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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伦敦奥运宣传中英国的国家形象传播
Focus Oil British National Image Disseminating in London Olympic Games

Propag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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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欧债危机和欧美经济低速的背景下。在伦敦奥运会中如何塑造英国国家形象是英国面

临的一个难题。文章认为，伦敦奥运宣传片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正面作用，通过各种符号

形象的运用向世界展现7英国富有活力的一面；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对奥运会的舆论起到

积极引导作用，使英国受众对其产生担忧后重拾信·心；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媒体及其工作者需要

帮助受众进行信息疏导；明星符号的使用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大众化、普及化的作用；危机中

的国家形象塑造需要媒体对相关信息进行客观的两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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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to grK)del British national image in London Olympic Games under the backgrotlnd

of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and economic downturn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ifficult

problem．The thesis considers the London Olympic propagating video．showing British vibrant

side 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way Of using a variety of symbolic h'lages．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modeling national image．The mass media．through the press。has played fl part in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s of the Olympic Games。making British audiences restore confidence after wor-

r虮ng．As for national image building。the mass media and its workers should help audiences ease

information．Thc using of star symbols can popularize national image shaping．The image build—

ing of nations which arein crisis need the ITlaSS media to objectively spread both sides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Key won凼：economic downturn；London Olympic games；national image；news communication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类体

育盛会，是许多体育爱好者的节日。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地

球村”的进一步形成以及奥运会自身的日趋成熟，其吸引的目

光早已不再限于体育爱好者，而是几乎成为了全世界有着积极

生活态度的民众共同的焦点。2005年，伦敦成功申请第30届

夏季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幕落下之后，奥运的火炬与

旗帜递交到了伦敦市长的手中．从那一刻起，伦敦奥运会实际

上已经敲响了倒计时的钟声。此次盛会将在2012年7月27日

至8月12日举办。

不论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体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

角度观照，奥运会都早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盛会。奥运会的影

响力和魅力也早以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人们透过奥运会，看到

的早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更多地将这样的盛会与

举办国的国家形象联系在了一起。本文试以伦敦奥运会的一

系列宣传丁作为切入点，分析，研究其奥运宣传在国家形象塑

造中所起到的作用。

l英国国家形象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I国家形象的概念与重要性

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

中其它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也是指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

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1一国家形象

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从这一方面

体现该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因此，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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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的国家形象。在地球村已经形成的今

