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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媒介事件的符号叙述与意义表达

———以媒体“科比告别赛”报道为例

冯月季
(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运用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尔·卡茨提出的“媒介事件”理论对媒体的“科比告别赛”报道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认为: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传统仪式性媒介事件逐渐式微，但是体育媒介事件依然保持了对受众足够的吸

引力，通过构筑伴随文本以及否定性叙述方式，体育媒介事件生成了现代流行神话。从符号叙述学角度探讨体育媒

介事件的文本叙述策略以及意义表达方式，揭示体育媒介事件神话生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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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search about Semiotic Narrative and Meaning Expression of
Sports Media Events: Take the Media’s Coverage of

Kobe Bryant’s Farewell Game
FENG Yue-ji

(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Hebei 06600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y of " media event" proposed by American scholars D． Dayan and E． Katz to study the
media’s coverage of Kobe Bryant’s farewell ga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ditional ritual media events faded away with the
change of media environment，But the sports media events remain enough attractive to the audience． By constructing the accom-
panying text and the negative narrative，sports media events have generated modern popular myth．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text narrative strategy and meaning expression of sports media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 narration，

and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the myth generation of sports media events．
Key words: sports media events; Kobe Bryant; accompanying text; negative narrative

体育媒介事件正逐渐成为新媒介环境下一道

独特的“传 媒 景 观”，通 过 具 有 仪 式 化 的“文 化 展

演”，体育媒介事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神

话”。本文从 符 号 叙 述 学 角 度 出 发，以“科 比 告 别

赛”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体育媒介事件制造的

“现代神话”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文本叙述策略建

构起来的，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构筑伴随文本以及

采用否定性叙述策略。

1 体育媒介事件: 仪式的“文化展演”

1992 年，美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尔·卡

茨在《媒介事件: 历史的现场直播》当中对“媒介事

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媒介事件就是“那

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

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1］媒介事件的形态包

含很多种，归结起来有两类: 重大新闻事件和重大仪

式事件。前者讲究突发性和偶然性，后者崇尚秩序及

其恢复。



第 1 期 冯月季: 论体育媒介事件的符号叙述与意义表达

http: / /xuebaobangong． jmu． edu． cn / tyb /

媒介事件本质上属于一种叙述行为，戴扬和卡茨

将媒介事件的叙述类型分为三种: 竞争( contests) 、征
服( conquests) 和加冕( coronations) 。但是随着时代

变迁，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的认知与先前相比

发生了转向。2007 年，卡茨与利布斯在一篇文章中

指出: 当今时代，以冲突、战争、恐怖为主题的“创伤

性媒介事件”成为了“媒介事件”的主题，而“仪式性

媒介事件”则退居次席。无独有偶，戴扬在一篇研究

北京奥运会的文章中也指出: 传统“媒介事件”具有

整合社会与达成共识的功能，而新时代的媒介事件则

具有制造分化的特征。
但是在戴扬和卡茨的研究中，有一种传统“媒介

事件”是例外的，那就是以重大体育赛事直播为内容

的体育媒介事件。当传统媒介事件逐渐式微之时，体

育媒介事件依然保持了对受众极大的吸引力，所制造

的社会轰动效应以及粉丝经济难以估量。例如被称

为美国春晚的“超级碗”比赛直播，根据权威财经杂

志《福布斯》的估计，其商业价值高达 4． 2 亿美元，平

均收视率为 40 % ～ 60 %。［2］以 2016 年“超级碗”为

例，全球超过 20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播，仅在中

国大陆就有 19 家媒体进行了直播。
体育媒介事件是由媒介对体育赛事元素进行加工

生产，受众参与的“媒介仪式”或“文化表演”。通过媒

介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体育媒介事件作为一个

叙述文本呈现在受众的视野中。近年来，各学科研究

的“叙述转向”成为一股潮流，体育媒介事件的研究也

不例外。但是笔者想要在这里补充的是: 体育媒介事

件的叙述是一种符号叙述，其最终的意义生成依赖媒

介构筑叙述文本时选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
与传统媒介事件的叙述文本不同的是，当今体育

