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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人文·传播:东京 2020 奥运会系列事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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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从竞技、人文、传播的角度审视东京 2020 奥运会这场宏大的文化盛宴,可以见微知著地发现奥运会在现代

文明社会中的权力、话语、游戏精神与身份表征,洞悉当今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文章基于竞技与体制、竞
技与人文、竞技与文化传播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何以制胜、金牌与金牌榜、中国女排、女性主义、奥
林匹克格言、东京 2020 奥运会开闭幕式、中国体育形象等系列热点。 研究认为,东京 2020 奥运会折射出了中国竞

技体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以及今后体育改革的路向;东京 2020 奥运会在奥运精神诠释、文化传播、艺术表达、性别

平等建构、现代意识浮现等方面,都蕴含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从媒介宣传来看,国外媒体刻意淡化中国体育代

表团在东京 2020 奥运会的优异表现,侧面反映了西方文明面对“东升西降冶的集体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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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东京 2020 奥运会是一届特殊的奥运会。 面对疫情的肆

虐,东京 2020 奥运会能否举办一度成为世界争论的焦点。
面对巨大的压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力排众议,迎难而上,
力主东京 2020 奥运会安全举行,并坚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会成为人类战胜新冠病毒的有力证明。 2021 年 7 月 23 日,
经历画风清冷抽象诡异的开幕式演出后,东京 2020 奥运会

正式拉开了帷幕。 经过 16 天的激烈角逐,2021 年 8 月 8 日,
东京 2020 奥运会胜利闭幕,给各方争论划上了一个句号。
回顾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备

战参赛带来的各种挑战,获得了 38 金、32 银、20 铜的优异成

绩,并且实现了兴奋剂“零异常冶、新冠肺炎“零感染冶的既定

目标,达成了参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目标。 东京

2020 奥运会发生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系列事件,如奥林匹克

格言的修改、女排的最差战绩、变性人参与奥运会等等。 那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届奥运会,又给中国体育的发展带来哪

些启示呢? 为此,本文将集中对东京 2020 奥运会的七个热

点事件进行解读,以探究东京 2020 奥运会符号背后的密码。

1摇 竞技与体制的效能:中国力量的迸发

鉴于东京 2020 奥运会延期,奥运备战中出现了很多不

可控制的因素,国内专家普遍不看好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的成绩。 但东京 2020 奥运会中国却以一枚金牌之差输

给美国,追平了在伦敦 2012 奥运会取得的境外最佳参赛成

绩。 影响大型赛事成绩的因素很多,常见的因素有国家的经

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体育体制、训练水平、临场发挥、东道主

效应等。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不可抗力因素。 尤其在全球疫

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受到了较大的疫情干扰,运动员不得不

自我创造条件进行训练,其必然达不到最佳竞技状态。 而中

国是世界上抗“疫冶最好的国家,疫情的良好控制保证了国

家队的正常训练。 疫情也让东京 2020 奥运会延期举办,这
同时也给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了更充裕的备战奥运的时间,

能进一步提升部分竞技项目运动员的水平,给中国创造了向

世界展示体育体制优势的最好机会。 可以说,中国体育代表

团的取胜充分印证了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与坚实保

障力。

从一体化保障水平来说,科技助力以及科学训练水平提

高是外因。 南京体育学院杨国庆研究员认为,东京 2020 奥

运会实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科技备战奥运成功转型和飞跃,出
现了很多的新变化,在器材研发、器材装备更新、软件支持等

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并且大量的外教、国外科研专家参与到

了奥运备战中来,仅从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构成来看,就有来

自 19 个国家的 30 名外教,而实际参与东京 2020 奥运会备

战的外教远远不止这些。 这些外教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训

练手段和新的训练方法,解决了中国奥运备战中出现的难点

问题,提高了中国竞技体育的科学训练水平。 科学化训练水

平提高以及高水平复合型团队的搭建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取

胜的关键和根本。 可以说,东京 2020 奥运会是中国竞技体

育复合型团队搭建质量水平最高的一届。 正是通过训练保

障复合型团队的建设,中国竞技体育实现了奥运备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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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保障目标,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同时我们对东京 2020 奥运会取得的成绩要有清醒客观

