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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建构国家认同的价值发现枣
——伦敦奥运会国际媒体报道案例

黄 璐
(河北理工大学体育部，河北唐山063009)

摘 要：引用伦敦奥运会国际媒体报道案例，从奖牌榜传播视角，诸国媒体普遍选择扬长避短式的奖牌

榜报道策略，以体现国家富强的主题叙事和身份认同。从体育明星报道视角，西方媒体擅打种族主义

牌，为种族融合神话、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提供话语支持。从“他者”形象建构视角，媒体惟有不断地界

定与建构“他者”形象，才能有效地建立个人认知与国家概念之间的身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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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News Media in Establishing Nation Identity

HUANG Lu

(Sport Dept．，Hebei Engineering Univ．，Tangshan 063009，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th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 during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news media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dopt the reporting strategy reflecting the power and identity of

their own countries in the aspects of medal list．In the aspect of reporting sports stars，the western news media is

good at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harmony among different races and nation identity．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news media should define and establish“the other’’image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natio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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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人的身体存在与物质生活紧密联结在一

起，国家边界的判断依据更多的是自我身份的界定与

认同，强大的国家需要忠诚的人民，自我对家园的感

情、对国家的认知：陶筑了后现代国家的文化根基。新

闻媒体在国家概念认知与自我身份认同之间架起了心

灵沟通的桥梁，不断反复地进行内容生产和主题报道，

建构国家认同的当代神话。这就好比说，我们在实际

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这种积极努力并不等同于民

众的认可，真实发生的事件与民众认知之间存在信息

转换区域，新闻工作做得好则如虎添翼，“好事”放大形

成广泛共鸣，做不好则适得其反，“好事”反而受到民众

普遍质疑。奥运竞技最显著的特点是身体竞争，区分

“我”和“你”，更要分出高下，这为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

天然素材。每逢全球重大体育赛事，必是诸国媒体挖

空心思、大做文章的时候，2012年伦敦奥运会国际媒

体报道提供了鲜活的分析案例。

1奖牌榜传播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奥运会奖牌榜(Medal Count)反映各国代表团的总

体实力，表征国家政治经济与科技的国际地位，历来受

到国际媒体与政治的追捧与关注，奥运竞技是一场竞

争白炽化的奖牌榜媒体战争。现代奥运会继承创新了

古奥运会的比赛形式和仪式特点，坚持独树一帜的奥

林匹克精神价值观，造就了目前奥运会的世界首要赛

事地位。为突出奥林匹克价值体系，保持奥运会赖以

生存发展(精神纯粹性)的赛事核心竞争力，淡化民族

主义和锦标主义色彩，体现重在参与和享受比赛的奥

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在名义上不主张任何形式的

国家团体总分排名。但是升国旗奏国歌的民族主义仪

式已经明确说明奥运会是国家间的竞争，国际奥委会

只是在形式上进行“去官方化”的努力，把奖牌榜的评

价权力和争论交给“民间”。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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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让世界诸国媒体找到了奥运会国家排名的“兴奋

