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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绘体育：晚清西方体育的视觉建构与修辞

———基于对《点石斋画报》中西方体育图像的报道探析

俞鹏飞

摘　 要：晚清图像报刊是理解中国近代体育沧桑巨变与西“体”东渐合法化的重要视角。 本研究尝试依据修辞学、
传播学和体育学理论，并运用文献研读和文本分析等方法考察《点石斋画报》（１９８４ － １８９８）中图像运用何种视觉话

语与视觉修辞法，建构西方体育在华的合法化过程及其认同问题。 研究发现，《点石斋画报》通过对西方体育的命

名与新闻报道，打开西方体育的“出场”方式。 画报通过故事化图像叙事方式、标出性的体育符号运用以及图像叙

事的多元时空表达，实现西方体育合法化的视觉叙事。 最后，画报采用围观意象的挪用、身体意象的征用与奇观意

象的营造三种修辞意象生产，完成西方体育作为一种时尚和娱乐生活方式的视觉表征。 在近代国民的现代性体育

观念早期传播中，晚清报刊画报的视觉叙事与修辞起到重要作用，构建了体育视觉启蒙的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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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季国门尚未打开之前，我国的体育活动以民

族传统体育占据主导。 晚清以降，外国商人和传教

士纷纷在华创办报刊与学校，兴办体育赛事，开始

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现代传播，开启了“西体东渐”
的合法化建设旅程。 著名历史学家徐国琦在其著

作《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 １８９５ － ２００８》一书里

认为基督教会是最早来中国传播奥运会和西方体

育观念和知识的组织，报刊则是具体发挥作用的载

体［１］。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漫长的“西体东渐”传播

历程是如何让西方体育文化遍布中华大地？ 西方

体育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如何进行合法性建构？ 在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土壤里如何培育西方体育的

观念？ 使国人逐渐由陌生、排斥到熟悉和认同西方

体育的观念，这些问题便构成了本研究的初衷。 早

期西方体育的传播，逐渐迎合了国人的“强国强种”
和“师夷长技”的渴望。 然而，过去的研究偏向寻找

西方体育在华传播的教育和政治的缘由，忽视了传

教士在华办报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重要作用。

１　 图绘体育的观念：一种西方体育合法化的

视觉考察

　 　 建立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的媒介是人类文化

思想活动交流和记忆的载体，能表征社会结构和象

征观念。 无疑，晚清报刊的兴起开启了近代新的知

识生产与传播体系，传播了新的观念思潮。 因此，

报刊一直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器物。

梁启超先生曾在《饮冰室自由书》里言：“学堂、报

章、演说乃传播文明之三利器也。［２］ ”黄旦先生认

为：“晚清‘书’与‘刊’给予我们的提示是，一种新的

媒介制度化过程并最终形成‘制度性媒介’的新格

局，乃是思想知识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 于是，

‘书’与‘刊’的变革也就可以成为理解中国 ‘三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新视角。［３］ ”从中华民族传

统体育到西方体育的盛行，报刊亦是理解近代中国

体育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

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注重从文字史料

中探究西方体育传播实践，而缺少视觉资料的分

析。 实际上，西方体育合法化的实践过程，就报刊

启蒙和晚清民众识字率而言，难以绕开视觉传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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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之于国人的观念渗透。 《点石斋画报》里就曾报

道李鸿章的一段逸事：１８９６ 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
在某酒楼上看见一位穿戴华丽的西方女子，正骑着

自行车在街道上飞驰。 李鸿章大为惊奇，命人邀少

女至酒楼相聚。 二人畅谈甚欢，并互留书信方式。
李鸿章回国后追忆此事，还命人写外文书信一封，
并附上慈禧皇太后所赠的锦囊。 此段旧事，画报通

过视觉语言生动展现了李鸿章与骑自行车女子的

相遇场景，引发国人好奇心理。 因此，视觉话语更

具有直观性与情感性。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西
体东渐”的背景，依循视觉话语绘制的西方体育的

