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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媒介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种话语实践，体育、政治、国家
之间的复杂关系既使得民族主义话语呈现出纷繁的景观，也为学术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
间。本书立足于新闻传播实践，通过梳理身体与国家的关系，之处中国媒介体育传播民
族主义话语的历史生成与中国百年来屡受外侮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媒介体育传播民族主义话语发挥的构建国族认同与参与社会动员两大传播功能，同
时探究了民族主义话语的传播策略，考察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博弈下媒介体育传播民族
主义话语建构的复杂内涵。

作者简介

付晓静  黑龙江鹤岗人。1994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200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于
武汉大学获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
域为新媒体传播和体育传播。在《现代传播》《当代传播》《体育文化导刊》《武汉体
育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主持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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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新闻传播实践呈现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景象，作为积极
回应现实的学科，新闻传播学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反过来也成为推动学术研究
发展的新动力。
在全国众多的新闻传播院系中，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传播教育富有自己的
办学特色与研究特色。
从办学特色看，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把自身打造成
新闻教育的基地和体育记者的摇篮。从2001年开始，新闻传播学院先后开办了新闻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等本科专业，2013年获批成为
湖北省省级试点学院，这也是全省新闻传播类唯一的试点学院。2014年，由新闻传播学
院牵头，联合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三校的新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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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院系，与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建省级实习实训示范基地。
从研究特色看，新闻传播学院坚持新闻传播学与体育学融合研究，探索融媒体时代新闻
传播的前沿问题。为此，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媒体体育研究中心这一校级科研平台，建
立了全国第一个科研型的体育节目数字处理实验室。2012年10月，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传
播学获批省级重点培育学科，从而迎来了学科建设发展的新契机。2014年，张德胜教授
牵头申报的“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获批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
。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新闻传播实践呈现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景象，作为积
极回应现实的学科，新闻传播学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反过来也成为推动学术研
究发展的新动力。 在全国众多的新闻传播院系中，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新闻传
播教育富有自己的办学特色与研究特色。 从办学特色看，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把自身打造成新闻教育的基地和体育记者的摇篮。从2001年
开始，新闻传播学院先后开办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告学、广播电视编导、视
觉传达设计等本科专业，2013年获批成为湖北省省级试点学院，这也是全省新闻传播类
唯一的试点学院。2014年，由新闻传播学院牵头，联合湖北师范学院、湖北第二师范学
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三校的新闻传播院系，与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建省级实习实训
示范基地。 从研究特色看，新闻传播学院坚持新闻传播学与体育学融合研究，探索融媒
体时代新闻传播的前沿问题。为此，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媒体体育研究中心这一校级科
研平台，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科研型的体育节目数字处理实验室。2012年10月，新闻传播
学院新闻传播学获批省级重点培育学科，从而迎来了学科建设发展的新契机。2014年，
张德胜教授牵头申报的“融媒时代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获批湖北省优秀中青年科技创
新团队项目。 学科建设是龙头，专业建设是基础，团队建设是关键。“抢机遇，入主流
，创特色，出精品”，这已成为武体新闻传播人的基本共识。本丛书即是在这一背景下
推出，从科研方面彰显出2013年度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建设的成
果。 “新闻传播学重点学科建设丛书”第一批书目收录了五本专著，包括：张德胜教授
的《媒体体育与体育媒体》，万晓红教授的《奥运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以柏林奥运
、东京奥运和北京奥运为样本》，付晓静博士的《1990年代以来媒介体育传播中的民族
主义话语建构》，姚洪磊博士的《纪录片审美经验现象学》以及周榕博士的《中国公共
危机传播中的媒介角色研究》。 这些著作既有对体育传播现象的深入考察与理论透视，
也有对新闻传播学新鲜话题的深入解析与回应；既涉及宏观的理论问题，又涵盖了微观
的实践分析。这五本著作，理论视角多元，研究思路丰富，关注问题深入，都是在作者
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与沉淀，经过不断的修改与补充得以问世的。 这套丛书的出
版，标志着新闻传播学院学科建设在科研能力提升上进入了快车道，对于新闻传播学院
师资水平，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展现。从体育传播学研究来看，本套丛书中的前三部，集
中体现了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对于体育传播学前沿问题的关切，展现出新闻传播学院教师
在体育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水准与研究实力。而姚洪磊博士与周榕博士，均是近年来学院
引进的新闻传播学博士，他们都有着较长时间的新闻从业经历，再加之博士期间系统的
学术训练，使他们的著作鲜明地体现了理论考察与实践体悟的结合。 “新闻传播学重点
学科建设丛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湖北省教育厅与武汉体育学院对于新闻传播
学重点学科建设的资助，其次还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关心与支持。我们期待这
套丛书的问世，能从不同视角丰富现有新闻传播学与体育传播学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
注与回应，从而进一步推动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的发展。
这五部著作的问世，只是新闻传播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的起点，不是终点。 张德胜



