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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福柯规训理论为框架，分析《如意故事集》中《占赛》《木匠更嘎》的同名冲突现象。通过剖析名字

所承载的权力规训机制，揭示高位者通过暴力手段维护身份边界的本质，以及低位者以智慧反抗却陷入

权力轮回的困境。研究发现，同名矛盾本质是权力对身份符号的争夺，个体反抗虽短暂打破规训却无法

撼动权力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最终形成规训与反抗的动态博弈，折射出社会等级秩序的深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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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Foucault’s theory of discipline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homonymou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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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cts in “Zhan Sai” and “Carpenter Gengga” from The Ruyi Story Collection. By dissecting the power-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embedded in naming practices, it reveals how dominant groups violently 
reinforce identity boundaries, while subaltern groups resist through wisdom yet remain trapped in 
power cycl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omonymic tensions reflect struggles over symbolic ownership 
of identities. Although individual resistance temporarily disrupts discipline, it fails to dismantle the 
power system’s self-repair capacity, ultimately forming a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discipline and 
resistance that mirrors the enduring resilience of hierarchical social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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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意故事集》中《占赛》和《木匠更嘎》这两个故事具有非常相似的情节结构，即人物因为两个主

要人物名字相同而形成仇恨。为什么故事中的人物会因为名字相同而形成仇恨？福柯的规训理论为探究

分析该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揭示权力如何通过名字背后的规训机制控制个体身份，以及个体在被规训

的框架下如何反抗。本文通过对《占赛》和《木匠更嘎》两则故事的分析，探讨同名现象中的规训机制、

反抗方式以及权力与身份的动态博弈。 

2. 规训机制的运作 

名字的相同触及了身份边界和社会等级，处于高位的人物为了维护以名字为象征的身份和地位，迫

使处于地位的人物顺从，规训机制就在争夺名字的过程中运作。而同名的两人只是规训机制的奴隶，不

管最终名字的绝对拥有权归属于谁，规训机制的运行规则才是真正社会的主宰。 

2.1. 冲突的起点：同名威胁身份边界 

《如意故事集》中，《占赛》和《木匠更嘎》在叙述最初的冲突的表达都极为相似，即同名者的出现

威胁到高位者的身份边界。 
首先，两个故事中同名主人公的名字都带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占赛》中国王占赛和穷人占赛同名，

“占赛”在藏语中意为“聪慧”；《木匠更嘎》中宫廷画师更嘎和木匠更嘎同名，“更嘎”在藏语中则意

为“俱喜”。其次，寓意美好的名字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但是处于高位的人物将权力渗透到

名字中，想要彻底掌控寓意美好的名字，使其称为权力和身份的专属标志。在《占赛》中，国王占赛见到

穷人占赛的时候，故事写道：“‘噢，既然大家都叫你占赛，那么你一定是一个智慧聪明的人，不然是不

会这么叫你的。’国王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一块玉继续说‘如果你能在三天之内取走我脖子上的这块命

玉，就证明你名副其实，我会把我的王位和财产分一半给你；如果取不到，我会抢了你的房舍、家产、老

婆，还要挖了你的眼睛！’”而在《木匠更嘎》中也有相似的叙述：“画师更嘎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更

嘎的木匠，心里很不舒服，想道：‘我是国王的内臣，叫更嘎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木匠也叫更嘎这个名

字，是有损我的荣誉的’他想除掉木匠更嘎，便想出一个坏主意。[1]”这两个故事中，作为高位者的国

王和画师都认为自己的名字应与美好寓意及其背后的权威相匹配，而同名者是不配拥有和自己一样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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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因为同名者的存在使他们的权威失去了排他性。最后，高位者为了维护其对名字的垄断地位，给

同名者设置了种种挑战，试图用挑战规训同名者。不管是国王占赛设置的命玉挑战，还是画师更嘎设下

的“送上天”陷阱，都是因为同名者的出现模糊了高位者的身份界限，还威胁到其权威的合法性。 

2.2. 规训机制的运转：权力重塑秩序 

名字的相同在故事中激发了矛盾，成为权力规训与个体反抗的核心媒介。福柯指出，权力常通过“正

常化”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其核心在于通过知识–权力体系划分正常/异常的标准边界[2]。在《占赛》

和《木匠更嘎》中，这种“正常化”机制具体表现为通过暴力手段建立命名权的等级秩序。 
在《占赛》故事中，国王设置命玉挑战的行为本质上是建立命名资格的筛选机制。当国王宣称“如

果你能在三天之内取走我脖子上的这块命玉，就证明你名副其实”时，实际上是在构建“智慧认证”的

标准化程序。这种标准化具有双重暴力特征：其一，它将“智慧”的抽象概念物化为具体的物理挑战；其

二，通过将玉坠与生命象征绑定(命玉)，将权力者的生理存在直接转化为判断标准。这种暴力认证系统完

美体现了福柯所说的“规范化裁决”——通过制定看似客观的标准，将权力意志转化为自然法则。 
《木匠更嘎》中的“送上天”陷阱则展现了更隐蔽的“正常化”暴力。画师更嘎通过虚构“天界召