“观念”逻辑，考察早期西方体育在视觉实践上如何

生产、传播、表征西方体育的观念，简言之，如何利

用视觉资料建构西方体育的合法性，进而瞥见西方

体育早期在华传播的新方法。
然而，要想比较清晰地展示西方体育在华传播

的视觉话语实践，则需要选取视觉研究对象。 晚清

时期，上海等开埠城市中洋人的现代体育生活方式

的出现，便成为一种有意思的“游戏”和“新知”进入

人们的视野，而相关报刊也给予了大肆报道。 有鉴

于此，本研究选取享有画报鼻祖之美名，并在晚清

中国传播西方体育的典型画报———晚清第一大画

报《点石斋画报》作为文本对象，搜集并分析其中关

于西方体育报道的 ９４ 幅图像新闻。 《点石斋画报》
为 《申报》的副刊，创刊于 １８８４ 年 ５ 月，终刊于 １８９８
年 ８ 月，由英国传教士美查（Ｅｒｎｅｓｔ Ｍａｊｏｒ）创办，由
吴友如等国人负责图像新闻制作与文字撰写。 作

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最有影响力的旬刊石印新闻画

报，主要发行于上海、北京、厦门、广州、苏州、宁波、
福州等城市，因传播新知而闻名遐迩。 其中，有大

量当时西方体育报道，以图像为主、文字为注解的

叙事风格，开启视觉体育新闻报道之先河，清晰地

留下了晚清“西体东渐”的印记，建构了图像传播西

方体育文化的先锋模式，实现了西方体育文化在华

传播的现代性启蒙。 因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点
石斋画报》的视觉材料，运用话语和视觉修辞理论

透视晚清西体东渐的合法性建构问题，以回应近代

中国体育变迁之原因。

２　 作为新知的呈现：西方体育议题的视觉

建构

　 　 在西体东渐的合法性建设的视觉图景里，首先

就是对视觉形式的分析，即《点石斋画报》的图像体

育元素有哪些？ 画报如何命名、描绘体育项目？ 又

有哪些西方体育项目进入了视觉议题的视野？ 而

这些也建构了西体东渐合法性的“出场”实践。 国

门打开之初，国人对洋人及其生活方式比较陌生，
因此，体育则是洋人在华身份建构的重要元素，而
视觉媒介生动更能展现体育，唤起国人的直观认

知，建构文化认同。 《点石斋画报》作为最早的图像

新闻报刊，不仅刻画了直观的体育，而且建构了新

的体育名称。
相较于画报里西方文化体系里的医术和建筑

等科普，体育更能唤起国人的好奇心。 《点石斋画

报》里的赛跑、赛船、赛马、骑脚踏车、曲棍球、棒球

以及女性舞蹈等体育一改我国的运动形式，对国人

来说无疑是陌生的和有趣的。 据统计，《点石斋画

报》里关于西方体育的图像报道共 ９４ 幅，其中画报

较多报道气球、杂技以及马戏等西方游乐活动，同
时也报道了掷球、赛马、赛跑、赛船和赛脚踏车等体

育活动。 这些体育项目的规则、表现形式和运动场

地都已接近现代体育的形式，赛马和赛跑都有专门

的跑道和规则，而且参与者都身穿正式的运动服

饰，经过巧妙的线条描绘，西方体育在画报里显得

十分新颖。 此外，每一幅图像上面，都有一个醒目

的新闻标题和一段文字的描述（见表 １），比如：《赛
马制胜》《西人跑纸》《西女蹴鞠》《西戏东来》《赛脚

踏车》，诸如此类，相关文字注解图像新闻，生动而

精彩地诠释了当时体育比赛的情形。
　 　 由于体育本身的趣味性，导致西方体育话语一

出场，就弱化了国人的防备心理，使人们更加轻松、
愉快地接受西方文明。 画报里有一则《赛马志盛》
（见图 １）的报道，记载了西人在上海的赛马盛况：
“西人于春秋佳日，例行赛马三天。 设重金以为孤