的认识。 实际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整体实力与伦敦 2012 奥

运会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仍有一些需要突破之处,主要表

现在:第一,依靠优势项目打天下的格局并没有改变,6 大优

势项目得到了 28 枚金牌,占比 73. 68% ;第二,基础大项虽有

亮点,但未能实现真正突破,田径、游泳,水上拿到了 8 块金

牌,与伦敦奥运会基本接近;第三,柔道、摔跤、拳击、跆拳道、
空手道 5 大交手对抗类项目 1 金未得;第四,集体球类项目

除了三对三女子篮球获得铜牌,传统意义上的三大球以及现

代意义上八大球几乎全线失守,与美国 6 金 2 银 1 铜的成绩

相比差距较大;第五,新增项目未取得较大突破。 新增的 5
个大项中,中国选手未能取得冲浪与棒垒球资格。 滑板项目

虽然顺利入围,但更多的是重在参与。 空手道仅获得 1 枚银

牌。 在众多新增小项中,中国体育代表团优势并不明显,仅
获得了 4 伊 100m 男女混合泳金牌,乒乓球混双项目夺得银

牌。 总的来看,中国竞技体育“项目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依然

存在,在一些影响大的基础项目上的发展基础和人才厚度与

美国等体育强国整体上仍有较大差距,传统优势项目正面临

严峻挑战,部分项目未发挥应有水平,直接交手对抗类项目

还有差距,部分项目存在后备人才断档隐忧等问题应当引起

重视冶 [1] 。

2摇 竞技与人文的纠葛:奥运会人性符码的

解读

2. 1摇 “金牌冶与“金牌榜冶蕴含的价值向度

有学者根据奥运项目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参与度的不

同,认为“奥运金牌的‘成色爷就有‘软爷 ‘硬爷之分冶 [2] 。 其

实,金牌是没有“软冶“硬冶之分的。 “金牌成色说冶这种论调

不仅对运动项目有一定偏见或者歧视,而且还否定了不同项

目金牌运动员的平等地位。 过去,体育学界对金牌的批评是

大于褒奖的,原因在于体育界长期存在“唯金牌冶或者“金牌

至上冶论,严重干扰了中国体育的协调发展。 当然,我们不

能抹杀金牌的价值与象征意义,“奥运金牌是体育界向全社

会传播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标志,是政治

经济等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科技、教育、文化等软实力的

集中体现冶 [3] 。 在笔者看来,犹如“国家至上冶一样,“金牌至

上冶是无可厚非的,国家、人民、运动员把金牌放在最高位

置,是一种至高价值理念追求的体现。 而“唯金牌论冶则是

不惜投入一切资源,违背体育发展规律,甚至为了金牌无所

不用其极,违反公平参赛要求,不惜破坏奥林匹克精神,是一

种极其扭曲的体育价值观,也是人性之恶的体现。

新时代以来,国人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运动、健康

等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新奢侈品冶,国家也发出了

缔造全民健身新风尚的倡议,不再沉浸于狂热的金牌主义中

不能自拔。 国内媒体对东京 2020 奥运会的报道中也出现了

淡化金牌主义的倾向,如《没得金牌,依然王者》《不唯金牌

论英雄》等,还围绕“奥运健儿丢了金牌,该不该说对不起冶
展开了讨论。 总体来说,人们对运动员争金夺银有了更多的

理解与包容。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有过富有人性光辉的

论断:“在奥运会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场合,争第一、拿金牌奖

牌很不容易,拿到金牌奖牌的,值得尊敬和表扬。 同时,只要

勇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即使没有拿到金牌奖牌,同样值得

尊敬和表扬。 所以我要说,这次拿了金牌奖牌的队伍和运动

员,都是好样的。 这次没拿到金牌奖牌,但在比赛中做了最

好的自己的队伍和运动员,也都是好样的冶 [4] 。
“金牌榜冶也常常与“国家综合实力强弱冶“国家体制优

劣冶联系在一起:“奥运会奖牌榜寄寓国家的崛起与荣耀,具
有政治制度、经济崛起、国家身份、世界力量、文化优越等多

元象征意义,是诸国致力占据的要地冶 [5] 。 依据国际奥委会

官方以往的通行惯例,一般会公布每个项目的成绩和名次,
不会公布奖牌榜,来介入或者强化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

