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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申奥片是一个以影像为传播形态的视觉文本，申奥片拍摄者们将本国体育精神、申办理念

转换为一个个视觉符号隐藏在申奥短片中，运用视觉的方式建构和传达出申办国的国家形象和

人文观念，期望在申奥会议现场对国际奥委会的评委进行最后的视觉游说。对伦敦2012年奥

运会中奥片进行宏观和微观上的视觉文化传播分析，有助于我4r1J里解视觉符号如何通过视觉影

像建构申奥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人们是如何通过视觉符号来理解和把握申奥国国家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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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 for Olympics Bid is a visual text which leverage the images as the ccmmmnication

patterns．The photographers of the Promo for Olympics Bid convert the national sportsmanship
and bid philosophy to the visual symbols then reflect in the short films．They use the visual meth—

ods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image and human concepts of the biding countries．And expect to

convinc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judges in the Olympic Bid conference site．We try

to study the Visu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London Promo for Olympics 2012 Bid in both mac—

ro and micro viewpoints．And then understand the how the visual films construct the national im—

ages of the biding countries through visual symbols。how people captures the national images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ose visual symbols．
Key words：London Olympics；Promo for Olympic Bid；Visual Culture Communication；Semiotic

伦敦2012年第30届夏季奥运会将于2012年7月27日晚

20时12分(伦敦当地时间)开幕，开幕式将在位于伦敦东区的

斯特拉特福德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当我们满心期待着2012

年伦敦为世界呈现出更加精彩的体育盛会的同时，不妨对伦敦

2012年的申奥片进行一番回顾。伦敦于2005年获得了2012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巴黎、莫斯科、纽约与

马德里。这是激烈的一场申奥争夺战。巴黎一直是申办2012

年奥运会的热门城市，之前的大部分民调数据都显示出巴黎将

最终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然而，经过大会4轮的投票角逐，伦

敦一举击败了包括巴黎在内的其他4个竞争对手，成功获得了

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承办权。

伦敦申奥成功并非偶然，这其中有城市实力、英联邦国家

鼎立支持等因素，同时申奥过程中。伦敦成功地通过申奥片等

方式打破了停留在世人脑海中的“古板、傲慢、阴霾”的刻板印

象与国家偏见。法国申奥片由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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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画面奢华精美。令人赏心悦目，展现了巴黎优美景色与浓

厚人文背景。吕克·贝松也认为这部申奥片“完美无缺”。而

伦敦的申奥片则以创意性的情节处理打破了以往申奥片“旅游

宣传片”式的保险策略。伦敦申奥片导演是英国新锐导演达瑞

尔·古德里奇(Darly Goodrich)，在他执导申奥片以前还只是名

不见经传的英国商业广告片导演，虽是小成本制作，非名导演

执导，但诙谐的情节处理，百姓与明星的角色趣味置换，将5分

钟的影视短片演绎得耳目一新。伦敦申奥片不仅在轻松之间

将伦敦的申奥理念传播给受众，更将新伦敦人的朴实、乐观和

幽默的个性巧妙地传达出来，成功地打破了其他国家受众对伦

敦乃至英国的旧有偏见。

1符号学研究方法 渤

在视觉文化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形成与视觉符号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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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视觉影像是如何变成信息，以及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就

需要研究符号。而研究符号和符号运作的学问就是符号学。

1964年。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在《意谓和意义》一书中就曾指

出，符号学可以为一切科学提供一种工具，因为每一门科学都

要应用符号并通过符号来表述它的研究成果，所以符号学是一

种元科学。[1]

瑞士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是由

“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两部分构成。他认为所指

就是使用某一符号的人所指的“某一事物”，或者说是符号的两

个关系物之一，它与能指的唯一不同点在于能指是中介物。也

就是说，当一种声音或音序(能指)用来表达某种概念(所指)

