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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育歡通学的基市问题

王委艳

摘 要 ：

“

叙述转向
”

促使我们 重新认识叙述 学研 究
，
面 对发 生 于 多 学

科的
“

叙述化 蔓延
”

，
赵毅衡提 出 的

“
一般叙述

”

的理论框架 ，

显然 突破原来的叙述 学研究 范式 ，
使我们 能够在一般状 态 下研

究存在 于各领域的叙述现象 。 体育叙述学正是在此基础上提 出

的 。 体育叙述 学首先必 须确认体育如何叙述 、 体育叙述文本形

态 、 体育叙述者的存在 方式 以及体育叙述的 核 心特性 ， 即 本文

提 出 的 交流性 。 体育叙述 学是
一个全新课题 ，

确 定上述基本 问

题对于进一步研究其 内 在 关 系 、 运行机制 ，

以 及体育 文化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 。

关键词 ： 体育叙述 学 ，

文本表征 ，
叙述者 ， 媒介体 育 ，

交流模式 ， 体育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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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觞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

叙述转 向
”

为叙述学研究提 出 了非常重要的

研究课题 ， 那种囿于文学叙述的
“

体裁 自 限
”

已经无法适应 当今叙述学发展

的需要 。 在此背景下 ， 赵毅衡先生提出
“

广义叙述学
”

研究框架 ， 这使叙述

学研究得以从
“
一般意义

”

上获得解放 。 体育叙述学的提出正是基于如此背

景 。 体育叙述具有较为复杂的文本表征 ， 其文本形态 因现代传媒和受众多样

化而变得类型多样 ， 研究体育叙述不得不考虑
“

媒介体育
”

给体育叙述带来

的独特景观。 体育文化在现代传媒的全面参与下变得丰富多彩 。 体育叙述的

层次因文本类型的多样化而多元 。 交流作为体育叙述的核心特性在多重文本

与叙述者背景下呈现复杂局面 。 研究体育叙述的这些复杂关系 ， 探究其 内在

机理是体育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一

、 叙述转向与
“

体育如何叙述 ？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 ， 叙述学正在经历一场具有本质意义上 的研究范式

变革 ， 那便是发生在多种学科领域的
“

叙述转 向
”

。 这里 ， 所谓的研究范式

变革是相对于经典叙述学和后经典叙述学研究范式而言的 。 托马斯 ． 库恩曾

经对
“

范式
”

有精彩论述 ， 按照库恩的观点 ， 范式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相互

关联的条件 ：

一是
“

空前地吸引一批拥护者 ， 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

争模式
”

；
二是

“

这些成就又足 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 留下有

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

。 （
２〇〇３

，Ｐ ．１ ０
） 也就是说 ， 新范式要建立 ， 需要有足够

的魅力吸引一批追随者 ， 而且能为追随者 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 经典叙述学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建构 了
一整套严密的话语系统并很快成为一个学

科——
“

叙述学
”

， 遍及世界各地的学者组成了经典叙述学研究队伍 ， 形成

了 自 己 的研究范式 。 但随着后结构主义 、 解构主义 、 后现代各种理论的兴起 ，

自认为逻辑严密的经典叙述学
“

语法系统
”

受到很大冲击 ， 包括经典叙述学

著名学者在内 的很多叙事学家把 目 光转向后现代的各种理论 ， 并以
“

理论侵

人
”

的研究范式改造经典叙述学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美 国 出现 了叙述学的

“

小规模复兴
”

，

“

叙述诗学在过去 十多年来发生 了惊人的嬗变 ， 到今天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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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谈叙述学的
‘

复兴
“

它吸纳 了大量新的方法论和研究假设 ， 打

开了审视叙事形式和功能的诸多新视角
”

，

“

后经典阶段的叙事研究不仅揭示

结构主义 旧模式的局限性 ，
而且也充分利用它们 的可能性 ；

正如后经典物理

学也不是把牛顿模式简单地抛在
一边 ， 而是重新思考它们 的潜在思想 ， 重新

评估它们的适用范围
”

。 （ 赫尔曼 ，

２００２
，ＰＰ ． ２

－

３
） 因此 ， 说后经典叙述学

的发展是叙述学研究的一种 自我救赎或者主动调整 ，
也是恰当 的 。

但 目前叙述学界正在经历的
“

叙述转 向
”

却是另一种状况 。 它并非来 自

叙述学内部 ，
而是发生在多种学科领域的

“

叙述化蔓延
”

