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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探索

符号提喻和象征：体育形塑国家形象的连续体

徐春宁１，何满龙２，张云峰３

摘要　中国早期经历了对现代体育的排斥、被动和主动参与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凸显了 中 国 的 左 文 右 武 和 雪 耻 半 殖 民 地 和 半 封

建形象；体育与政治的具体关联机制是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观都对冠军存在有一种普遍的崇拜认可、对体育符号提喻处理、跃升为

传达国家政治行为载体象征符号；体育提升国 家 形 象 的 具 体 路 径 有 政 治 性 符 码 与 体 育 精 神 的 平 衡、构 建 国 家、个 人 的 体 育 话 语 能

力、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体育象征国 家 形 象 具 有 多 重 性，随 着 时 代 和 国 家 实 力 的 变 化，对 惯 习 的 体 育 符 号 应 及 时 进 行 调

适。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会出现编码和解码的严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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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在保持独立性和神圣性的同时，也是其所处

社会的高度象征。体育是不同的个人、群体甚至国家

在公共场所进行自我表露进而让别人领略到的一种形

象。随着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日益增大，不同国家开始了以体育为平台介入政治和

意识形态 的 活 动。当 然 在 体 育 与 政 治 发 生 冲 突 的 时

候，进行体育抵制也在所难免。在奥运会的早期，出于

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考量，我国也以退出奥运会的

方式进行政治方面的抗争。在政治介入的影响下，国

家间的竞技 体 育 比 赛 被 赋 予 了 一 种 民 族 和 国 家 的 符

号，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国的精神面貌、国家实力和国家

形象的一种映射，进而凸显了其重要性。历史上，中国

的奥运情结也颇为久远，在１９０８年，《天津日报》就刊

登了体育界著名的“奥运三问”，传达了中国对奥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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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盼。在２００８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基于多年的举国

体制的奥运战略传统，中国以完美的成绩回答了“奥运

三问”，以全新的形象向世人表征和诠释了它的过去和

现在。习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更是把中国体育强国梦提

升到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高度。当

然，国家若不择手段地追求冠军就会出现诸如兴奋剂、
打假球等与奥运精神主旨发生严重冲突的行为，有损

国家形象。然而本属于单一身体活动形式的体育运动

为何与国家形象发生了符号性联系？其背后的机制究

竟是什么？当前我国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

过程中，究竟应该如何通过体育平台提升我国的竞争

力和国家形象？本文基于体育与国家形象的形塑问题

进行理性审视，挖掘其流变特点和背后的关联机制，对
体育形塑理想的国家形象进路进行理论性探索。

１　体育与国家形象研究的现有进路

１．１　媒介决定论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搜索平台获取的有关国家

形象的研究其主题大多集中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实

力，其学科关涉既有体育学又有政治学、传播学，但其

切入点却一致明晰地指向新闻媒介的叙事报道和文本

分析。从体育传播的媒介方式进行提升国家形象研究

的有汤筠、赵爱慧、万晓红［１－３］。此类有关体育与国家

形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电视、新媒体、中外权威报纸和

媒体，对本国和他国在奥运会的表现进行编码和解码

比较，在微观层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大多似乎陷入

媒介决定论。

１．２　软实力贡献论

舒盛芳、孙娟、袁大任［４－６］从体育软实力的概念内

涵与分类等进行了研究。其概念界定的逻辑依据是对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的软实力概念在

体 育 中 的 嫁 接 和 应 用。随 后 有 程 林 林、李 登、王 忠

杰［７－９］等对提升体 育 软 实 力 的 对 策、路 径 等 进 行 了 尝

试性的回答。以上研究意识到了软实力对于国家形象

的重要性，同时对体育中的软实力进行概念解读，但是

大都属于个案性的、甚至是具体策略性的方案设想，对
体育软实力提高国家形象的具体机制解释力不够。总

之，对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
现有研究尽管意识到媒介、体育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具

有相关性，但对其内在机理和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有
待进一步的探讨。

２　体育与中国形象的连续体变迁

所谓连续体就是表述某事物在时空的变化过程中

的激化过程。以现代体育与中国的形象的关系而言，

中国经历了对体育的排斥和被动、主动参与的过程，在
不同历史阶段体育兼具提升和贬低国家形象的功能。
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国家形象的定义侧