时，一种语言就产生了。他又进一步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并

不存在固有的内在联系。索绪尔的“符号二重性”论在语言学

研究领域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不仅表明了语言符号的本质。而

且为研究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们可以

根据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非常方便地解释一切符号现象，

分清什么是符号，什么不是符号。[2l

索绪尔认为所有的讯息都涉及选择和组织(组合)，而毗邻

轴与系谱轴是符号体系被组成起来的基础方式。系谱轴是符

号组成符码的方式之一，又称纵轴线，是被选用的符码所组成

的一组符号，是一个可以选择各种元素的地方。它具有两个基

本特征，一是同一系谱轴内各单元必有其共同之处，他们所共

有的特质使他们同属于一个系谱轴，二是在系谱轴里同一个单

元必与其他单元清楚区隔。文字是一个系谱轴，文字这个系谱

轴里又可分出不同的系谱轴．如文法、动词、数字等。影视剧中

变化镜头的方式也各成系谱轴。毗邻轴义称横轴线，符号组成

符码的方式之一，是被选用的符号所组成的信息，是一元素从

系谱轴中被选择出来后与其他元素的组合。穿着、餐饮、室内

装璜布置等都可以看成是毗邻轴。

作为索绪尔符号学的追随者，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符号

学家罗兰·巴特创立了意义分析的系统模式。在索绪尔符号

的表面性的意义(第一层次)基础上，罗兰·巴特提出了他的核

心理论：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意义为明示义，第

二层意义则由隐含义、迷思和象征三者组成。对于符号的第一

层意义，他称为“明示义”，这也是索绪尔分析的层面。明示义

指的是直接明了的事物表层的意思，是一种客观的认知。第二

层意义则包含隐含义、迷思和象征=三个部分。隐含义包含了主

观的意义产制，是符号使用者将其感受文化价值观在符号互动

后而形成的意义。

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意义的两个层次”来看，伦敦2012

年申奥片是以奔跑中的女子的I叶I场来划分每一个系谱轴，再由

此串联起24个系谱轴构成了整部影像的毗邻轴。索绪尔对符

号的系谱轴和毗邻轴的分析，引领我们了解符号在语言中是如

何作用的，但索绪尔并不把“意义”当作是一种读者、作者和文

本之间交涉的过程。作为索绪尔的追随者罗兰·巴特创立了

意义分析的系统模式，这一模式中“意义”沟通和互动的观念得

以分析。巴特理论的核心就是“符号”含有两个层次上的意义。

第一层的意义为明示义，是指符号的明显意义，也就是描述符

号、符号具、符号义i者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正是索绪尔所探讨

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包含隐含义、迷思和象征三个部分，第二

个层次是符号与使用者互动中最为关键的，其中隐含义和迷思

是符号产制第二层次的符号义的主要方式。

下面从视觉文化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出发，对伦敦2012

年申奥片进行毗邻轴上“意义的两个层次”的分析。

2申奥片宏观视角的视觉文化阐释

伦敦2012申奥片以城市中的普通人为主角，将日常生活

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以巧妙的方式体现出奥林匹克的运动理

念和倡导全民健身运动的精神，同时又体现出了雾都伦敦独特

城市魅力与幽默、亲切的英国民众形象。申奥片由近150个碎

片式的镜头分类剪辑而成，分为城市景观、文化遗产、运动健身

等24个系谱轴。由一名奔跑中的女子作为串场线索将24个系

谱轴相互粘接。影片系谱轴顺序展现出了伦敦申奥的lO个方

面的申办优势，全片以英国黑人女歌手希瑟斯·莫尔(Heather

Small)富有穿透力的优美歌曲《Proud))贯穿始末，以刚柔并济之

力，涤荡现代人的空虚、颓废的神经。

2．1第一层次毗邻轴分析

宏观上对申奥片进行第一层次毗邻轴分析即是对明示义

层次上的分析，伦敦2012年申奥片以奔跑中的女子将整部短

片划分为24个系谱轴，并由这24组连续的视觉符号组成第一

层次的毗邻轴，每一组系谱轴又由若干个镜头构成一个独立的
故事情节。

伦敦2012年申奥片单元主题分析表

整个短片就以这一奔跑在伦敦街头的女子为开场，途经伦

敦桥、白金汉宫、国会大厦、圣保罗大教堂等伦敦著名文化古

迹。再一路经过公园、广场，以及伦敦城的街头巷尾。她那飒爽

的跑步姿态不禁激发了路边人们的运动热情，汽修厂的工人拎

起轮胎练举重；空姐在斑马线上竞走；宾馆服务生在行李箱上

作起了“托马斯全旋”；英国绅士在街头用伞练起了击剑；环卫

工人击打易拉罐玩起了曲棍球；路边小女孩做起了高难度的自

由体操；建筑工人用铁杠玩起了撑竿跳。在奔跑女子这一主线

引领下似乎普通的伦敦人个个成为运动明星，身手矫健。同

时。在“普通人都是运动明星”的线性系谱轴中又穿插了另一条

“名人也是普通人”的对比性的系谱轴片断。这其中，第三代

007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罗杰·摩尔(Roger Moore)