。 这一不约而 同 的

“

叙述化
”

过程 ， 或可追溯至 １ ９６６ 年美国作家卡波提在 《冷血 》 中提出 的新

新闻主义 ， 即用主观化改造新闻的
“

叙述化
”

写作 。 但此时的
“

叙述化
”

并

未波及其他学科 。 而对
“

叙述转向
”

真正产生影响 的则是海登 ？ 怀特在 《元

史学 》 （
１ ９７３ 年首版 ） 中提出 的

“

新历史主义
”

。 怀特指 出 ，

“

特定历史过程

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
”

，

“

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 ，
历史的

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 ； 并且 ， 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 的虚构化

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
”

。 （
２０ １ ３

，ｐ ． ２
，６ ） 随后 ， 多种学科领域

“

默契
”

地开

始了
“

叙述化
”

过程 ： 教育领域的叙事探究 ，
医疗 、 心理领域的叙述疗法 ，

庭辩的叙述修辞 ， 电子游戏的互动叙述 ， 体育的叙述化研究 ， 音乐 的叙述化

研究 ， 等等 。 面对多种领域的
“

叙述转 向
”

， 叙述学界显然应对乏 力 ， 那种

源于文学叙述研究的叙述学在面对诸多学科 的叙述化蔓延时显得力不从心 ，

原因之一是无法打破叙述研究的
“

体裁 自 限
”

。 对此 ， 叙述学界首先要做的

是对
“

叙述
”

进行重新定义 。 美国叙述学家 ， 瑞士人玛丽
－

劳尔 ？ 瑞恩和我

国著名符号学家 、 叙述学家赵毅衡教授等人都给 出 了 自 己 的定义 。 赵毅衡给

出 了叙述的底线定义 ：

一个叙述文本 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 两 个叙述化过程 ：

１ ． 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 的 事件组织进
一个符号文本 中 。

２ ． 此 文 本 可 以 被接 收 者 理 解 为 具 有 时 间 和 意 义 的 向 度 。

（
２０ １ ３

，ｐ ．７
）

以此为基础 ，
赵毅衡建构了

“
一般叙述

”

的理论框架 ， 为叙述学研究的

第三次范式革命提供了可以不断回顾的学理基础 ，
且这一基础可为多种学科

的叙述化研究提供充裕的空间 。

“

体育叙事学
”

正是在此基础上提 出 的 。 根

据赵毅衡的定义 ， 体育很显然是
一种具有叙述性的活动 ， 首先 ， 任何体育竞

技都必须有人的参与 ， 同时 ， 任何体育竞技都必须有
一整套经过符号化的动

１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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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规则设计 ， 甚至接受者也被组织进这一符号化的文本之 中 。 任何体育活

动 、 体育竞技都是一个事件 ，

“

事件化
”

是当今体育的主要表达式 。 只有经

过
“

事件化
”

， 体育活动才可能进入某种运作模式 ， 并随之产生各种体育效

应 。 体育竞技的符号化普及培养了大批的受众 ， 即所谓
“

粉丝
”

或者
“

准粉

丝
”

，
正是他们为体育叙述赋予意义 ， 使体育产生更多 的

“

附加价值
”

， 最直

接的表现如广告 、 娱乐 ， 更加形而上的则如励志 、 意识形态等 。 因此
， 所谓

体育叙述 ， 是运动员参与的 ，
已经被符号化 ， 并被接受者理解的具有时空和

意义的事件 。 体育意义要靠符号化的形式来表达 ， 意义 的读取则是接受者的

二次叙述化过程 。 对于体育叙述的系统性研究则为
“

体育叙述学
”

。 体育叙

述外延广阔 ， 其复杂性来源于其社会化的广泛参与和现代传媒的深度介人 。

对体育叙述的研究近年来逐渐进入学者视野 ， 笔者在 中 国知 网 （
ＣＮＫＩ

）

进行检索 （ 检索时间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９ 日 ） ，
以

“

体育
” “

叙事
”

为检索词 ， 进

行全文检索 ， 共得到 ５ ３ 条结果 ， 时间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 ， 呈逐年递增趋势 ， 其

中 ， 直接与体育叙事相关的论文有 １ ５ 篇 ， 包括 ２ 篇硕士论文 。 以
“

体育
”

“

叙述
”

