岛%鲁斯非常得意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狭小空间的主人$她情不自

禁地&一遍遍地说起房间有多么安静&温暖$如何可以在其中自由自在地走动%她对丈夫伯特说'如果他

们问你$伯特$就说我对住在这里非常满意%我们这儿非常安静$一切都好%你在这儿很快活%从外面

回来$楼也不高%我们不受打搅$没有人打扰我们%(

(正如维克特/卡恩所言$'拥有越多的物体越能给

他们一种物质上的安全感$而物质上的安全感同时也会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

)房间带给鲁斯

的不仅仅是物质享受$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但是$这种安全感很快消失$前来寻找房子

的桑兹夫妇以及从地下室上来的黑人赖利都让她感觉到巨大的威胁$鲁斯开始变得惶恐不安%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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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娜!论品特戏剧中的空间争夺与身份建构

赖以生存的空间受到他人的觊觎时$其丈夫伯特的反应更加激烈%作为一个收入微薄的小货车司机$伯

特没有任何身份荣耀感$经济因素对于其主体性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他$能够给妻子提供

一片栖身之地$哪怕是租来的一方空间$都是他强化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和尊严的主要物质基础%因此$

在外回来的他一看到家里有个陌生男子$就毫不犹疑地对他实施暴力%'他把黑人打倒在地$把他的头

往煤气取暖炉上撞了几下%黑人躺着不动%(

"尽管这个黑人年老体衰$而且又是个瞎子$但缺乏自信的

伯特还是无法控制自己$而企图通过身体暴力迅速排除外来威胁%'一个人占有很多的资本$他就是有

价值的)一个人几乎没有资本$他就是毫无价值的%(

#贫穷的生活使伯特长期处于自我否定之中$压抑

的情感在实施暴力的那一刹那间爆发出来$而这一野蛮行为也同时显示出其内心的扭曲与变态%

在品特的戏剧中$许多人物都在为一方小小的房间而彼此争斗$但是这狭窄的房间只是茫茫大海上

的一个漂浮物$不但外面波涛汹涌$而且$房间里面也危机四伏%在-看管者.中$流浪汉戴维斯被善良的

阿斯顿带进弟弟米克破旧的房间$暂时有了落脚之处%但是一心想要结束漂泊生活的他却企图取代阿

斯顿成为房间的看管者$于是$他离间阿斯顿与米克的兄弟关系$讨好米克$使米克最终同意其取代阿斯

顿做房间的看管者%正当获得安全感的戴维斯威逼阿斯顿离开时$米克突然出现%原来米克让戴维斯

做房间的看管者是假$借此引诱戴维斯充分暴露'自我(才是真$当戴维斯得意忘形$露出'一头没有进化

的野兽(的本来面目时$米克宣布$哥哥阿斯顿才是房间真正的看管者$被轰出去的戴维斯又成了漂泊

者%由此可见$无论是阿斯顿还是戴维斯$都不能决定自己的身份444房间的主人既可以让他们成为看

管者$也可以随时剥夺他们的这一身份$身份的获得与丧失都是由外部力量所决定的%

品特的大部分剧作以二战后的英国为社会背景$把房间这一逼仄而破败的物质空间&房间内外危机

四伏的社会空间和人们惴惴不安的精神空间联系起来$赋予房间争夺以多重意义$这一艺术构思与剧作

家战时的亲身经历和痛苦记忆有关%当德国法西斯开始疯狂地轰炸英国时$无助的人们只有藏身于狭

小的防空洞里%

6"

岁的品特也和其他人一样$躲藏在'那棺材样的金属盒子里(

$

%亲眼目睹无数鲜活

的生命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惨痛经历使人们丧失了对他者的信任$也丧失了原有的安全感%战后西方各

国因长时间的冷战而造成的彼此猜疑和敌对也对民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普通民众特别渴望能够

拥有一方空间$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远离不安全的外部世界$远离他者的怀疑&猜忌及杀戮$但是$房间

里的世界和不可知的外部世界一样$也是可怕的$'孤岛上的漂泊者(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共同的精神特

征和身份特征%

三&余
!

论

把空间和个体的思想情感&心理感知&生命存在等精神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辩证思考的不仅仅是列斐

伏尔&巴什拉&福柯等空间理论家$剧作家品特也同样做出了类似的思考%通过一部部戏剧作品$品特以

形象化的方式再现了现实物质空间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其戏剧中$有

形&可视的空间444房间对于经济贫困者而言$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基础)对于没有安全感者而言$是他们

的精神避难所)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他们和恋人谈情说爱$和朋友开怀畅谈的自由天地)而对于所有的人

们而言$空间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自尊的维护和权力的保证%因此$品特笔下那些没有固定生存空间

的'边缘人(备受身份焦虑的折磨%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他们不断地和他者斗争&冲

突$甚至频频使用暴力手段或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这些手段虽然有可能帮助他们达到目的$使他们在有

限的范围内提高自己的身份$但是粗暴或放荡的行为却又使他们与渴望建构新身份的目的背道而驰%

当他们被贴上'野蛮人(&'淫荡者(的身份标签时$他们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444更加边缘化$遭受更

多的歧视和冷落$而'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也将离他们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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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底层人物仅把斗争的对象指向了和他们一样身份低下&处于赤贫状态的人

们$而没有指向更强大的进行空间分配的隐蔽力量%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狭小空间里面的夫妻&父子&

情人和朋友$也往往因为空间的争夺而变得敏感多疑&自私狭隘%边缘人之间的空间争夺使他们彼此疏

远&相互排斥%很多时候$他们宁愿把自己封闭在贝壳大小的空间里$独自忍受孤独&寂寞$也不愿意敞

开心扉和他者进行沟通交流%这种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使他们在享受空间带给他们的安全感和心理庇

护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像囚犯一样$被一个个牢房大小的空间完全禁锢起来$丧失了行为和精神的自由%

更糟糕的是彼此隔离$互相防范的生活不仅使这些戏剧人物丧失了应有的朴实善良&热心真诚$而且磨

灭了他们的反抗精神%灵魂扭曲的他们毫无社会担当意识$互为地狱的他们已经无法团结起来反抗建

构他们社会身份的强大力量%正如研究者利奥纳德/斯通所言$'他们都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毫无任

何的利他主义和阶级团结的概念%(

"他们一个个像乌龟一样把头缩起来$一味地逃避房间外面那个险

恶的社会$但是在逃避社会和同类人相争的同时$他们也建构了自己新的社会身份!隐忍苟且的沉默者

和麻木不仁的冷面人%

品特剧作中频繁出现的空间争夺让我们看到$是无处不在且难以抗衡的社会力量把人们逼进了狭

小的生存空间之中$因此$人世间摩擦&争斗不断$这种发生在逼仄空间中的摩擦与争斗$再现了二战后

西方社会底层群众的生存状态$表现了物质欲望对人性的扭曲以及人性的自私与冷漠%笼罩在空间争

夺之上的灰暗色调$不仅折射出剧作家对西方人曾深信不疑的理性之光的失望与怀疑$而且也隐喻了人

类未来命运的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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