重也有所不同。管文虎［１０］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

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

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

认定。国家形象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内涵特性，前

者包括物质形态呈现的人口、物产、经济和军事等，后

者包括国民的行为、政治、历史传承等精神风貌。总体

而言，国家形象就是表述一个国家在特定社会乃至某

一时段的、有选择性和有所侧重的概貌。

２．１　古代中国体育的历史性符码：内敛、右文左武

由于中国具有地大物博的自然环境和隶属农耕文

明的特点，其国民性格注重内敛、顺乎自然、合乎中庸

平和。在农耕文化和中庸思想的熏陶下，中国的体育

活动以养生、太极拳为主，甚至把那些本来具有竞争性

和对抗性的射箭和蹴鞠分别改造成实施礼教的工具和

类似于杂耍性质的表演项目。在沿袭千年重文轻武的

文化影响下，国人形成了以文弱为美称的身体文化观。
在清政府时代，国人之身体素质每况愈下，最早指涉国

家改革落后 的“东 亚 病 夫”进 而 指 向 了 国 民 的 身 体 孱

弱。随后武术自然成为与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武

器，于是对民族英雄———霍元甲进行了夸张化的文本

诠释。

２．２　奥运梦凸显了中国改革的历程和形象

在和欧洲人接触以前，中国一直以高贵、文明、文

化自居，把世界其他民族都称为蛮夷。在此种文化的

熏陶下，中国对西方的现代体育不屑一顾，整体是从被

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演变过程。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

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传教士也对中国传统

文化进行了强势性的植入改造，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从

此与中国发生了关联。但此时，国人在西方竞技体育

的开展中完全没有话语权，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域外力

量起主导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前，体育竞赛规则，
比赛中术语以及比赛器材等全由外国人控制。由于缺

乏适宜的社会条件，体育经费筹措乏力，西方竞技体育

在中国的开展也举步维艰。域外势力主导中国的竞技

体育活动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在１９２３年的东京亚运会

上，以美国人葛雷作为中国的代表登台讲话事件作为

导火索，国人 开 始 反 思 体 育 的 主 权 问 题。据 记 载［１１］，
在夺回洋人手中的体育主权呼声的背景下，１９２４年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此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侵占中国东北，为了骗取世界的承认，日本侵略军竟然

以所谓“满洲国”的伪造国家身份致电国际奥运会，计

划派出刘长春、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赛。最后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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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识破，中华全国体协不得不改变原来只派观察员的

计划，历史上第一次派出刘长春作为运动员参加奥运

会。此阶段，虽然中国参加奥运会是被动的，但国人在

反思国家失利的过程中达成了“强国先强种”的共识，
逐渐认同了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这一切都为国人后续

的对奥运会的关注并采取了参与性的实际行动做了前

期的铺垫。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旗帜鲜

明地表明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尽管后续的成绩不好，但
是却向世界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参加奥运会的合

法权利。随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粗暴地对台

湾加以吸收而不考虑“一个中国”主权的申诉，为了反

击“两个中国”的阴谋论，新中国最后不得不退出奥运

组织。在随后举国体制下，我国乒乓球、排球等优势运

动项目逐渐在竞技成绩上获得突破，体育开始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在奥运会大舞台中也赢得一席之地，在奥

运会的金牌榜上也位居前列，从体育大国开始向体育

强国迈进。此时竞技体育的成绩完全代表了中国的新

的国家形象，萨马兰奇甚至在洛杉矶奥运会后在体育

报上撰写了《巨人醒了》一文，认为我国竞技体育成绩

的突破改写了外界对传统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３　体育表征国家形象的机制和动因

３．１　冠军需要及其意蕴

冠军是我们文化的象征，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领

略到我们可能的样子。社会需要冠军，因为它发挥着

为自己为国家取得成功的显在功能和潜在功能。冠军

体现了那些被社会最看重的理想化的产物，为人们提

供灵感、动力、方向和生活的意义。此外，作为英雄还

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以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把人们

