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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影视剧与体育实体间的受众心理桥梁问题 

胡蓉晖，黄昌武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通过体育影视剧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促进体育实体的发展，需要注意抓住艺术这一竞争优势，获得有志于发展
体育实业事主的资助；还需通过体育影视剧中有关体育与健康关系的典型故事，揭示其必然性和吊诡性，使人们心理受到强

烈震撼从而自觉锻炼身体，并使其成为体育新项目发明和推广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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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影视剧指包含有一定体育内容的电影和

电视剧。体育实体指体育现实形态的总和，包括非

服务社会的个人体育行为和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

体育事业及以赢利为目的的体育产业等。体育影

视剧能对体育实体产生影响是毋庸质疑的，优秀的

体育影视剧能增强体育实体的实力，和体育实体互

为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如电影《少林寺》１９８２年公

映后，前来少林寺习武的人数暴增并延续至今，２００７

年在少林寺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县登记的武术学校

有８３所，学生为５万人左右，而观看少林武术表演

的游客就有３０万人以上。［１］体育影视剧还能使某项

体育运动的受众观赏服务和人们践行这项运动所

需装备的生产量和产品质量大增，使相关商家实力

得到增强，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影视剧资助者的能力

和积极性，从而使体育实体进一步壮大。因此，研

究并运用这些规律在今天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一　牢固把握虚构性这一体育影视剧的艺术特性

体育信息为人接受后形成了相应的心理状态，

这一心理状态是否会驱使人践行体育行为，其根本

的因素在于这一信息是否具有能促使人这样做的

动力，传播的载体是什么是次要的。如东亚人在４０

年前并不十分热衷足球，是电视的普及使得人们能

很方便地观赏高水平的足球比赛，足球才在东亚变

成了热门项目。促成这个结果的传播载体，主要不

是虚构性的影视剧而是纪实性的比赛影像。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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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和纪实传播最明显的不同，是它具有允许虚构的