接过老搭档萨曼塔·邦德(Samamtha Bond)递过来的手提箱，

里面却是一份英式早餐；足球明星贝克·汉姆(Beekham)在街

边的咖啡店里玩填字游戏；伦敦市长乘坐公交车外出⋯⋯。

“名人也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也是运动明星”的故事情节互相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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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交织在一起，在短片诙谐轻松的氛围中体现出伦敦申奥片

“全民奥运”的主题。

2．2第二层次毗邻轴分析

情节性的伦敦申奥片以健全的社会和全民奥运理念为主

题，凸显人文关怀，气氛轻松诙谐。引人发笑。短片情节生动，

环环相扣，再加上数十位英伦明星加盟助阵，短短5分钟间便

在奥运会评委与他国受众间重塑了一个额伦敦人、新英国的视

觉形象，也使受众与评委对英国有了重新的想象。毗邻轴上的

24组情节体现出的是英国人幽默的本性，刻意去打破的是英国

人保守、傲慢、自大、刻板的印象。所营造的视觉快感让受众如

沐真境，似乎真实地体验到了英伦风情，更不会怀疑是否是虚

无的幻影还是骄躁地堆砌，使受众在不经意间将短片中影像英

国当作了客观真实来理解。

申奥片开篇描绘了伦敦的秀美景观，有意“舍弃”了现代性

的建筑群，显现了伦敦桥、泰晤士河、大笨钟、白金汉宫、大英博

物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建筑景

观，并以同期字幕的形式显示“四个世界文化遗址”字样。这是

在提示受众，这曾是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历史与文化成

就。提示着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带给世界的

智慧。

为了增加短片的说服力，在申奥片人物的选择上以普通百

姓与明星“角色互换”的方式出场。这一方面是利用明星们的

感召力增加短片的观赏性与可信性，另一方面，角色的置换所

营造出的氛围更容易创造出短片的新鲜感与幽默感，让人记忆

犹新。伦敦申奥片的明星阵容十分强大，分为体育明星、影视

明星与政治明星i类，近zo位明星参与。体育明星有足球明

星贝克·汉姆、拳击冠军阿米尔·可汗(Amir Khan)、马术奥运

金牌获得者莱斯利·劳尔(Leslie Law)，四届奥运赛艇冠军马

修·平森特(Matthew Pinsent)，中长跑奥运冠军霍尔姆斯

(Kelly Holmes)；影视明星包括约瑟夫·费因斯(Joseph Fi-

ennes)，《莎翁情史》中的莎翁扮演者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

tons)，著名主持人雷瑞(Dermot 0’Lear3')，第三代007扮演者

罗杰·摩尔与他的老搭档萨曼塔·邦德。奥斯卡影后海伦·米

伦(Helen Mirren)，该申奥片主题曲的演唱者希瑟斯·莫尔，女

歌手玛蒂·麦克卡森(Martine Mclutcheon)，以及伦敦市长肯

·利文斯通等。这些“真实”的明星们一改以往高高在上的印

象，就像我们身边普通人一样玩填字游戏、问路、坐公交车

⋯⋯，还原了明星们的本来面目，让受众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心

理认同。

巴特用“锚”(anchorage)来形容图像说明挈的文字功能，他

认为“视觉图像的意义是多元分歧的，一连串符号义浮动于其

中。文字可以固定那串浮动的符号义，以解除不确定性。片中

的字幕对意义的第一层次而言。它们具有命名(denomination)

的作用．它们指出了图像是仟么，并为那碎片式的图像流分了

段，在观看的经验范围内为图像定位，在第二层次里，字幕引导

观众解读，并提供了一种“优先解读”(preferred reading)的方

式，即按照导演的意图解读。[3]伦敦申奥片为了在短片中更加

清晰地展现伦敦城市的实力与体育精神，导演在画面中又加入

了11组艺术字幕，分别是“全球媒体中心。四个世界文化遗址，

严谨专业的安保措施，优美的公园景观，乐于助人的警察，多彩

的艺术与文化，最好的酒店，公共交通系统适用于每个人，世界

第四大经济体，汇聚了200个城市300种语言，对体育充满热

情”。这1l组字幕一如英国人率真的个性．并不像莎士比亚的

遣词造句或中国申奥片中的押韵字幕，语言直白。陈述准确，词

汇浅显易懂。也与短片清新的现代氛围相得益彰。i1组字幕与

剧情贴合紧密，在这里字幕仅仅是对视觉文本的一种诠释与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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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对视觉影像的一种引导性的解读。24个故事情节的紧凑