紧密地团结起来。纵观竞技体育的历史，古代奥运会

就存在城邦国家青睐和宠爱冠军的传统。冠军会坐四

轮战车环绕家乡，受到平民们的夹道欢迎并被顶礼膜

拜。除了平民以外，国王也会为冠军举办庆功宴并给

予奖赏。
这与现代奥运会上各个国家对冠军的重视程度如

出一辙。比如朝鲜柔道运动员桂顺姬在获得冠军归国

时，十多万市民在平壤夹道欢迎，桂顺姬还被政府授予

了代表最高荣誉的“金日成奖”及“劳动英雄”奖章。现

代运动员在备战和获胜后都会获得和国家领导人面对

面鼓励或慰问的机会。动用国家财政，给予运动员丰

厚的奖励和特权，刺激冠军成绩的输出。国家为了吸

引那些具有冠军潜力和竞争力的运动员选手，进行高

回报的物质奖励，甚至诱惑别国的优秀选手改变国籍。
冠军获得国家和人们的认同，说明不同时代的社会价

值观都对冠军存在一种普遍的崇拜认可特征。

３．２　体育内在的符号属性特征

符号最早是由索绪尔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提出的，
指的是语言的能指和所指，随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

了各种符号学的理论，但隶属于符号学的社会规约性

和片面性等基本特征依然没有改变。体育除了具有身

体实践特征以外，在社会学中也是一种符号的实践具

有符号的意蕴特征。其实，众多的符号研究者早就认

为体育具有明显的符号学特征，应当从符号学加以研

究。依据符号学的分类，体育从属于非语言符号的身

体符号、行为符号、象征符号。翟明安［１２］认为，竞技属

于明显的行为象征符号。

３．２．１　体育运动诞生发展的内在社会性符号

最早隶属于无功利性的宗教祭祀身体活动仪式就

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符号特征，对种族、性别，甚至是社

会地位的一些要求做了苛刻的规定和限制。把本来纯

身体动作如跳高等身体行为与成年礼、祈求土壤肥沃

和丰产紧密联系。在历史上对于参加何种体育活动形

式，都进行了 社 会 身 份 地 位 以 及 性 别 和 宗 教 的 区 隔。
即使在现代，体育运动作为固化社会身份等级的隐性

符号依然发挥着作用，那些所谓的高尔夫等贵族运动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依然是一种奢侈消费。

３．２．２　体育运动竞赛规则的符号规约性和任意性

体育竞赛的顺利开展得以明晰规则进行量化和维

护，但是考察体育竞赛规则的发生演变以及认同就会

发现体育竞赛规则符合符号学特征的所指任意性。在

球类运动中，对有效的处理方式进行了不同的要求，要
求落地前击打、落地一次后才能击打、落地前和落地后

均可击打等。即使同一运动项目在发生和流变的过程

中其规则的能指也在进一步扩大。以篮球规则为例，
早期的篮球运动不允许有身体接触和对抗，后来发展

为强对抗的身体活动。对同一体育运动行为，不同国

家的规则处理方式也不相同，以篮球的罚球为例，朝鲜

篮球规则规定若运动员罚球不仅不加分还要扣分，与

国际篮球规则惯例严重相左。对运动项目诞生的社会

性和不同运动项目竞赛规则的要求以及同一项目的自

身规则改革考察发现，体育运动项目具有内在的社会

符号属性，其规则具有符号学能指任意性的属性特征。

３．３　由符号到象征

体育虽然具有了符号的特征，但是如何与政治以

及国家的形象进行了关联？人们早就对体育场域究竟

如何与政治 场 域 的 关 联 进 行 了 反 思。据 张 欢 华［１３］的

研究，奥威尔 在 上 世 纪４０年 代 就 质 疑 所 谓 的 体 育 精

神：跑步、跳跃和踢球真的是对一个民族的品德素质的

检验吗？如果它 们 不 是，何 以 承 载 民 族、国 家 荣 誉 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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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意义？对这一问题的挖掘要进一步探究符号与象