艺术特性，这使它在反映生活时具有更大的可塑空

间。所以虚构是体育影视剧的魅力所在，是在同其

它传播形式争夺受众的不二利器。如关于中国武

术，过去有多种媒体向全世界进行过大量实况传

播，却都没有取得过李小龙主演的《猛龙过江》等５

部电影的效果。李小龙主演的武术片全世界受众

数以亿计，竟然使“中国功夫”成了世界流行语，也

导致不少在发达国家生活的华人能以开办中国武

术馆谋生。［２］

由于影视剧内容庞杂，某些影视剧有一定受众

观看，并不一定全是艺术力量起作用；其对体育实

体产生的良性影响，有时也仅仅是来自剧中出现的

普通信息。但有志于用剧本来促进体育实体发展

的体育影视剧制作者，却能紧紧抓住艺术性这一其

它传播载体无法替代的优势创作出大众喜爱的武

术片，并避免影视剧的投资风险。影视剧资金门槛

高，同时失败的概率也高，一部２０集的电视剧至少

需要３００万元，不说我国每年有几千集电视剧几乎

白送给各级电视台也得不到播出，像２００６年我国每

集投资１５万元以上的电视剧绝大部分则收不回成

本。［３］就是在全中国如雷灌耳的赵本山，也有投资

４００万元并亲自主演《男妇女主任》而大亏损的

经历。

由于数字化电视的普及，以往那种单靠大牌明

星、离奇故事乃至床上镜头的做法，已很难再赢得

观众，只有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体育影视剧，才能真

正打动受众心理，赢得受众认可。

　　二　充分利用新体育内容对受众心理的冲击效果

新老体育项目信息对人的心理产生强烈冲击

可以壮大体育实体，但新项目对于体育实体的迅速

扩张作用常常更明显。如呼拉圈信息曾使中国城

乡一夜之间到处都见人们在扭呼拉圈，１９９０年代发

生北京２０多家工厂日产１０万个还供不应求。所以

许多欧美企业都相当重视新体育项目的发明和推

广，据美国体育用品制造协会统计美国人开展的运

动如１９９９年有１４类１０８种之多，而相当高的比例

是时尚新项目；２０００年参加轮排滑等新项目的人达

８０００多万，这一年全美国用于有组织体育活动的开

支为２１３０亿美元。［４］推广这些新项目的传播载体当

然是多元的，但影视剧的效果奇佳。如《霹雳舞》就

使美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卷起过街舞狂飚。

由于市场不发达和有关部门少有政策引导措施等

因素的影响，我国有关事主对新体育项目的创造和

推广，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积极和有效。但由于

人天生都对新体育项目存在强烈的需求，所以我国

民间从古至今有强烈的创造和寻找新体育项目的

愿望，所以我国目前已整理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创造

的体育项目有９７７项之多。［５］近年来还在不断创新，

如广西灵川县几个老人将气球作为排球打，因其适

合人们的需要一下子成了人们普遍喜爱的运动，列

入了广西区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并迅速在南方诸省

流行，成为一门相当时尚的运动。

大凡新的东西总存在着风险，影视剧中的新体

育元素同样如此。于是影视剧制作者和体育事业

者，体育产业者三者的目标有时会产生矛盾，前者

有时对新项目担风险，而后二者则倾向于“喜新厌

旧”。我们应该用政策调和这一矛盾，适当给予和

体育彩票公益金补贴及其他奖励等。

如何在影视剧中充分利用新体育项目对受众

心理产生理想的冲击效果？我们认为：一是要努力

展示体育项目有关因素对特定受众的新奇性。这

点对以地域为背景带有旅游色彩的体育项目尤其

有效，《少林寺》吸引人们前往河南登封少林寺习武

和观武就是范例，这是值得体育影视剧挖掘的富

矿。因为我国体育旅游潜力相当巨大，２００２年春节

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吉林北大湖滑雪场的滑雪旅游

人数达４万人。而我国此类体育旅游项目已有２０

类２１２７７个。［６］中国地域大，不同的景点对不同人群

有不同的吸引力，景点之间存在相当激烈的竞争关

系。由于宣传回报率高等因素，可以很容易地促使

有关事主资助影视剧制作者制作和传播这种影视

剧。二是要展示体育项目的快乐性和对特定人群

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既具商业性同时又适合中

国人开展的项目，更是需要通过影视剧去宣传开

发。如气候与人种和我国都相近的日本、韩国及台

湾地区，棒球运动都开展得非常普遍，２００５年１．２７

亿人的日本有７０００多万棒球人口，棒球彩票销售额

达１１２亿美元，中国大陆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发展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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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三是要展示体育项目的刺激性。有些很富刺

激性的体育项目如漂流、跳伞、攀岩只符合少数人

需要，但这种人往往属于消费力强的优质体育人口

因而不能忽略。四是要展示项目的获益性。如健

美运动，２００９年我国有８７万家整形美容机构，其营

业收入达１７８２亿元，主要来自中青年妇女顾客，足

见其爱美心理之强烈到了何种程度，这当然也会构

成她们参与健美项目的动力；再如溜旱冰能使少年

获取乐趣和赞赏，而商人则能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五是要展示项目规则的简单和通俗性。许多项目

是否得到人们观赏和践行取决于相关人员懂不懂

规则。在中国这样广阔的天地，“阳春白雪”和“下

里巴”都会有市场。

　　三　高度重视体育影视剧对个人体育能力的提升

个人自觉锻炼实现体质强壮是体育的理想状

态，我国目前和这理想相距甚远，这使得国民健康

情况非常不妙；２００７年北京征兵体检不合格率达

５６．４％；２００８年我国国民超重率达２２．８％，急诊病

人５０．１亿人次，应该住院的病人５．４９亿人次，比率都

远比发达国家高。这虽然有许多原因，如体育场地

少等，但最根本还是国民自觉锻炼身体的意识不

强。任何人只要有强烈的锻炼身体意愿，就完全有

时间和条件锻炼。人们若重视自身锻炼，必然对参

与和观赏体育活动及购买体育用品产生兴趣，从而

构成了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基础。

当人们强烈意识到体育于自己切身利益之重

要，则可使人们树立自觉锻炼身体的理念并一辈子

都强迫自己践行，影视剧对实现这一目标有积极的

激励作用。不锻炼身体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损失各

人有所不同，有的人不一定严重但有的人非常严

重。后者虽然是概率不高的极端，但若将这极端放

大，使人认识到其具有不可知的普遍，却可能更符

合艺术规律，这源于未来对任何人都具有不可叵测

的吊诡性，能对人们产生强烈的警示作用，在其心

理留下深刻的烙印。比如将一个儿时体弱多病受

尽折磨的人，描绘成通过科学地锻炼后身体健康，

幸福终老并且是老死而不是病死；而一个从小到大

一直没有毛病的人，由于认为自己体质良好不屑锻

炼，到４５岁就由于缺乏锻炼而经常生病不愈而亡。

二人的故事交叉在一起对照，使受众在迷人的艺术

享受中，同时接受体育与健康关系的科学知识，并

促使他们自觉锻炼身体。

体育影视剧对体育实体间的受众心理会产生

多重影响，所以我们要正确认识体育影视剧对体育

实体的巨大作用，趋利避害，正面利用与引导；另

外，体育影视剧多属公益领域，所以那些以赢利为

目标的影视剧制作方和商业性质的体育产业事主

不会特别有兴趣。所以投资一般应由公益部门承

担；但公益部门天生浪费大，产品能实现优质的概

率低。所以，最好是公益部门出全资或部分补贴，

用竞争招标的方式由私营部门操作，操作效果同报

酬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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