媒介事件的叙述文本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

多媒介文本联合表意的形态。戴扬与卡茨在《媒介

事件》中主要指向的是以电视作为媒介表意的载体，

而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体育媒介事件的传播借助

的媒介体裁更加多元化，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主，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多种媒介联合传播的特征。互联网

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强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受众参与分

享的体验会更加积极活跃。因此，体育媒介事件所生

成的仪式感会更加明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育媒介事件就是一种网络

媒介事件，尽管戴扬和卡茨都分别指出了“新媒介事

件”与“传统媒介事件”的巨大差异，但是两者并不是

截然割裂的，戴扬指出，传统媒介事件所具有的明确

的仪式展演以及视觉经验的共享这些特征，在以网络

为主要传播载体的“新媒介事件”中依然存在，甚至

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
从传播的观念来看，体育媒介事件具有典型的

“传播仪式观”特征，美国传播者詹姆斯·凯瑞在《作

为文化的传播》当中指出: 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共享

信仰表征的文化行为，这种行为有着明确的宗教起

源，通过符号体系的意义表达，传播的仪式观认为

“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

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

史性的时间中，在我们假定的、常常是替代式的社会

角色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3］

根据凯瑞的表述，他的传播仪式观受到杜威的实

用主义传播观念以及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文化研究思

想。杜威的实用主义传播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以及

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社会生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杜威认为，交流在

其中扮演了协调社会生活工具的角色。交流“具有

独特的工具性和终极性。交流的工具性表现在: 它使

我们得以从不堪重负的琐事和压力中解脱，并且生活

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 交流的终极性表现在: 使人

们共享对社群有价值的物体和艺术，促进意义的提

升、深化和巩固，并形成共享的感觉。”［4］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当中认为文化

就是意义象征的体系，由特定的符号及其规则构成，

文化符号体系就是人们的日常行动的意义来源，除了

依靠人们的日常行动以外，文化符号体系的维系和强

化也需要某种特定的社会仪式操作，格尔茨认为，公

开的社会仪式就是“文化展演”，“在仪式中，生存世

界与想象世界借助一组单独象征符号形式得到融合，

变成同一个世界。”［5］仪式具有凝聚情感和意识，将

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统合的功能。

2 伴随文本: 媒体“科比告别赛”报道
的文本叙述方式

从传播仪式观来看，体育媒介事件以互联网为主

要传播载体，往往能够制造巨大的轰动效应，吸引无

数受众的关注和参与，本文的研究对象“科比告别

赛”即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体育媒介事件作为一

种仪式的“文化展演”，其意义的凸显需要依靠媒介

选择象征符号构筑叙述文本，“确定体育叙述的文

本，必须清楚体育叙述的文本表征方式，即体育是以

怎样的形态呈现在受众面前的。”［6］“科比告别赛”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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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场轰动全球的体育媒介事件，其文本的叙述方式

主要是通过构筑大量伴随文本，形成强大的文本意义

集合，营造具有强烈视觉效应的“媒介奇观”。
伴随文本是符号文本意义的传达方式和解释方

式，“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

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

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在解释中，不仅文本本身

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的因素，也有意义，甚

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地意义。应当说，所有的符号文

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

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

杂构造。”［7］141受众在解释符号文本的意义时，必须明

白伴随文本的作用。伴随文本之于理解体育媒介事

件有多重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体育及游戏领

域，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 体育与游戏伴随文本的意

义超越原文本本身。”［8］

“科比告别赛”作为一个体育媒介事件的叙述文

本来说，受众对其的解读仍然离不开伴随文本的作用。
伴随文本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显性伴随文本，包