唤”的神圣话语，将物理消灭行为包装成宗教仪典。这种操作符合福柯对“规范化权力”的分析——权

力通过生产知识(如宗教将异常个体(同名木匠)定义为需要被清除的“杂质”。当画师宣称“天界召唤”

时，实际上是在建立新的正常化标准：只有掌握文化解释权的精英阶层(画师)才具有定义“神圣”的资格，

而木匠作为体力劳动者被排除在命名权的解释体系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故事中的“正常化”暴力都呈现出空间化特征。国王的玉坠挑战发生在封闭的

寝宫空间，画师的陷阱设置在象征天地连接的郊野，这些特定空间的选择强化了规训权力的剧场效应。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的圆形监狱，权力通过空间设计制造全景敞视的监控效果。当穷人占

赛宫时，其平民身份与宫廷空间的错位本身就构成规训压力；木匠更嘎被诱至郊野火堆旁，空旷环境中

的孤立状态强化了权力的压制效果。 
这种暴力“正常化”机制最终指向身份符号的垄断。国王与画师试图通过消灭同名者实现“能指–

所指”关系的绝对固化，即“占赛 = 王权智慧”“更嘎 = 精英文化”。这种符号垄断本质上是通过消

灭差异来维持权力体系的稳定性，当故事中底层人物突破命名权的垄断时，实际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等级

制的符号基础。 

2.3. 规训机制的巩固：权力回归秩序 

故事的开放式结局并非论证的终点，而是观察权力运作机制的窗口。福柯指出：“权力关系并非静

止状态，而是通过永恒的战略游戏不断变形。[3]”《占赛》和《木匠更嘎》中，有三重文本证据揭示权

力体系的自我修复逻辑。 
首先，国王占赛的死亡并未摧毁命玉制度体现了象征秩序的延续性。当穷人占赛摔碎命玉时，“国

王的命玉被摔成八块，国王也吐了八口血后死了”，但关于新王继位的制度安排只字未提。这种叙事空

缺暗示命玉作为权力象征物的制度性延续——即便个体统治者死亡，作为规训工具的命玉制度仍可能被

继任者重新铸造。这种物质性规训装置的存续，印证了福柯所谓“权力通过工具理性实现代际传递”的

论断。 
其次，木匠更嘎的反抗本质上是“以规训逻辑反制规训”，也就体现着反抗策略的寄生性。当木匠

将画师诱入“送上天”的棺材时，他完整复制了画师设定的神圣化话语体系(“天界召唤”)。这种策略性

模仿暴露了底层反抗的先天局限——其反抗工具仍来自统治阶层的符号系统。正如福柯揭示的“抵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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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于权力关系领域内部”，木匠的胜利恰恰巩固了原有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为权力再生产提供了新载

体。 
最后，两个故事中群众角色的集体沉默具有重要隐喻功能，其为社会认知的稳定性的具体体现。无

论是《占赛》中国王暴毙后无民众响应的真空状态，还是《木匠更嘎》中无人质疑“天界召唤”合理性的

描写，都暗示着深层认知结构的固化。这种集体无意识构成福柯强调的“认知装置”，即便表层权力者

更替，社会成员对命名权等级制的内在认同依然维系着权力网络的再生产。 
文本中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木匠更嘎》的器物描写：木匠用来焚烧画师的柏木棺材，与其日常

使用的建筑木材属同类材质。这种物质同一性隐喻着反抗手段与统治工具的不可分割性——木匠用建造

房屋的材料同时完成了对压迫者的毁灭，暗示任何反抗都无法脱离现有物质基础，而物质基础本身正是

权力关系的具象化存在。 
福柯关于权力再生产的“战略模式”理论为此提供了注脚：权力通过允许局部反抗来释放系统压力，

同时将反抗能量吸纳为系统更新的动力[4]。在故事中，木匠更嘎的反抗客观上完善了“天界召唤”仪式

的程序漏洞(他添加了柏木助燃的细节)，这种技术改良反而强化了该仪式的可操作性，为后续权力者提供

了更完善的规训模板。 
从物质符号的延续性、反抗策略的寄生性、社会认知的稳定性三重维度，《如意故事集》深刻揭示

了权力体系自我修复的微观机制。木匠更嘎用建筑木材实施火刑的物质隐喻，以及命玉制度在叙事空缺

中的潜在延续，共同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权力关系优先于权力主体”的深刻认知。这种文化逻辑与福柯

的论断形成跨时空共鸣：“重要的是权力运作的状态，某个人群统治另个人群的事实，只是在派生和次

要的范围内才是重要的。” 

3. 结论 

通过《占赛》和《木匠更嘎》两则故事，《如意故事集》展现了规训与反抗的复杂轮回。名字的相同

引发矛盾，权力通过规训试图恢复秩序，而个体通过反抗打破规训。然而，权力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使

得规训与反抗的动态关系始终得以延续。这一轮回不仅深化了故事的张力，也为理解藏族文化中的权力

关系与社会等级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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