的竞争。 温州大学易剑东教授认为,奥运会是个人或团体比

赛项目中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之间的比赛。 一般来

说,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不得制定每个国家的任何全

球排名。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
直接删除了不得制定国家全球排名的条款,直接颠覆了奥林

匹克运动 126 年的传统,是奥林匹克运动长期坚守的人文精

神的消解和超脱立场的退场,可能给今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的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政治风险、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害、无

法遏止的文化伤害。
由此来看,奥运会奖牌榜不单单是一个国家奖牌数量多

少的次序展示,而是暗含了国际奥委会的组织属性、目标导

向、行为模式与理想追求。 从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的奖牌榜

排名来看,国际奥委会不仅按照金牌数量多少进行了排名,
同时也公布了奖牌总数的排名。 其实,按照奖牌总数排名更

为合理:一是奖牌总数可以体现一个国家不同竞技运动项目

开展的广度、深度,代表一个国家的竞技发展的总体水平,是
一个国家体育实力的全面展现;二是奖牌总数的排名更加体

现人性,肯定了每个登上领奖台运动员的价值,是对每个获

得奖牌运动员的尊重,也是对“唯金牌论冶的否定,充分彰显

了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体现。
2. 2摇 中国女排商业化的争论

中国女排在东京 2020 奥运会获奥运会历史最差战绩。

从里约 2016 奥运会的冠军到东京 2020 奥运会小组赛出局,
强烈的成绩反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竞技的角度来

分析,中国女排兵败东京是与竞技能力与水平高低直接相关

的,涉及到队员阵容选择与搭配、队员场上意识与临场发挥、
教练临场指挥等多重因素。 而诸多球迷与专业人士,却将此

次中国女排失利归咎于商业化的影响,甚至认为中国女排因

为商业化输球亵渎了女排精神。 商业广告、电影宣传、综艺

节目真的影响了中国女排的水平发挥和女排精神的传承吗?
从社会经济效益来看,中国女排能参与大量的商业活动,足
以证明其市场影响力和商业推广价值。 中国排球运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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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保证中国女排完成训练和比赛任务的前提下,对中国

女排运动员商业活动的引导和管理上,进行了一定的突破和

尝试,以期在保证球队成绩的基础上,满足各方的利益。 但

事与愿违,中国女排主教练及其队员的大量品牌代言以及商

业活动,终究是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长期以来,运动员与中国国家队商业利益的冲突一直是