编排，让受众在追随故事情节与关注明星演员的同时，不经意

间将字幕与画面一一对应，并在无意识中接受了伦敦申奥片的

宣传意旨。同时，字幕采用白色纤细英文字体，对应各个系谱

轴，艺术字处理成为“淡进”与“淡出”特效以对视觉文本的注释

起界定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字幕意义的传递不会偏离影片的

“宣传”设想。

3 申奥片微观视角的视觉文化阐释

3．1种族和谐

3．1．1 第一层次毗邻轴分析

伦敦申奥片中的演员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明星都充分考虑

到了英国有色人种所占比例。明星演员中的阿米尔·可汗、霍

尔姆斯、希瑟斯·莫尔都是有色人种，在普通人所构成的情节

中“残疾青年打篮球”、“英国绅士街头练击剑”、“环卫工人玩曲

棍球”、“建筑工人练撑竿跳”都涉及了有色人种的演员。这里

选取残疾青年打篮球与英国绅士练击剑的2组镜头，其毗邻轴

分布如表所示：

残疾青年打篮球镜头组(o’42一O’53)

英国绅士练击剑镜头组(3’15—3。28)

3．1．2第二层次毗邻轴分析

奥运会的主旨是倡导世界和平、人类团结与种族和谐，英

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人种的西方发达国家。17—19世纪的英

国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强盛的英国王朝成为了世界上贩卖

奴隶的最大“有组织犯罪集团”。于是奴隶制开始在欧洲和北

美的大地上盛行，这也是种族歧视的起源。前英国首相布莱尔

在2006年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之际，为英国在贩卖奴隶贸易

中犯下的罪行深深道歉。他谴责英国过去的非洲黑奴贸易，是

“违反人道的罪行”，承认许多受剥削的非洲人一直感受的冤情

与愤怒。141这一历史情境下，在申奥片的理念阐述中。英国政府

自然要将目前英国种族和谐的现状通过视觉语言向国际奥委

会评委们予以诠释。为了强化这一目的，短片中近～半的演员

选用了有色人种演员，在情节设置上或是以有色人种为主角，

或是表现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友情为基调，以强调该片的种族和

谐理念。

“残疾青年打篮球”片断描述的是一名坐在轮椅上的黑人

残疾青年与另外一名健康的白人青年搭梢与另两位健康有色

人种青年打篮球的情节。镜头选取了白人青年传球给黑人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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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青年，残疾青年灵活地转动残疾车，转身将篮球投进篮筐，残

疾青年兴奋无比的片段。对这一情节的勾画上，短片塑造了一

位“黑人+残疾人”的弱者形象。但通过其打扮与服饰：梳着满

头的小辫．时尚的运动服，加之进球后忘我得呼唤与兴奋，两三

个镜头间便勾勒出了一个开朗、活泼、自信的英国黑人小伙形

象。白人青年无私地将球传给了他，才有了这个投篮的机会，

这也是影片想传递出的英国自人与有色人种的精诚合作、守望

相助的合作精神。这一情节同样地出现在了3’29—3’42间的

环卫工人用扫帚和压扁的易拉罐打曲棍球的片断上，同样最终

获胜的也是黑人环卫工人。而与他一起击球的白人同事也兴

奋得与他一起击掌庆贺。

在另一组“英国绅士街头击剑”的片断中，更是打破了外国

人对英国绅士的想象。在他国民众对英国绅士的想象中，穿着

合体的英式礼服，戴着高耸的黑色礼帽，拿着长柄雨伞的英国

绅士怎么也不会与黑人小伙的形象结合起来，但影片有意识地

将街头两位用雨伞练击剑的绅士设定为一名黑人与一名自人

之间的较量。精彩的格斗，完美的避让，礼貌的致礼。这在伦

敦CBD街头练击剑的片断传达出英国人具有绅士风度的同时

又含蓄地隐喻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英国各色人种公平竞争，

又相互谦让的人文内涵。

3．2 United

3．2．1第一层次毗邻轴分析

这是由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出演的一个片断(2’46—2’