为检索词进行全文检索 ， 则得到 １ ７ 条结果 ， 与体育叙述本体研究相

关的论文有 ５ 篇 ， 而且有 ４ 篇集 中 出现在 ２０ １ ４
—

２０ １ ５ 年 。 由此看来 ， 我 国 的

体育叙述研究和世界范围 内 的
“

叙述转 向
”

相应和 。 但细读这些研究成果会

发现 ， 其中有研究体育电影叙述的 ， 有研究体育小说叙述的 ， 有研究体育报

道叙述的 ， 有研究体育纪录片的… …而从
“

叙述
”

本体来研究体育叙述的论

文则寥寥无几 。 可见 ， 在我 国 ， 体育叙述学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研究领域 。

值得关注的是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四川大学 出 版社 出 版的宗争的 《游戏学 ： 符号

叙述学研究 》 ， 从游戏学角度对体育叙述进行了研究 。

对体育叙述的研究必须从文本表征 、 叙述者层次和其核心特性——
“

交

流性
”

等基础问题开始 。

二 、 体育叙述的文本表征

确定叙述文本是叙述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 ， 叙述文本是叙述学的研究对

象 ， 没有研究对象 ， 研究则无从谈起 。 文本的确定对于文学叙述来说并不是

个问题 ， 甚至可以忽略 ， 因为文学文本是固定的 、 看得见 、 摸得着的存在物 ，

但要确定体育叙述的文本却并非易事 ， 因为体育叙述边界模糊 ， 常常有非体

育因素参与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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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育活动 由运动员 、 场地 （ 或运

动场 ） 、 规则 、 裁判 、 运动器械等构成 。 如果给体育文本一个纯粹 的边界 ，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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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运动场范围 内进行的体育运动 ， 其叙述边界应该是运动场的边界 ，
也

就是说 ，
运动场内进行的体育运动 、 竞技 ， 从开始到结束 ， 构成

一个完整 的

体育叙述文本 。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 因为如此狭窄 的边界把体育 的丰富性

屏蔽了 ， 体育应有的魅力被
一套纯规则下 的身体活动所代替 ， 所谓 的体育叙

述也就失去了丰富性带来的人文魅力 ， 其研究价值会减缩许多 。 实际情况是 ，

当今的体育运动更多地表现为
一种

“

全民狂欢
”

， 现场观众 、 粉丝 、 啦啦队 、

亲友团 、 太太团 、 媒体 、 广告商等构成体育运动五彩斑斓 的叙述因子 ， 其丰

富性来源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体育活动找到各 自 的关注点 。 体育早 已不是体

育 自身那样纯粹 ， 它更多地表现为
一种体育文化 。 而且 ， 现代传媒早 已把体

育带到体育场之外 ， 现场观众不但是体育叙述的接受者 ，
而且通过各种媒体 ，

他们也成为
“

被看
”

的对象 ，
也构成体育叙述的一部分 。 真实情况是 ， 通过

媒体观看体育竞技的人数远远大于现场观众 。 体育叙述文本的组成 已经超越

运动场边界而成为文化意义上 的
“

宏大叙述
”

。 因此 ， 体育叙述学研究 的文

本确定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

体育叙述文本说到底还是
“

谁说
” “

谁看
”

的问题 。 如果站在现场观众

的立场 ， 以运动场为边界 ， 在
“

场 内
”

进行的体育运动就是一个叙述文本 ，

即
“

纯体育
”

文本 ， 这里不掺杂体育之外 的 因 素 。 但多数观众是通过 电视 、

网络等媒介来观看体育赛事 的 ， 现代体育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

媒介体育
”

，

现场观众成为
“

说
”

和
“

看
”

的
一部分 ，

即现场观众也参与 了体育叙述 ， 这

时 ， 体育叙述的文本边界扩展为包括现场观众在 内 的整个体育场 。 如果站在

体育文本客观性 、 真实性的角度来看 ， 当今的媒介体育更能为我们呈现更加

完整 、 真实的体育文本 。 比如 ＦＩＦＡ 世界杯赛场摄像头的安装就呈逐年递增趋

势 ，

“

２０ １ ０ＦＩＦＡ 南非世界杯在上届德国世界杯 ２５ 台摄像机的基础上又有所

提高 ， 部分场地实现了３２＋１ （
１ 指场 内 Ｍ 号机位 ） 的机位设置 ， 而另外

一

些运动场则实施的是无航拍和有线机位的 ３０＋１ 机位设置。 多角度 、 多机位

的拍摄可 以确保赛场 内绝大多数信息不致丢失 。

”