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举国体制的场域来看,“国家队的主要

任务是完成训练和比赛任务,为国争光,运动队和运动员的

一切行为都应围绕这一核心任务进行冶 [6] 。 通常来讲,过度

商业化操作的运动项目,好的经济效益不可避免地让运动员

的心态发生变化,在经济利益和运动成绩、训练与商业活动

的平衡上就更的困难,容易导致成绩下滑。 就如中国女排的

经济效益提上去了,却提前无缘 8 强的例证一样。 从人性的

角度与制度的层面来考量中国女排商业化的逻辑,是截然不

同的两个问题。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中国女排运动员的成长

既有国家的大量投入,也有自身的努力拼搏,能够通过商业

代言获得一定经济补偿,实际上对国家、社会和运动员个人

三方都是有利的。 从制度安排上来讲,中国女排商业开发活

动应当服务于排球运动项目发展和中国女排运动队建设,中

国女排的商业化、市场化的逻辑应该是走职业化的道路。 在

笔者看来,从职业化的发展来提升中国女排水平,才能更好

地将人性、社会经济效益、竞技水平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将

中国女排精神传承下去。
此次中国女排输球绝不是因为商业活动过多的原因,而

是女排联赛职业化程度太低造成的。 易剑东认为,在回归所

谓的专业体育层面来搞集体球类项目,关起门来搞专业体育

和伪职业体育,已经不能顺应世界职业体育的规律和趋势。
意大利职业排球联赛、塞尔维亚女子排球职业联赛,都曾经

吸引了世界各国优秀运动员。 在高水平职业联赛的影响下,

意大利女排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两次捧得世界冠军;塞尔

维亚女排接连获得世锦赛冠军、奥运会亚军。 由此可见,高
水平联赛的锻炼催生了国家队的提升和面对强手时的经验,

并为这两支队伍成为世界顶级强队奠定了扎实基础。 中国

女排发展的主要渠道和保障仍然是国家投入的封闭式训练,
缺乏真正高水平的职业联赛洗礼,使得专业队与职业队很难

再抗衡。 今后,我们要坚持职业体育与专业体育均衡发

展[7] ,受众基础较好且具有良好商业推广基础和优势的项

目,要坚决走职业化体育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球类运动带有

很强的观赏性,更需要建立完整的职业体育竞赛链条,让之

具有营利性质、赢利能力和盈利结果。 否则中国的集体球类

项目只能是越走越窄。 中国女排精神要长盛不衰,就必须认

真搞好符合世界潮流和一般规律的真正职业联赛。
2. 3摇 性别认知的观察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性别歧视就已存在,
女子没有参与奥运会的权利。 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
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了夏季奥运会运动项目的设置标准,掀起

了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谋求平等的浪花,推动了奥林匹克运

动改革和文明进程。 从男女参赛比例上来看,东京 2020 奥

运会是性别平等的一届奥运会。 然而,是否实现性别平等不

能仅以增加女性参赛人数和项目类别作为考量标准。 东京

2020 奥运会折射出女性运动员在赛场的精彩表现并不能够

真正体现男女平等,只有将渗透到人们观念中的固有的女性

刻板印象消除,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权。 在东京 2020 奥运

会获得 2 金的韩国射箭运动员安山,却因剪短发被视为女权

主义者,遭到了有些韩国男性的攻击。 东京 2020 奥运会铅

球金牌得主巩立姣被记者访谈,在所谓人文亲和力的婚姻和

外貌关注里面,充满了大量的性别意识形态内容,涉及到了

女性审美标准的认知偏差,将其视为“女汉子冶,并发出了

“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冶“是否跟男友掰腕子冶的灵魂

拷问,涉嫌女性外表特征的“另眼相待冶。 东京奥组委主席

森喜朗、开闭幕式总监佐佐木宏,都因歧视女性、身材羞辱的

言论引咎辞职,引发了日本国内对性别不公现象的控诉和

抗争。

为此,东京奥组委不仅提高了女性理事的比例,而且在

开幕式的运动员宣誓、运动员的入场仪式上,以及奥运会历

史上首次在闭幕式上同时为获得男女马拉松奖牌的运动员

颁发奖牌,体现出了男女性别平等的理念。 在性别认同方

面,东京 2020 奥运会首次出现了变性选手,劳蕾尔·哈伯德

参加了女子 87 公斤级举重比赛。 很多人认为,奥运会比赛

是在男女自然生理规则下进行的公平竞争,允许变性人参加

奥运会确保了少数性群体的权益,会引发女性运动员间的另

一种不平等。 华南师范大学熊欢教授则认为,固化的性别二

元论是人们反对变性人参加奥运会的重要原因,而男女运动

员的生理差别也在社会化中被进一步扩大。 身体的差异不

仅存在于性别间,也存在于年龄、种族、地区等方面,只是所

谓的生理差异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扩大了而已,所以性别差异

有先天的部分,但更多来自后天的建构。 如果我们摒弃体育

比赛“男强女弱冶的性别设定,就不会再对跨性别者参赛合

法性进行争论了。

3摇 竞技与文化传播的镜像呈现:在场与缺席

的话语表达

3. 1摇 奥林匹克格言修改的表征

2021 年 7 月 20 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正式通过

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在“更快、更高、更强冶的基础上增加

了“更团结冶。 支持者认为新格言是“奥运精神的一次自我

超越和升华冶;反对者认为新格言的修改是“政治正确冶的标

语革新,其修改不合时宜且“狗尾续貂冶。 以往人们对奥林

匹克格言的关注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格言内容次序经常

被颠倒使用,变成“更高、更快、更强冶。 这种常识性错误大

量存在媒体报道、专家话语甚至学术研究文章中。 在这次格

言修改的讨论中,就有专家说着“错误的格言冶却在批判“错
误的修改冶;第二,前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 2001 年提出的