征的关系。一方面，体育可以化解和隐喻由于人类的

集体认同感所引发的打斗甚至战争行为，同时也是对

人们世俗生活的一种调节，其符号的实际价值远远大

于其纯体育的符号价值。另一方面，符号是意义的表

现形式，多以外显的以及可感知的具体事物表现出来，
而意义是符号所要反映的内容，属于深层结构。此处

符号的意义即为象征，象征一定是基于某些特殊的符

号，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可相互转化。特纳［１４］认为象征

是“通过联想、相似或习俗代表另一样东西。有些虽属

于物质性的东西、事件，但都能表达琢磨不透的意识形

态观念”。由此可见，象征是通过种种外显的或可感知

的东西来暗示、反映或传递某些事物的特定内涵方式。
然而符号要跃升为象征要通过提喻、集体性重复和组

合使用等方法。
提喻，也称举偶法，是借助于部分相似的借代，在

体育与国家形象的关联中突出地表现为部分和全体互

代。索绪尔［１５］说：“史 学 家 在 叙 述 两 军 交 锋 时 也 介 绍

两位首领之间的战斗……这样首领 Ａ 与首领Ｂ的决

斗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象征。”在大型体育赛事中，某个

运动员的胜利经过提喻就转化为民族、国家甚至洲的

胜利。例如，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中，中国队赢了，就

是以国家名称中国代替了仅有几个运动员和教练员组

成的小团体。刘翔在奥运会跨栏中获胜就被上升到中

国、黄皮肤人种、亚洲的胜利。
主题复现和集体重复使用。有意让一个主题在短

时间内多次重复表达，经由个体到群体、群体到个体的

螺旋式传播，最后就形成了集体重复使用，获得更深远

的象征意义。每逢大型体育赛事，在媒体崇拜的强力

介入下，赛事吸睛度空前高涨。权威媒体宣传、个体参

与和群体区隔，那些伪球迷也被卷入，假装看球，假装

疯狂，在此过程中，伪球迷的身份有时候会发生极化转

换，产生集体无意识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把本来不相

关的一组符号进行了组合，并成为传统。比如世界杯

期间，啤酒、国旗、狂欢、球迷滋事本来隶属于不同的情

境，却进行了跨界混搭，形成一种文化传统。比如，英

国的流氓足球文化，每逢世界杯期间，一些喝得醉醺醺

的球迷就走上大街任意爆粗口，摔酒瓶甚至做出严重

的破坏性行为。

３．４　体育政治象征理论

象征符号传达政治行为，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

权力关系都是用象征符号来表达的。英国著名人类学

家 Ａｂｎｅｒ　Ｃｏｈｅｎ分析了政治行为与象征符号之间 的

动态依附关系，揭示了集象征性和政治性双向度的政

治人的象征本质，进一步阐发了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

起作用的一 些 非 正 式 的 政 治 群 体［１６］。象 征 符 号 的 多

意性和多功能性使得该符号能唤起的情绪越发激烈。
在象征 符 号 的 选 择 上，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ｐｉｒ提 出 国 旗、旗 语

等隶属于指涉性象征符号［１７］。利奇［１８］认为：“符号并

非孤立出现，某个符号总是体现为一组对比性符号的

成分。”象征符号被人们赋予象征意义的重要因素是它

们与本语境 的 其 他 象 征 符 号 对 比 和 组 合 时 才 发 生 作

用。指涉性象征符号往往是一组的，比如大型体育赛

事的颁奖仪式中要升冠军所在国的国旗，奏唱冠军所

在国的国歌，且冠军、亚军和季军所站的颁奖台高度也

不一。正是通过对比方式，指涉性象征符号才得以和

政治发生关联。体育作为政治的象征符号其功能主要

是给予政治合法地位、建立社会秩序表征和彰显本国

实力。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象征资本理论，是用象

征手段维护政治声誉或威信的积累策略的现象。从以

上有关政治、体育、象征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不同形式

的体育活动都具有凸显本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在

这一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可识别的能代表本国形象的

一些象征 链 组 合。纵 观 历 史 上 的 远 东 亚 运 会 和 奥 运

会，可以发现竞技体育的竞争象征了国家政治意识形

态的争斗和表达。无论是中国体育主权的重新获得，
还是美苏在奥运会上的互相抵制，都是通过政治上的

排他性标识而得以存在。高水平的体育竞技能力象征

着国家、民族乃至政治制度的整体竞争实力和体制的

优劣。

４　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路径

４．１　政治性符码与体育精神的平衡

尽管竞技体育象征符号能够表现政治行为和意识

形态，但是竞技体育象征符号并非是政治行为的机械

反映或表征。一味地追求竞技体育的政治象征功能，
有时候会发生极化效应，反而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当

