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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竞攀系列: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共七章节，内容包括体育传播的权力播散、体育传播展示
出的民族性、电视体育评论的实验性突破、电视体育传播的类型重构、广播体操的文化象征意义等。
体育赛事伴随着世界性媒介技术的进步而得以在中国传播。
中国的媒介体育始终蕴含有竞技审美、身体解放、大众娱乐、国民性改造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
在传统文化惯性的浸润下，以新媒介为载体的体育赛事担负了国民启蒙的功能，并在读图时代行使着
赛事权力化、文化感性化以及仪式国家化的职责。
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是体育传播的策划源，并在无神论的文化语境中成为传播新型教化力量以及医治
中国人百年战争创伤记忆的临时性心理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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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广播体操的文化象征意义 第一节广播体操是身体的集团仪式 第二节广播体操体现出整一的国
家意志 第三节广播体操重塑礼仪教育的符号体系 第四节广播体操的社会表演属性 第六章竞技体育传
播促动城市进步 第一节现代城市理念的基因移植 第二节特区型城市的青春仪式 第三节青奥会时代的
南京城市图略 第四节奥运主义激荡下的中国民族意志 第七章武术的电视传播形态 第一节电视包装难
以再现武术的原生态内涵 第二节武术曾经植根于神话学的传播体系 第三节电视武术对传统武术的破
坏性建设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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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结合网民和本人观点综合而论，《我和你》的确更像专为行将就木之人所设计的入葬曲，
弥漫着尸体般的气味，毫无健全人性应有的光芒和奥运精神所崇尚的青春活力，是旅居西方中国音乐
人过度谄媚西方世界的自卑与自闭心理的赤裸体现，将中国阴冷化、神秘化、黑暗化、灵歌化的直接
做法无非是赢得“西方人想象世界中的丑陋的中国”这个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种姓歧视话题。
陈其钢等生活于西方的中国音乐人最为尴尬的处境是要完成西方人眼中到中国想象这一几乎是带有审
判与问责性的音乐命题。
最终的结果是，陈其钢、谭盾等人无不走向一条高度妥协和迎合西方的道路，而更可否弃和质疑的则
是旅居西方音乐家们常要在其所谓的“中国音乐”的作品中贴上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诱人标签，并借以
解构和灭失中国元素本身具备的有益于世界的积极意义。
这便是《我和你》现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歌的国际背景。
而国内观众喜闻乐见主题歌的消失，张艺谋应当负起相当的职责，或者说张艺谋在这场艺术与文化博
弈的过程中无形中担当了替罪人的角色。
 令人诧异的是，音乐圈内人士的评价竟然和网民的评价再度冲突，徐沛东认为：“我觉得刘欢唱得比
莎拉·布莱曼好，而且这首歌好像也更适合刘欢一点，莎拉·布莱曼转了一个调，好像比较高，我也
揣摩了一下歌曲的表现和整个晚会还是吻合的，还是和谐的。
没有讲那么多火炬高高举，人们的心情多么激昂，中国人怎么着、世界人怎么着，没有这些东西，《
我和你》非常人性化的音乐的表现，因此在曲调上似乎是一种摇篮曲，这也是大胆的构思，在最需要
激情澎湃的时候，唱了两句，不是火上加火，是来一块冰，感觉更舒服。
而且刘欢昨天的音色也特别漂亮，唱得很到位，他的感觉体现了和谐的理念，体现了和谐的文化。
”①这是世界音乐史上极为罕见的想象，音乐界人士竭力地夸耀自己圈内人士所作音乐水准高超，而
听众普遍不愿接受，此番中国式音乐传播和接受的高度对立和冲突现象再度为官方豢养音乐家的体制
提出了挑战。
 客观地说，流行音乐确非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大陆中国音乐人所擅长，大陆地区多年来只盛行两种音
乐理念：一是苏联颂歌式的体系，它造就了一大批只懂得编辑集团性高歌、凯歌和战歌的音乐人，此
派音乐人以《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为代表；另一则是群众性歌曲创作，以强烈灌输意识形态仪式
观念为主导性内涵，其代表人物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的曲作者朱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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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竞攀系列: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是上海市高校085内涵发展专业建设资助项目。
《竞攀系列: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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