注，捷足者夺标焉。 其地设围阑三匝。 开跑时，人
则锦衣，马则金勒；入阑而后，相约并辔；洎乎红旗

一飐，真有所谓‘风入四蹄轻’者。 围角有楼，西人

登之以瞭望。 一人获隽，夹道欢呼。［４］ ”短短数行字

生动地描述出赛马的情景，并运用远景的画法，生
动展现了西方圆形赛道的全景，刻画了洋人身穿

“奇装异服”，正在比赛的激烈场面。 此外，图片展

示了成百上千的观众正簇拥在围栏外边观看比赛

的情形，有的挤在围栏外张望，有的坐在人力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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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临下的看着，一派热闹景象，以至于画报如此

描绘到：“环而观者如堵墙，无胜负之撄心，较之个

中人，尤觉兴高采烈云。［４］”

表 １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方体育活动报道主题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ｉ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报道主题 《点石斋画报》报道的新闻标题

赛马赛跑 赛马制胜、西人跑纸、一蹶不振、勇力绝伦、车塾宏开、力士赛行、西贡赛马

气球 新样气球、气球泄气、演放气球、气球奇观、气球妙用、气球炸裂、妙制飞车、球升忽裂、气球破敌

水上运动
髣髴鲸鲵、不容逼近、西人赛船、飞龙在天、赛船续述、遨乡溺毙、孤亭玩月、东瀛会社、昆虫志撰、轻身仗义、水底行船、 游观

台、少见多怪、似山非山、善泅可观、御风行舟、演龙行庆

军事体育 自取挠败、西兵会操、缅僧治兵、会操存真、法拿交绥、训犬成军

舞蹈 西女蹴鞠、西剧二则、跳舞结亲、西童跳舞

狩猎 擒象二法、缅民善猎、控雉翱翔、设计虎谋、力能制象、鱼行志传、鳄鱼志巨

杂技
斗牛为乐、西戏东来、泰西诸戏剧路记、杀生卖艺、观西戏述畧（直上干霄）、驯象索食、西戏捕遗、人身传翼、虎不敌羊、吴牛

斗狮、象有孝思、涂山门牛、杀马求驯、蹴鞠神技

休闲体育
法界悬灯、驾言出行、鸵负、天锤意象、飞舟穷北、打弹招亲、驾言出游、气毯险事、俄储游寺、银铸美女、铁人善走、赛灯盛会、

树名鸡头、人劫、海外奇谈、航海奇观、西人掷球

拳术 折狱以武、围擒水手、有利被盗、掩补海盗、丐妇大力、日人操刀、舞刀却敌、王子比武

赛脚踏车 同轨蒙羞、踏车军队、车行水底、傅相逸事、赛脚踏车

注：根据查阅资料整理

图 １　 《点石斋画报》之赛马志盛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Ｈｏｒｓｅ ｒａｃ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ｉ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西方体育进入中国，一出场便得到国人的喜爱

和信任，西方体育透着一种时尚生活的表现方式，

这使得国人不是“被迫无奈”地选择西方体育，而是

主动地选择与接受。 从修辞学来说，《点石斋画报》

所展现的西方体育视觉图景或多或少地站在了中

国传统体育的对立语境里，进而凸出西方体育的高

语境姿态。 简言之，西方体育之所以受到国人的青

睐，是因为其有悖于我国传统体育的理念和运动形

式。 首先，强调从事体育理念的正当性。 传统体育

在重文轻武的风气影响下，游戏者被视为不学无术

的。 因此，西方凸出体育的登堂入室以及参与体育

的正当性，视觉上凸出参与的人数之多，场面之宏

伟，而在语言修辞上映射体育的价值不亚于工作劳

动，不仅描述体育比赛常在节日时候进行，而且是

洋人集体停工参与。 在《西人赛技》开篇就说：“西
人之赛事多矣，跑马为盛举，三日内停辨公事，午后

之逐队往观。［５］”
其次，画报突出西方体育独特的运动形式，强

调赛跑和赛船等体育活动一改我国体育运动的形

式。 例如，西方赛跑就体现出与近代中国跑步的不

同之处，在《力士赛行》（见图 ２）中记录到：“择西人

之善走者，八人共之，赌赛度地于泥城外，某姓园中

画成一圈议定享阁，独走四英里之遥，而以八人者

各走半里迭为徽，逐一如。 在香港时，则见追风逐

电矫捷异常，费长房缩地之术，不是过也。［６］ ”竞赛

者在圆形的栅栏跑道里，赋有现代竞技体育的跑步

姿势，身体前倾，摆动双臂，互相角逐。 此外，也描

述了西方独特的运动项目，像早期在华开展的曲棍

球运动。 在《西人赛技》里描述了当时的曲棍球比

赛：“二十四日，又有所谓赛技者仍在跑马圈花样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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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各人持一杓，不知其质之铁与木，约长尺

