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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体育电影”为主题，借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与博硕士论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检得有关中国体育电影研

究的论文３３０余篇。关于中国体育电影研究的成果包 括 中 国 学 者 对 世 界 体 育 电 影 的 研 究 和 中 国 学 者 对 我 国 体 育

电影的研究两方面。体育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即引人注目。进入新世纪尤

其是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加促发了对这一体裁的重视，相关研究也随之形成了高潮。主要表现在研究方

法的多样化，以及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出现。在研究 方 法 的 运 用 上，对 比 研 究 与 个 体 研 究 的 成 果 尤 其 突 出。跨 学 科

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美学、传播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的引入。对有关体育电影研究的考察，旨在对我国体

育电影研究现状有个全面客观的介绍，从而为我国体育电影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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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一部分，其不是体育

运动的复制与转播，而是艺术地再现体育运动中具

有代表性的画面与场景，从而达到传播体育文化的

目的。随着学界对电影学和体育学这两门母学科研

究的日益深入，中国体育电影研究也步入了新时代。

关于“体育电影”有诸种界说，夏征农主编的《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１版）将体育电影

定义为“以各类体育运动及反映体育工作者生活为

题材的影片。多以精湛的体育表演作为影片特色。

主要演员 常 聘 请 专 业 体 育 工 作 者 担 任。除 故 事 片

外，还包括体育纪录片和体育资料片”。［１］许南明、富
澜、崔君衍 主 编 的《电 影 艺 术 词 典》（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修订版）第三部分“类别与流派”也

有体育电影的定义，为“反映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社会

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必须与体育事

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

的体育比赛场面。为适应内容的需要，在导演和摄

影艺术上往往更注重节奏感和动作性。在演员选择

上有时甚至 启 用 专 业 运 动 员，如 影 片《女 篮 五 号》、
《沙鸥》。”［２］

正如王庆福《体育电影的边界与类型》（《河北体

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所指出的，现有的关于

体育电影的定义只涵盖了体育故事片，而将体育科

教片和体育纪录片排除在外，该文提到体育电影应

是指“运用电影这一特殊的媒介手段表现体育，借助

丰富的视听语言塑造艺术形象，从而达到对体育本

质揭示的影片类型”［３］。作者还从体育电影的类型、

内涵与外延等方面展开论述，全面阐述了体育电影

的概念特征。
新世纪以来，围绕“体育电影”这一专题，研究者

的视野不断开阔，新的观点、著作亦是不断涌现，因

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审视与考察，从而进一步

推动我国体育电影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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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体育电影研究的定量分析

主题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规范

化的“系统语言”，其来源包括论文标题、摘要和关键

词等［４］。故本文以“体育电影”为主题进行检索。

表１　以“体育电影”为主题———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分类及文章数量

国家和地区

主题叙事

研究

历史发展

研究

文化

探析

电影的作用

或影响
艺术表现 人物形象 电影制作 合计（篇）

中国 ４３　 ６１　 ２２　 ２１　 ９　 ７　 ９　 １７２（５８．５％）

美国 ２７　 ８　 １７　 １　 ７　 ２　 ２　 ６４（２１．８％）

印度 ２　 １　 １　 ４（１．４％）

日本 １　 ２　 ３（１．０％）

韩国 ２　 １　 ３（１．０％）

英国 ３　 ３（１．０％）

香港 ３　 ３（１．０％）

台湾 ３　 １　 １　 ５（１．７％）

其他地区 ３　 ５　 ２　 １　 ４　 １５（５．１％）

中外对比 １９　 １　 １　 １　 ２２（７．５％）

合计（篇） １０３（３５．０％）７５（２５．５％）４８（１６．３％）２５（８．５％）１８（６．１％）１０（３．４％）１５（５．１％）２９４（１００．０％）

表２　以“体育电影”为主题———ＣＮＫＩ博硕士论文数据库统计（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分类及文章数量