（ 魏伟 ，

２０ １ １
） 国际排联引

人
“

录像挑战
”

（
ｖ ｉｄｅｏｃｈａｌ ｌｅｎ

ｇ
ｅ

） ， 允许球队有两次以录像 回放方式对裁判 的

判决提出挑战的机会 。 这些都是媒介参与体育叙述的实例 。 任何接受者在面

对体育文本的时候也不会有如摄像机那样精细的观察 ， 因此 ， 媒介体育 已经

成为体育文本构成的重要部分 。

同时 ，

“

媒介体育
”

还有另一种情况 ， 即媒介人在
“

说
”

和
“

看
”

的 同

时 ，
也作为

“

被看
”

的对象受到媒介受众的品评而成为体育叙述文本的扩展

部分 。 因此 ， 体育叙述文本根据其表征方式可有如下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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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 ：

“

赛场 ＋ 规则边界
”

或者
“

纯体育边界
”

（ ｐｕｒｅｓ
ｐ
ｏｒｔｓｔｅｘｔ

） ， 包

括运动员 、 裁判 、 教练等 ，
即体育本身 、 纯体育 。

文本二 ：

“

体育场边界
”

（
ｓ ｔａｄ ｉ ｕｍｔｅｘ ｔ

） ： 运动员 ＋ 各种参与人员 ＋ 现场

观众 。

文本三 ：

“

媒体表达边界
”

（
ｍｅｄ ｉａｓ

ｐｏｒｔｓｔｅｘｔ
） ： 体育场 ＋媒体表现 。

这是一种类似卞之琳诗歌 《 断章 》 的
“

观景模式
”

， 我们暂且称为
“

断

章模式
”

（
ｗ ｉ ｎｄｏｗｍｏｄｅ

） ， 即不同的受众会看到不同 的叙述版本 ，

“

谁说
”

中

说者的变化会使
“

谁看
”

中 的看者相应变化 ； 反过来 ，

“

谁看
”

中不 同 的看

者会看到不一样的说者所说的不 同版本 。 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流过程 ， 笔

者会在下文展开论述 。 体育叙述文本的这种复杂性源于现代传媒的多种表达

方式 ， 体育叙述研究不可忽略这一点 。 站在研究者立场来看 ， 由 于不可能每

次都能亲临赛场 ， 更多 的是通过媒介获得
“

二手材料
”

， 加之体育本身 即携

带充沛的非体育 内涵 ， 丰富 的
“

伴随文本
”

反而为体育叙述研究增添魅力 。

美 国叙述学家莱恩在论述 电脑时代的叙述学时 ， 提出
“

窗 口 

”

概念 ：

“
一个

窗 口就是一个叙述单位 ， 其显示范 围是叙事记录装置在特定时间 内跟踪某物

或聚焦某地时 ， 文本世界一次所能
‘

摄入
’

的 内容 。

”

（
Ｒ
ｙ
ａｎ

，２００２ ，ｐ ．７ ８
）

上述体育叙述文本的不同类别可 以看成一种
“

窗 口
”

递进式叠加 ， 即上
一个

看者和看到的 内容连 同其 自 身成为下一个看者看到 的 内容 ， 而其意义在不同

的看者那里是不 同 的 ， 因为
“

窗 口
”

变化了 ，

“

叙述单位
”

也相应变化 。

由 以上分析可 以看出 ， 体育叙述的文本十分丰富 ， 这体现了体育文化应

有的多彩性 。 多数情况下 ， 体育叙述研究会在这种多重文本表达 中进行 ， 因

为纯体育只是体育叙述的一部分 。 如果与体育相关的 内容不参与体育叙述 ，

那么纯体育很难完成一次完整的叙述过程 ， 更何况纯体育的叙述进程受太多

相关因素影响 ， 其表达式本身已经不纯粹 。

三 、 体育叙述的叙述者

叙述者是叙述学研究最为核心的概念 ， 对于文学叙述来说 ， 叙述者并非

一个太大的问题 ， 但叙述转 向之后 ， 叙述研究 向 多种领域扩展 ， 叙述者问题

逐渐显露而成为一个聚焦点 。 因为 ， 对于文学之外的叙述类型来说 ， 叙述者

就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辨别清楚的概念了 。 体育叙述的叙述者即是如此 。 赵毅

衡先生 曾对叙述体裁进行全域性分类 ， 把体育 比赛列为现在时态的虚构型体

裁 ， 并且认为这是一种
“

演示类虚构叙述
”