天，那些世界性的盛事都被各国视为塑造和树立国家形象的最

佳时机。奥运会自然就为主办国提供r这样一个展示国家形

象的舞台。

1．2伦敦奥运会成为英国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机遇

此次伦敦奥运会的举办恰好正处在2007年开始的新一轮

欧美经济低迷和欧债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因此这对于伦敦以及

全英国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

国以及美国在经济上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自然处在了漩涡的

中心。英国经济2012年上半年将为负增长，或面f临“二次衰

退”。而2012年英国就业市场将面临数十年来最糟境地，失业

人数将升至285万人，失业率预计高达8．8％。旧。此时筹办奥运

会对于英国来说，风险激增。如果在经济不景气的阴云下。伦

敦奥运会不能成功举拈，必将对英国的国家形象造成重大的不

利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对伦敦奥运会甚至英国大赛组织能力的质

疑之声便在各类媒体上层出不穷，并且时时有负面信息爆出，

伦敦奥运会筹备资金缩水．预算大幅下降。然而，笔者认为，从

另一方面来看．奥运会的举办对于伦敦和英国来说又是一次难

得的机遇。伦敦奥运会给了英国向世界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

与可能。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伦敦奥运会的相关宣传与新闻

报道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积极有效的宣传与新闻报道不仅

可以为伦敦奥运会增添信心．吸引更多的关注，而且对英圉整

体的国家形象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奥运宣传片对英国国家形象的正面展示

2．1 大众传媒媒介担负起塑造国家形象的重任

从2005年申请举办第i十届奥运会开始，英国伦敦陆续

推出了一系列的宣传片。这些宣传片的内容对于英国国家形

象以及奥运形象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传播学者认为，

影响媒介接触模式的主要因素有i：一是受众对内容感兴趣的

程度。即他(或她)感到这一内容与自己的利害相关；二是他(或

她)对于这些内容中的议题的不确定程度；三是确定提供相关

信息的nr靠信源的费力程度。【3j换言之。在各类宣传活动中．媒

体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此次伦敦奥组委拍摄、制作的宣传片

正是通过发达的全球性大众媒体、网络平台走近了受众身边

的。

大众媒介对一系列议题的有选择的强调．与受众对于议题

相对重要性等级的看法形成之间，有着某种圜果联系。这种影

响在性质上不明确．但很明显，它涉及时间因素的作用。媒介

必须先完成自己的邪部分工作，对受众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后产

生。Hj换言之，在现今媒介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大众传播媒介有

责任、有必要引导受众的视线。尤其在涉及国家形象的情况

下，媒体更是有责任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积极的方面，让人们更

多地看到国家形象中健康发展、蓬勃向上的图景。从这一角度

出发，英围希望全球的受众看到什么，希望向人们展示怎样的

伦敦和怎样的英国，就成为伦敦奥运会宣传片首先应当考虑的

问题。同时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一系列的官传片又不同于

普通的国家形象宣传．必须考虑到体育元素的运用与展现。由

于体育运动，尤其是奥运会所拥有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特

点，那么传统的、以慢节奏展现国家、城市形象的宣传片显然不

符合要求。而融入勇于拼搏，积极进取的元素理应成为合适的

选择。

2．2奥运宣传片选取最具特色的英国形象元素

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非尔德早在上世纪中期的研究中就

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在对事物采取接受行为时，具有一种天然

的同有印象。人们更多愿意选择接收那些与自身印象相符或

是相近的内容，而这部分内容的传播也更容易打动、吸引受众，

并且得到受众的认可。从这一方面来看．伦敦奥运宣传片所选

取的内容正好符合了人们对英国的印象以及对伦敦的期待。

谈及英国，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除了“绅士”这样较为抽象

的概念之外，还有很多具象的入和事物．这些内容都在伦敦奥

运会的一系列宣传片中有所展现。在伦敦奥组委推出的一系

列宣传片中，有一个是以一名跑步的女子为线索贯穿全片的。

笔者反复观看了这部宣传片，并且大致留意了一下出现在其中

的各类形象。就人物而盲，较有代表性的分别是莎士比亚和贝

克汉姆。片中的莎士比亚以电影《莎翁情史》中的形象出现，而

贝克汉姆则出觋在一家很具英国特色的现代咖啡馆中。这两

个人物分别代表了传统的英国文学与现代的英国体育，既含有

文化的意义(莎士比亚为符号)，又切合了奥运会的运动主题

(贝克汉姆为符号)。同时．笔者发现，片中出现了多位具有国

际影响的英国电影明星，他们为世界所熟知并且拥有较为广泛

的受众基础。明星的使用也是为奥运主体服务的，因此不论是

电影演员，还是流行歌手，他们都以参与某项体育运动的形象

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明星中没有曾经获得金球奖最佳男

演员的好莱坞明星休·格兰特。从人气的角度来说，休-格兰

特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的“粉丝”，从国际化的角度出发，休

·格兰特既可以代表英国本土演员，又可以作为好莱坞男星的

代表。然而，笔者分析，伦敦奥组委没有将休·格兰特的形象

加入到宣传片中，町能是因为在此前不久，其接连爆出丑闻。甚

而由于嫖妓被美国警方拘捕。由此可知，休·格兰特的形象出

现在宣传片中是不合适的，其让人联想到的负面信息不利于伦

敦奥运会健康形象的塑造，也不利于英国困家形象的正面传

播。由此可见。在试图表达积极形象传播的时候，对某些可能