年份

主题叙事

研究

历史发展

研究

文化

探析

电影的作用

或影响

现状

研究

人物

形象

电影

制作
合计（篇）

中国 ４　 ９　 ４　 ４　 ３　 ３　 ３　 ３０（６８．２％）

美国 ４　 ３　 １　 ８（１８．２％）

韩国 １　 １（２．３％）

中外对比 １　 ２　 ２　 ５（１１．４％）

合计（篇） １０（２２．７％）１４（３１．８％）７（１５．９％）４（９．１％） ３（６．８％） ３（６．８％） ３（６．８％） ４４（１００．０％）

　　如表１、２所示，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研究内

容上，我国体育电影研究都较之前表现得更为宽广。
首先是在研究范围上，研究者的视野不单局限于国

产体育电影，美国、日韩、印度、欧洲等国（地区）的经典佳作

同样是学者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扩大伴随着研

究内容的丰富，具体表现为体育电影的主题叙事、历
史发展、文化内涵、作用或影响、艺术表现等皆成为

研究者的发掘、论述对象。

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以“体育电影”为主题的２９０
余篇文章中，研究国产体育电影的文章有１７２篇，占
到发表总数的５８．５％；另一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体

育电影，６４篇的发文量占到总数的２１．８％；在中外

对比研究方面，亦是以中美体育电影的对比研究居

多。检索ＣＮＫＩ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发现，中、美体育

电影同样是两大研究主体，以“体育电影”为主题的

全部４４篇论文中，有３０篇是关于国产体育电影的

研究；涉及美国体育电影的论文有１２篇，这其中包

括４篇中美体育电影对比研究的论文。由此可见，

美国体育电影对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

图１　中 国 体 育 电 影 研 究 论 文 数 量 年 度 分 布———基 于

“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与博硕 士 论 文 数 据 库”（截 止 到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

发文量的历时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研

究主题的动态演进过程［５］。如图１所示，无论是期

刊文章年度发表趋势，还是博硕士论文年度发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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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整体均呈递增趋势，说明学界对体育电影研究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此外，我国体育电影研究的发

文趋势随奥运周期呈波浪式发展，悉尼奥运会与雅

典奥运会周期，体育电影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发展速

度缓慢；而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可谓是一个分界点，
我国体 育 电 影 研 究 在 此 周 期 有 了 质 的 飞 跃，并 在

２００８年形成一个新的波峰；伦敦奥运会周期作为体

育电影研究的高潮阶段，年度发文量也在２０１３年到

达新世纪以来的顶峰；之后的发文量虽有所减少，但
随着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体育电影的研

究热度又迅速回升。值得注意的是，统计ＣＮＫＩ期

刊数据库和ＣＮＫＩ博硕士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电

影”为主题的 文 章 发 现，有 超 过９８％的 文 章 发 表 于

２００８年之后（包 括２００８年），所 占 比 例 之 大 不 言 而

喻，可见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体育电影研究的

推动作用甚为明显。
二、研究内容分析

（一）主题叙事研究

关于体育电影的主题叙事研究，研究者多以某

一国家或某一时期的体育电影作为论述对象，探析

影片的主题内涵及叙事特征。“十七年”是我国体育

电影发展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体育电影的主题

内涵是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郦苏元《“十七年”的中

国体育故事片》（《当代电影》２００８年第８期）以影片

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点为依据，将“十七年”体育故

事片的主题分为新旧对比型、思想教育型和轻松喜

剧型三种类别。刘智跃《论“十七年”体育影片的革

命伦理叙事》（《北京电影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通过对影片叙事视角的解构，探讨了“十七年”体育

电影所展现的强烈进取的主题思想。从“十七年”到
改革开放，我国体育电影的主题叙事同样产生了微

妙的变化，周传艺《中国梦的影像建 构———以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中国体育电影为例》（《当代电影》２０１８
年第１期）针对这一变化，从个人的梦、国家的梦以

及银幕的梦三个层面解读了８０年代体育电影的特

殊主题与价值观念，文中提到：“这一时期的体育电

影在举国体制所催生出的国家认同、现实困境的焦

虑等语境中，通过运动员个体的成长历程、性别意识

的进步、独特的叙事模式与观赏机制，能够较好地对

中国梦的内涵进行表述与建构。［６］”新中国体育电影

主题叙事的变化同样在赵宁宇《中国体育电影概览》
（《电影艺术》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有所提及，文中还将新