余，杓中置一球，如鸡卵，举足齐行，标界为限，务使

两物不相离，而捷足先至者为胜。［５］ ”从视觉修辞学

角度看，画报通过雇佣中国绘画者，运用中西结合

的画法表现出别开生面的西方体育，展开与我国传

统体育的冲突框架，建构出西方体育话语体系，进
而俘获体育在国人心理的地位，实现合法性建构。

视觉修辞的语境生成，往往着眼于描绘某些特

定的体育项目。 《点石斋画报》的视觉符号体系里，
结合国人的好奇心，较多着眼于赛跑、赛船、赛马和

脚踏车等新鲜的体育活动。 相较于其他体育项目

而言，画报选择这四类体育项目，是因为在上海开

埠后就广泛存在于中国，具有广泛的国人参与度，
同时其运动方式和规则等又远异于中国的赛跑与

赛马，十分新奇。 从符号修辞角度来说，此过程可

理解成反讽。 反讽却是符号对象的排斥冲突……，
反讽以非诚意求取超越传达的效果，使传达过程变

得困难，因此反讽充满了表达与解释之间的张

力［７］。 西方体育的视觉出场，在陌生与冲突的语境

里，解决了西方体育的“出场”问题，并赋予西方体

育几分趣味性，打造出西方体育的娱乐方式。

３　 视觉表达与叙事：西方体育的视觉修辞语

言实践

　 　 罗兰·巴特在《图像修辞学》一文里认为视觉

修辞的核心就是将意义融入视觉修辞语言之中，而
意义生产则依据视觉语言实践，即视觉文本里的视

觉元素构成符号意义上的修辞叙事。 加拿大符号

学者马塞尔·德尼西（Ｍａｒｃｅｌ Ｄａｎｅｓｉ）认为，视觉修

辞所关注的修辞意义，主要来源于视觉语言与构成

层面的一个装置系统———修辞结构（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８］。 晚清西方体育话语包含着西方体育文化

与意义的殖民，而如何让国人认可西方娱乐方式的

意义，《点石斋画报》则将视觉实践转向了视觉修辞

语言，制造并挪用视觉符号和图像叙事技巧来建构

中西方体育文化想象的共同体。
３． １　 故事化图像叙事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瓦格纳认为：“《点石斋画报》
上故事与图画相结合的实践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变