。 在
“

广义叙述学
”

理论框架下 ，

赵毅衡指 出叙述者存在的两种形态 ： 人格
－

框架二象 。 （
２０ １ ３

，ｐｐ ． ９０
－

１ 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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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体育比赛叙述而言 ， 其叙述者属于
“

框架叙述者
”

：

体育 比赛也属 于此类 演示叙述 ：
比赛有严 格的规则

，
但是在框

架 内
，
运动 员 是

“

次叙述者兼参与 者
”

， 可 以 努 力 影 响 比赛 的 叙述

进程 ：
运动 员 只 能在这个框 架 内 尽 力表现 ， 争取按规 则 做到

“

血

洗
” “

屠城
” “

横扫
”

的 胜利 。 但是 ，

一旦超 出 虚构 的
“

作假
”

原

则
，
例 如拳王泰森咬伤 对手耳 朵 ，

曼联队队 长基恩踩断 对 方 的腿 ，

就破坏 了 虚构叙述的框架 。 裁判 的任务就是努 力把个人的表现 限定

在框架之 内 。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００
）

赵毅衡先生的
“

框架叙述者
”

对于
“

纯
”

体育 比赛而言是非常具有创新

和启发价值的 ， 它廓清了人们对于体育叙述源头的疑 问 ， 解决了体育叙述学

研究有关叙述者的难题。 但是 ，
纯体育 ，

正如上文论述那样 ， 是很难纯粹的 ，

太多的非体育因素 、 体育的伴随文本 、 附加价值等使体育难 以独立成形 。 事

实上 ， 多数接受者面对的体育都不是
一种纯体育 ， 而是携带各种 因子的体育

文化 。 比如体育与战争的关系 ， 当今观众很难在观看体育 比赛的 同时 ，
意识

到此项运动与战争的关系 ， 尽管早期 的体育运动很多来源于军事训练 。 就现

代体育来说 ，

“

虽然现代绝大多数体育游戏并非直接源于军事行动 ， 但是它

们与早先产生的体育游戏直接的渊源 ， 却是难 以否认的
”

；

“

更为重要的是 ，

在这种体育与军事 的关系 中 ，
后者永远不在场

”

。 （ 董明来 ，

２０ １ １
） 也就是

说 ， 体育携带太多文化因素 ， 在今天看来这些文化似乎与体育毫无联系 ， 但

其实它们作为一种背景资料 ， 使体育文化更加深厚 ， 更加具有研究价值 。

同时 ， 就体育的表达式而言 ，

“

媒介体育
”

已经成为体育实际的存在方

式 ， 体育文本的
“

断章模式
”

， 使接受者面前的风景被反复叠加 ，

“

看
”

与

“

被看
”

、

“

说
”

与
“

被说
”

成为一种相对的状态 ， 体育叙述学不得不面对如

此复杂局面 。 按照上文对体育文本的分类 ， 笔者将体育文本的叙述者分为两

种情况 。

叙述者一 ： 运动有效参与者 ＋ 规则 。 这是一种
“

自 我叙述
”

， 是
“

框架

叙述者
”

。 运动的有效参与者包括运动 员 、 教练员 、 裁判 、 记分员 等 ， 这是

一种
“

规则组合
”

， 他们之间 的配合是按照规则来完成 ， 其行为 只在规则允

许的范围 内有效 。 这种叙述者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 ， 即运动员就是叙述者 ，

而事实上 ， 叙述行为 的完成是
一种

“

规则组合
”

的产物 ， 运动员 不能独立完

成叙述 ， 在所谓的
“

自 我叙述
”

中 ，

“

自 我
”

是一种集合行为者 ， 而不具体

为某人 。 此类叙述者对应上文的体育叙述文本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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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二 ： 媒体叙述者 。

“

媒介体育
”

是当今体育存在的基本方式 ，

“

纯

体育叙述
”

往往通过媒介手段被
“

二次叙述化
”

。 也就是说 ， 对于非现场观

众来说 ， 他们获得 的体育文本是经过各种媒介
“

二次叙述化
”

的
“

媒介体

育
”

。 有很多非体育因素参与该叙述文本 的建构 ，
而且媒介的背景介绍 、 知

识普及等附加材料 ， 使体育叙述文本变得丰富多彩 。 相对来说 ，

“

媒介体育
”

文本虽经过媒介的携带有各种倾 向性 、 目 的性的
“

过滤
”