中国体育电影的主题归为时代命运、竞技题材与个

人成长主题三种模式。

“更快、更高、更强”和“团结一致、公平竞争”是

世界体坛共同的宗旨，体育精神的一致性表明中西

方体育电影工作者都将以积极向上、勇攀高峰、团队

合作等精神内涵作为影片的主题。张彧、张晓丹《浅
析美国体育电影的主题》（《电影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２０
期）认为美国体育电影可分为超越自我与团队合作

两大主题。而 韩 梅《谈 美 国 体 育 电 影 主 题 的 发 展》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则从 至

上主义、美国梦、种族与性别歧视、怀旧情怀以及生

活励志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全面阐释了美国体育电

影的主题内涵。可见无论是我国体育电影的竞技与

成长主题，还是美国体育电影的励志与团队合作主

题，均可从中觅得奥林匹克格言与奥林匹克精神的

踪迹。
相对于中西方体育电影主题的相似性研究，学

者更偏重对其差异性的研究，而研讨焦点多集中于

中、美体育电影的对比。王仕虎、刘连发《中美体育

电影主题叙 事 的 比 较 研 究》（《体 育 与 科 学》２０１３年

第５期）提到：“我国的体育电影在主题叙事上呈现

明显的国家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其叙事的方法呈

现明显的程序化特征。而美国体育电影的主题叙事

主要是呈现‘小人物中的大故事’，即通过小人物的

坎坷历程折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进而讲述小人

物通过艰 苦 的 奋 斗 来 战 胜 自 我 实 现‘美 国 梦’［７］”。
“国家意识”与个人英雄主义无疑是中美体育电影主

题叙事的一大差异，其次是与美国体育电影相比，我
国体育电影在对主题的挖掘和对文化资本的利用意

识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尚志强、黄雯跃《中美体育

电影对比研究》（《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首洁《中 西 体 育 电 影 主 题 异 同 简 析》（《体 育 文 化 导

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分别从文化内涵、题 材 选 择、表

现手法、电影制作等方面，探析中美体育电影在主题

叙事上的差异及成因。
就单部体育电影展开分析是主题叙事研究的另

一方向，目的是挖掘影片主题背后的深刻内涵。《一
个人的奥林匹克》作为新世纪优秀的国产体育电影，
其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同时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

神，李华、刘素芳《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谈奥林匹

克精神与奋 斗 理 念》（《电 影 文 学》２０１３年 第９期），
刘杰《从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看奥林匹克精神》
（《电影文学》２０１１年 第２０期），陈 峰《从〈一 个 人 的

奥林匹克〉谈奥林匹克教育》（《电影文学》２０１０年第

１７期）等文，分 别 从 人 物 形 象 塑 造、故 事 情 节 回 顾、
叙事结构解读等方面来探析影片中所体现的奥林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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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精神，并对影片传颂奥林匹克精神的价值与意义

加以阐述。而王乐、受中秋《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

克〉评析》（《电影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１８期），徐浩《体育

电影中的爱国情节解读———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

克〉评析》（《电影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则通过解析

影片的台词与画面内容，来探讨其中所表达的爱国

主题和民族精神。综合来看，爱国主义不仅在《一个

人的奥林匹克》中有所体现，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体育

电影所表达的主 题，如《体 育 皇 后》《女 篮 五 号》《沙

鸥》等。左为东、高平《早期中国体育电影现代性考

辨与类型观念探析———从〈体育皇后〉说起》（《湖北

体育科技》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就 谈 到《体 育 皇 后》虽 受

时代的影 响，却 紧 扣“体 育 救 国”之 真 精 神 的 主 题。
段德平《基 于 精 神 价 值 方 向 探 讨 体 育 电 影〈女 篮 五

号〉》（《电影评介》２０１５年第２４期）把影片中女篮队

员所传达的 拼 搏、奉 献 精 神，视 为 激 励 一 个 民 族 振

兴、国家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邰忠锋《论电影主题

中体 育 意 识 的 变 迁———从〈女 篮 五 号〉到〈沙 鸥〉》
（《电影文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通过比较两部间隔近