体育冠军的政治符码失衡时，就会发生违反体育竞技

规则伦理 和 公 平 竞 赛 精 神 地 情 况。奥 运 史 上 著 名 的

“兵败汉城”使中国的国家形象蒙羞，在竞技体育成绩

低迷的同时，举国上下民众对金牌的非理性狂热以及

兴奋剂事件至今都是外界曲解中国竞技体育的一个逻

辑起点。田径和游泳是奥运会最基础的项目，但国人

在最初几届 奥 运 上 田 径 和 游 泳 的 成 绩 一 直 不 是 很 理

想。为了金牌，在汉城奥运会以及广岛亚运会上分别

有１１名和７名中国游泳选手服用兴奋剂。在伦敦奥

运会上，国外媒体对中国１６岁的游泳选手叶诗文进行

了质疑和诘难，这也许是国外对中国游泳选手服用兴

奋剂惯例的原象偏见。尽管体育精神推崇参与大于胜

利，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金牌至上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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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奥运会上运动员的优异表现，奠定了人们对汉

城延续高潮的基调，在汉城奥运会失利后，举国上下笼

罩着谴责甚至咒骂运动员的氛围。连党政大报都在头

版进行报道，李宁的表现和失误被戏谑为“不知羞耻”、
“体操亡子”，更有观众体现在行动上，赛后辽宁观众给

李宁寄了根绳子进行羞辱。失利的跳高名将朱建华遭

遇也是如此，尽管在奥运会上获得了一枚铜牌，但其回

国后遭到了人们的唾骂，其家中的玻璃也被人砸了，因
此国外媒体针对李宁和朱建华的遭遇认为中国在奥运

会上是一个“输不起的民族”。在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

上，中国羽毛球队为了夺金概率的提高而与韩国队进

行消极比赛，亵渎了奥林匹克竞技精神进而有损中国

体育的国家形象。尽管这是体育规则与道德的碰撞，
但是比赛现场观众嘘声一片，因为奥运会传递的不单

单是金牌，更是体育追求卓越这一精神的传递。

４．２　构建体育话语能力的建设

尽管在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大型赛事上中国实现

了竞技体育成绩的大幅度提升和突破，然而在一些世

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球类，特别是在足球成绩的

影响力上依然很薄弱。三大球和田径在世界舞台的竞

技能力现在 是 制 约 我 国 实 现 体 育 强 国 的 一 个 重 要 障

碍。为此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上要改变由往简单地追

求金牌数量向金牌质量转变。向足球等含金量高的运

动项目发起冲击，进一步提升本国体育实力以便彰显

体育强国形象。在全面提高竞技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

体育的话语权，因为竞技体育的成绩与体育话语权之

间并非是 简 单 的 正 相 关 关 系。就 如 符 号 的 任 意 性 一

样，只有拥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才能有影响力。体育

也是如此，纵观真正的体育强国，他们在追求竞技体育

成绩的同时更关注体育话语权，因为后者关乎到本国

的文化传播。１９３６年 中 国 传 统 武 术 首 次 在 奥 运 会 进

行了刀、叉等太极拳的表演。与西方竞技体育相比，中
国武术在奥运会中属于低势能文化，武术从此开始了

它基于西方竞技体育逻辑下的改革。传统武术进入奥

运会只是为 了 向 全 世 界 更 好 地 宣 扬 中 国 传 统 武 术 的

“天人合一”、重精神修炼等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文

化特质。然而在武术入奥的过程中我们把武术的本质

进行了肢解，仅仅传播竞技层面的武术，把武术异化为

类似于体操和艺术的表演。为此在中国武术的进入奥

运会的道路上，以及武术对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一

定要基于武术内核，不能以西方文化主流形态的游戏

规则为准绳。为了武术进入奥运会而削足适履的做法

不仅起不到世界认同武术的作用，还有损本国对传统

文化的自觉和自信。除此之外，国家要尽可能多地参

与西方主导的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现代体育的国际

性组织多为西方人控制，在体育规则制定与修改、市场

开发等关键岗位和领域中国依然处于失语状态。除了

国家在竞技体育中的话语以外，作为个体的运动员也

要有体育话语。以往把运动员固化为国家金牌机器的

制造者，甚至在获胜后首先要感谢谁都进行了文本的

前期设置，对外界而言，这表征了对运动员人本主义关

