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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2012 年伦敦奥运会

开幕式注定是跨文化传播的典型媒介事件。跨文

化传播是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编导的目标追求，这

就要求在开幕式编导的最终效果上，不仅要把开

幕式成功地打造成“东道国展示本国文化、展示

民族精神的平台”[1]，还要以之为基础创制成具有

全球普遍属性的超大型舞台艺术。因为，唯有全

球普遍属性的存在，才能超越不同区域文化差异

性带来的传播障碍，为不同区域文化的观众所接

受，跨越不同区域文化的传播效果也才可能最终

达成。纵览整场开幕式，在编导思路上，一以贯

之地彰显着全球普遍性的文化追求，具体体现在

所秉持的文化理念、所选择的文化符号以及所运

用的故事化叙述方式等三个方面。

1　昭显全球普遍性的文化理念

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就是进行跨越众多

文化区域之差异性的传播。站在传播对象的立场

上，既然，传播客体的文本内容能够顺利地被传

播给全球不同区域的观众，那么，就意味着文本

内容与差异化分布的观众之文化认知存在着融通

之处，能够一定程度地契合不同文化区域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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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所以，就文本来说，不论其内容及其呈现

的方式几何，其被编导和创制之时所秉持的文化

理念，应该具有通行于众多文化区域的超越属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内，即为全球普遍性。而以

跨文化传播为目标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籍英伦

风格的“奇迹之岛”主题和“激励一代人”口号，

向世人传扬的文化理念，昭显着全球普遍化的超

越属性。

1.1　“奇迹之岛”对文化理念全球普遍性的诠释

“奇迹之岛”的主题创意来自莎士比亚的经典

名剧《暴风雨》，充满着“使你愉悦，毫无害处”

声音的“不要怕”、“众声喧哗”的“奇迹之岛”，

虽然可以直接理解为英伦三岛的象征，但是，更

应该被视作当今人类共同体所居世界的一种隐喻。

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文化全球化的洪流

日益蔓延，与资本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

治的基本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世界一

体化的进程也不断加速，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

家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地压缩，相互间纷繁复杂

的联系愈益紧密，共居一城或者一村的生存意识

应然而生，对此，地球村的概念就是一个明证。

今天，“在个人的世界中，无可否认，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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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被绑在了一个单一的全球框架上。因此，联

接把单城性想象为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原则。”[2]

无论是一城或者一村，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个

人，大家不得不同呼吸、共命运，宛如身在由遥

不可知的社会历史风云变幻而成的茫茫大海所包

围的孤岛。一旦暴风雨到来，任何个人都无法置

身事外，唯有同舟共济，克服恐惧，相互扶持，

才是生存之道，生活的希望和奇迹也才有可能与

暴风雨相伴而现。可以说，“奇迹之岛”的主题，

既是对英伦民众生活环境的诗意抽象，更是对当

下全球人类生存境遇的绝妙喻示。

1.2　“激励一代人”口号对文化理念全球普遍性的

诠释

2008 年世界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以来，各国经

济社会等宏观情势的发展变化也证实了“奇迹之

岛”主题隐喻的应用贴切性和现实合理性。金融

风暴自华尔街强劲刮起伊始，直到今天，包括英

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内，全球经济陷入了较长时

段的增长乏力低谷，很多国家的政府刺激经济发

展的政策能力捉襟见肘，民众消费信心不振，市

场总体萎靡，就业率不断走低，失业率不断攀升，

为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示威甚至是反

政府的冲突直至国内动荡战乱的频发。在如此严

峻的情形之下，让年轻人能够看到社会的希望，

唤起面向未来的勇气，鼓足走向生活的信心，哪

怕只是暂时地激励和振奋年轻人的心灵，业已成

为各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心声、孜孜追求的奋斗

目标和努力付诸的切实行动，而不为英国所独有。

所以，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激励一代人”的口号

目标，看似直指英伦诸岛的专属性，实乃具有全

球的普遍指向性。

具有全球普遍属性之文化理念的守持，开阔

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编导格局，大大强化了覆

盖众多文化区域观众的超越性，为开幕式文本构

件的取舍提供了标准和文本叙述方式确立了原则，

成为助推开幕式文本内容跨文化传播顺利实现的

第一动力。

2　响应全球普遍性的文化符号

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编导过程中，本土文

化符号的选择，密切服务于开幕式所秉持的文化

理念之表达，并以之为媒介向世人积极传递英伦

民众对于生命、生活和国家的基本信仰和价值态

度。同时，这些文化符号的选取代表性非常强，

不仅多维度、立体式地向世人展现了英伦地方文

化的独特魅力，而且具有鲜明的全球普遍性含义，

所以，能够吸引数以亿计的不同文化区域的观众，

实现霰弹式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2.1　跨文化的传播使命呼唤全球普遍属性显明的