三十年的体育电影，重点阐述了二者共同表达的爱

国主题。
美国体育电影的多元叙事主题与中国体育电影

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奋斗拼搏、战胜自我的“美国梦”
必然是影片主题的一部分，但励志是美国体育电影

的必备要素而并非唯一的主题。拳击运动作为美国

体育电影涉及最多的题材，奥斯卡最佳影片《百万美

元宝贝》与《洛奇》无疑是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就

《百万美元宝贝》而言，这部电影很难被定义为单纯

的体育片，它的震撼力和穿透力已经颠覆了观者传

统的情感空间和思维模式。周越俊、李浙瑶《〈百万

美元宝贝〉：超越爱与尊严的体育电影》（《电影文学》

２０１１年第１７期）谈到“《百万美元宝贝》只不过包着

体育电影的外壳，内里却讲述着生命和尊严的严肃

主题，它关乎梦想和真爱，饱含人生泪水与苦痛。［８］”
同样，乔亮《从〈百万美元宝贝〉看当代体育电影的独

特风采》（《电 影 文 学》２００８年 第２３期）通 过 分 析 影

片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用麦琪的人生来诠释“对
生命的追求远大于对结果的追求”的主题。而常辉

《当代体育电影的发展特色———以电影〈百万美元宝

贝〉为例》（《电影评介》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则以影片励

志元素的创新表达为切入点，从中探讨当代体育电

影对人性 的 挖 掘 与 本 真 的 追 求。此 外，受 到 ＮＢＡ
和ＮＣＡＡ的影响，篮球运动也一直是美国体育电影

的常用题材，相对于评述司空见惯的团队意识和励

志精神，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剖析影片的复线主

题。高波《电影〈卡特教练〉的叙事分析与精神诠释》
（《电影文学》２０１６年第７期），刘青《成长·认同·
信仰：〈卡 特 教 练〉的 多 元 叙 事 主 题》（《电 影 评 介》，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皆谈到《卡特教练》并没有完全限制

在传统的好莱坞叙事主题内，而是辅以种族主义、球
队文化、学校教育、信仰等复线主题。

２０１７年印度 体 育 电 影《摔 跤 吧！爸 爸》在 中 国

大陆上映，学界也随之掀起了一波“摔跤”热潮。马

瑞华《〈摔 跤 吧！爸 爸〉：体 育 电 影 主 题 叙 事 的 新 探

索》（《当代电视》２０１７年第８期）将“柔软”的主题叙

事看作整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文中提到：“《摔跤

吧！爸爸》正是凭借着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而获得了

好感。这种情感共鸣的核心和基础就是以柔软的方

式讲述理想。理想是中西方电影创作中长盛不衰的

主 题，它 的 文 化 基 础 是 人 类 灵 魂 深 处 的 理 性 主

义。［９］”李佳静《〈摔跤吧！爸爸〉成长主题研究》（《电

影文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以代际问题、性别问题以及

反叛主流价值观为线索，分析影片所表达的女性自

我觉醒和自主意识成长的叙事主题。同样论及反叛

话题，杨会《〈摔跤吧！爸爸〉女性抗争主题的多重表

述》（《电影评介》２０１７年 第１７期）把“抗 争”看 作 影

片的核心主题，并从社会体制、女权主义与个体命运

三个方面加以诠释。
（二）历史发展研究

论及早期中国体育电影的研究，黄德泉《抗战以

前中国体育电影考述》（《当代电影》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对抗战以前中国体育电影的历史发展有着严密的考

证，文章首先对１９１５年上海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的

新闻短片《上海万国商团体操》（外国人拍摄）、１９１９
年上海精武体育会自制的长纪录片《精武体育会十

年来之事迹》、１９２０年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活 动 影 片 部

拍摄的体育时事影片《技击大观》三部影片进行了对

比考辨，把《精武体育会十年来之事迹》定为中国体

育电影的开山之作；随后又详述了抗战前出品的三

部体育故事片，分别是１９２８年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

《一脚踢出去》（最早的体育故事片）、１９３４年上海联

华影业公司出品的《体育皇后》和１９３４年明星影片

公司出品的《二对一》（第一部有声体育故事片）；最

后谈到中国 第 一 部 有 关 运 动 会 方 面 的 官 方 电 影 是

１９２１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出品的《第五

届远东运动会活动影片》，至于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

体育电影赛事的影片则是１９３６年由中国教育电影

协会理事褚民谊所摄制之《中国体育》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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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妍《中国近代体育电影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将近代中 国