怀的缺失。李娜模式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她在西方主导

的竞技舞台赢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归于她个人话

语权的争取。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外出比赛，她获奖后

的感言都体现了国家对她个人话语的认可和包容。当

２０１３年李娜获得世界网球冠军时，她的照片竟然４次

出现在《人民日报》的一版位置。显然李娜形象表征了

中国成为体育强国的又一筹码，其媒介形象的象征意

义超越了单一的奥运会金牌的获得。

４．３　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

自古以来，中国就呈现出文化久远和强盛的大国

形象，但这种良好形象被晚清封闭、落后、愚昧的形象

所终结。在半殖民半封建化的过程中，西方竞技体育

强势植入，从此中国文化特有的“面子工程”就与竞技

体育发生了耦合。在这一过程中，客观地说竞技体育

的成功有助于振奋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感，也促进了

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乒乓外交和２０年长盛不衰的

成绩、排球五连冠这种突破性的胜利确实无论在精神

上还是生产上给都处于困境，综合实力薄弱的中国带

来了一些抚慰、自信和骄傲。但是唯竞技论会对竞技

主体的人造 成 一 定 的 困 惑 和 异 化。郎 平［１９］在 自 传 中

回忆：“那时 候 打 球 已 经 完 全 不 是 我 们 自 己 个 人 的 事

情、个人的 行 为，而 是 国 家 大 事，我 自 己 都 不 属 于 自

己。”谢琼桓［２０］认 为：“中 国 人 正 在 超 越 百 年 的 民 族 悲

情，开始具有正常的大国国民心态，这种心态对中国崛

起和在国际舞台上担负责任具有深刻意义。”心态调整

正是体育本质的回归，过多的体育政治功能和意识形

态应该被弱化。当前中国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的过程中，必 须 完 善 举 国 体 制，克 服 原 有 的 制 度 性 弊

病，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切实有效地构建大众体育的发

展。大众体育发展也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性指标，
关注大众体育锻炼和健康权益，重塑多数人的体育新

形象。体育权利的保障是人权具体的体现，这也是国

家进步和负责任大国的符号象征。俄罗斯虽然在北京

奥运会上金牌榜落后于中国，但是不能否认它体育强

国的地位。俄罗斯的法律体系从不同角度规定了公民

享有体育的基本权利，国家在保障方面很好地平衡了

大众体育和代表本国形象的竞技体育这两者的关系。
体育发展方式内嵌于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体育需

求的重心要进行相应的匹配，要考量历史性和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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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能有失偏颇，拉大体育参与的社会距离。

５　结语

体育与国家的形象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表征实践过

程，既有意象符号、书写符号和真实符号。体育与国家

形象发生关联的机制包括不同社会对冠军的需要，体

育符号经过提喻处理后跃升为象征符号，而象征符号

是传达国家政治行为的载体。舒盛芳［２１］在考察日本、
美国、德国和前苏联的体育与政治后发现，体育的崛起

成为大国崛起的信号和象征。竞技体育能力内嵌于国

家的形象，片面化的体育竞技感知能放大国家象征意

义。中国竞技体育早期的优先崛起和“赶超型”战略消

除了国家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形象。体育象征国家形

象具有多重性，随着时代和国家实力的变化，不能期望

惯习的体育符号与国家形象完全匹配，应及时对体育

象征符号进行调适。否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会出

现编码和解码的严重脱节。体育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

路径有政治性符码与体育精神的平衡，构建国家、个人

的体育话语能力、历史性符码与当下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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