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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美国 回顾北京 遥望伦敦

——媒体政治建构奥运神话的宏观作用机制
黄  璐

摘  要：以新闻议程设置（时间轴）和整体宣传战略（空间轴）两大基础传播理论体系

为研究线索，总结与反思北京奥运会期间中美两国公共舆论战略的经验得失，揭示媒体政治建

构奥运神话的宏观作用机制。建议我国提升媒体政治理论指导体育实践的能力，加大体育新媒

体建设与营销力度，重视与边缘传播者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网络评论代理人的培训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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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through USA, Reviewing Beijing, and Looking Forward to London

------Macro-Mechanism of Media Politics Creating an Olympic Myth

HUANG L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 basic dissemination theory systems of news agenda setting (timeline) and

overall promotion strategy (space axis), the paper sums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public opinion strategy in

China and the USA during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reveals the fact of macro-mechanism of media

politics creating Olympic myth. It suggests enhancing the capability of media politics theory in guiding

sports pratice, promoting sports new media construction and marketing, paying attention to communica-

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edge communicato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of web review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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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成为过去，伦敦奥运会即将来临。在这过

去时与进行时的辩证联系中，如何尽快总结北京奥运会媒体

发展的经验得失，建构伦敦奥运会媒体政治路线图计划，成

为中国后奥运进程理论与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奥运媒体政

治即奥运媒体的政治化，媒体与政治的共谋成为一种不可扭

转的社会趋势，政治借助媒体表达自身欲望和达成既定目标，

政治愈发媒体化，媒体愈发政治化。4年一周期的奥运盛会，

看似漫长、实则短暂。发达国家“未雨绸缪、提前准备”的

行动态度给予我们借鉴、启示与反思，美国NBC电视网提前

8 年绘制北京奥运会媒体政治营销版图，比2001 年北京获

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间还早，在这个中长期媒体政治奥运

营销战略版图中，NBC一直在根据自己的壮志雄心调整战略

计划，如在2005年 NBC 向国际奥委会申诉，成功将北京奥

运会游泳和体操决赛移至北京时间上午举行，相对应美国时

间的晚上，正是电视收视的黄金时间，并获游泳天才菲尔普

斯的明确支持[1]。中国体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没有理由弱视

与怠慢，亦需致力发展跟进，占据有利的理论位置，促进中

国奥运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1    盘点美国篇

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崩塌，使福山的《历

史的终结》毫无争议的搬上历史舞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后发赶超，让资本政体重新思考德里达有关马克思主

义“幽灵们”的未来论辩所蕴涵的真正涵义。全球高度聚

集奥运事件使金牌的象征价值和国家代言人身份迅速升值，

再现冷战后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弈，这里不见共产主义阵营苏

联的踪影，遍地浮起后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崛起的雄

姿。中国和美国可以（而且也会）将它们在北京奥运会上

取得的成绩看作是对其迥异的政治制度的肯定[2]，植根东西

方冲突与合作语境下的中国和美国亦独具象征比较意义。

从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的现代崛起，到亨廷顿《文

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未来将形成八大文明鼎

立的世界格局，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力量的重要部分。相比之

下，美国正经历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金融体制

和国家信心面临极大挑战。北京奥运会为美国重塑世界霸主

形象和重振民心提供了话语契机，金牌争夺亦成为美国奥运

版图的核心区域。美国在北京奥运会金牌争夺中失去了昔日

的辉煌，沦落到倚靠银牌和铜牌数量支撑局面的地步，金牌

传统和壮志雄心受到消解与戏谑，以致MS NBC发出无奈的

呐喊，“中国的时代到来了！[3]”美国亟需做的是重操旧业，

发动媒体攻势，借助其上世纪建构且日趋稳定的信息霸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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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界的媒体力量）改变世界格局。

大众媒介制造认同、塑造观念和改变生活。美国早在

二战时便成功运用媒体力量改变世界格局，回眸电影历史片

段，希特勒感叹并抱怨如果他能统治好莱坞的宣传资源，

便能制造认同并横扫整个世界[4]。“利用媒体制造认同并非

新的艺术，它历史悠久，且比任何经济权力的转移都具有

无限的重要性。制造认同将改变每一个政治策划并改变每一

个政治预设。[ 5 ] ”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宣传对峙、海湾战

争、科索沃战争、“9·1 1 ”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北京奥运会等全球重大事件上，均能充分体现美