57)，长11秒由9个镜头构成。正坐在小咖啡店里为填字游戏

中最后一个单词而愁眉不展的贝克·汉姆在见到奔跑女子的

同时获得了灵感，填上了最后一个单词“United”，完成了填字游

戏。

3．2．2第二层次毗邻轴分析

贝克·汉姆不仅是足球明星，在他明星妻子维多利亚与现

代娱乐业的包装下，“小贝”俨然成为英国流行与时尚的代名

词。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备受媒体关注。影片特写镜头

中小贝填人的最后一个单词“United”也有着丰富的内涵。U—

nited本意为联合、团结，从字面出发，这也与本片诉求的“团结”

的奥运主题相吻合，另一个方面，United也可以看成是英国全

称“United Kingkom”的意指。在2012年奥运会的5个申奥国

中只有英国属于英联邦国家，虽然英联邦运动会理事不全是国

际奥委会委员，但71个英联邦理事中有52入是国际奥委会的

委员，他们都是2012年奥运会举办国的评审委员，同时也是本

片的诉求对象。在英联邦这样的政治群体中，各成员国评委较

容易产生一致化的投票倾向。根据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及

其同事的有关“群体与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显示，人们的投票

行为与其基本群体成员的投票行为有强烈的一致性。[5]这里U—

hired正是在IOC大会投票前。通过申奥片的播放对这52位评

贝克·汉姆玩填字游戏镜头组(2’46—2’57)

审的又一次集体性召唤。其意指这是英国的荣誉，同时也是英

联邦国家的骄傲，借此“联合”英联邦评委为伦敦投上一票。

这一片断作为伦敦申奥片的一种“召唤”机制。将英联邦国

家的利益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英联邦是由英国和已经独

立的前英国殖民地或附属国组成的联合体。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英国慑于日益高涨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将殖民地演变

为“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方面互不隶属，唯有依靠对英王的

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的国家联盟，于1931年正式确立英

联邦。在当今全球后殖民语境中，仍占据“龙头大哥”地位的英

国在相当程度上仍控制着部分英联邦国家的话语权，这里也可

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召唤与警示”。因此，英联邦运动会首席

执行官胡珀说“此前我们已经与伦敦奥申委就此事进行了讨

论，我们将像以往那样，全力支持英联邦国家争办奥运会，届时

我们也将出席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表明我们的立场。”

3．3 Fly to Paris

3．3．1第一层次毗邻轴分析

伦敦申奥片3’05—3’14间是一组街头白领接力赛跑的情

节。伦敦街头两个白领装扮的男子以接力赛跑的方式传递着

一份报纸，向镜头近处的女子奔跑过来，该女子虽然看到跑近

的男子，但却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面向镜头嫣然一笑转头离

去，没有追上的男子只能手摇报纸叹息不已。其元素展开的顺

序如下表：

伦敦街头白领接力赛跑镜头组(3’05—3’14)

3．3．2第二层次毗邻轴分析

这一组影像设计与表演极具英式幽默感，也是该片中出现

不多的面对摄像机镜头微笑，体现出“镜头感”的场景。该片断

既像是街头练接力赛跑的情节，又像是接过报纸的男青年追求

女青年不成的剧情。穿插的故事，到位的表演让人不禁臆想翩

翩。段落开头两青年白领代替接力棒传递的是一份伦敦《标准

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这是一份伦敦地方性的报纸，它

的新闻及时，信息量大，加上发行渠道灵活，《标准晚报》是伦敦

发行量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报纸之一。申奥片中这份报纸被

卷成筒状，面对镜头显露出的新闻标题是“Fly to Paris”(飞往

巴黎)字样。字体用红底自字粗体的形式醒目的体现出来。我

们知道2012年伦敦申奥最大的竞争对手正是巴黎，巴黎的支

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这种形势下，英国申奥片通过幽默的隐

喻形式展示出了英国人的自信与对民调结论的不屑。影片中，

男青年接过标题是“Fly to Paris”的报纸奋力向女青年奔跑过

来，但看到此情景的女青年却不顾跑来的男青年，微笑着转头

离去，这组镜头最后只剩下手摇报纸懊丧着的男青年。这里的

女青年象征着英国民众，也象征着法国外的他国民众，隐喻着

导演要表达的意图：2012年我们不愿去巴黎，我们只想去伦敦。

英国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后殖民主义社会体系

中，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仍占有着相当的霸权地

位。一如上文分析的，在英联邦国家中，一些曾遭受过殖民统

治的国家虽都陆续独立享有了国家主权，但在后殖民侵略的遮

掩下，英国仍用经济等手段控制着从属国。在这样的“经济统

一体”中，英国获得整个英联邦国家的“支持”变得不足为奇。

对于亚、非、拉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选票就成为争夺的焦点，

(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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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的选材。