引起副作用或反作用的内容的舍弃与回避是很重要的一个环

节。

除了人物这种最为鲜活的形象符号之外，出现在宣传片中

的形象还包括：红色大巴(这一形象往往是英国电影中的重要

街头符号之一)、足球(此形象与体育的主题直接相关，并且英

国是现代足球运动的发源地)、大笨钟与城堡(这是最具标志性

的英目建筑，早已为世人所熟知)等。当然．即便是选择一些极

具英国特色、伦敦风格的符号，其在具体的展现方式上，还是要

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做法的。同样出于为奥运主题的考虑，

这些场景、道具在宣传片中都成为了某项体育运动的场地或器

具。例如宣传片中出现了黑色直杆雨伞，这同样是世人所熟知

的符号形象，但是不论是黑色，还是雨伞，往往让人联想到英国

连绵的阴雨天以及随之而来的压抑心情，这是与奥运会所倡导

和固有的阳光形象所不相符合的。于是，伦敦奥组会对黑色雨

伞这一符号形象做出了特别处理，使其不再是遮雨的工具，转

而成为了传统英国绅士们击剑的工具。这样的巧妙设计与符

号运用，既让观众感受到了英国的传统绅士风度，又再一次与

体育的元素紧密相联。

由此町见，不论是人物还是建筑等其他道具，伦敦奥运会

宣传片所采用的符号形象都起到r积极的作用，突出了奥运、

体育的主题，又展现了传统丽义现代、多丽而又阳光的英国。可

谓一举两得。

3引导比封堵更有利于国家形象的舆论塑造

3．1经济低迷使伦敦奥运前景令人担忧

伦敦奥运会的举办正逢美欧各国处在经济低迷期之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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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如此重大的体育赛事，其筹备又跨越几年的时间。因此，在这

一过程中难免遭遇困难。这些困难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

类是筹办过程中客观原因造成的，例如由于经济不景气引起的

预算资金缩水；另一类是人们在主观上对英国筹备能力的质疑

与不信任。不论是客观原因引起的困境，还是主观上的消极情

绪，都会对赛事的筹备和举行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让人们对

伦敦、乃至英国在大型赛事方面的组织能力产生质疑。尤其现

在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登录网络就

会被各类信息包围其中，时常难以分辨真伪。在泥沙俱下、纷

繁复杂的各类报道、信息中，那些对于国家形象不利的信息又

尤为扎眼。

3．2奥运宣传期间的舆论引导重予信息封堵

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必须展现出自身良好的媒介素养。帮

助受众在信息中识别真伪与善恶。(对于信息“过多”的担心有

时倒也是未必的)人们从小就在不断地学习如何在书店或图书

馆里进行选择，这种能力已经跟随着我们的长大而潜移默化

了。所谓“过多”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实际上是“过少”。

是我们选择的技术欠佳。[53学界、新闻媒体和普通受众，都已经

认识至k在互联网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封堵”早已不是阻止

不良信息的有效手段，“引流”才是更具成效的手段。伦敦奥运

会恰逢世界经济低迷和英国经济形势不景气的背景之下举办，

这是客观事实，人所共知。因此，在筹备奥运会的过程之中出

现各类问题与困难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英国方面能

够诚实、坦然地告诉世界自己所遭遇的困难，并且展现出迎难

而上、克服困难的决心与勇气。进而制定出合理的应对计划并

认真加以实施，那么不但会引得人们的尊重，而且也会使谣言

不攻自破。让人们打消不必要的疑虑。反之，试图通过隐瞒真

相的方式换取人们的信任，只能是饮鸩止渴。

在漫长的奥运会宣传过程中．新闻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引

导作用，一方面让人们正确认识客观因素所引起的困难，另一

方面在主观上消除人们的担忧。由于人们对奥运会筹办工作

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媒体的报道，因而大众传媒就应该责无旁

贷地负起相应的责任，协助奥运会的组织者一起，共同打造出

一个健康、积极、热情的伦敦乃至英国形象。将全面、真实、客

观的信息展示在受众面前，让受众自己通过慢慢积累起来的信

息辨识能力加以分析、判断，才是保证奥运会舆论环境和谐、健

康，同时又使得英国国家形象充满激情、活力的最佳选择。

4使用明星符号对国家形象进行世俗传播

4．1体育明星成为奥运期闯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世俗化元素

体育舆论的世俗化表现在体育人物尤其是体育明星，已在

舆论的客体巾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媒介往往以专业的方式

打造着一条条明星生产线。[6]在现代体育文化、奥运文化的传

播中。明星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通过观察现实生活可以发

现，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上了某一位体育明星进而喜爱上其所

从事的体育项目。

对于其他国家的受众来说，对该固明星的了解又是对于其

国家形象最为直观的感受形式之一。例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

上，中国运动员刘翔一举夺魁，使很多人开始熟悉110米跨栏。

在此之前．因为中国运动员在田径方面的成绩一直不甚理想，

因此中国的受众对于田径项目相对陌生。在全世界体育迷的

眼中，中国也似乎一直是只擅长小球(乒乓球、羽毛球)以及跳

水、体操项目。然而正是由于刘翔的110米跨栏夺冠使人们开

始关注田径、喜爱田径，进而使世人对中国田径水平的信心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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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2明星元素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积极展现与合理运用