“新世纪体育新格言———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 (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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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er,more human and more united)冶。 罗格从国际奥委会

面临的巨大困境出发,提出要团结国际单项协会、各国家奥

委会,解决兴奋剂和体育界的腐败现象,继续在国际奥委会

内部进行改革,使其更透明、更民主、更具有代表性。 从管理

理念的延续上来讲,罗格与巴赫之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具有高度的继承性,都强调了不同的“团结冶对国际奥委会

的巨大意义,都意识到了多种表达的“团结冶对奥林匹克运

动发展的重要影响。 巴赫在新的历史条件将团结写进了奥

林匹克格言,实际上是发扬了罗格的执政思想,强调要用集

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面对问题。
罗格格言的提出是通过《奥林匹克评论》卷首语的方式

发出的,并没有“全会表决通过冶,仅仅是其个人或者国际奥

委会改革意图的表达。 而巴赫的此次格言修改与罗格的倡

导不同,具备了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成为国际奥委会委

员的集体意志表达,其修改明显具有了“宪章效力冶。 面对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疫情灾难,国际奥委会在感受到举办

东京 2020 奥运会的压力与阻力的同时,意识到举办东京

2020 奥运会是特殊时期展示体育巨大力量的绝佳机会,是

增强其影响力的有效举措,也是对“将体育置于服务人类的

中心地位冶理念的最好诠释。 东京 2020 奥运会延期后,国际

奥委会意识到了团结起来获得各方支持的重要性,发起了

“团结起来更强大冶 (Stronger Together)的运动,意在将东京

2020 奥运会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联合和团结的庆典,
使其成为韧性和希望的象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京 2020
奥运会能够胜利举办,要归结为“团结冶的力量。

在奥林匹克格言修改投票之前,巴赫解释了新格言与最

初格言之间的关系:“团结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通过体育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的使命感。 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走得更

快,目标更高,我们才能变得更强大冶 [8] 。 在东京 2020 奥运

会开幕式上,巴赫再次解释了修改格言的理由:“我们的奥

林匹克大家庭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应对时代的

许多重大挑战。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要更加团结,不仅在社会

内部,更体现在社会之间。 团结不仅意味着尊重或不歧视,

更意味着互相帮助,分享和关心……我们团结一致让奥运会

得以举行,让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运动员们,无论

你们的身处之地大小、贫富,都能够参加奥运会……3 000 年

以来正是因为团结才实现了奥林匹克对和平的承诺。 没有

团结,就没有和平……我们会跑得更快,我们的目标会更高,
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国际奥

委会为什么将原奥林匹克格言改编为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

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爷。 团结是黑暗隧道尽头

的光明冶。 从巴赫的表述来看,国际奥委会批准奥林匹克格

言修改,是再次强调体育的整合、联合和团结力量的重要性。

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不仅是对此次特殊历史时刻的铭记,更
是对挽救人类命运作出的积极回应。

无论是事物的发展,还是思想体系的完善,都应该不断

有新的思考,注入新的发展理念。 作为人行为规范且含有教

育意义的奥林匹克格言更是如此,应该允许有其适当拓展内

涵的空间。 德国美因茨大学豪格·普鲁斯教授认为,国际奥

委会对使用了 120 年的奥林匹克格言做了很大的改动是很

合适的。 奥林匹克格言的修改实际上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文

化传播,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大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 佛

罗里达大学的奇奇·卡普拉尼朵教授认为,“Together冶的增

加一方面强调了包容性,另一方面也是对奥林匹克价值中友

谊、追求卓越、彼此尊重的有益补充。 很多专家并没有注意

到“更团结冶前面的标点符号是破折号,认为“更团结冶与前

面的“更快、更高、更强冶不匹配。 一般来说,破折号用于话

题或语气的转变,多表达语意的转换、递进、转折、因果等关

系。 根据巴赫在东京 2020 奥运会闭幕式致辞中提到的“你
们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更加强壮,正因为我们团结在一