含副文本、型文本; 生成性伴随文本，包含前文本、同时

文本; 解释性伴随文本，包含元文本( 文本评论) 、链文

本以及先 /后文本。具体到“科比告别赛”来说，在其叙

述文本的生成和解释过程中，生成性伴随文本中的前

文本、同时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中的元文本( 文本评

论) 、先 /后文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广义的前文本指的是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

化史，“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

力，是 文 本 生 成 之 前 的 所 有 文 化 文 本 组 成 的 网

络。”［7］145“科比告别赛”作为一个呈现在受众视野中符

号文本，其意义表达同样也离不开前文本的意义累加。
根据前文本的定义，“科比告别赛”的前文本包括

科比在 NBA 联盟中征战二十年所有的经历，自从 1996
年进入 NBA 联盟之后，科比迅速成长为一位受人瞩目

的球星，被许多专家和球迷认为是最接近“篮球之神”
乔丹的人。二十年的 NBA 生涯，科比在赛场上缔造了

许多令球迷津津乐道的精彩瞬间。例如: 为湖人队拿

下 5 次 NBA 总冠军，夺得 2 枚奥运金牌，17 次全明星，

单场 81 分，32000 + 得分等等。这些奠定了科比在球

迷心目中作为一代篮球巨星的光辉历史，对于许多球

迷来说，科比就是人生奋斗和成功的偶像。
根据文本的生成历史，前文本可以根据时间划分

为许多层级，越靠近文本的前文本，其可能对文本意

义的传达和解释发挥的作用越大。以“科比告别赛”

来说，对其表意影响最大的前文本，应当是 2015 年

11 月 30 日，科比在《球员论坛》发表声明: 本赛季将

会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本赛季后正式退役。科比宣

布退役的声明引发了球迷极大的轰动，一度造成《球

员论坛》网站陷入瘫痪。
自从科比宣布退役声明之后，这位当今 NBA 最

伟大球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成为了球迷关注的

焦点。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科比通过赛场下的刻

苦训练，赛场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宣扬，再加上 NBA 联

盟的“造星运动”，使得科比成为了一个受粉丝景仰

的“名人符号”，“人在成名之后，他便具有了某种特

定的大众性的文化内涵( 前提是值得关注的和有吸

引力的) 而无形中创造了一个文化符号或意象，生活

在传媒这一‘拷贝世界’的大众，无疑是通过这一符

号去理解与感知其人其事。”［9］可以说，“科比现象”
缔造了影响力非凡的“科比神话”。

由于科比的巨大影响力，在其宣布退役声明后的

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了具有话题性和制造轰动效应的

“退役巡演”。例如宣布退役后首场比赛，湖人队客

场挑战费城 76 人队，因为科比是费城人，所以在费城

76 人球馆，科比受到了球迷像欢迎家乡英雄般的礼

遇。从费城开始，只要有科比参加的比赛，每一场科

比都会受到球迷无数的欢呼和掌声，每一位球迷都想

见证这位 NBA 传奇巨星在球场上最后的征战时光。
可以说，科比的“退役巡演”是“科比告别赛”最

重要的前文本，如果说“科比告别赛”是一场盛大的

“加冕仪式”，那么科比的“退役巡演”就是“加冕仪

式”前的“出场秀”。长达一个赛季的“退役巡演”积

聚了球迷炽热的情感，最终在“科比告别赛”的“加冕

仪式”上得到了猛烈的升华和宣泄。
除了前文本之外，“科比告别赛”的文本生成还

受到同时文本的影响，同时文本是与文本产生的同时

出现的文本，克里斯蒂娃从“文本间性”的角度出发，

认为同时文本相互指涉，共同推动文本意义的生成。
“科比告 别 赛”的 同 时 文 本，最 明 显 的 就 是 在

2016 年 4 月 14 日当天，NBA 联盟有意安排了两场比

赛，一场是湖人挑战爵士———科比在 NBA 最后一场

比赛; 另外一场是勇士对阵灰熊———勇士能否打破

72 胜的 NBA 神话。结果在这两场比赛中，科比得到

60 分率队逆转爵士取得胜利，勇士队主场击败灰熊

取得了历史性的 NBA 常规赛 73 胜。这两场比赛作

为同时产生的文本，其意义相互指涉，两个球队的当

家球星———科比与库里，分别成就了各自的神话，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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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随着 NBA 职业生涯的结束，最终完成了从偶像向