点”，极力倡导奥运会国家团体总分排名，展现基于自

身特点的“国家强大”内容。媒体在事件与民众间扮演

的桥梁中介角色，兼具官方诉求和民间属性的双重色

彩，既能实现官方对“国家强大”议程设置和主题叙事

的要求，又能体现民间的大众狂欢和娱乐至死精神。

奥运会奖牌榜媒体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伦敦

奥运会英国代表团开局战绩不佳，BBC干脆在首页撤

掉了奖牌榜，来减少比赛成绩对国家形象和国民心理

的负面影响。美国媒体为了“战胜”中国，CNN一体育

画报合作网站修改了奖牌榜排名规则，排序方式反复

在金牌和奖牌总数间变换，并且发生篡改奖牌榜的行

为，以表现美国代表团的实力和“国家强大”的内容n’2。。

从理论上来说，奥运会存在金牌制、奖牌制、计分

制、人均奖牌制等国家团体排名方式。金牌制依次以

国家金、银、铜数(金牌并列则看银牌数)的多少排列名

次，奖牌制以国家金、银、铜牌数的总和排列名次，计分

制按照一定的计分规则进行团体总分排名，人均奖牌

制以国家奖牌总数与国家人口基数的数值关系进行排

名。金牌排名制体现了国家团体的绝对竞技实力，奖

牌排名制和计分排名制体现了国家团体的整体竞技实

力，人均奖牌制体现了国家人均奖牌效率。从媒体实

践上来说，由于计分制的计分规则种类繁多，并未形成

共识，而人均奖牌制又不尽合理，国际上形成了以金牌

制为主，奖牌制为辅的排名格局。金牌制体现绝对竞

技实力，排名规则简单明晰，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

认可。而奖牌制存在一定争议，因为排名的基本原则

是要明辨实力差距，在统计学上淡化金牌的竞技优势，

不符合排名的基本原则，并且取前三和取前八均能反

映国家整体竞技实力，这就让奖牌制成为一种间接的

计分制。事实上，目前实行奖牌制的国家媒体较少，主

要动机取决于本国在奖牌数上是否具有排名优势这一

因素。例如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数超越美国，美国主

要媒体放弃了一以贯之的金牌排名制，《纽约时报》迅

速更新了奖牌数据库。再如德国受到中国、美国、俄罗

斯的竞争强势影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国“金牌拿不

到、奖牌一箩筐”的局面，为体现奖牌数对“国家强大”

形象的建构作用，德国《明镜周刊》近两届奥运会启用

奖牌排名制。诸国媒体普遍选择扬长避短式的奖牌榜

报道策略，力求建构一个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共谋和

文化认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得以

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b]。

2体育明星报道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报业翘楚《纽约时报》对体育明星报道中的种族身

份叙事给予了较大关注，表征与发挥美国种族政策风

向标的作用，为美国种族融合神话和社会团结提供话

语支持。从迈克尔·乔丹、泰格·伍兹、齐达内到林书

豪，种族问题一直是媒体政治极力营造的神话主题，亦

是无身份边界的后现代国家必须攻克的文化难题。如

高尔夫球星泰格·伍兹，一个“精心包装”和“细心打造”

的媒介化典型形象，从他已故父亲厄尔·伍兹的严格教

导(美国传统家庭的形象)，到泰格·伍兹不关心政治，

并且明显带有白人化倾向的媒体形象，这种“迈克尔·

乔丹化”的陈旧叙事模式背后隐藏的媒体政治动机，有

必要进行批判性反思¨1。种族多元化政策惟有在符合

白人中心论的精神前提下，在契合美国生活方式的表

现框架下，才能进人媒体报道视野，是典型的“香蕉人”

报道模式。道格拉斯摘得伦敦奥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

能项目桂冠，成为奥运史上首位夺得该项冠军的黑人

运动员，小威廉姆斯摘得网球女单桂冠，实现职业生涯

金满贯的骄人成绩，《纽约时报》在网站主页的奥运专

题栏目上进行浓墨重彩。这是黑人运动员的胜利，也

是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胜利，即“非洲人美国造”，

具有黑人的种族外表，美国白人化的行为和价值观。

黑人运动员报道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一是报道策略

上避重就轻，重点报道运动员的个人成就，淡化金牌榜

暂时落后于中国的事实。二是报道突出美国优越论，

成就黑人体育明星的是美国政治经济、教育与多元文

化制度，是崇尚改变与创新的美国价值观。

即便单一的政治经济专业媒体并未将奥运报道放

在重要位置，却积极配合国家一盘棋的舆论战略，这种

甘做螺丝钉的媒体精神，不仅在金牌社会效应的舆论

宣传上竭尽心力，并结合专业媒体定位的价值视角建

构奇观叙事。《大西洋月刊》定位于政治、经济、文化领

域的精英读者，追求客观中立和深度评论的美国观点，

该刊网站在伦敦奥运会第8个比赛13头条刊登了菲尔

普斯的图文报道，显示了明星运动员带给美国社会团

结和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菲尔普斯的竞技传奇形象

生动的表达了个人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精神，通过个人

勤奋努力实现个人成就梦想，应得与个人成就对等的

财富和地位。《大西洋月刊》藉此焦点事件，发出美国政

治为保障公民发展权利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强烈信

号，建立美国政治在国内的认同和在国际的影响。

《时代》杂志具有分类化的广泛主题和国际化的发

展定位两大特点，在道格拉斯以绝对实力夺得伦敦奥

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冠军之后，《时代》杂志并未把

镁光灯聚焦在新科冠军道格拉斯身上，而是在网站主

页显赫位置宣传报道华裔教练乔良。这种对幕后英雄

和少数族裔的重点关注，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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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为美国在国内塑造民主自由、文化多元、种