， 显得不那么纯粹 ，

但是这种叙述更加具有观赏价值 。 除增加一些看台花絮 、 运动特写等娱乐元

素外 ，

“

二次叙述
”

还将瞬间体育符号
“

意义化
”

， 甚至把瞬间解读转化为永

恒解读 ， 使瞬间化为经典 。 值得注意的是 ，
上述文本一

“

纯体育
”

叙述文本

常常被文本二中的现场观众打破 ， 比如现场观众突然闯人赛场影响 比赛 。 对

于媒介体育文本来说 ， 这种闯入也是构成其叙述文本的一部分 。 宗争将观众

视为
“

反馈层
”

， 并指出
“

反馈层并不是必需的
”

。 （
２０ １４

，Ｐ
．１ ８９

） 如果站在

游戏的角度 ，
也许会如此 ， 因 为游戏本身并非为观众而存在 。 但站在体育叙

述的立场来看 ，
观众的参与度 向来是评定体育普及程度的重要指标 。 若大众

普及率不够 ， 有些项 目 就会被排除在奥运会之外 。 而足球世界杯 、 欧洲杯 ，

国际排球联赛 ，
以及国 内 的各种球类联赛等 ， 其生存均依赖观众的热情参与 ，

这已然成为体育的一部分 ： 反馈层至少在体育叙述中是必需的 ，

“

媒介体育
”

文本的接受在此基础上才能兴趣盎然 。 媒体叙述者对应上述体育叙述文本

＊

 Ｎ 
Ｏ

值得关注的是 ， 体育的附加功能 ， 如励志 、 爱 国 、 意识形态等 ， 往往通

过
“

媒介体育
”

来完成 ， 因为对于一般的接受者而言 ， 单纯的赛场竞技无法

激发那么多的想象与思想 。 媒介的作用就是让单调的赛场丰富起来 。 运动员

的奋斗历程 、 为 国争光的勇气 、 赛场 内 的智 勇 双全等都可 以化作语言表述 ，

使只 以动作呈现的体育叙述更加具有意义 。 无论是从体育文化 ， 还是从政治

意识形态 、 人文精神 、 纯粹的叙述表达方式等角度 ， 媒体叙述者都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 这里 ， 媒介叙述者是体育叙述的
“

二次叙述
”

的承担者 ， 是

一种
“

创造性
”

二次叙述 。 赵毅衡对此有精彩论述 ：

“
一场球赛作为一个演

示叙述文本 ， 极其繁复 ， 线索歧 出 ， 超 出控制范围 的 因素过多 。

‘

事后诸葛

亮
’

， 是把
‘

创造性
’

二次叙述发挥到极致 ， 与预测 的简单 ， 形成极其鲜 明

的对 比 。

”

（
２０ １ ３

，Ｐ ．１ １ ５
） 正因为媒介对体育的

“

深度参与
”

， 体育文本才变

得多姿多彩 ， 富有魅力 。 同时 ， 正 因为有现代媒介 ，

一些体育 比赛规则 、 时

间也不得不作相应调整来使比赛更加公平 ， 比如 国 际足联接受用录像 回放的

形式来减少误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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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叙述者和多种文本使体育叙述研究变得复杂起来 ， 正是这样 ， 才为

体育叙述学研究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与发展空间 。 无论是框架叙述者及文本一 ，

还是媒介叙述者及文本二 、 三 ， 都包含有体育事件的参与各方非常复杂的交

流关系 ， 这些关系构成体育叙述交流性的基础 。 下面具体论述体育叙述的这

种交流叙述网络 。

四 、 体育叙述的交流模式

交流是人类社会建构人与人关系 的主要手段 ， 是人类将 自 己 的活动符号

化 ， 并使之形成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 。 体育运动是一项高度符号化的活动 ，

尤其是竞技体育 ， 更是将符号化推 向极致 ， 比如体操 ， 每一个动作都有规定

性 ， 都被命名 ， 著名 的
“

程菲跳
”

即是一个例子 。 同时 ， 体育也是一项靠交

流获得存在感的活动 ， 每一项规则 的制定都有
一个长期交流 、 约定俗成的过

程 ， 然后才符号化为体育竞技的行为规范 。 站在受众的角度来说 ， 交流促成

了受众群体的形成 。 体育的普及推广首先必须经历大众化阶段 ， 然后形成某

种为大众所认可 、 熟悉的规则系统 ， 并反过来规范运动本身 。 从某种意义上

说 ， 某项体育运动受众的多寡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对该体育项 目 的熟悉程

度 ， 包括对其规则 的熟悉程度 。 传媒时代为体育 的 大众化交流推波助澜 ，

“

媒介体育
”