起冶,“Together冶与前面三个词的关系应该是因果关系而非

并列关系。 即使按照前文提到的“只有……才……冶的条件

关系,“更团结冶也表示条件唯一。 所以,我们为了追求形式

上的一致性,将没有比较级的 Together 翻译成了“更团结冶,
没有表达出“更团结冶与前面“更快、更高、更强冶的逻辑关

系,这是值得商榷的。 也就是说,很多专家认为的新格言不

合理、不完美,大多是翻译和不理解修改背景造成的。
3. 2摇 开闭幕式功能及其舞台影像化传播方式

开闭幕式是奥运会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根据《国际

奥委会技术手册———仪式》的规定,奥运会的开幕式不仅能

够传承礼仪与荣耀,还能展现奥林匹克主义的传统与人文主

义原则,并将它们传播到世界各地。 开幕式必需的元素、流

程与礼仪,确保奥林匹克传统与仪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届奥

运会之间的传承。 在保证奥运会连续性的同时,开幕式还必

须融入主办国的特色与文化。 开幕式不仅是向全世界宣布

本届奥运会的开始,还是展示主办国、主办城市的民众与传

统的重要机会。 一个成功的开幕式通常能够在媒体面前为

本届奥运会定下一个基调,并且能够向世界展示东道主的形

象、民众、文化,并为奥运会搭建一个倡导人文、激励人类、体

现人性的舞台。 闭幕式通常没有开幕式正式,运动员们不再

按照国家顺序入场,而是混合在一起组成不同的队伍入场。
闭幕式是所有本届奥运会参与者的一个大联欢,是增进友

谊、彼此交流、消除隔膜的重要场合。
开幕式是外界评价本届奥运会成功与否的第一个重要

指标。 东京 2020 奥运会开幕式相对简单,但其朴素而不“烧
钱冶的做法,是符合《奥林匹克 2020 议程》降低奥运会申办

和运行成本改革理念的。 国际奥委会认为东京 2020 奥运会

的开幕式以“鼓励全世界的人们、奥运会能给人们带来希

望冶为理念,融合了传统文化、现代科技、未来希望等多种表

达,是一次成功的展示。 从日本国内来看,尽管北野武、矢野

浩二等名流吐槽东京 2020 奥运会开幕式,但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舆论调查来看,日本国内民众对开幕式是比较满意

的,其中调查对象有 2 115 人,26% 的民众认为太好了,“还
好冶占 36% ,“不太好冶占 18% ,“不好冶占 16% [9] 。 从艺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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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输出与传播的东京 2020 奥运会,其
艺术形式既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将浓厚的日本文化

特色展示给全世界,表达了疫情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

注,又能够“建立了一种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崭新经验,使人

有可能以一种超越现实的方式去把握现实,进而对于既存现

实采取的一种疏远、异在和对立的姿态冶 [11] ,就达到了应有

的艺术效果,且具备了人文关怀上的意义。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单向静态式的传播方式已经落

