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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体育报道中的战争文化心理 2007-03-28

——以《体坛周报》的亚运报道为例 

作者：左实┊11003字节┊阅读：280次┊评论：0条┊ 关键词： 体育报道 战争词汇 神话 战争文化心理 

[关键词]：体育报道 战争词汇 神话 战争文化心理 

摘要：在当前的新闻报道中存有大量战争词汇被用来描绘体育比赛的现象，本文以《体坛周报》为例，通过对《体坛周

报》亚运报道的统计分析，认为媒体在体育报道中对战争词汇的使用实际是在传播“比赛就是战争”和“中国难以战

胜”的观念，制造体育神话，反映出战争文化心理对媒体的深刻影响，而媒体这样的报道方式可能给读者带来不良影

响。  

关键词：体育报道 战争词汇 神话 战争文化心理  

巴特在《神话学》一书中，以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为基础，通过对社会生活里“冒牌事实”[1]的解释，揭示出在异质

性很高的大众媒体中共同存在着的“意识形态的滥用”[2]。对于巴特在书中论述的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做出

这样概括：阶级神话就是意识形态运用符号学的手段将历史自然化的过程。而在当前我们媒体的体育报道中，同样存在

体育与政治的混淆，我们认为，媒体受战争文化心理的作用，使用战争词汇、以战争方式读解比赛，即是以比赛为能

指，向读者传播战争观念，对读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制造体育神话，使用刚才的概括方式，我们认为，体育神话就

是媒体运用符号学的手段将体育比赛战争化的过程。通过对《体坛周报》亚运报道的分析，我们可以对体育神话进行基

本的分析。  

我们以《体坛周报》为研究对象，在2006年11月24日至2006年12月18日之间，《体坛周报》在12期的报纸里以平

均每期7版的数量对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亚运会进行了连续报道，共计亚运新闻和评论363篇（不计专栏），通过对这

些报道、评论中出现的战争词汇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点：  

其一，体育报道中战争词汇的使用具有普遍性。在363篇报道中，含有战争词汇的报道达207篇，占57%，不含战争

词汇的报道156篇，占43%。而在与中国亚运代表团相关的报道中，战争词汇出现的频率更高，在《体坛周报》所有

亚运报道中，关于中国亚运代表团的新闻、评论共计216篇，其中61%均含有战争词汇，不含战争词汇的占39%。从

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两点：一是战争词汇在体育报道中被媒体普遍使用，为读者广泛接受；二是媒体在涉及到中国队

的新闻、评论中，更容易使用战争词汇来对体育比赛进行报道。通过对《体坛周报》中含有战争词汇的亚运报道进行分

析，我们发现战争词汇出现的语境大致可分为三种：首先，彰显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中的优势地位。例如：关于中

国体育代表团亚运会结束后返回北京的新闻，《体坛周报》的新闻标题是《霸王回营，“锦袍”加身》[1]；其次，凸

显比赛的激烈程度。《体坛周报》关于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冠军的新闻标题是《旗手在！阵地在！》

[2]；而在《西亚反击！》的新闻中，《体坛周报》如此描述西亚代表团的夺金形势：“西亚军团迎来了一个黄金周

末，开赛以来一直低迷的西亚人在田径、健美、跆拳道和射击等多个项目上绝地反击。”此外，在描述各亚运代表团的

最新情况时也常出现战争词汇，例如《“马克”树旗，一人一支部队？》[3]和《卡塔尔雇佣军折损主将》[4]等新闻。

由此可见，战争词汇被用来描述体育比赛并非偶然，在当前的体育报道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其二，体育报道中战争词汇的使用具有显著性。对受众而言，这些战争词汇具有易得性的特点。对含有战争词汇的亚运

报道按项目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发现：亚运报道中共有足球比赛的报道95篇，其中64%的报道含有战争词汇；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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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41篇，其中含有战争词汇的报道25篇，占60%，游泳比赛的报道16篇，其中9篇报道含有战争词汇。而这三个

项目正是读者对本次亚运会关注度最高、《体坛周报》进行亚运报道篇幅最大的项目，因此，战争词汇的显著性之一就

在于其在热点项目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而读者对热点项目的关注使战争词汇会因此具有较大的受众覆盖范

围。例如，在倍受读者关注的中国男足在亚运会比赛中的报道中，70%的报道都含有战争词汇。另一方面，在363篇

含有战争词汇的亚运报道中，战争词汇出现在标题或导语位置的报道161篇，占42%。而在从亚运会正式开幕（2006

年12月1日）至亚运会闭幕（2006年12月15日）这段时间内发行的8期《体坛周报》中，头版的新闻、评论共计16

篇，其中标题含有战争词汇的报道8篇，更有4篇为当日《体坛周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这显示出战争词汇的另一显著