国媒体攻势/优势对于改变事件结果预设的影响，这同时是

美国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式公共外交是

“由政府资助以影响他国舆论的项目，包括出版、广播、

电视、电影和文化交流[ 6 ]”，具体表现在国际新闻议程设

置与政治正确、公关公司的共谋、“战略影响办公室”等

官方政治宣传机构的建立、好莱坞全球战略与国家意识形态

机器等诸多维面，主要功能是向他国输出美国式（被定义

的或被改写的）信息和观念，进而影响他国的公共舆论和

政治决策。

在美国媒体展开的奥运政治营销行动中，传播理论提供

的分析、指导、决策实践的作用不容忽视，而作为基础性的

两大传播理论体系——“新闻议程设置”和“整体宣传战略”

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大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历经考验，与

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共风雨同成长，发展至今的实践应

用已渐入佳境、炉火纯青。在理论建构方面，它负责阐释媒

体政治事件的时间轴和空间轴及二者交叉作用的规律；在实

践进程方面，它独具便利的可操作性为媒体贯彻实施政治意

愿提供了条件。美国不会放弃利用奥运会建构美国式神话的

契机，议程包括塑造强大的国家形象、表达优越的国家身份、

创造共同的社区记忆、发挥美国式爱国想象[ 7 ]，精心策划

美国式奥运媒体政治事件，在北京奥运会时间轴上步步为

营、环环相扣的设置新闻议程（如图 1 所示），对内对外

塑造强大的美国认知形象。

在北京奥运会空间轴上，整体宣传战略被置于指导实践

的显要位置。“宣传必须是整体性的。宣传者必须以一切可能

的技术手段，包括报纸、电台、电视、招贴画、会议和上门

劝说⋯⋯每一种媒体都有它独特的穿透力。一种媒体的效果

有限，就要用多种媒体来相互支持。宣传力图以一切途径包

围人的情感与意识，通过他的意识和潜意识，影响他的意志、

需要和行动[ 8 ]。”在奥运竞技最为核心的金牌争夺问题上，

不仅要有正式的官方发言，商业媒体的新闻报道，娱乐媒体

的时评跟进，还要有空间、博客等自媒体的映衬互动，最后

汇聚成一股所向披靡的金牌认知观念力量（见表1），席卷之

处、无不认同。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对弈的历史

记忆碎片中，作为政治代理和媒体营销工具的体育运动

（Physical Education & Sport）为意识形态冲突与军事竞赛

架起了桥梁，美国开展积极有效的整体宣传战略与体育政治

营销活动，间接致使苏维埃阵营分裂的风险上升[9、10]。时

至今日，整体宣传战略中的各局部已形成内在的高度默契，

安分扮演应当出现的角色，完成体系流程中属于自己的工作

份额，塑造一种制造认同的整体——局部宣传观念，编织与

维护日不落美国的奥运传奇与神话传统。

图 1  美国媒体政治建构美国式奥运神话的议程设置框架

Figure 1  Agenda-Setting Framework of the US Media Poli-
tics Creating American Style Olympic Myth

表 1   美国媒体政治建构奥运奖牌神话的整体宣传

发布媒体和媒体性质

《华盛顿邮报》；

美国政治性报业集团

《纽约时报》网站；

政治性新闻网站博客

ESPN；

商业化体育娱乐专业媒

体集团

雅虎全球网站；

商业传媒集团网络博客

发布人、身份和评论性质

Amy Shipley

记者、政治性

Jeff Z. Klein

个人、自由式

Anthony Tao

记者、国家意识形态化

Chris Chase

个人、自由式

  具有代表性的话语呈现

美国以110 枚奖牌雄居本届奥

运会奖牌榜首位，是自参加奥

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中国收

获100 枚奖牌，比上届多出

36枚。[11]

美联社采用奖牌数排名的做法

体现了对那些获得银牌和铜牌

运动员的尊敬。[12]

一个国家英雄的奥运之旅结束

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一个国家

的希望和梦想。这并非夸张，

刘翔就是北京2008。[13]

中国在主观评分类项目中获得

2 7 枚金牌，美国仅获 4 枚。

中国真正的金/ 银 / 铜 / 奖牌

数分别为24/17/14/55，美

国分别为32/31/27/80。[14]