体育电影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以体育影戏

为标志的萌芽时期（１８９６－１９１７年）、以体育纪录片

为主导的探索时期（１９１８－１９２７年）、以武侠片为主

导的商业化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以体育故事片为

主导的黄金 时 期（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 抗 日 战 争 爆 发 前）
和以体育教育宣传片为主导的低迷时期（１９３７年抗

日战争爆发 后－１９４９年）。李 帅《中 国 体 育 电 影 发

展概况描述》（《电影文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分析了现

代、“十七年”、新时期以及当下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

特点。时 洪 举、沈 圳《中 国 体 育 电 影 的 演 进 探 析》
（《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１６年第８期）较前文有着更 细

致的阶段划分，该文把建国后体育电影的发展历程

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归纳各阶段发展规律的同时，也
探析了我国 体 育 电 影 演 进 历 程 中 受 到 的 影 响 和 制

约。另有研究者对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历程做出多

视域下的划界，闫蕾宇《从文化演进视角看中国体育

电影发展史 的 分 期》（《电 影 文 学》２０１１年 第１１期）
运用文化演进的理论，将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分为

开创探索、特征明显稳定、反思超越以及经典范式四

个阶段，可谓视角新颖。

２０１３年李金宝著《体育影像传播———百年中国

体育电影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１
版），作者结合影视美学、叙事学、传播学等学科对我

国体育电影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从历史发展、政治话

语、家国天下、主题重塑、影视合流、生命叙事等多个

角度详述了我国体育电影的历史沉浮，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了各 阶 段 的 时 代 风 格 和 艺 术 特 色。２０１７年

苏州大学倪沫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体育电影发展

研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呈现出中国体育电影发展

的百年历程，作者依据社会、历史、文化及政策背景，
总结出各时期体育电影的类型特征，特征可归纳为：
书写民族自强之梦（１９０５－１９４９年）、体育家国伦理

对个人主义的改造（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续写时代体育

强国梦（１９７７－１９８９年）、强 国 梦 的 人 文 趋 向（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强国梦的“轻”表达（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

中国体育电影历史发展的研究现状表明，学界

普遍将我国体育电影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六个时期，
萌芽时期（１９１８－１９３４年）、起 步 时 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低谷时 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发 展 时 期（１９７７－
１９８９）、勃兴 时 期（１９９０－２０００）、新 世 纪 时 期（２００１
至今），并普遍将《一脚踢出去》定为我国体育故事片

的开山之作。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体育电影的演进历程同样

是不容忽视的论题，以发达国家体育电影的发展规

律为指导，可为我国体育电影在制作、发行、运营等

方面提供经验与借鉴。沈圳、马识博《美国体育电影

演进探析———以“类型电影”为例》（《体育文化导刊》

２０１７年第７期）结 合 美 国 历 史 发 展 的 逻 辑 与 规 律，
探析了美 国 体 育 电 影 的 演 进 历 程 及 时 代 特 征。宋

昱、魏翎《部分发达国家体育电影发展的历程、特征

及启示》（《南京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５期）通过

分析美国、日韩及欧洲等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历程和

趋势特征，从中总结各发达国家在体育电影的制作

与运营模式上的优势，以期为我国追赶世界体育电

影市场的潮流趋势提供新路径。
（三）体育电影文化探析

体育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

人类社会的缩影，体育与文化所包含的思想观念、社
会风尚、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

紧密联系［１０］。学 界 对 于 体 育 电 影 的 文 化 探 析 包 含

两个方向，一是体育电影中暗含的文化内涵及其如

何表现，二是体育电影的文化认同问题。应国虎《中
国体育电影 文 化 内 涵 的 注 释》（《当 代 电 影》２００８年

第１１期）深入解析了我国体育电影以时代背景、奥

运精神、民族文化、人生追求等为主题的文化内涵。
蒋雯、徐明、李欣《中国梦背景下中国体育电影的发

展及其文化功能》（《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
期）分别从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宣传和塑造中国