神话的符号衍义; 库里正在成为 NBA 新的偶像，并开

始缔造属于自己未来新的神话。
“科比告别赛”的文本生成经历了前文本和同时

文本的意义累积，受众在解释该文本的过程中同样也

要受到解释性伴随文本的影响。对于“科比告别赛”
来说，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 文本评论) 以及

先 /后文本。
元文本( 文本评论) 是“关于文本的文本，是此文

本生成后被接收之前，所出现的评价，包括有关此作

品及其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

治标签等”。［7］146“科 比 告 别 赛”的 元 文 本 ( 文 本 评

论) ，同样以上述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媒体铺天盖地

的报道科比退役的新闻以外，还出现了各种八卦，例

如有媒体报道，科比退役后有可能到意大利打球，原

因是科比的父亲曾经在意大利球队效力，科比的童年

也在那里度过; 甚至还有中国球迷开玩笑说，科比退

役后可以考虑到 CBA 打球等等。
除了这些传闻和八卦以外，媒体和球迷对科比的

评价也呈现出了“元语言冲突”的现象，尽管科比作

为篮球巨星的地位无可置疑，但是媒体和球迷往往将

科比和 NBA 历史上巨星进行对比，特别是常常把乔

丹作为科比的标杆。在媒体和球迷的评价里，除了颂

扬之外，也有对科比的“吐槽”，例如打球太独，历史

打铁第一，投篮效率不高，与邓肯、诺维茨基主动降薪

相比，科比缺乏对球队的奉献精神等等。甚至在中国

的球迷队伍里，还出现了相互攻击的“科蜜”与“科

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科比告别赛”的元文本( 文

本评论) ，尽管在媒体和球迷眼中，科比也有瑕疵，但

是当今时代，人们的包容意识比以往更强，允许英雄

的不完美甚至缺陷，这些并不妨碍科比在“加冕仪

式”上成为众人膜拜的神话。
先 /后文本在“科比告别赛”的文本解释中也非

常明显，先文本容易和前文本发生混淆，其实两者的

差别非常大。前文本指的是文本出于其中的文化网

络，前文本与文本之间共属于一个大的文本集合，而

先文本则是文本生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文本形态，先

文本对文本的释义压力比前文本要大得多，“一个文

本对先文本的依赖，远远超出一个文本生产时‘引

证’前文本的明显程度。”［7］149 对于“科比告别赛”这

个文本来说，其先文本就是一直以来媒体和球迷将科

比与之对比的乔丹。
科比被媒体和球迷称之为最接近乔丹的人，两者

经常被拿来做各个方面的比较，乔丹是无可争议的

“篮球之神”，而在媒体和球迷的视野中，就是观看科

比如何超越乔丹。尽管在历史地位上，科比无法超越

乔丹，但 是 在 某 些 环 节 上，科 比 完 成 了 超 越，例 如

NBA 生涯总得分，单场最高分，告别赛得分等。可以

说，如果没有乔丹做标杆，科比作为篮球神话的意义

就无法凸显出来，某种意义上而言，乔丹就是科比神

话的“原型”，这正是先文本对文本表意的重要作用。
后文本也有多种表现形式，“科比告别赛”的后

文本主要包括: 科比退役后的动向成为众人关注焦

点，有媒体猜测科比可能投资意大利球队走上经商之

路;“后科比时代”的湖人队何去何从，曾经的 NBA
豪门球队未来发展引人关注。在所有的后文本中，最

主要的应当是 NBA 联盟中那些有可能替代科比成为

新的偶像的球星，其中包括早已成名的勒布朗·詹姆

斯，以及正逐渐取代詹姆斯成为 NBA 联盟第一人的

库里。在其后的媒体报道中，詹姆斯或库里依然会被

媒体和球迷拿来与科比做比较，这种“造星运动”也

正是 NBA 联盟长久以来对球迷保持强大吸引力的根

本所在。

3 否定性叙述:“科比神话”的意义生成

媒介通过构筑一系列伴随文本的意义累积，“科

比告别赛”成为“科比神话”诞生的舞台。制造“现代

神话”，是当今大众传媒通过文本运作生成出来的

“媒介景观”，罗兰·巴尔特认为，自西方社会理论语