的形成使大众对体育 的参与度空前提高 。 多重叙述者带来多重

文本 ，
而多重文本为受众的多重选择提供了方便 。

交流不但形成经验也传承经验 。 体育叙述 中运动员各种技能的培养 、 受

众培养等都要以经验的传承为基础 。 体育竞技 中 ， 受众之所以会对某个运动

员或者某个团 队形成期待 ，
正是基于受众的共同经验 ， 即他们对这些运动员 、

团 队 已经形成稳定的经验 ， 这些经验会形成某种预期 ， 并且是一种群体性预

期 。 正是这些共同经验 ， 形成了 目标一致 、 期待相仿的
“

粉丝 团
”

。 而对于

体育运动本身来说 ，
运动员也会如此 。 经验的积累会造就成熟的运动员 和运

动团 队 ， 他们也会形成 自 身的风格 。 而这种经验同时也会形成
“

共享经验
”

，

成为对手调整战术的依据 。 体育叙述是将经验快速地转化为叙述参与者行为

方式的叙述类型之
一

。 经验对于媒介来说也非常重要 ，

“

媒介体育
”

的生存

要靠体育本身 ， 更要靠广大受众 ， 其经验来源主要有三种渠道 ： 其一是体育

自身 ； 其二是观众经验 ； 其三是 自 身经验 。 交流可获得与传承经验 ， 反过来 ，

经验也会影响交流 。 经验即在这种
“

梭式循环
”

中获得增长 。 以经验的
“

梭

式循环
”

为基础 ， 体育叙述的交流可分为文本外交流和文本 内交流两种渠

道 ， 这两种渠道互相影响 ， 循环往复 ， 形成体育叙述的
“

双循环交流模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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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委艳 ，

２０ １ ４
）

第一 ， 体育叙述的文本 内交流模式 。 所谓
“

文本 内
”

， 是指 以文本边界

为限 ， 发生在边界之内 ， 并参与叙述过程的交流 。 体育叙述文本 ， 如上述分

析 ， 具有多种类型 ， 每一种类型 的交流有不 同情况 。 文本一 以
“

赛场 ＋ 规

则
”

为边界 ， 其交流模式可有如下类型 ： （
１

） 运动员
一运动员 ， 即运动员之

间 的交流 ； （
２

） 运动员
一裁判 ； （

３
） 运动员一教练 ； 等等 。 运动员之间 的交

流可分为 同 队运动员之间 的交流和与对手之间 的交流 。 和队友之间 的交流可

为团队积累经验教训 ， 为接下来 的 比赛提供经验 ； 与对手之间 的交流主要发

生在 比赛之中 ，
以对抗的方式呈现 ，

不需要形成语言 ， 而是随机化为应对行

动 ；
运动员与裁判之间 的交流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判决结果 的行为 ；

运动员 与

教练之间 的交流则非常频繁 、 具体 ， 教练站在竞技场之外 ，
以

“

局外人
”

的

视角审视 比赛 ， 并及时为本队提供指导 ， 教练往往能够很快形成经验并将其

运用于赛场的排兵布阵 。 体育叙述文本 内 的几种交流模式并不孤立 ， 而是多

有交叉 ， 从而形成复杂的交流关系 。

文本二以
“

体育场
”

为边界 ， 叙述者为
“

运动员 ＋ 各种参与人员 ＋ 现场

观众
”

。 文本二必须通过媒介窗 口 来实现 。 这里 的交流关系主要发生在运动

员 与现场观众之 间 。 现场观众 由 于 支持 的 对象不 同往往可分为如下类型 ：

（
１

） 支持 Ａ 队观众 ； （
２

） 支持 Ｂ 队观众 ； （
３

） 中立观众 。 同时观众也可 以

进一步分成狂热者 、

一般粉丝 、 娱乐者等 。 啦啦队 、 某些观众的奇特造型等

都可作为
“

媒体景观
”

而进人文本二 。 世界杯中的所谓
“

乳神
”

即作为一个

成功的
“

媒体景观
”

吸引 了大量受众的眼球 。 文本二中的有受众参与的交流

关系 ， 使体育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狂欢性质的后现代文本 。 这里的交流包括文

