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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奥运看奥林匹克电视传播功能的张力

口张江南

【摘要】2012年伦敦奥运会完美地落下了帷幕。随着它的远离，电视媒介开始反思2012年奥运传播中的策略、

方针、情感与效果。笔者认为，奥运会已不仅仅是运动竞技的赛场，它已成为电视新闻报道中永久的亮点。伦敦奥

运会电视传播的镜头、传播的方向、传播的重点已在奥林匹克的精神、文化与教育功能传播上留下了闪光的一

页。夺文以伦敦电视奥运传播为重点，从传播的方式、传播的导向上看奥林匹克电视传播功能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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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电视传播方式是一个塑造、传播、映像、反馈、调整、

再传播的循环过程，它是在自我完善、不断改进、解释沟通中

循序渐进地完成的。2008年我国电视媒介对北京奥运会的转

播工作将电视传播奥运的理念与进程诠释得尽善尽美。然

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电视传播的镜头、传播的方向、传播的

重点再次在奥林匹克的精神、文化与教育功能传播上留下了

闪光的一页。本文且以伦敦电视奥运传播为重点，从传播的

方式、传播的导向上看奥林匹克电视传播功能的张力。

传播重点——永远的奥林匹克教育功能

自从2000多年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健康向上的

体育竞技活动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山现身开始，古代希腊人将

此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奉献给了人类。今天，奥林

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它是人类文

明的遗产和文化的盛会，它的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将永远

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态度，电视传媒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奥

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

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质内容；奥林匹克

运动的主要宗旨是通过体育活动。增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

进世界相互了解和建设一个美好和平的世界。由此，电视媒

介在传播中应走出竞技场而转向教育场。这并非是奥林匹克

精神传播中的华丽转身，而是奥林匹克精神向教育的正常回

归。电视媒介的镜头应锁定具有教育功能的事件、人物和思

想。

多年以来，各届奥运会的电视报道都是重金牌、重运动

成绩，明显地展露出奥运报道的功利心态。报道的内容表面

化，缺乏应有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精神，忽略了奥林匹克

运动的教育功能。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情感、精神才

是体育运动的内涵。奥林匹克运动的外在形式是各种项目的

竞技比赛，但其内核是展示人的运动美，提升人的尊严+教育

一代人。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思想“激励一代人”，就极好

地诠释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功能。当我们看到英国工业革命

的流变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形象的崛起，亲历了实现人的

全面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由此，央视的伦敦开幕式转播

中赋予了大众许多的人文特质．也正是这种人文的视角给奥林

匹克电视报道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点，让电视人挖掘出竞技

比赛背后深层的东西，诠释竞技现象所引发的教育功能。

毫无疑义，奥运选手能成为青少年励志向上的榜样和楷

模，其中奥运的竞技性不容怀疑。奥运赛场便是造就榜样和

楷模的最重要平台，这里能一展选手在奥运比赛中奋勇拼

搏、不断进取、超越自我的精神。因此，在奥运竞赛中有卓越

表现的选手，如孙杨、林丹等一代金牌选手是当之无愧的教

育典范，但刘翔、陈一冰身上所表现出的精神空间同样是元

限的，他们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和克服～切困难的英雄气

概，也是我们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奥林匹克电视传媒的教育

功能应体现在其间。

传播方式——超越金牌、淡化竞技

不可否认．体育比赛非竞争名次不可。否则比赛就会失

去光彩，受众对体育活动也会失去热情。金牌固然值得关注，

但是金牌并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部。过度关注金牌、以金

牌论英雄的做法本身就是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背离的．是对奥

林匹克文化、奥林匹克精神的误读。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人类

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奥林匹克精神对于人的和谐发展的教

育意义，参与、竞争、公正、奋斗、和平与友好的奥林匹克文化

内涵要比赛场金牌的意义深得多、广得多。这一精神文化准

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被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诸

多领域广泛接受，并深入人心。成为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11但多年来，在“金牌至上”的错误观念指导下，我们媒介传递

给受众的一度却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片面的、狭隘的理解．造

成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感觉。

没有获得金牌或名次的奥运选手同样值得尊敬。他们也

在奥运赛场上拼搏过、努力过，他们也是时代的英雄。最值得

一提的是刘翔的三次奥运经历：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一

战成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遗憾地退赛；2012年伦

敦奥运会，刘翔在跨第一个栏的时候出现失误，重重地摔倒

在地，直接退出了比赛。央视的镜头捕捉到刘翔右脚严重受

伤，他本来可以直接退场，但他坚持着单脚跳过了终点线。当

他亲吻着他为之奋斗、努力并带来心身痛苦的栏架时，多少

人潸然泪下：飞人似乎在告别运动生涯。最后，刘翔坐着轮椅

离开了赛场，结束了自己的第三次奥运会之旅。刘翔离赛的

瞬间，电视机前数亿国人一声叹息，一片沉默，因为亿万中国

人太需要这块重量级的奥运金牌了。但是人们很快就从遗憾

中走了出来，曾经给世界创造了神奇的刘翔是中国人民永远

的英雄。引导人们理解意识转变的中央电视台的伦敦奥运会

转播功不可没。

央视在伦敦这样大型综合性运动赛事的报道中，在传播

理念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许多媒介还在不亦乐乎地搜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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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同时．央视的镜头已逐步摒弃了奥林匹克电视传播中盛