体育明星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健康、阳光的。人们喜爱

体育明星，除了因为其健康强壮阳光的容貌这样的外在因素

外，更多地源自对其努力拼搏这种内在魅力的认可。因此，大

众传播媒体在对体育明星进行包装、宣传的时候，应当把更多

的笔墨放在其奋斗拼搏的精神的一面，而不能仅仅将其塑造为

一个时尚偶像。作为此次伦敦奥运会形象代表之一的贝克汉

姆，其形象的打造就是一个较为成功案例。贝克汉姆作为英国

的足球明星，最初引起人们关注以及喜爱的重要原因就是其拥

有一副极为帅气的脸庞。然而，正是因为这份帅气，也使得不

少人对其产生了外表大于实力的质疑。如果在此次伦敦奥运

会的宣传过程中，贝克汉姆仍然给人留下“奶油小生”的印象，

那么就与奥运精神相去甚远，也不利于英国活力、健康形象的

塑造。于是．人们发现，贝克汉姆在伦敦奥运会的一些列宣传

活动中，基本放弃了对于其外在偶像形象的包装(例如。贝克汉

姆剃掉了给人留下深刻的一头金色长发)，转而使其显得更加

具有一般体育运动员的气质(贝克汉姆身着运动服或埋头跑步

或认真参加训练)，这样就让受众对其产生了全新的印象：刻

苦、努力。就像是千千万万个普通运动员一样。这种印象叉会

反过来使人们觉得所有努力拼搏的运动员都像贝克汉姆～样

帅气、有魅力。奥运宣传的过程中，对于明星元素的使用。～方

面可以满足受众“追星”的心理需要，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

于，还必须满足受众对于奥运、对于体育本身关注、喜爱的心

理。

明星元素的应用是为奥运宣传、国家形象塑造的整体服务

的，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明星符号就必须是健康、向上的。反观

国内一些运动员，在取得成绩、赢得受众的认可之后，过多地参

与到了商业活动、娱乐行业之中，其时尚偶像的形象甚至已经

超过了体育形象，那么这类明星符号在奥运会之类的体育赛事

宣传中就要谨慎、少量使用。否则。喧宾夺主式的形象宣传反

而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负面效果。

5诚实、客观、平衡是最好的传播方式

5．1奥运期间的信息两面报道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如果受众原本就倾向于接受传播者的观点，那么只讲～面

就比两血都讲更好，囡为这时对受众而言，一面之词等于投其

所好，进一步巩固了受众的预存认识。如果受众原本就倾向于

反对传播者的观点，说两面之词进行平衡报道效果较好。传播

者在传播具体内容时需耍进行鉴别，如果被批评的事明显违反

了社会公德，可以进行倾向性报道。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或无法进行明显鉴别时，则应该将两方面的观点均衡报道。[7]

此次伦敦奥运会的相关宣传以及新闻报道过程中，存在着明显

的需要两方面观点加以平衡处理之处。从伦敦奥组委以及全

球奥运工作者、支持者的角度出发，对于奥运会的筹备过程进

行积极、正面的报道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对于其他受众而言．

整个筹备过程中}l；现一些不利因素或是消极负面的情况则是

预料之中的，如果宣传方、报道者刻意避讳这方面的信息，显然

会给人以虚假之感，反而对于宣传对象的形象塑造不利，并且

可能会使人们对于英国的诚信形象画上问号。

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受众往往会

扶网络上寻找传统媒体不予报道的内容，以此作为一种信息补

偿。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传统媒体或是官方媒体所回避掉的负

面消息一旦在网络世界中加以曝光，哪怕原本只是很微小的一

个缺点也会在网络上被无限放大，而令当事者措手不及、难以

辩解。 (下转第57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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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相得易彰。使明星品牌的生命力得以延长，产品品牌形象不