3．6明星主宰意识

当今世界篮坛强队，都有著名球星作为球队的支柱。明星

主宰比赛，明星的兴衰，关系到球队的成败。如前面所提到的

三位球星都是各自球队的灵魂和中流砥柱。具有强烈的凝聚力

和震撼力，能率队在逆境中力挽狂澜，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关键

作用。确立明星观念，形成明星主宰意识，大力培养明星，是现

代篮球运动的需要。

3．7女篮男子化意识

在第lo届女篮世锦赛上，美国女篮以男子化的打法，结束

了前苏联称霸世界篮坛二十多年的历史而一举夺冠，引起了世

界篮坛的瞩目。而四年后的第11届女篮世锦赛，又有古巴、加

拿大等劲旅具备了女篮男子化的风格，在比赛中再次显示了女

篮男子化的威力、风采和发展前景。因此。应树立女篮男子化

的意识，鼓励、支持女篮男子化，才符合现代篮球运动发展的需

要。

3．8规则运用意识

规则，是现代篮球运动发展动力之一，它对篮球技、战术的

发展和提高，产生着导向和促进作用。如现行规则规定掷界外

球须裁判员递交球，无疑，限制了发球快攻，因此只有增强争夺

篮板球的实力和抢断球的能力，才能获得更多的快攻时机。所

以，树立规则运用意识是十分必要的，规则的每次修改，都应学

习、研究，使训练富有针对性，在比赛中能立于主动。

4结论

由于篮球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又随着现代篮球运动的不

断进步而发展，本文所阐述的内容也只能是其内涵的一部分而

非全部，并且也只是想通过对“篮球意识”主要内涵的分析，来

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篮球意识”。而“篮球意识”的形成和增强，

则在于篮球知识的积累、技能的发展、经验的提炼、认识的深

化，这一过程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篮球实践活动来完成。当然

这也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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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感召来自东方国家的评审?申奥片就必须俯下身去，亲近

东方评委，以拉近“东一西方”两大阵营的心理距离。获得东方

评审的好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伦敦申奥片打破了常规，不

再单纯地用国家文化与经济优势的视觉镜头盲目堆砌，而是以

“英式幽默”的方式来愉悦受众。嘲弄自我。短短5分钟之内，

幽默的元素与情节穿透全片，特别是最后一组镜头，满脸是泥

的练撑竿跳的建筑工人冲着镜头憨厚而笑时，几乎所有的受众

都会抱之会心的笑容。这就是典型的英国式幽默，带着一丝自

嘲式的幽默，看似贬低自己以取悦他人，但也正是这种贬低自

我的技巧跨越了“东一西”间的鸿沟，赢得支持的最佳方式。当

然这种自嘲式的幽默是建立在自信与自傲的基础之上的。

在传播实践中，诉诸幽默(Appeals to Humor)是一种很受

欢迎的技巧。研究显示，15％一20％的电视广告包含某些幽默

因素。研究者对幽默在态度改变或多重效果结构的其他变量

方面的效果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幽默对吸引注意力，产生对

传播者的喜爱心理方面，比造成态度改变或行为改变方面有

效。L61可见，申奥片中的幽默元素可以打破对于国家印象的一

些偏见，但如果想改变评委的最终投票态度仅靠幽默式的表达

则较难奏效。

4结语

尼古拉·米尔左夫所言“视觉文化研究的成败可能有赖于

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思考问题，要面向未来，而不是后视镜般的

把人类文化学方法作为传统。亦步亦趋。”[73申奥片恰恰是典型

的跨文化传播视觉文本，通过对伦敦2012年申奥片视觉传播

的考查，将五分钟的视觉影像进行了层层剥茧式地视觉符号剖

析后，我们发现申奥片拍摄者们将本国体育精神、申办理念转

换为一个个视觉符号隐藏在申奥短片中，运用视觉的方式建构

和传达出申办国的国家形象和人文观念，期望在申奥会议现场

对国际奥委会的评委进行最后的视觉游说。

对申奥片进行宏观和微观上的视觉文化传播分析有助于

我们理解视觉符号是如何建构申奥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人们是

如何通过视觉符号来理解和把握申奥国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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