梦以及发展体育文化产业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梦背

景下我国体育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屈雯喆《从

体育电影看中国体育文化的演进》（《山西师大体育

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以体育电影中蕴含的 体

育文化为切入点，试图从中探寻中国体育文化的演

进历程。而吴春磊《中国体育电影的文化资本探析》
（《电影文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通过分析体育文化 对

我国体育电影发展的推动作用，来探讨我国体育电

影文化资本的发展策略。
体育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

在好莱坞 体 育 电 影 中 占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冯 苇

《好莱坞 体 育 电 影 与 美 国 体 育 文 化》（《体 育 文 化 导

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２期）从文化自信、个人英雄主义、文

化优越感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四个方面，探讨了好莱

坞体育电影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内涵。同样，尚志强

《美国体育电影的文化透视》（《体育学刊》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通过分 析９部 获 奥 斯 卡 提 名 的 好 莱 坞 体 育 电

影的文化特征，将影片中共同体现的民族主义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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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义视为“美国梦”和美国文化的再现。而白永恒

《美国励志体育电影的文化透视》（《电影文学》２０１３
年第３期）则以点带面，分析了拳击电影《洛奇》中身

体符号、英雄主义行为、商业行为等文化要素。与中

国不同的是，美国体育电影以国家民族主义和胜利

主义的结合、由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走向平等、体育

商业化问题、比赛暴力与领导专制等文化特征为基

调。
另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体育电影的文化认同问

题，张铁《华 语 体 育 电 影 的 文 化 认 同》（《电 影 新 作》

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分 别 从 个 体 命 运 关 照、国 族 身 份 认

同、体育场域中的文化向心力以及文化元素的借用

四个层面 来 解 读 华 语 体 育 电 影 的 文 化 认 同。赵 轩

《身体、国族与在地文化空间：论台湾体育电影的文

化认同叙事》（《体育与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从身体

叙事、国族认同与个人成长、影像空间书写策略等方

面对多部台湾体育电影进行分析，以期探究潜隐于

电影文本之中的文化价值取向。李川《日本体育电

影文化认同性分析》（《当代电影》２０１８年第３期）深

入解析了日本体育电影独有的ＩＰ改编、主题内涵、
主体性表达等文化特征。

（四）体育电影的作用及影响

随着体育电影产业的崛起，将体育电影应用到

体育教育领域成为现代教育的一大特色，这一模式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范杉《体育电

影在大学体育教育教学中的运用及思考》（《电影文

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叶子建《体育电影对高校体 育

教学的意义及思考》（《电影文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均

针对体育电影教学这一新兴的教学手段，探讨其在

大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及意义。赵燕《体育电影对

大学生的影响》（《电影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谈到体

育电影不仅能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还可以对大

学生进行体育美的教育。另一方面，体育电影作为

传播体育文化的重要途径，对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同

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关研究有师文月《体育电影

对高校体育文化的积极影响与反思》（《许昌学院学

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姜山《电影对大学校园体育 文

化建设的启示》（《电影评介》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等。
体育电影的推动力不单单体现在高校体育文化