本一中 的各种交流类型 。 体育场 中 的各种 因 素之所 以被纳入体育叙述文本 ，

是因为现场观众的确能影响 比赛进程 ， 并使 自 己成为 比赛 的一部分 。 赵毅衡

先生 曾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 ， 在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１ ２ 日 的一场吉林队客场打辽宁

队的篮球 比赛上 ， 每 当吉林队罚球 ，
辽宁主场 ＤＪ 就播放龚琳娜的 《忐忑 》 ，

使罚球员心绪大乱 ， 结果命中率奇低 。 时隔五天 ， 篮协发通知禁止播放此类

音乐扰乱节奏 。

“

节奏是副文本 ， 是符号组合附带的分节形式 。 但是副文本

也经常成为重要的表意符号 。

”

（ 赵毅衡 ，

２０ １ ５
，Ｐ ．１ ０７

） 现场观众和各种参

与人员在媒介体育叙述 的文本框架 内 ，
已 经作为体育叙述文本 的一部分而

存在 。

文本三 以
“

媒体表达
”

为边界 ， 叙述者为
“

体育场 ＋ 媒体表现＇ 这里

的交流关系除了 文本一 、
二中 的交流之外 ， 还包括 ： （

１
） 运动员与媒体的交

１ ７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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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
２

） 媒体与场 内外观众的交流 ； （
３

） 媒体与各种体育参与者之间 的交

流 。 研究这些交流关系有利于获得更多 的媒体经验 ， 有利于使体育叙述文本

变得更加丰富 ， 更具文化内涵 。 值得关注的是 ， 媒介对体育的赛事叙述并非

按某种严格的顺序 ，
而是综合运用 回放 、 插入花絮 ， 现场特写等叙述方式 ，

使叙述文本的容量扩大 ， 叙述时间并非
一味线性 ， 现场直播也可能有时间 回

溯 ，
也可能会

“

引用
”

过去事件来调动观众情绪 ： 交流从来不会有一成不变

的程序 。

第二 ， 体育叙述的文本外交流模式 。 不同 的文本范 围会产生不 同 的文本

外交流 。 如果将文本一作为 自 足文本 ， 那么 ， 发生在文本二 、 三中 的某些交

流就属于文本外交流 。 文本外交流的另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这些文本与受众的

交流关系 。 有不少中 国观众对 ＮＢＡ 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姚 明 的喜爱 ，

当姚明退役 ， 人们又把 目 光转移到华裔运动员林书豪身上 。 北京奥运会的跨

栏 比赛中 ， 当刘翔因伤黯然离开赛场时 ， 很多现场和电视机 、 电脑前的观众

也都黯然神伤 ， 有的甚至飙泪 、 离场 。 观众与体育的互动打造 了体育精彩的

叙述景观。 而有更多观众 的
“

媒介体育
”

叙述文本 ， 形成
“

观众一体育
”

“

观众一媒体
”

的交流与互动 ， 媒体也 因此获得丰厚 回报 ， 甚至一些体育节

目 的主持人也成为某项体育的代名词 。 这是传媒时代体育丰富性带来的结果 。

体育叙述的文本内与文本外交流模式并非互不相干 ， 而是相互交叉形成

各种交流互动关系 ， 研究这些关系 ，
研究各种交流模式的交流机制 ， 是体育

叙述学的重要任务 。

五 、 结语

体育叙述作为
“
一般叙述框架

”

下重要的叙述类型 ， 其研究刚刚起步 ，

是一种进行中 的学问 。 本文对体育叙述学 的一些基本问题作的试探性研究是

站在
“

交流叙述学
”

的研究视角进行 的 。 体育作为人类文 明重要的表现方

式 ， 与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
一样 ， 具有叙述特质 ， 其文本表征在现代传媒影

响下呈现多种类型 ， 而每种类型都会产生不同 的叙述者 。

“

框架叙述者
”

是

其基本的叙述方式 ， 而
“

媒介叙述
”

所产生的
“

媒介体育
”

是当今体育叙述

存在的重要形式 。

“

媒介体育
”

使体育文本形成独特的
“

断章模式
”

， 从而满

足了受众不同 的
“

观景需要
”

。 不 同文本产生不 同 的交流模式 ， 文本 内 与文

本外交流所形成的
“

双循环交流
”

以经验的
“

梭式循环
”

为基础 ， 构成体育

文化传承的基本模式 。 除此之外 ， 体育叙述的 内在机理还需进
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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