伍,基于互联网的全媒体的传播方式,为奥运会构建起一种

全新的传播生态[11] 。 在整个互联网的镜头推动下,我们才

感受到了东京 2020 奥运会开闭幕式舞台影像以及竞技体育

的魅力。 从媒介形态来看,东京 2020 奥运会的开幕式演出

实现了不同媒介形态在传播内容上的融合:“影视媒介与舞

台表演媒介之融合;数字图像媒介与舞台表演媒介之融合;
灯光媒介与舞台语言媒介之融合;影像媒介与场景媒介之融

合冶 [12] 。 这些媒介形态融合的展示方式以及新媒体技术的

兴起,为东京 2020 奥运会开发出了多元化、立体化的观赏视

角,营造出了全时空的奥运叙事场域,为现代奥运和体育注

入了新的灵魂。

3. 3摇 西方霸权话语中的中国体育形象塑造

东京 2020 奥运会是西方国家欲控制国际话语权,对抗、
角力我国国际话语的舆论场域。 西方媒体利用东京 2020 奥

运会攻击中国的话语主要有:
第一,“民族主义冶与“集体主义冶:西方价值理念对中国

体育制度的扭曲。 西方媒体忽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运

动成绩、中国人民对东京 2020 奥运会的热情友好态度,却将

篇幅聚焦于在中国体育制度的残酷上,认为运动员为获得奥

运奖牌不惜代价,并着重强调了民族主义在中国体育中的意

义。 《纽约时报》刊载的文章把“参与中国竞技体育的运动

员,比喻成为国家荣誉而战的体育机器制造出来的产

品冶 [13] ;《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批评了“中国长期以来以金

牌至上和政治荣誉挂帅,忽视群众体育和大众健身的体育制

度冶 [14] ;德国之声刊发的文章认为:“中国体育一切都是为了

民族主义,并认为中国通过体育赛事的成就展现其日益富裕

与强大的国力冶 [15] 。 这些“消极引导冶与“负面批评冶,无论

是报道的焦点主题还是内容,都忽略了新时代以来中国体育

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无视中国运动员

在东京 2020 奥运会的精神风貌,采用了惯用的“扭曲事实冶

的报道方式,侧面反映出西方社会面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心态。
第二,“中美对抗冶与“制度之争冶:西方政治偏见在中国

竞技体育的投射。 从宏观国际环境来看,当前中国的国际关

系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

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逐渐强化与中

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借助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优势地

位,利用西方舆论的双重标准,不断对我国展开舆论攻势,在

多项议题上指责、攻击乃至诬陷中国,肆意渲染中国落后的

形象。 例如,在报道中歪曲描述全红婵这位天才型跳水运动

员的成功,将其刻意描绘成学习成绩差、毫无表情和喜悦脸

庞的形象,以此推论中国是没有灵魂的奖牌工厂[16] 。 这些

报道大肆攻击中国的体育制度和国家制度,带有强烈的政治

偏见,毫无人文关怀精神。 今后,我们必须正视在东京 2020
奥运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国内外媒体加强

对中国道路、中国价值的澄清、解释与反击,为世界了解中国

体育乃至中国社会提供全新而又客观、公正的视角。

4摇 结语

东京 2020 奥运会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举办的一场全球性

体育盛典。 这场宏大的竞技体育盛典,创造出的叙述效应已

经远远超出了体育本身,成为集文化、意识形态、艺术、商业、
媒介、符号为一体的“全球景观冶。 从竞技角度来看,东京

2020 奥运会作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以及展示国家新形象的重

要舞台,通过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辉煌成绩实现了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并塑造了中国积极向上的体育形象与国家形象,
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从人文角度来看,东京 2020
奥运会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体,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与碰

撞且相互交织,充斥着大量意识形态的交锋,凸显出了奥运

会的弥合功能;从传播角度来看,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下,
国际奥委会不仅坚定支持举办东京 2020 奥运会,而且修改

了奥林匹克格言,让体育走到全世界的舞台中央,体现了国

际奥委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作用,彰显了奥林匹

克运动的内在生命力和文化感染力。 不过,通过东京 2020
奥运会,我们更应该清楚认识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与中国体

育体制的改革仍是任重道远。 今后,如何将举国体制与市场

机制相结合,如何实现中国真正的职业体育发展,如何提高

竞技体育为国争光能力,如何拥有更多的国际体育话语权,
融入到世界体育发展的潮流中去,仍是我们不容回避的现实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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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By examining the grand cultural feast of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hletics,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we can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power, discourse, game spirit a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of Olympic Games in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and get to know the trend of world spor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ics and institu鄄
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ics and humani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ic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 series of hot issues in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including why Chinese sports delegation won out, the new conception
of gold medals and gold medal ranking, Chinese Women爷s Volleyball Team爷s performance, feminism, the new Olympic motto, the o鄄
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y, and Chinese sports image.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refl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hinese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reform in the future;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embodies a strong spirit of humanistic ca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ympic spiri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鄄
tistic expres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com鄄
munication, foreign media deliberately played down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ports delegation in the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which also refl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ollective anxiet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the face of “rise of the East and fall of
the West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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