族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建立尊重文化种族差

异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具有积极的舆论宣传效果。《时

代》杂志践行差异化报道的幕后动机昭然若揭，不与

《纽约时报》竞争主流报道，不与地方小报竞争娱乐解

读，选择价值立场，抓准报道重心，发现与放大突发公共

事件的国家认同价值，甘做报业评论中的“螺丝钉”。面

对如此有价值发现的新闻报道，要求我们对某些“做文

章”的体育新闻持质疑态度，调查问责体育领域里的强

权和随之产生的政治和商业文化将愈加迫切b]。

3“他者”形象建构中的国家认同价值发现

奥运媒体传播是一种透过奥运文化认知国家社会

发展和理解人自身的过程帕]，奥运文化的不同类型

——古希腊原版、美国文化版、中华文化版等，代表了

不同的话语权力、国际影响和文化软实力，蕴涵不同的

文化叙事与国家身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成

为当今世界竞技体育头号强国，这种事实必须与民众

的认知划等号，国家实力与国家认同(硬实力和软实

力)共同实现且合二：为一。媒体惟有不断地界定与建

构“他者”形象，才能有效地建立个人认知与国家概念

之间的身份关系，建立名副其实的强国形象与认同。

刘翔摘得雅典奥运会1 lOm栏桂冠，中国媒体在民

族主义情绪调动下群起围观，刘翔摇身变为家喻户晓

的商业巨星和民族英雄，西方媒体难以理解黄种人统

治高速赛道的事实，给予了平常心报道。由于伤病原

因退赛，这在残酷的精英竞技中司空见惯，北京奥运会

和伦敦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西方媒体反而投入了极

大热情，表现出遗憾和嘲讽的腔调。《泰晤士报》网络版

的新闻报道具有代表性(题名为Liu Xiang withdrawal

was a crying shame for China，文章现已删除)，评论称

“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再看见他?中国的奥运明星

昨天闪烁了一会儿就迅速地回到了黑暗中。”东方世界

在田径项目上历来表现萎靡，刘翔的出现对西方意识

形态话语中的制度、文化和种族优越论形成了观念冲

击，刘翔退赛事件是重建西方国家认同和重振西方优

越论威风的千载难逢机会。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

的负面报道力度堪比美国民族英雄菲尔普斯，我们表

现怎样，他们表现：怎样，只有在二者的鲜明对比中，才

能理解国家的优势力量，建立国家的强大形象，塑造国

家的身份认同。西方媒体顺势反戈一击，新闻隐喻的

巧妙运用将刘翔形象回溯至雅典奥运，“雅典赛场的欢

呼声是那么遥远”、“一闪光又回到了黑暗中”、“那些荣

誉好像没有发生”等比较性话语，刘翔雅典奥运夺冠被

西方媒体政治描述为随机事件，一个诸多偶然因素的

集合反映。蔚为壮观的尚有“后院起火”，中国媒体从

“悲情论”到“阴谋论”[73，一派鲁迅笔下的“看客”嘴脸，

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嘲、自惭、自贱的民族与媒体心态值

得反思。

在一个长期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奥运基础大项中，

孙杨、叶诗文、焦刘洋的泳池竞技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而美国昔日泳坛巨星菲尔普斯则出师不利，西方媒体

试图塑造“他者”的负面形象，来比较与衬托“自我”的

强大。西方世界在未取得任何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散

布有关叶诗文服用兴奋剂，并且带有明显话语攻击倾

向的猜测和质疑。西方媒体人首先发难，训练专家遂

即做出经验描述，《自然》杂志进行补充论证，组成“媒

体一训练一科研”三重质疑链条，由叶诗文个人的评价

上升到中国身份或国家角色的合法性存在层面[8 3，藉

此消解优异成绩的事实预期产生的国家认同效果。叶

诗文夺金事件有力佐证了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的结

构性转型带来的积极变化，这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

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形象联系紧密；运动员年轻化趋

势透视出中国强大的后备力量储备和未来发展潜力，

这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联系紧密，这些中国叙事都是西方媒体感到不

安并极力掩盖的事实隐喻。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媒体政治中的“他者”话语，是

一个广阔的话语叙事范畴，不仅与之强劲的竞争对手

中国针锋相对，一切既成思维定势的西方统治项目，由

此衍生出的可能危及西方国家认同的潜在因素，均在

新闻价值发现的评估范畴。博尔特打破尘封多年的美

国高速赛道神话，迎接爆棚式的兴奋剂质疑声洗礼，从

博尔特那无奈的抱怨和那无助的神情得以启迪，我们

的新闻媒体在体育赛事报道建构国家认同问题上，需

要下更大的功夫，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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