文化符号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3]，相对

于其他物种，人类在长期的生存进化中，创造性

地发展出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和规

模庞大的符号结构体系，然后以符号为基本组件

编码出不同性质的符号意义系统，以此为介质进

行互动交流，在彼此顺利解码的基础上展开生活、

生产、交往和认知等社会活动。在社会活动中，

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互动交流，实质上就

是符号意义系统的编码和解码的不断反复双向的

过程。而不同区域的人们，各自形成了区域风格

鲜明的差异性居多的符号结构体系，这就是文化。

对于同一文化区域的民众而言，从符号的分类、

内涵和情感意蕴，到符号的编码形制，易于内部

统一，不易共通的分歧较少，编码和解码活动二

者之间就相对通畅和顺利。而对于不同文化区域

的民众而言，从符号的分类、内涵和情感意蕴，

到符号的编码形制，差异和分歧居多，能够直接

进行通约的比例不高。在此情境之下，编码和解

码之间就会出现诸多障碍，如欲加以扫除，顺利

实现跨文化的传播，在全球化的时代之下，就需

要超越区域文化狭隘性的视野，在文化符号的选

择上，把握好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平衡，既不失符

号的地方性特色，又拥有普遍的全球性指向功能。

2.2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选用文化符号的全球普遍性

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涌现的文化符号，英

伦风格鲜明，因为它们本来就起源于英伦大地，

而且从各个方面体现和昭示着英伦文化的独特魅

力。另一方面，这些文化符号全球普遍性的体征

也非常突出，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诞生之初

就具有全球普遍属性，主要是拜全球化的力量所

赐。最终英伦地方性和全球普遍性在品类繁多的

文化符号之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它们作为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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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组件共同构筑起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章节

内容。其中，文学类文化符号的选择最能说明伦

敦奥运会开幕式编导理路上对全球普遍性的不懈

努力，因为开幕式“奇迹之岛”主题的创意就直

接来自大文豪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暴风雨》，“不

要怕，这岛上众声喧哗，使人愉悦，毫无害处”

的台词则奠定了整场开幕式演播场景的总基调。

如果说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代表着旧时的全球化力

量，那么，在“梦幻岛之夜”章节中现身的哈利 •

波特之母—JK• 罗琳和其他童话人物，则是英伦

儿童文学在当代全球化扩张的标志。伏地魔、铁

钩船长、红心皇后、女皮草狂库伊拉等经典童话，

邪恶形象和英伦童话中最知名的仙女保姆玛利亚

一并出场，集体现场演绎着全新的童话故事，再

次感染全球范围内观众的同时，也让人领略到伦

敦创意之都的魔力。

此外，经济生活类的文化符号以“喧嚣时代”

章节中英国工业革命与“网络时代”章节中琼和

弗兰克的浪漫故事为代表，影视类的文化符号以

《007》电影中新一任詹姆斯 • 邦德的扮演者丹尼

尔 • 克雷格与《烈火战车》电影演员罗温 • 艾金

森憨豆先生为代表，体育类的文化符号以钢铁五

环、贝克汉姆护送圣火与“鸽子自行车”为代表，

政治类的文化符号以空降伦敦碗的伊丽莎白女王、

乘“帝国疾风号”的加勒比移民、史称“加罗十

字军”的工人运动和英国人引以为豪的“NHS”—

国家健康服务体系等为代表，流行音乐类的文化

符号以滚石乐队、甲壳虫乐队、泥浆乐队、性手

枪乐队和北极猴乐队及其名曲，特别是“甲壳虫”