  角色扮演

美国式新闻报道和

美国主流价值观

政治性新闻网站的

有限自由评论

精英运动员的负面

报道和贬损嘲讽

国家意识形态化的

草根话语

     隐喻

美国奥运金牌匮乏，

却仍是奥运竞技霸

主。

体现人文关怀，按

奖牌排名，美国团

体第一。

刘翔卫冕失败，

象征中国奥运竞技

的失败。

中国借助裁判优势

排名奥运金牌榜首

位。

Table Ⅰ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US Media Politics Creating Olympic Medal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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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顾北京篇

回顾北京奥运会国际媒体的宏观评论，无论在开幕式、

竞技成绩、赛事组织、投资效益等方面，均给予了较高评

价，甚至一向刻薄挑剔的西方媒体亦偏向整体中立和局部否

定的评论状态，话语表征即“在这里，留下的是骄傲，和

值得未来奥运主办国借鉴的令人惊讶的物有所值的支出方

案。不管你是否同意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政治理念，没有人

可以否认这是一届完美的奥运会。恭喜你，北京！[15]”与

此同时，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呈现的中国改革开放30 年伟大

功绩和中华文化的厚重及复兴趋势，让外表虔诚与彬彬有礼

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不安和身份失落，英国前首相

Tony Blair 为此感叹到：“几个世纪以来，大国均在西方，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和20世纪的美国。现在我们将不得

不接受一个和远东分享权利的世界。[16]”这种植根国家维面

的不安和失落感直接诱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

的强烈的嫉妒情绪，话语表征即“中国的金牌数达到51枚，

世界用嫉妒的眼光看中国。[17]”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尤为感

同身受，更多的象征意义禀赋其中：中西比较论、资本政体

与社会政体孰优孰劣、中国的后现代崛起与世界超级帝国的

衰落、国际力量格局重建⋯⋯

相比于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更具有

信息传播的空间张力。西方发达国家鉴于发展中国家网络管

理滞后状况，谋划发动网络舆论攻势，干扰、影响甚至制造

他国奥运公共舆论环境，进而改变他国民众的奥运认知、国

家认同和后奥运政策设计。美国有组织、有目的、有选择地

制造北京奥运会国际媒体政治事件，形成一个影响中国金牌

认知的新闻议程设置框架（如图2所示），目标明确、意图明

显。即夸大宣传诸如刘翔退赛、开幕式假唱等负面公共事件，

形成再现的、改造的、扭曲的美国媒体政治语境中的中国奥

运公共事件。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权、唯金牌论、西藏民族

冲突等问题上捏造相关事实，使北京奥运周期遍布媒体政治

陷阱，借此否定中国奥运取得的辉煌业绩，影响中国的公共

舆论环境，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奥运时间轴上，美国针对中国制造媒体政治事件的议