建设方面，其传媒功能在社会层面有着更深远的影

响。梅云桥《建国后我国体育电影社会功能价值研

究》（《电影评 介》２０１３年 第２１期）从 多 个 层 面 探 讨

了体育电影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王妍

《体育电影 对 体 育 传 播 的 影 响》（《体 育 文 化 导 刊》

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就 体 育 电 影 如 何 普 及 体 育 运 动 知

识、传播体育文化与弘扬体育精神展开论述。而王

静《体育电影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研究》（《体育文

化导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则以广阔的视野分析了 体

育电影对奥林匹克文化传播的影响，同时针对我国

在此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策略。
三、体育电影研究的多维视角

（一）女性形象

电影、体育、女性可谓是一个绝佳的组 合，回 眸

百年中国体育电影，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李金宝《体育影像 传 播———百 年

中国体育电影研究》第二章第二节的标题为“中国体

育电影的女 性 母 题 与 性 别 叙 事”，该 节 提 到１９４９－
２００８年间出品的全部５９部体育故事片中以女性为

主角的有２０部，可见女性角色在中国体育电影中的

重要地位。“中国体育故事片把女性作为表现对象

从很大程度上是肯定了中国体育的进步和中国人民

身体的强壮，从电影本体来说，作为被看的对象，不

管 是 体 育 运 动 员 还 是 女 性 只 是 取 悦 观 众 的 符

号。［１１］”史静《新中国·女性·体育电影》（《电影艺

术》２００８年第４期）谈到从角色呈现来看，女性既是

被看的对象，也是被改造的对象，同时还是运动场上

的“新人”。该文在肯定女性在电影中本体作用的同

时，还揭示出其在影片叙事上的政治意义。杨洋《强
国梦与中国体育电影———论中国体育故事片中的女

性形象建构及其意义》（《当代文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通过分析我国体育故事片中女性形象的美学嬗变及

其对应的文化语境，同样论到选取女性作为影片主

角的政治意义，如“《女篮５号》中林小洁的美则体现

为一种牺牲自我的道德美，暗含着一种与时代需求

相吻合的 美，是 一 种 政 治 上 的‘善’的 美”［１２］。毋 庸

置疑，女性体育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不仅是为了呈

现一种视觉快感，也是一种在性别政治角度对女性

身体的利用。论及中国体育电影中女性的“被看”，
吕鐄、李钢兵《试论中国体育电影中“被看”的女性》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以《体

育皇后》《女篮五号》《沙鸥》为例，分别从多重被看、
女性气质和身体规训等角度，对我国体育电影女性

符号的表征意义给予阐释。
韦佳《中国体育电影中“阴盛阳衰”现象的历史

与文化学分 析》（《电 影 文 学》２０１１年 第１０期）结 合

我国的时代特征和电影思潮发展，对我国体育电影

历来注重女性角色的原因加以分析，作者提到我国

体育电影对女性的表达是远远不够的，亟待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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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女性体育电影的内涵特征。相反，虽然美国女性

体育电影的数量偏少，但影片总能准确把握女性体

育的脉搏之所在，刘彦顺《论体育电影中叙事的性别

之维》（《当代电影》２００８年第３期）重点论述了美国

体育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形象，文中提到从女性参与

的角度来看，其角色可具体划分为常见角色、与男性

平等的中性角色、被观看的美貌角色以及宗教性别

角色。可见与中国体育电影相比，美国体育电影赋

予了女性角色多重的叙事手段和荧幕形象。针对中

美体育电影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差别，房新宁《身体

意象·主题表达·价值取向———中美体育电影中的

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当代电影》２０１８年第３期）从

身体意向、价值取向等角度对比中美体育电影呈现

的女性形象，并总结出美国女性体育电影在人物塑

造上的成功之处，以期对我国女性体育电影的发展

有所启示。
（二）美学价值

特里·伊格尔顿提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

话语而诞生的”［１３］。体育电影作为以竞技活动为主

体的艺术样式，其审美关怀同样构建在人类身体的

物质运动之中。黄宝富《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

底———论体育 电 影 的 身 体 美 学》（《当 代 电 影》２００８
年第３期），张平莉《身体的美学：浅谈体育电影的艺

术魅力》（《电 影 文 学》２０１２年 第１０期）皆 从 感 性 身

体、文化身体和技术身体三个层面分析体育电影呈

现的身体美学及其艺术魅力，正如黄宝富在文中所

提到的：“体育电影以人类身体的审美构形和美学魅

力为自然界面，来表现人类坚韧顽强、奋勇拼搏、超

越自我、追求梦想的励志主题，从而描绘人类社会个

人的命运、文 化 状 态 和 民 族 风 情。［１４］”李 杉《英 雄 叙

事与身体的审美：体育精神在类型电影中的表达与

阐释》（《当代文坛》２０１５年第４期）将典型体育电影

中人体姿态的变换、力量的收放、肌肉的张弛视为审

美的对象，并通过解读拳击电影的身体表达来诠释

其中暗含的审美意向。
李金宝《体育影像传播———百年 中 国 体 育 电 影

研究》一书从运动美学、竞技美学、暴力美学、超越美

学和悲剧美学五个方面论及中国体育电影美学与叙

事原则，并详 述 了 体 育 电 影 所 表 现 的 运 动 美、人 性

美、情感美以及思想美。而李慧妍、文才新《论体育

电影之美———以〈极速风流〉为例》（《铜陵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从 音 色 美、励 志 美 和 精 神 美 三 个 方