革，其影响我们今天还可以见到，即将新闻包装成

‘故事’，将其中强烈的观念得以传达，新闻与评论

的分离被抛弃，而这些故事与图像的结合则成为它

们最主要的引人之处。［９］ ” 《点石斋画报》一改往昔

中国传统“以图配文”的诗画风格，率先开创以图言

事，图像独立叙事的新闻格调，从中国日常体育实

践以及国外发生的趣闻趣事的体育事件中取材，寻
找体育本身内在故事情节，运用人工图绘的方式进

行图像叙事，表征西方体育文化形态与精神。
《点石斋画报》里的故事题材既有中国的西方

体育故事，又涉及国外轶事，诸如《西人赛船》《西人

会操》《西人跑马》等，图像生动诠释了上海等开埠

城市里的洋人体育生活，其内容偏重于荒诞不经且

奇闻异事的体育事件，像赛马、赛船等集体性体育

活动深受报纸和读者的普遍关注。 在《车塾宏开》
里，采用远景绘画方式，将圆形栅栏、跑道里数、十
名运动员奔跑的场景置于画中间，旁边众多洋人与

国人争相观看，均表现出惊慌失措的表情，进而烘

托出一种滑稽的气氛。 此外，画报对西方游乐活动

采用连篇报道方式，整版报道西方杂技来华演出的

热闹场面，如在《西戏东来》 《观西戏述廖》 《西戏捕

遗》等系列报道里，画者用线条勾勒出斗象、斗狮、
走钢丝和舞蹈等精彩场面。 同时，画报的《夷七图》
新闻里整版报道西方体育活动，诸如在英租界举办

赛船，招致无数国人前去观看。 就叙事策略而言，
《点石斋画报》采用了嵌套叙事与主题叙事相结合

的方式，彰显画报体育内容的趣味性。 如在《打弹

招亲》里，作者运用嵌套叙事结构表现众人玩桌球

的体育场面，实则穿插着以玩桌球之名，行招亲之

事的另一故事情节。 此外，《舟涉重洋》《海外奇谈》
《气球破敌》等图像新闻均使用此叙事方式。 同时，
画报最擅长采用主题叙事方式，以某一主题为中心

多番报道，常见的赛马、划船、舞蹈以及脚踏车等。
画报的多元叙事策略，加上荒诞不经的题材，进一

步增强戏剧性和故事性，形成雅俗共赏的审美趣

味，颇受欢迎。
３． ２　 标出性的体育符号运用

《点石斋画报》作为西方早期在华办报的典范，
体育视觉修辞的激活与征用，目的在于识别与凸显

西方体育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意义，实现符号修辞学

意义上的 “标出”，表征西方体育在我国的合法性地

位。 所谓“标出项”（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是指当对立的两项

之间不对称时，出现次数较少的那一项，所谓“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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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ｔｈｅ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就是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