程设置内容及意图可描述为：奥运会前期，极力打造中国

人权和西藏问题，将中国捏造为一个没有人权和民族自由的

集权专政帝国；奥运赛程前阶段，夸张报道开幕式假唱事

件和何可欣年龄争议事件，将中国塑造为一个臭名昭著的、

全民造假的全球加工厂形象；奥运赛程中间阶段，过度曲

解刘翔退赛事件的文化象征意义，将中国描述为一个遇事退

缩的、萎靡不振的、关键时刻顶不住的东亚懦夫；奥运赛程

后阶段，极力鼓吹奖牌数排名法的重要意义，闭口不谈金牌

榜问题，降低中国奥运竞技取得历史性伟大业绩的民众认知

度。奥运会后期，奋力渲染中国实施举国金牌战略，创设

中国唯金牌是论的全民抵制氛围。

在奥运空间轴上，美国针对中国奥运竞技全方位的优异

表现及具体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

网络评论等一切可以控制和调动的媒体力量，变换各种话语

者主体身份，付诸实施了妖魔化北京奥运会的整体宣传战略，

全方位、多层次、多角色的实施美国式观念灌输。有如一场

别开生面的拍卖会，有义正词严的推销员，有关键时刻举牌

竞拍的托儿，有煞有介事敲边鼓造势的看客。在无处躲避的

全方位的强大媒体攻势面前，受众无暇做出理性的信息真伪

判断与必要的思考，沉迷在媒体政治营造的海量信息沼泽中，

历经时日，便蜕化为视觉记忆片断，形成一种真实发生事件

的认知仿像，而奥运信息传达的认知框架恰恰是历经美国媒

体政治筛选加工的赝品。

植根中美两国网络媒体政治对弈格局考察，中国历史性

的登基金牌榜首的辉煌成绩却不被民众认可，甚至刻意树为社

会批判的标靶。按常理而言，中国获金牌第一理应被民众认知

为体育强国，付诸4年的奥运竞技工作竟未达到预期效果，事

实却反向发展，隐藏其中的作用机制亟待引起重视。

3    遥望伦敦篇

3.1  提升媒体政治理论指导体育实践的能力

媒体政治实践常被视为一种国家政治诉求在大众媒体传

播领域中的反应、再现与建构过程，奥运会媒体政治实践是

一个跨领域交叉和多元价值并存的专业化社会系统，与政治

形态、社会问题、文化背景、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体现为奥运

会、媒体与政治三维价值建构间的空前联系、交融与活跃性。

明确伦敦奥运会中国媒体政治的评论立场和话语阵营，树立

信心与美国媒体政治竞争国际舆论市场（必然由美中两大国

家集团争夺奥运积分榜），积极寻求发展中国家或东亚国家或

金砖四国等拥有共同身份立场的国家阵营的媒体舆论支持。

尤其要正面地、积极地对待东道主英国的奥运报道，在奥运

会媒体政治传播领域建立两国友好互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基于历届奥运会东道主拥有得天独厚的媒体政治传播国际影

响力的考虑，良好关系的建立能帮助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关

注与赞誉，对奥运会和奥林匹克主义的支持亦是一种强有力

的行动表示。相比于美国、法国、德国等坚定“中国威胁论”

立场的发达国家，中国拥有与英国持续多年良好发展的友好

关系及两国社会各领域战略合作基础，以及北京奥运会运作

管理资源给予伦敦奥运会的支持，英国在北京奥运会国际舆

论战中声援中国的媒体行动及表现出“可信赖的朋友”的立

场亦可说明，选择与伦敦奥运会东道主结盟是可以实现的。

3.2  加大体育新媒体建设与营销力度

新媒体（New Media）理论与实践极具产业前景，体

育专业领域积极跟进，在体育媒体研究和体育学跨学科交叉

研究领域得以广泛使用，学者们对新媒体概念内涵的把握不

尽相同，随着新技术（New Technology，主要包括卫星、

无线电、互联网技术等）的更新与发展，新媒体概念内涵也

在不断发生改变。一般而言，新媒体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媒体

提出的，传统媒体或旧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广告等，网络媒体是体育新媒体实践的核心领域[22]，此外

图 2  美国针对中国制造奥运媒体政治事件的议程设置框架

Figure 2  Agenda-Setting Framework of the US Creating Olym-
pic Media Politics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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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多媒体通信、手机上网、掌上电脑、3G 通信等范

畴[ 2 3、24 ]，亦视为在更广泛领域的体育媒体实践进程。体

育新媒体实践带来了新的社会变化与理论问题，譬如对运

动员肖像权的影响[ 2 5 ]，对建构全球体育文化的影响[ 2 6 ]，

对足球运动发展的影响[27]，对体育社会学提出的挑战[28]