乐队的主唱保罗 • 麦卡特尼的“HeyJude”为标志，

宗教类的文化符号则以“田园牧歌”章节中儿童

唱诗班演唱的《耶路撒冷》和艾米丽 • 桑迪独唱的

《与主同行》两首宗教歌曲为主。

3　表达全球普遍性的故事化叙述方式

3.1　适于表达文化理念全球普遍性的故事化叙述

方式

具有全球普遍属性文化符号的恰当选择，代

表着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在编码的材料上拥有了跨

文化传播的潜在效应。那么，如何对它们进行编

码，按照一定的关系格式，使得它们相互协作，

互为借重，以合力的形式来成就系统的、整体的

跨文化传播的强大效果？如果对它们只是进行随

便杂乱地堆砌，文化符号本身的全球普遍属性及

文化理念的体现功能将会弱化甚至是损毁，由它

们编码而成的符号意义系统—伦敦奥运会开幕

式就难以向世人有效传播其文化理念的精神，跨

文化传播的理想效果也难以达成。这些文化符号，

只有按照一定的叙述方式进行编码，使之内生出

全球普遍化文化理念的语义结构，作为跨文化传

播载体的文本方可形成。而在众多叙述方式中，

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其拥有

更强的全球普遍性文化理念的表达功能，便于形

成全球普遍属性显明的文本架构。故此，依其编

织而成的文本，相对而言易于传播对象的解码，

并且具有超越文化背景、知识素养和生活经验等

存在于传播对象认知差异的跨文化传播优势。伦

敦奥运会开幕式同样采用了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来

对全球普遍性的文化符号进行编码，并把全球普

遍化的编导理路深入到抽象于现代生活场景的故

事内容。

3.2　故事化叙述方式跨文化传播的表达功能

故事化的叙述方式，能够吸引更为广泛的跨

越众多文化区域之观众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情

节设计上的精巧、曲折、离奇和荒诞等特点，更

是因为故事本身的叙事功能。它并不是对民众生

存处境的简单呈现，而是一种超越，特别是民众

的当下生存处境不甚理想之际，故事所描绘的理

想生存处境和所唤起的生活希冀，则具有强大的

心灵震撼力。所以，“无论何地，只要在人生的残

酷逼迫得人们来试图改变它的地方，故事便能够

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尔后，在故事的沉默空间

里，过去和未来便会联合起来，控诉当下。”[4] 当

然，故事化的叙述方式所构建的文本，对民众生

存处境的超越，不意味着对现实生存处境的抛弃，

而是立足于此，重新构建出活在当下的人们可以

感知、理解和渴望的全新生存处境。在全球一体

化的当代，不同文化区域的民众生活处境的同质

性越来越强，类似生活处境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

及其由此衍生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景都具有较

高的重叠性。那么，以反映当下时代民众总体生

活处境和艺术化展现未来生活祈望且富有情节吸



199

引力的故事来进行叙述的舞台艺术文本—伦敦

奥运会开幕式，在传播的接受性和欢迎程度上，

就能够超越不同文化区域的局狭性，顺利实现跨

文化传播的扩展效应。

3.3　故事化叙述方式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成

功运用

整体观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演绎着英伦诸

岛率先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工业革命，

实现资本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狂飚突进，走

向充满希望的新未来的故事。局部视之，开幕式

的每个章节都是在展现一个个精心编制的小故事，

章节之间的转场和换场，这么一个大型广场演出

较为棘手的技术处理难题，也非常艺术性地融合

进故事的开承转合的进程之中。于是，整场开幕

式，如同一个个袖珍故事串联而成的充满情节吸

引力的舞台剧。这或许是因为，开幕式的总导演

丹尼 • 博伊尔和执行总导演斯蒂芬 • 戴德利两个人

都是国际知名电影导演的缘故，电影艺术的表现

手法被成功地移植并高超地加以应用的结果。为

了达到故事叙述的完美艺术效果，实现故事叙述

逻辑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整体性，伦敦奥运会开

幕式在编导理路上，相对于此前的奥运会开幕式

有了非常大的突破，就是“超越了现场转播的思

维”[5]，围绕着当代传播技术的新特性和新功能，

以追求综合性的复合式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为目标。

“超越现场”，就意味着在伦敦碗的现场演出只是

更为宏大的传播文本内容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

是全部，或者是唯一的中心。构成传播载体之文

本的内容，除了现场演出外，还有伦敦碗外面的

现场活动，比如说，贝克汉姆乘坐快艇护送圣火

的过程；也有提前拍摄好的视频短片，比如说“快

乐与荣耀”章节中 007 乘机护送伊丽莎白女王驾

临伦敦碗的一幕。

站在以电视和互联网为接受渠道的目标受众

的解码角度，不陌生的相对熟悉的文化符号，新

颖的富有吸引力的不同于英伦文化符号原有的故

事情节，加之在情节的铺排展开中对“激励一代

人”口号精神的成功传递和渲染，整个解码过程，

不仅相对顺利和通畅，而且内心充盈愉悦、兴奋

和激动等正向情感。至此，伦敦奥 运会开幕式，

在跨文化的传播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

实现了超越区域文化、知识素养和生活经验等方

面的差异，取得了为目标受众理解、接受和认同

的传播效果。

4　结语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跨文化传播上的成功，就

编导的基本理路而言，得益于具有全球普遍指向

性的文化理念之确立，英伦风格鲜明且全球普遍

属性强的文化符号之精选，以及有效表达全球普

遍性文化理念的故事化叙述方式之运用等三个方

面。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伦敦奥运会开

幕式致力于全球普遍性的文化追求，对于我国筹

办大型国际和国家层面体育赛事的开幕式可资借

鉴的价值很大，值得进一步地探索和挖掘。从传

播的文化理念、文化符号到传播文化内容的叙述

方式，所共有的全球普遍化视野和跨文化传播的

编导思路，对于我国正在实施的从文化大国走向

文化强国战略的成功实施，积极扩大中华传统文

化和当代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提高

和强化国家形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样也有可

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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