性所在：战争词汇时常处于新闻或版面的醒目位置，因而容易引起读者注意。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报纸的显著位

置描述热点比赛成为战争词汇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让使用战争词汇描述体育比赛的方式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

进而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正是在战争词汇的长期作用下，像“两场突如其来的失利，将近两年横扫羽坛的中国队逼入

第五场生死大战的绝境，不过，这也给了鲍春来足够的表现机会。”[5]这样描述比赛的方式在当前十分符合读者的阅

读习惯，读者在阅读时不会有任何理解障碍，而其中“横扫”、“生死大战”以及“绝境”这样的战争词汇则完全被读

者默认接受。  

当战争词汇在新闻、评论中被普遍用于描绘体育比赛时，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报道方式增加了比赛激烈程度的可感性，

但我们也发现，体育比赛本身的意义、比赛中蕴含的体育精神以及参与者的运动激情这些内容在报道里都被媒体从比赛

中剥离，神话总是语言的掠夺者，体育神话也不例外。从神话学的观点来看，媒体只是将比赛当作第一级序的语言，尽

管不同项目的比赛有其各自的形式与内涵，但媒体对比赛本身意蕴的丰富性并不关心，对他们而言，比赛没有项目上的

区分，不存在差异性，任何比赛都只作为一个整体的符号存在，成为一个等待被赋予所指的能指，媒体在不同的项目上

看到的只是它们都可以被用作制造神话的原料，从这点上说，足球与游泳没有任何区别。而媒体希望藉比赛真正向受众

传播的则是“比赛就是战争”以及“中国难以战胜”的观念，它们作为所指与比赛（能指）共同构成了第二级序的符号

体系，即神话。举例来说，《三天内两战印尼 中国男队以逸待劳》[6]是关于中国队和印尼队羽毛球比赛的报道，报道

中“先声夺人”、“拉锯战”、“马失前蹄”、“一决高下”、“针对性备战”等词语的使用，《体坛周报》这样的报

道方式使比赛指向其他的事情，而不是比赛本身，读者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到对比赛过程的欣赏，在阅读新闻之后根本无

法体会到羽毛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的魅力，也无从知道比赛的亮点，读者被迫接受的是中国队与印尼队之间的比赛是一

场战争以及中国队对这场战争已做好准备的观点，比赛成为一个能指，被媒体用来将比赛就是战争的观念强加给读者，

这才是比赛的普遍意义。  

我们通过对《体坛周报》的亚运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媒体在报道思维上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方面，用金牌数作为衡量

一个国家体育强弱的唯一标准。体育比赛象征着人类社会肢体文明的发达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精神，而一个国家体

育事业的发展应当依赖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和体育人口的增加，因此用金牌数量作为衡量国家体育强弱的唯一标准显然

缺乏科学。具体到亚运会而言，不同的国家在对待洲际比赛上有着不同的理念，使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在比赛中

的表现有失客观，而我们的媒体忽略了这种价值的多元化，将自己的价值观绝对化，把亚运会奖牌榜的名次与国家体育

发展水平的高低等同起来，将读者对体育的重视误导为对金牌的重视。例如在《2天搞掂日韩》的新闻中，《体坛周

报》记者这样写道：“2日和3日连续两天的鏖战，中国亚运军团‘夺金如麻’，目前已经总计夺得金牌29枚，银牌11

枚，铜牌7枚，将日本和韩国远远抛在身后。”[7]体育比赛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的意义远胜于结果，媒体对比赛结

果的过分重视、对金牌数量的过度追求显然有悖于体育精神，充分显示出我们媒体思维的功利性；另一方面，用对抗取

代竞争，强调中国在对抗中获取胜利的意义。竞争是多主体性的，对抗则是对立的二元主体。体育比赛是一种竞争，目

的在于通过竞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来，因此，参与意识是体育精神的题中之义。而《体坛周报》对亚运会的报

道在体现参与意识上严重不作为，取而代之的是处处制造二元对立的语境，通过渲染中国亚运代表团在对抗中的强势地

位来树立中国的强国形象。我们从《体坛周报》的新闻标题中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媒体的对抗性思维，《体坛周报》12

月1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首金主题：抗日》，无独有偶，12月6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金牌战 中国VS亚

洲》，而诸如“中国代表团的领先优势已经让亚运会变成了亚洲阻击中国的游戏。”[8]这样的表述在《体坛周报》的

亚运报道中也并不鲜见，媒体非我即敌的二元对立模式的设置进一步加深了“比赛就是战争”观念对读者的影响，使

“中国就是亚洲霸主”的观点深入人心。陈思和先生曾将战争文化心理的核心归纳为“功利性与目的性、非此即彼的二

元判断思维模式，以及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媒体将金牌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体育强弱的唯一标准正是其功利性思