言学转向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流行神话，巴尔特称

之为“现代神话”，在关于什么是现代神话的定义上，

巴尔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他认为“神话是一种

叙述。”［10］现代神话是一种传播的体系，一种意指作

用的形式。
“科比神话”的意义生成依赖于媒介建构文本并

展开叙述行为，但是这种叙述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叙

述。赵毅衡在《叙述在否定中展开》一文中认为:“小

说叙述的本质，是一个连续否定的过程，叙述即否

定。”［11］63但是当我们考察“科比神话”的意义生成模

式之后就会发现，以体育媒介事件为代表的媒介叙述

也属于否定性叙述。
“否性”是一种认知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自

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强调从整体上观照世界，但是

这种宏大叙事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法兰克福学

派的阿多诺认为，“哲学将整体当作自己的对象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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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就把它作为异于自身的东西驱逐出去。”［12］总体

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就是为了反对西方哲学

长久以来追求的“同一性”，否定辩证法主张“非同一

性”，因为在文本生成和解释的过程中，将有许多“异

物质”掺杂到其中，文本自身必须在与这些“异物质”
角力的过程中克服许多羁绊，最终才能生成一个相对

稳定的意义解释。
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1966 年在其《结构语义

学》中提出的符号矩阵理论，为我们理解符号文本的

否定性叙述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型。格雷马斯

的符号矩阵包括四个基本项: S1 ( 肯定) 、S2 ( 否定) 、
－ S1( 负肯定) 、－ S2 ( 负否定) 。格雷马斯认为: “如

果 － S2 = S1 且 － S1 = S2，那么 S1 和 S2 就是矛盾的，

矛盾关 系 在 此 表 现 为 对 立 关 系 中 的 一 种 特 殊 关

系。”［13］这四个基本项之间有四个连接，每后一项都

构成对前一项的否定。四项之外，有六个连接，两两

组合形成十元素否定互动的格局(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十元素否定互动的格局图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提供了一个静态的多重否定方

式，赵毅衡对此进行了改造，不仅任何相关项，甚至任

何连接项之间都是否定的，这样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就

成为了“一个不断借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闭的过

程: 只要叙述向前推进，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势态”。［11］59

通过连续的否定，符号文本的意义逐渐显现出来。
根据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我们可以将 NBA 职业球