等。相比于发达国家日渐成熟的体育新媒体技术、政策设

计、运行体系与舆论战略，发展中国家尚处自由放任的缓

慢发展状态，存在诸多舆论安全隐患和信息真空地带，是

发达国家舆论殖民的主要路径。体育新媒体建设是一个复

杂多元且动态发展的体育传播实践过程，包括媒体技术、

制度设计、实践者（体育专业人员、资深网民、黑客

等）、虚拟社会关系网络、公共伦理等多维建构领域，需

要体育机构牵头组织，各方力量协调配合的舆论系统工

程。围绕奥运会展开的新媒体政治实践活动将成为一个艰

难、繁杂且竞争白热化的意识形态建构领域，欲在国内和

国际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仅凭借体育官方发言是远远不

够的，需要现有体育舆论体制创新的配合，重视发展体育

新媒体传播领域，加大体育新媒体建设与营销力度。可以

断言，伦敦奥运会新媒体政治实践及国际竞争将更为激

烈，中国亦面临新的舆论形势与挑战。

3.3  重视与边缘传播者的交流与合作

边缘传播者是相对于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传播路

径提出的概念，具有两层涵义，一指伴随新媒体的崛起产

生的新的信息传播群体，二指在传统传播路径中非主流的、

弱势的、边缘的信息传播群体。边缘传播者的角色扮演及

可能带来的战略性影响并未引起当下中国传媒体制的足够重

视，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分众传播实践的稳步推进，边

缘传播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体制亟待重新审视与

边缘传播者群体的关系，加强交流与合作，赋予必要的肯

定、支持与荣誉。

在北京奥运会前期，美国媒体无视事实根据，刻意制

造西藏民族迫害问题，在国际上给中国形象带来了恶劣影

响。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毅然发动网络回应，譬如建立反

CNN 中国不实言论网站（ANTI-CNN.COM）等行动，运

用所学知识和抱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摆事实、讲道理，

有力挫伤了美国媒体政治的嚣张气焰，“做人不能太

CNN！”一时成为中华大地的流行语，致使 CNN 等传媒巨

头面对国内国际舆论压力公开澄清不实报道问题，间接导致

美国媒体政治实施诋毁北京奥运会舆论战略转向，由肆无忌

惮的直接攻击调整为有组织有目标的间接游说。类似中国海

外留学生群体的边缘传播者尚有许多，譬如城市漫步者、

业余体育爱好者、体育中小学教师、体育研究生等，他们

中的部分人积极投入或间接卷入北京奥运会媒体政治舆论战

中。在博客与空间上，在虚拟社区上，在 Q Q、M S N 等

即时网络通讯上，他们抱以对体育的激情和对国家的信仰，

一直在做一些看似单调无聊（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想法），

实则是维护客观事实和言论正义的大事情。

可以预见在伦敦奥运会问题上，随着世界对中国的进一

步了解，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将

力避直接的、硬性的、单一身份建构的话语攻击，转为采

取间接的、隐蔽性的、多身份建构的媒体政治舆论软攻

略，伺机消解中国的国家身份和社会凝聚力。这需要中国

多元化身份传播者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塑造客观的、公正

的、积极的伦敦奥运会中国国内国际舆论环境。

3.4  加强网络评论代理人的培训与监管

网络评论作为网络舆论影响的轴心，具有重要的公共舆

论建设作用与意义。网络评论代理人是兼职或专职服务于某

舆论制造机构，按照雇主意愿专门从事网络评论的群体。有

研究对以色列3个主要新闻网站（Ynet、nrg 和 Walla!）发

布的3 000条网络体育评论进行话语分析，认为网络评论是

新闻媒体的扩延业务范畴，日渐成为体育信息获取与争论的

新来源，并具有制造体育舆论影响的作用[29]。制造舆论影

响一直是可资牟利的网络营销手段，即网络评论代理形式，

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网络经济类型。常见的营销模式为BBS

（网络论坛）或博客付费评论，譬如 R e v i e w M e 、

SponsoredReview、FeedSky、PayPerPost 等付费评论服务

商，评论服务商接收广告代理商或客户订单，以任务竞标

制、评论字数定额制、底薪提成制等薪酬支付方式招聘网

络评论代理人，一般由社会闲散人员或勤工助学的学生兼职

组成，围绕某一公共事件评论主题，以合乎付费评论者意

愿的评论价值导向，走两个极端话语评论路线（正面评论

与反面评论），改变新闻事件所能产生的既定社会舆论影

响。譬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假唱门事件和刘翔退赛事件，

网络瞬时风行嘲讽、诽谤与谩骂言论，这些偏颇评论大都

出现在中国主要网站的公共讨论区或汇聚较大网络人气的

BBS 上，具备预设评论内容广为传播的前提条件，发帖者

具有网络身份等级低和相同 IP 地址等网络操作性特征，至

今尚无足够证据表明这种带有明确目的的组织化评论，属某

利益集团操纵网络舆论影响的行为。2009年国庆60周年阅

兵式汲取了北京奥运会经验教训，一些不具备言论审查或控

制能力的 BBS 被暂时关闭，以避免为预谋者提供话语攻击

的平台，虽然采取关闭 BBS 来控制信息传播的极端方式，

是对言论自由、国家认同和政府公信力的深深伤害[30]，但

面对脆弱的中国网络评论体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实质上，北京奥运会网络媒体评论后遗症并未随风飘逝，

亦将以更激进、更深刻、更严谨的方式重绘伦敦奥运会媒

体政治版图。我们可以宽容失败，却不可原谅在相同的问

题上重蹈覆辙，2012 年伦敦奥运会步步临近，面对同样的

问题，又将赢得一个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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