断深化。

4。3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体育明星广告的良性运行机射

运动员是国家的财富，他们的各种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就更

应该被充分挖掘，否则也是一种“国有资产”的流失。开发运动

员的商业价值既有利于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也有利于增强竞

技体育自身的造m功能，减轻国家负担。目前，运动员商业开

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运动员的

商业开发行为。2001年颁布的《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国家队运动员广告

收益的分配比例：“原则上运动员个人50％、教练员和其他有功

人员15％、单项体育协会15％、原输送单位20％的比例分配”。

但总的看来，在体育明星广告收入分配方面。尚没有一个通用

的、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法规．在体育明星的开发上，也缺乏一

个高效的运行机制。同时，由于我国长期未对体育明星人物的

广告代言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因而无法依照相关法律来治理一

些不合理的行为，如合同中欺诈行为、虚假广告等等。因此，有

关体育明星广告的法制建设变得非常重要，已是刻不容缓。

4．4提高体育明星广告的制作质量

大卫·舆格威认为“广告唯一正当的功能就是销售——不

是娱乐大众，也不是运用你的原始创力或美学天赋给人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广告的核心内容即销售，因而一切广告手段+表

现形态、所负载的广告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具备了功利性与工具

性色彩。体育明星作为广告代言，固然是有其优势存在的，但

如果认为有了明星就万事大吉。不注意挖掘明星与产品的内在

联系，不对广告进行精细的设计，自然难以吸引人，感染人。所

以．广告制作还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多下工夫，提升广告质量，制

作出高品质、充满美感、富有内涵的体育明星广告。

4．5弘扬正确的价值观

广告表面是在推销某种产品，实际上是文化的传播，通过

符号的建构和传输，向大众传播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面

对广告．人们表面上享有属于自己的解读权，实际上，在自认为

“破译”了信息编码的同时，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创造权。人们所

经历的，只是一个被动领会而菲创造性解读的过程。体育明星

广告使产品和激烈盛大的体育比赛联系在一起，丰富了人们的

想象，拓展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形成明星效应和明星崇拜。在

欣赏体育明星广告时，人们的思维向着两个相逆的方向发散，

一是联想起明星们训练的艰辛，远大的理想、成功所付出的汗

水．成功后的鲜花和掌声以及高品质的生活。建立起奋斗和享

受不可分的理念，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二是激发和强

化了人们广告消费增值量上的无限欲望，崇拜享乐，对成名、成

功急于求成，使受众生活在超现实而不是现实之中，一砦深层

的、本质的东西不断消亡，只剩下一些表层的、无深度的东

西。口]阂此，体育明星广告在引导消费的同时，更需要对社会价

值体系的构建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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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于负西信息的积极应对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努力走出阴霾，了解到这个传统的绅士国度富有活力的一面。

面对无孔不入的阀络媒介，宣传者有必要将主动权或是问

题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一方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

的宣传报道t作就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北京奥运会开幕之

前我国恰逢汶川大地震，天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幸，同时也

给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带来了诸多质疑，全世界都对我国能否在

灾难之后重拾信心、办好奥运划了问号。另外，北京奥运会在

筹备过程，尤其是火炬传递的过程中遭遇到了一些国外反华分

子的阻挠和干扰，在法国传递期问甚至出现了抢夺火炬的恶劣

行径。而我国媒体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避讳这类事件，而是以

积极的态度、客观的角度将相关的信息传播给全世界的受众。

当人们在充分了解了事件的全面情况之后，那些质疑的声音便

自然消解。

结合伦敦奥组委推出的一系列宣传片以及奥运会前期筹

备过程中的新闻报道来看．此次伦敦奥运会的宣传T作较为成

功。尤其是在经济低迷的时代背景下，让体育爱好者们对此次

盛会依然充满了期待。也让全世界从一个健康积极，勇敢向上

的角度更清晰地认识了英国的整体国家形象。通过奥运会的

宣传工作，人们了解到经济不景气的英国正在以奥运会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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