项，因此，非标出项即为正常项［７］。 作为西方社会

的西方体育，在中国一出场就伴随着“被标出”的命

运，但《点石斋画报》为消除西方体育陌生文化带给

华人的排斥感，刻意运用“标出性”语意叙事手法，
将西方体育物质符号以及运动人物等进行视觉符

号标出，赋予高雅文化的符号意义，试图建构高姿

态的体育文化话语意义。
西方体育在视觉修辞语境里携带着多种能

指———科学、时尚、新奇与强健等。 在晚清救亡图

存以及师夷长技的社会思潮中，西方体育扮演着先

进科技与强族强种的符号隐喻，而《点石斋画报》通
过器物和人物标出完美凸出了西方体育的强势文

化体系。 诸如，在《西贡赛马》 《赛马制胜》 《一蹶不

振》等图像新闻里，将环形的跑道置于图像中央，并
且指出赛马、赛跑以及球类等大型体育比赛都在此

举行，通过场地的规定性表征西方体育正当性与仪

式性。 同时，像自行车、蹴鞠和船只等典型符号出

现，时常迥异于我国体育器物，产生较大的图像差

异，但却在人群参与和观看的冲突语境下，展示出

这种陌生体育形态与围观行为带来的“标出性”。
《点石斋画报》似乎通过视觉符号标出来美化西方

体育，弱化作为被动式且陌生的客体文化身份，进
而获得一种冲击力，强化国人对标出符号理解与认

同。 然而，西方体育在与晚清国人的话语实践与集

体记忆中也总与“反伦理”相串联，既形成了优越性

的社会资本，也贴有“奇技淫巧”的庸俗标签，意味

着标出性出现翻转，非主流的意义向正常意义转

移，这使得西方体育并不是作为异物性的存在，而
是迎合了中国主流体育话语，转化为国人认可的文

化形态。 类似像《气球炸裂》 《球升忽裂》 《缅僧治

兵》《力能制象》 《跳舞结亲》 《赛灯盛会》 《踏车军

队》等图像叙事，将体育事件转变成诙谐荒诞的日

常生活事件，让西方体育在国人的笑谈里消解对陌

生文化的抵触心理，转为自然而然地接受。
３． ３　 图像叙事的多元时空表达

视觉修辞语言符号里呈现特殊的时空表达方

式，也是视觉修辞的重要方面。 简言之，《点石斋画

报》的图像叙事中的时间与空间表达，表现出不同

于文字报道式的现代性的图像新闻时空观念，深刻

影响国人对西方体育的想象与认知。 视觉媒介建

构现实体育事件是再现某一时间段的时空特征，而
《点石斋画报》采用的是手绘图像，则不可避免地人

为选取或构想体育事件发生的某一时段的时空想

象。 由于绘画图像是静态的镜像呈现，因而只能展

现事件的某一瞬间，所以德国美学家莱辛认为：“绘
画由于材料的限制，只能把它的全部模仿局限于某

一顶刻……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

用动作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

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

最清楚的理解。［１０］”
无疑，绘画描绘的“某一顷刻”则是指其对事件

的时空性把握，然而《点石斋画报》擅长运用这种

“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的体育图像时空表达，
绘制出最具张力的体育事件发生的时刻，使读者更

好地理解体育事件的发生与高潮，增强叙事的效果

和体育的感染力。 例如在《力士赛行》里，图像利用

运动者、洋人观众、裁判员、跑道、周围的中式建筑

物和西方式正在冒烟的工厂等视觉元素，生动描绘

了正在竞相追逐的六名运动员，细化了运动员的跑

步姿势和摆臂动作，且刻画运动员的神态和动作都

十分饱满，烘托出体育的“速度”“力量”和“美感”，
而这种时空感营造，增强受众的视觉切身感。 这种

典型的事件决定性顷间时空表达也在《勇力绝伦》
《气球破敌》《善泅可观》《西女蹴鞠》《围擒水手》和
《赛脚踏车》等皆有体现。 事实上，手绘图像并不似

摄像一样能定格事件发生的某一时空，而是绘画者

对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事物进行合并与重组，故而重

组是有一定的符号意义，正如德布雷在《图像的生

与死》里说的：“图像的好处在于具有象征性；用同

义语来表达，那就是起到合并和重建的作用。 建立

联系者能起好的作用，不过图像必须有能力指向别

处、远方、指向象征性的他者时，才能与观者建立联

系，并进而在不同的观众之间建立联系。［１１］ ”因此，
就《点石斋画报》的图像叙事时空表达而言，都是绘

画者根据一定的目的，绘制出多元的时空表达，既
涉及国内地域的体育事件，又或道听途说的国外体

育事件，进一步对事件的时间与场景进行并置和组

合，凸出故事情节的时空感和真实感，旨在增强读

者的兴趣和信任。

４　 认同构建：西方体育的视觉修辞意象生产

图像以其独特的视觉修辞方式建构西方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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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体系，将西方体育以视觉方式送入国人的视

野。 然而，画报又通过雇佣国人绘画师巧妙绘制中

西结合的体育图像新闻，转而设置“修辞意象”，将
西方体育塑造成一种新的时尚形式和娱乐方式，进
而让国人从情感上真正认同西方体育的文化意义。
意象是一种特殊的 “视觉形式”，那里驻扎着鲜活的

