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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韩乔生重磅推荐！透过体育报道，看清体育万相。中国  体育  报道  新闻  叙事 
足球 “5�19”事件 打假 皇马 蝗蚂 女排 陈招娣 乒乓球 何智丽 羽毛球 网球 李娜 110米栏
田径 刘翔 蓝球 姚明 登山 跳高 朱建华  游泳 刘子歌 焦刘洋
 

内容简介

中国媒体从19世纪晚期开始报道体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作为新闻报道中一个独
立的类别，体育新闻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中国体育的媒介镜像》借鉴叙事
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体育报道视为一种叙事文本，从体育、传媒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理
解体育报道的历史变迁。《中国体育的媒介镜像》选择了叙述者、聚焦、人物类型、人
物刻画、叙述主题、叙述风格这几个概念作为分析指标，对建国以来国内体育报道的叙
事文本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在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中，体育传媒报道体育的
变化源自其对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认知，不同的传媒角色认知使体育传媒在不同的社会
政治、文化语境中运用的叙述话语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建国以来我国体育发展历史中政
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权力主体一直在体育领域争夺“意义解释权”，对体育报道
叙事话语变迁的研究也是从媒体的视角反观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从新闻话语的变化中
反观体育报道领域中的话语权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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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界逐步推行“举国体制”的方式发展竞技运动，1956
年陈镜开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959年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
单打冠军，结束了中国人没有竞技体育世界纪录和世界冠军的历史。经历了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的沉寂后，80、90年代开始兴起的“奥运战略”使中国体育代表团一次又一
次刷新了自己的奥运战绩。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共有来自全球的
11438名运动员参赛，中国凭借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
榜首的亚洲国
家。中国“竞技体育大国”
的国际形象逐步为世界所接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界逐步推行“举国体制”的方式发展竞技运动，1956
年陈镜开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1959年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
单打冠军，结束了中国人没有竞技体育世界纪录和世界冠军的历史。经历了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的沉寂后，80、90年代开始兴起的“奥运战略”使中国体育代表团一次又一
次刷新了自己的奥运战绩。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共有来自全球的
11438名运动员参赛，中国凭借51枚金牌居金牌榜首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
榜首的亚洲国家。中国“竞技体育大国”的国际形象逐步为世界所接受。 体育的发展得
益于政策的推动和民众的参与，也离不开传媒的报道。体育和中国大众传媒的结缘可以
追溯到19世纪晚期，伴随着大众化报刊的发展，体育报道开始在报纸中出现。1864年4月
18日，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刊登的《第一日跑马单》，是有据可查的中国
最早的体育报道。1909年4月，中国最早的体育刊物《体育界》由上海的中国体育学校体
育界杂志社创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报刊界首先开启了体育报道。1950年7月1日，
新中国第一份体育专业报道杂志《新体育》问世，1958年，《体育报》面世。70年代末
，中国相继涌现出《足球》《体坛周报》《南方体育》等专业性体育报纸，综合类报纸
也纷纷推出体育版，体育媒体的类型更加多样化。1995年1月1日，中国中央电视台体育
频道（CCTV5）开播，打破了报刊一统体育报道的局面，电视凭借其视听媒介的特性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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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赛事与观众的时空间隔，给观众更加直观、精彩的视觉享受。与此同时，一些资深
的体育迷并不满足于报刊和广播电视带来的体育报道，他们借助当时新兴的互联网平台
发布和传播消息。据陈彤回忆，新浪网最初的人气积累与其前身的四通利方网站中的体
育沙龙论坛不无联系，当时的网民在这个足球论坛中相互交流赛事消息和观赛感受，网
站也在此基础上开设了体育频道。互联网媒体的加入，使体育报道的阵营更加强大，组
成更加多元。如今，体育已成为大众传媒报道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和体育之间已
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说围绕体育运动的推进和发展已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文
化产业链，传媒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新闻“是众多话语形式中的一种”，
它“不是静态的、抽象的、系统的语言，而是新闻工作者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语
境中运用系统叙述与建构新闻事实的产物，即话语” 。在新中国体育的发展进程中，传
媒在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中如何报道体育？这些新闻话语变化体现出体育报道领
域中怎样的话语权力机制的变迁？本书试图解答这两个问题，并希望给学界和业界一定
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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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体育的媒介镜像》借鉴叙事学的理论
与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体育报道的叙事文本进行分析，从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种社会权力视角追踪中国体育报道的历史轨迹，视野开阔，跨越新闻史、新闻
理论和专业新闻报道，同时兼顾平面媒体和电视、网络媒体，资料丰富，论证翔实，是
体育报道研究领域富有原创性的重要成果。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体育的媒介镜像》从新闻叙事学的视角
，对当代中国体育报道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和文本解析，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学术线索：
第一，提炼出其中叙事的变迁及其特点和规律；第二，勾勒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
社会权力主体在体育报道领域对于“意义解释权”的博弈。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文摘一： 媒体打造“超级偶像”的第一种手段是极尽笔墨地展现人物超越常人的运动天
赋和成就。媒体不再像之前的报道那样着重刻画人物如何通过身体苦难的洗礼，凭借坚
强的意志品格和苦练技术以获取最终的比赛胜利。相反地，媒体将更多叙述用于刻画人
物的身体天赋以及他们在所处项目中的卓越成就，赋予人物以“偶像”的光环。对中国
男子110米栏项目运动员刘翔的诸多报道都采用了这种刻画方式。在世界田径短距离赛跑
项目的决赛场上，很少看到黄色人种的身影，更不要提夺冠和破世界纪录了。除了长跑
和竞走项目以外，中国运动员在径赛项目中一直成绩不佳。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
上实现了径赛项目零的突破，在男子110米栏决赛场上一骑绝尘，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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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冠军。一夜之间，刘翔成为田径赛场的“英雄”、媒体的“宠儿”。虽然在2008年和2
012年两届奥运会赛场上先后经历退赛风波，但在跨越三届奥运会的九年里，刘翔一直被
媒体塑造为“偶像”。刘翔雅典夺冠后，媒体称其为“飞人”，并极度推崇其在该项目
中的统治力，尤以CCTV5的报道为最。