面探讨了美国赛车题材电影《极速风流》的审美趋势

与价值。

（三）电影制作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３日，在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召 开 的 电

影《中国女排》拍摄工作座谈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

局长赵勇指出：“创作体育影视作品是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体育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弘扬体育精神、发展体

育文化、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举措，应该多方合力用

艺术的体育和体育的艺术，讲好体育故事，打造百姓

的精神殿堂。［１５］”多 年 来 我 国 体 育 电 影 在 现 实 创 作

层面一直处于徘徊状态，随着国家把体育影视作品

的创作提上日程，学界也对此论题展开了更深入的

研究。杨致远、周根红《体育电影吸引力的构建———
基于〈摔 跤 吧！爸 爸〉与〈我 是 马 布 里〉的 对 比 与 思

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把票房惨淡的国产电影《我是马布里》与好评如

潮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进行比较，分析了两

部影片在叙事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塑造、镜头剪辑

等方面的差别，以期为我国体育电影工作者在拍摄

与制作方面提供参考。张丽军、翟波宇《基于“木桶

定律”：体育电影的融合与创新》（《江西理工大学学

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运 用 管 理 学 中 的“木 桶 定 律”来

探讨我国体育电影的发展机制，作者认为体育电影

的融合与创新不仅要通过找板、补板和防板达到“木
桶定律”的动态平衡，而且要坚持民族化、市场化、艺
术化的发展方向，探索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体育

电影发展道路。谈到中国特色体育电影，将功夫融

入足球的《少林足球》可算其一，２０１７年浙江大学赵

金秋 的 硕 士 论 文《中 国 足 球 题 材 电 影 的 创 作 策

略———以〈少林足球〉为例》专门分析了《少林足球》
在创作策略上优缺点，旨在为我国足球题材电影的

发展提供借鉴。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 运 会 的 举 办 同 样 促 发 了 学 者 对

体育电影创作的研究，蒋明朗《对我国体育题材影片

创作的几点思考》（《电影评介》２００８年第５期）强调

我国电影工作者应在人物选择、画面掌控、影片深度

等方面做文章，从而提升我国体育电影的制作水平。
黄璐、邱新宇、孙平、付晓春《好莱坞体育电影剧本创

作》（《体育成人教育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黄璐《体

育电影制作 的 一 般 规 律》（《体 育 科 研》２０１１年 第５
期）分别从剧本创作、剧情设计、演员设定等方面探

讨了美国体育电影的制作规律。
结　语

综合来看，新世纪以来中国体育电影研究的确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方法、新视野、新思维使体育

电影研究无论在研究范围，还是挖掘深度上均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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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电影研究仍伴随

着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固然值

得肯定，但美学、传播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

的引入，对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与应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否则很难全面、深入的开展研究。
通过当前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研究者多将目

光聚焦于体育电影的主题内涵、历史发展的研究，而
对体育电影的艺术表现、人物形象、创作与制作等方

面的研究较少，且对此类问题的挖掘深度不够。事

实上在某些“冷门”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譬如体育

电影制作水 准 是 限 制 我 国 体 育 电 影 发 展 的 一 大 瓶

颈，而就目前来看学界对此类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

不够，有待专门、深入的研究。此外，近年来关于中

国体育电影研究的文章虽在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在

文章的选题乃至结论上存在较多的重复。类似问题

的存在均表明当前中国体育电影研究在某些方面的

不平衡现象，倘若研究者能宏观把握、全面审视、深

度考察，则中国体育电影研究当呈现出更为繁荣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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