文化内容，其生产过程往往揭示了一个时代普遍共

享的某种文化心理与文化实践［１２］。 从视觉叙事符

号到视觉意向的变迁，再到价值认同的建构，视觉

意象起到了很重要的连接和纽带作用。 “修辞意

象”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视觉劝服活动更倾向

于建构或生产一定的心理意象（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ａｇｅ），二是

视觉实践中的心理意象，往往是修辞建构的结

果［１３］。 总的来说，《点石斋画报》建构出西方体育

的三种意象，即围观意象、身体意象与奇观意象。
４． １　 围观意象的挪用

在西方体育的视觉景观中，围观几乎成为《点
石斋画报》中关于体育报道最普遍运用的意象形

式，不管是在赛跑赛船类报道，诸如《西人跑纸》《力
士赛行》《西贡赛马》，还是杂技或者舞蹈等，像《西
剧二则》《西戏东来》 《蹴鞠神技》 《赛灯盛会》等图

像新闻里，围观意象都广泛存在其中。 在《赛脚踏

车》中报道赛脚踏车道：“本届庆贺英皇之日，各西

商喜脚踏车之多，而乘坐者之众也，于是豪情霞举、
逸兴云骞，共集于泥城桥迤西之赛马场。 车则钢丝

如雪，轮则机括维灵，一升一降，不疾不徐，如鹘之

飞，如鹰之集，瞬息数里，操纵在两足之间。 而东洋

车不能方斯迅疾，马车亦无此轻扬，由其驾驭之熟

而练习之深也，以视跑马之专借马力，跑人之专用

人力者，迥乎不同矣。［１４］ ”在上海泥城桥西赛马场

上，英国商人正在为庆祝英皇生日而举行自行车

赛，洋人观众于内圈里漫不经心地近距离观看比

赛，而国人则是在外圈人头攒动，远距离争相观看。
这种冲突围观意象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国人的

弱势地位，衬托西方体育的高贵。
　 　 国人围观西方体育活动，透着一种猎奇与从众

的心理，将西方体育看作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娱乐方

式。 晚清开埠以后，西方体育作为一种新鲜有趣的

公共事件，呈现在公共的视野，不仅形式多样，而且

表现方式多元，且参与人数之多，打破国人的想象，
引人注目。 因此，《点石斋画报》里的西方体育叙述

直接挪用了围观意象，强调体育作为一种“奇技”和
“新知”之于国人休闲生活方式的重要价值。 点石

斋画报采用围观意象的修辞手法，通过这种公共话

语构建，彰显围观意象在建西方体育时尚认同的重

要作用。 此外，在《点石斋画报》的围观意象话语实

践中，普遍使用聚焦式叙事方式，始终将西方运动

者和观众置于画面的核心位置，同时增加了建筑、
花草树木，工厂或河流等视觉元素，进一步引导读

者的目光转移到西方体育事件之上。 同时，在画法

上，中国观众几乎都是细线条勾勒出群体围观者的

簇拥形象，而运动者和西方观众则被画报运用粗线

条展示其整个轮廓、服饰以及表情的全貌形象。 在

这种诸多视觉元素符号以及叙事方式中，国人观众

居于图像的弱势位置，明显他们的出场是为了标出

西方体育的合法地位，表征出西方体育作为一种时

尚运动。

图 ２　 《点石斋画报》之力士赛行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Ｗａｒｒｉｏｒ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ｒａ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ｎｓｈｉｚｈａｉ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４． ２　 身体意象的征用

西方体育合法化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
何表征出西方体育的时尚风格。 从合法文化到高

雅文化的逻辑转变，西方体育的视觉修辞将其转向

了身体的考察与修辞。 体育的核心对象是运动中

的身体，西方体育的话语实践试图在中国“强国强

种”的背景下，重构一种强健的、健美的与竞争的身

体运动观念。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方体育视觉话

语调用了身体文化中的“竞争”的美学意蕴，展现西

方人健壮的身体，隐喻没有被规训的且欲望化的身

体，通过身体的权力来表征自由的身体观，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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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体育无尽的身体空间想象。 其次，画报征用