文摘二：媒体打造“超级偶像”的第二种手段是突出刻画人物鲜明的不可复制的个人特
性。这个时期媒体刻画的体育人物类型不再像之前的“英雄”叙事和典型报道中的人物
那样特性单一，行为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他们展现出作为“超级偶像”的特性，这是
明星被视为“神祇”的魅力来源之一。作为在两个大满贯中夺得冠军的女子网球选手，
李娜的成就有目共睹，媒体在关注她成就的同时，也放大了李娜特立独行的个性。无论
是赛场上的怒吼，还是赛场外的冷脸，在超群的球技之外,李娜的媒体形象被塑造成一个
体制的叛逆者。体育报道中大量引述李娜的言语以刻画她的“叛逆”。
  焦点一——公开质疑举国体制：
  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不就是要升官发财、分房子吗？
  这一年来，我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而这都是国家队不完善的体制所造成的。
  我打球不是为国家。
  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
  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运动员应该生活在一个框框里面，如果不在那个框里，就说叛逆啊
，不服从组织啊。这对运动员和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不是一个好的推广。
  焦点二——批评媒体，和记者叫板： 文摘一：  媒体打造“超级偶像”的第一种手段
是极尽笔墨地展现人物超越常人的运动天赋和成就。媒体不再像之前的报道那样着重刻
画人物如何通过身体苦难的洗礼，凭借坚强的意志品格和苦练技术以获取最终的比赛胜
利。相反地，媒体将更多叙述用于刻画人物的身体天赋以及他们在所处项目中的卓越成
就，赋予人物以“偶像”的光环。对中国男子110米栏项目运动员刘翔的诸多报道都采用
了这种刻画方式。在世界田径短距离赛跑项目的决赛场上，很少看到黄色人种的身影，
更不要提夺冠和破世界纪录了。除了长跑和竞走项目以外，中国运动员在径赛项目中一
直成绩不佳。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了径赛项目零的突破，在男子110米栏决
赛场上一骑绝尘，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冠军。一夜之间，刘翔成为田径赛场的“英
雄”、媒体的“宠儿”。虽然在2008年和2012年两届奥运会赛场上先后经历退赛风波，
但在跨越三届奥运会的九年里，刘翔一直被媒体塑造为“偶像”。刘翔雅典夺冠后，媒
体称其为“飞人”，并极度推崇其在该项目中的统治力，尤以CCTV5的报道为最。
文摘二：媒体打造“超级偶像”的第二种手段是突出刻画人物鲜明的不可复制的个人特
性。这个时期媒体刻画的体育人物类型不再像之前的“英雄”叙事和典型报道中的人物
那样特性单一，行为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他们展现出作为“超级偶像”的特性，这是
明星被视为“神祇”的魅力来源之一。作为在两个大满贯中夺得冠军的女子网球选手，
李娜的成就有目共睹，媒体在关注她成就的同时，也放大了李娜特立独行的个性。无论
是赛场上的怒吼，还是赛场外的冷脸，在超群的球技之外,李娜的媒体形象被塑造成一个
体制的叛逆者。体育报道中大量引述李娜的言语以刻画她的“叛逆”。    
焦点一——公开质疑举国体制：    
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不就是要升官发财、分房子吗？    
这一年来，我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而这都是国家队不完善的体制所造成的。    
我打球不是为国家。     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      可能大部分人



觉得运动员应该生活在一个框框里面，如果不在那个框里，就说叛逆啊，不服从组织啊
。这对运动员和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不是一个好的推广。    
焦点二——批评媒体，和记者叫板：     李婷和孙甜甜夺得奥运会双打冠军后，国
家才开始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网球，然而网球这项运动在中国的电视上依
然很少见到，他们更喜欢播的是“桌子上的网球”（乒乓球）。因为那才是“球”。
     我打我的网球，关你啥事儿？     
哎哟，央视终于关注网球了。央视不是每一次都放乒乓球、羽毛球吗？ 2014年，李娜摘
取澳网女单桂冠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激动地说：“我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任何人。”这
句话和李娜夺冠比赛的特写照片被《体坛周报》澳网特刊放置在头版，以显眼的大字号
红色字体标注，并配以李娜的一句话：我眼中的失败，不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人，而
是中途放弃的人⋯⋯我用澳网奖杯实现了当初的承诺。三言两语勾勒出李娜倔强、执拗
和坚韧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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