员划分为四个符号序列( 如图 2 所示) ，分别是普通的

NBA 球员，有一定知名度的 NBA 球星，有巨大影响力

的 NBA 球星，NBA 第一人乔丹。这四个符号序列关系

中，每后一个符号序列都构成对前一个符号序列的否

定和超越，毫无疑问，科比属于 NBA 超级巨星行列，他

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篮球范

围。但是与 NBA 第一人乔丹相比，虽然在某些指标上

已经超越乔丹，但是在受众的观念里，科比被认为是最

接近“篮球之神”乔丹的人，但是还不能和乔丹平起平

坐，在被神化的乔丹与类神化的科比之间构成相互否

定的关系。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媒介事件

这种“竞赛型演示叙述会以神话叠加的方式带来叙述

惊喜，这在叙述学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类型”。［14］

图 2 四个符号序列图

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提出的“封闭漂流”概

念，也认为符号衍义的过程是一连串的否定性叙述。
艾柯假设符号衍义从 A 到 E，“在这个符号衍义过程

中，一旦我们接受了符号 E 的意义，那么，关于符号 A
的意义就会被剔除。”［15］新生成的符号意义否定前符

号，最终落在一个合理的意义解释范围内。
符号文本经由否定性叙述生成的意义并非一个

绝对的“真值”，而是一个处在变化临界点以及掺杂

其它“异物质”的“拟像与仿真”。法国符号学家博德

里亚认为，通过传媒“拟像与仿真”的生产机制，社会

呈现出了“超真实”的状态。所谓“超真实”不是真与

假的问题，不是复制的问题，也不是模仿的问题，而是

用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博德里亚在《拟像与

仿真》中开篇引用波哥斯传说中的有关拟像的寓言

来说明: 拟像就是实在。拟像是由四个阶段组成的:

“它是对根本现实的反映; 它遮蔽和颠倒着根本现

实; 它遮蔽着根本现实的缺席; 它与现实没有任何关

系: 它是它自身的影像。”［16］

从否定性叙述思维出发可以发现，“科比告别

赛”所诞生的“科比神话”，其符号文本意义的生产和

解释就是一系列否定性过程。从符号双轴表意形式

来看，这里面既包含历时性否定，也包含共时性否定。
从历时性否定来看，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的“科

比告别赛”的伴随文本就属于此类。“篮球之神”乔

丹成为科比超越的符号，符号化的科( 下转第 16 页)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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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园区平台管委会主导的“轻车驾熟”的推进思

路，时刻体现民本、共建、服务的精髓，践行“有限”和

“有效”的政府角色，形成更加灵活、更加符合市场规

律、更加契合创业需求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同时提升

镇民参与社区体育自治水平，以保障体育特色小镇独

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韵味。

参考文献

［1］吕树庭，裴立新． 关于小城镇作为中国农村体育发展战略

重点的思考［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3，27( 3) : 7-10．
［2］厉鼎禹等． 浅谈发展小城镇体育的意义及其方法［J］． 江

苏体育科技，1984( 5) : 32-35．
［3］虞重干，刘志民，丁海勇，等． 我国小城镇及小城镇体育之

研究现状［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1( 1) : 11-14，22．
［4］刘灏，张宏杰．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

机制及路径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7( 4) : 14-17，27．
［5］何春刚． 体育小镇建设中的政府职能与推进路径［J］． 南

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4) : 23-27．
［6］沈克印，杨毅然． 体育特色小镇: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产

业跨界融合的实践 探 索［J］． 武 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2017
( 6) : 56-62．

［7］江苏省体育局印发《省体育局关于开展体育健康特色小

镇建设工作的通知》( 苏体经〔2016〕92 号)

［8］孟佩． 徐宏毅．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体育产业发展关系

的实证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2017，

70( 5) : 86-94．
［9］苏斯彬，张旭亮． 浙江特色小镇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实践模

式探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16( 10) : 73-75．

［责任编辑 魏 宁］

( 上接第 10 页) 比构成了对符号化的乔丹的否定，科

比之后，NBA 联盟巨星如詹姆斯、库里等被媒体和球

迷寄希望于超越科比，因此也构成了否性关系。一颗

篮球巨星在 NBA 舞台的谢幕，伴随着另外一些篮球

巨星在 NBA 舞台上冉冉升起，不断超越，不断挑战，

这正是 NBA 联盟始终对球迷保持吸引力的关键所

在。从共时性的否定来看，主要是在“科比告别赛”
举行过程中，球迷对科比的评价所生成的元文本( 文

本评论) 产生的“阐释漩涡”，即将淡出 NBA 舞台，科

比也引发了一些球迷对他的负面评价，但是这些负面

评价并没有损害科比的“现代神话”形象，恰恰相反，

它们构成了多面的科比，这正是当今媒介对英雄和偶

像的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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