维的突出表现，用对抗取代竞争、强调中国的胜利意义则是其二元思维的必然结果，由此看出，媒体在体育报道中对

“比赛就是战争”观念的传播，是战争文化心理在新闻领域长期作用的结果。  

所谓战争文化心理，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心理积淀，是战争观念、战争意识占据文化心理的主导位

   



置，从而使战争特征超越其他文化心理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9]战争文化心理在我国的形成具有深刻的

历史必然性。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的时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

深地植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10]而在新闻领域，英雄主义审美模式的形成以及

战争词汇的大量使用成为战争文化对新闻领域渗透的标志，这一特征在不同时期的新闻事业里的延续体现出战争文化影

响的深刻性。新中国的诞生历经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在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也获得了胜利，由于战争是以

辉煌胜利宣告结束的，战争帮助人们实现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被作为固定的审美

模式存在于新闻报道中，并以此形成了统一的审美风格特征。它表现为强调战争的最终胜利意义，将过程的意义溶解到

最后的结果中去，将个体生命的价值溶解到集体的胜利中去；[11]而进入五十年代，东西方冷战、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

以及当时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解放全人类”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使战争文化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仍然保持着

生命力；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战争文化的影响达到顶峰，战争思维、斗争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意识中，不

但支配了新闻报道，也支配了大多数读者的审美接受过程，“阶级斗争”、“支左”、“革命”、“现反”、“胜利”

等词语在文革期间的报纸上随处可见，而“非我即敌”的斗争思维成为人们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假设；文革之后，随着

世界格局的相对稳定以及中国将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战争思维对人们文化心理的影响有所减弱，但并未消除，并在

新闻领域得以延续，尤其是体育新闻的报道依然经常呈现出战争思维的特点。  

比起对读者审美模式的影响，体育神话对读者思维习惯的影响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学者弗素教授在《大战与现代回忆》

一书中谈到，对事物采取简单的对立化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色。当时不管是前线的军事报告、军事用语，或者后

方的报纸书刊、日常词汇，无不充斥着两极分化的概念思维。整个世界被看作为一个黑白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分化

体，仿佛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世界被错误地凑聚在一块，有必要重新把它们按照明确的标准分开来。这一观点的逻辑结果

是，人最重要的是在人生这块扩大的战场里站稳一个正确的岗位，所有从这个岗位看来是敌对的，一律可以不假思索地

炮轰。这样，人在本来错综复杂的世界上的角色就变得最明确最简单，而他藉以安身立命的种种道德价值也变得清楚易

懂了。这种思维习惯，弗素教授称它作“现代的敌对习惯”。[12]我们的媒体从战争思维出发进行体育报道，战争文化

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不仅使体育比赛政治化，更有可能导致爱国问题的简单化与概念化，随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洲际比

赛中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好，媒体对比赛的报道方式有可能激发读者的复仇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藉在体育比赛中的获胜

来实现民族复仇的心理满足，并将这种情绪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这样的情景让人担忧。因此，我们的媒体需要

将体育报道回归到体育本身，将重现比赛的精彩性作为报道的出发点，用细节提升新闻，从细节入手，通过选择有表现

力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来展现整个比赛的精彩过程，体现比赛中蕴含的体育精神，真正将体育报道去政治化，而不是制

造神话，用“去政治化”的方式来达到“再政治化”的目的。  

在战争词汇被普遍运用于体育报道的背后，隐藏着体育比赛意义的流失，取而代之的是媒体对“比赛就是战争，中国难

以战胜”观念的传播。不同的能指被用来重复同一个所指，读者被迫接受与比赛无关的政治观念的强加，媒体制造的这

个神话可能给读者带来的影响让人担忧。祛除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开放

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摒弃战争思维、反思报道方式，是我们的媒体实现体育报道向体育的回归所需要走出的第一

步。  

注释：  

[1] 《体坛周报》，12.18，A10  

[2] 《体坛周报》，12.4， 头版  

[3] 《体坛周报》，12.15，A15  

[4] 《体坛周报》，12.1， A12  

[5] 《体坛周报》，12.6， 头版  

[6] 《体坛周报》，12.4， A10  

[7] 《体坛周报》，12.4， A13  



[8] 《体坛周报》，12.4， A13  

[9] 裴德利，《战争文化心理下的讽刺小说--浅析沙汀和张天翼的讽刺小说》  

[10] 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  

[11] 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  

[1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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