体育器物符号，以延伸身体的时空表达，诸如《西人

跑纸》里洋人手握的击球棍、《西女蹴鞠》中舞者用

来表演的球、《舞刀却敌》中的日式刀、《同轨蒙羞》
中的自行车等，画报形象地勾勒出整个运动者身体

与体育器物之间的关系，以此建立一种科学的体育

器物认知。
此外，就特殊身体符号的使用而言，为了更好

地打破国人对体育的认知，画报使用了女性身体符

号，一改往昔近代压抑的女性身体。 诸多西洋女性

运动者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之中，极有力地冲击国人

的体育性别观念。 《西女蹴鞠》中讲述了一位欧洲

女性，正站在圆球上表演，而球置于跷跷板之间，地
上则安放了数十个酒瓶，场面十分惊险。 而且，在
《丐妇大力》中塑造了西方强壮的女性形象，用木棍

技艺打翻男性在地的场景。 画报将西方女性形象

推向了“力量”的美学图景，加强了体育促进女性健

与美的视觉处理。 同时，画报建构的女性体育身体

形象挑战传统两性礼教观，在《跳舞结亲》的图像文

本里则直接描绘西方男男女女拥抱跳舞的场景，改
写了中国体育文化意义上的身体观念与伦理意象。
但是，西方体育的视觉修辞为何不选择迎合中国传

统体育文化身体观，而反其道行之，其主要目的在

破除中国传统体育观念的基础上，重新解放国人受

压抑的身体，以满足国人的强国强种的欲望，进而

获得一种心理的认同感。 因此，图像叙事也报道了

中国妇女骑射等体育事件，在二元对立的冲突框架

里，寻找共同的价值追求。
４． ３　 体育奇观意象的营造

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曾认为体育作为大型的

公共话语体系，是一个竞争性与表演性强的奇观现

象，具有典型的符号学意义。 因此，画报的另外一

个修辞目的是，迫使国人喜欢西方体育。 在画报的

西方体育图景中，也会将故事性的视觉叙事转化为

快感叙事，努力通过视觉修辞策略生产出奇观意

象，即在画面中打造出观赏性之强、场面之壮观、技
艺性之高与影响度之广的体育奇观，以此强化读者

的感性思维。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方体育视觉图像，竭力构

建高语境的西方体育话语“出场”体系，从人物、场
景、观众以及运动方式等元语言元素中，搭建一个

奇观意象，连接国人的认同逻辑。 在《赛马制胜》
《力士赛行》《演放气球》《水底行船》等二十多处图

像新闻里，全景拉出运动中的人，将空间视角着重

聚焦在洋人身上，烘托出属于洋人体育的独特性效

果，同时将场景扩大至数以千计的围观人群，表现

出精彩的运动场景。 无疑，人与物图像符号的共同

堆积，营造出一个巨大的奇观体育景象，刺激读者

的视觉感官，以达到劝服的效果。 而且，《点石斋画

报》侧重描绘在中国前所未见的运动者的高超技艺

奇观，诸如：在《西人赛船》中比赛划船，五名洋人一

队正使用长木桨有节奏地划船，身体动作整齐划

一，船队竞相争夺角逐；《西人赛技》中八九名洋人

身材魁梧，臀部饱满且肌肉曲线明显，身体都略微

前倾，正在聚精会神等待一旁发令枪的信号；《蹴鞠

神技》里表现了日本伶人小泽秀野单腿稳稳地站在

跷跷板上，而跷跷板另一边上是一个重六十斤的铁

球，其精彩表演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高超的身体

技艺奇观莫过于洋人的杂技演出，在《西戏东来》
《泰西诸戏剧路记》《观西戏述畧》和《西戏捕遗》等
报道中，图像描述了运动者或穿小丑服饰熟练驯象

驯狮之姿势、或单腿侧身走钢丝、或洋女士单腿脚

尖站在花瓶上舞动等。 此外，画报也塑造了器物奇

观现象，像《赛脚踏车》和《踏车军队》等图像新闻

里，建构出数十辆自行车共同比赛的宏大场景，这
些图像新闻编织了西方体育的奇观意象，无不惊世

骇俗，为国人所未见之，在视觉文化意义上建构了

人们对西方体育的视觉想象空间，成为中国最早的

体育思想启蒙。

５　 结语

葛兆光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应该重视图像资

料，因为图像往往是某种有意识的选择和构想，其
背后蕴藏着历史、价值和观念［１５］。 无疑，透过《点石

斋画报》里的西方体育视觉实践，图绘西方体育的

观念，开启西方体育在华传播与文化启蒙成为了可

能。 在中国从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迈进的过

程中，清末民初报刊漫画以视觉修辞启蒙话语建构

读者特别是底层民众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民

主体意识，实现了图像的“高调启蒙”，构成了中国

视觉现代性的独特轨迹［１６］。 无疑，《点石斋画报》
等晚清图像报刊中关于体育的视觉叙事与修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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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揭示了视觉报刊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方

面的重要作用。 毋庸赘言，视觉媒介的直观性与视

觉冲击性，完美地契合晚清不识字的普通民众阅读

需求，其视觉话语和修辞建构现代性的思想启蒙，
唤醒了国人体育观念的觉醒，同时图像报刊的宣传

也成为了推动中国体育沧桑巨变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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