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东湖学者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序  在体育信息传
播全球化的趋势下，大众媒介对体育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媒介再现的体育既是人们建构
自我与他人认知的重要参照来源，也是他们形成关于体育、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观点的参
考。海外学者很早就关注到体育与媒介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而随着2001年北京奥运会
申办成功，有关媒介体育传播的话题也逐渐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看，没
有媒介的再现，体育赛事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谈起。在媒介体育传播中，民族主义话语是
格外引人注目的一种话语实践，体育、政治、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既使得民族主义话语
呈现出纷繁的景观，也为学术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付晓静博士的这本专著《1990年
代以来媒介体育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就是这个领域内有代表性的一个优秀成果
。本书立足于新闻传播实践，深入考察中国媒介体育传播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生成、传
播功能、传播策略与制约力量，分析政治权力与市场力量博弈下媒介体育传播民族主义
话语建构的复杂内涵。 从选题视角来看，目前学术界有关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的研究已经
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然而，以我的见闻，专门探讨媒介体育传播民族主义话语的
论著似还不多见。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涉及这一问题的某个层面，但多作价值判断，
少有人将这一问题与宏观的社会背景变化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
将媒介体育传播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视为与社会互动的系统过程，并尝试对这一话语
建构过程进行系统深入的阐释，从多重视角来考察媒介话语建构的生产机制、传播功能
、传播机制与制约机制，避免了化约论或决定论的弊端，也为考察大众媒介民族主义话
语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本书在具体研究中，还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思路、观点
或结论，值得学界重视和参考。例如，在已有的研究中，论者多关注媒介体育传播与国
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但鲜有论者从社会动员层面进行考察。作者将国族认同与社会动员
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考察媒介体育传播民族主义话语在现代社会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
，这种论述思路既新颖也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值得学界重视。本书特别关注北京奥
运会的社会动员，作者以此为个案，对媒介在奥运动员中的作用、媒介参与奥运动员的
特点及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显示出了很强的学术
创新意识。 又如，已有的研究往往较为关注经济因素对媒介体育传播的影响，而忽略了
这背后若隐若现的政治权力问题，而这本著作在强调市场力量对媒介体育传播影响的同
时，还借助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生产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政治权力如何影响媒介体
育传播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政治权力对媒介体育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
隐性的控制与规训，诱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新闻从业者的共识。这一见解，既符
合当前我国体育传播的实际，也揭示出了表层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 本书还关注了1990
年代以来的媒介体育传播消费主义话语对民族主义话语的渗透，并将其概括为“商业化
”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商业化两种不同倾向。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新意，基本能
涵盖出当前媒介体育传播在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双重制约下的复杂景观。 付晓静博士在
武汉大学求学十余年，她是在获得中文学科硕士学位的几年之后，才转到新闻传播学科
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要扛住学业、工作、家庭的几重压力，而对于
她来说，还要面临着学术研究的思维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当时看来，其实更为艰
难、紧迫。然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她勤奋踏实，通过不懈的努力，不但较好地弥补了
新闻传播学方面理论准备的不足，还结合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工作特点，积极寻找跨学科
背景的交叉优势，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学术转型。四年攻读下来，她不但完成了一篇高质
量的博士论文，还在CSSCI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这本学术专著，就是她在博士论文
的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的沉淀、丰富和修改而形成的，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有更进



一步的提升。我记得，她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前的校外盲审中获得了全优，答辩时又获得
了全优，这个不常见的好成绩足以见出学界对她这项研究的认可与肯定。作为付晓静博
士曾经的指导教师，也作为一个父辈，我深为她的努力和成绩感到高兴，也预祝她今后
的工作和家庭都能顺利如意！ 是为序。 秦志希201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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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民族主义话语是媒介吸引受众的一种策略，隐含着复杂的动因，媒介需坚持理性态度，
才不致使其走向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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