行多年的“唯金牌报道”模式，开始注重发掘奥林匹克运动的

深刻内涵，让电视节目中充满了文化元素与人文关怀，让纯

竞技的奥运报道逐步淡出报道的视野。在伦敦奥运会结束后

的调查中得知，人们在追逐金牌增长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由

著名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斌主持的奥运访谈节目《奥运风云

会》，这个栏目每天一期，邀请奥运会冠军和观众进行互动交

流。对奥运赛事进行回顾和总结。据统计，该节目播出期问，

对奥运冠军的采访占节目的2／3，对非奥运冠军的采访占1／3。

在张斌侃侃而谈的引导下，人们在对中国体操男团“劫后余

生”欢呼的同时．也为陈一冰的遗憾给以了深切的赞许。这都

说明我国民众正在慢慢成熟，国家的进步与国民心智的成熟

已在我们的电视传播中彰显出来了。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电视镜头很成功地捕捉到了竞技

运动成功的华美，如阳光小子孙杨的泳池怒吼，硬汉“超级

丹”的夺冠霸气．竞走新秀陈定20公里的开一tk,之旅⋯⋯许多

镜头引导人们从情感出发，去体验、去感受竞技运动的精神

价值；让观众共同感受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竞技精神，但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金牌之外，电视媒体还展示了“超级丹”

的爱情之美，抨击了外媒对泳坛小花叶诗文的质疑，人情化

地报道了羽坛的是是非非，这种淡化金牌的报道与金牌报道

同样感人至深。因此，淡化金牌的传播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内

涵是一致的。作为现代奥运传媒人应该充分认识到，竞技运

动的确带给我们激情和视觉冲击，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激情与

壮丽背后所隐藏的更深远的寓意，那就是在传播中应该尽量

淡化竞技概念，逐步完成从“金牌第一”向“精神至上”的嬗

变．着重塑造奥林匹克的精神形象。

传播导向——传播奥林匹克文化

奥运会既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体育竞技比赛，也是各国进

行文化传播的盛会。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中，奥运电

视传播对国家形象传播的影响巨大。[21萨马兰奇先生曾经说

过：“现代奥林匹克史上最重要的改变，就是电视转播的介

入。它不仅使得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精彩的奥运赛

事．同时它本身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3】伦敦奥运会结

束后．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tk,与体育频道在北京联合主办

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报道主持评论”研讨会。体育频道总监

江和平说：“奥运会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体育竞技的战场，另

一个是文化传播的战场，奥运会总是在进行两种比拼。东道

主借助举办奥运会的机会，推广、宣扬本民族和本地区的文

化．所有参与奥运会的各奥委会成员无不在以体育或者文化

手段、在赛场内外彰显与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两个战

场的说道是如此精辟!由于新媒体传播的双向性和交互性，

传受关系已经发生转变，传者与受众的角色也随时转换，一

个新的双向传播时代已经来临。嗍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点燃圣火的那一刻起，奥

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无时不在强调奥运会的精神与文化

的传播。由此，现代奥运会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了，不

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五环旗下，以竞技为媒体，全方

位地呈现着每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面貌。

每一届奥运会都鲜明地显现出自己的文化核一tl,主题，把奥运

赛场、奥运行动、奥运时段打造成一个展示本国文化、交流异

国文化的平台。请看近20年来历届奥运会的文化主题：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是“科技奥运”，也正是从

那一年起，互联网传播成了奥林匹克传播的新兴技术，成了

奥运传播划时代的标志。2000年悉尼奥运会宣扬的主题是

“绿色奥运”．象征着生命的绿色与人类活动的运动音符——

奥林匹克结合到一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推出“人文奥运”的

主题，将奥林匹克文化发源与发展的进程完美地再现给世

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在世人的瞩目中完美地谢幕。北京

奥运会秉承奥林匹克宗旨，融前三届奥运会主题为一体，推

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举办理念。领先科技传

播、弘扬中华文化、关注自然与精神生态的主题使2008年北

京奥运会成为一届无与伦比的盛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关注

着人类的发展，将“激励一代人”的主题思想牢牢地镌刻在英

伦大地上。伦敦在把奥运会的五环旗交到2016年奥运会举办

城市里约热内卢市长手中的那一瞬间．第31届奥运会就紧锣

密鼓地拉开了序幕。巴西人的申办口号是“里约是世界上最

快乐的城市”，强调奥林匹克是世界的，它的光芒理应照射到

南美的大地。历届奥运会的理念和口号无一不体现着奥林匹

克运动的精神与文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看到了体育的奇迹，看到了北京

的微笑。更重要的是世界还读懂了中国的文化，这些都不仅

仅是金牌所能承载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激励一代人”的人

文理念是协调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发展的和谐关系，使青年

一代在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的激励下健康成长。这个主题贴

切地描述了我们。tl,中向往的人类文明，体现了人类“渴望成

长”的良好愿望。

电视媒体传播奥运．淡化人们的金牌意识，强化了奥林匹

克的精神与文化，让人们认识到一届奥运会的价值不是以金

牌的总数或纪录的创造来认定的，而是体育价值与文化价值

的总和。在我国电视媒体对伦敦奥运会的报道中，已淡化了金

牌的呼吁与算计．全民的关注与运动员的拼搏比比皆是，在整

个赛事的电视传播中充满了人文思想与文化植入。由此可以

说，传播奥林匹克文化是伦敦奥运电视传播的重要导向。

结 语

传播已进入全媒体时代，新媒体彰显着各种优势，移动

媒体异军突起．2012年伦敦奥运传播被认为是第一届“微博

奥运会”。尽管如此，人们长期的观看习惯及电视媒体自身的

不断发展与完善。使电视媒体在与新媒体的角逐中扩大了自

身的优势。随着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远离，电视媒体反思着

2012年奥运传播中的策略、方针、情感与效果。笔者认为，奥

运传播将是电视新闻报道中永久的亮点。奥运会已不仅仅是

运动竞技的赛场，传播的镜头、传播的方向、传播的重点应着

重在奥林匹克的精神、文化与教育功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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