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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历史变迁中的奥运报道
*

———围绕《人民日报》奥运报道的研究

■ 刘 朋 何 辉

【内容摘要】 作为中国中央媒体的代表之一，《人民日报》对奥运会 60 余年的报道折射了新闻传播

和体育、中外关系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围绕《人民日报》对奥运会的相关报道，通过对文本的解

读，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官方报道与中外关系的关联，揭示在复杂多变的中外关系中，中国中央媒体对

奥运的报道是如何一步步成长和发展到北京奥运会时期和当下状态的。
【关键词】 奥运报道; 中外关系; 人民日报

奥运会对中国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中国与之百年的

纠葛，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历史变迁，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媒

体的奥运报道。《人民日报》60 余年奥运报道历史①，前三

十年是中国反复争取获得国际公正待遇，包括以报道进行

斗争和批判的方式; 后三十年则围绕中国融入世界遭遇的

各类政治麻烦和政治干扰不断进行解释说明。

一、1949 － 1978 年间的中国奥运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了对奥运会的浓

厚兴趣，《人民日报》持续报道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各类细

节。但是，由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国与奥运会的关系

始终被政治问题所困扰。首先浮现的就是中国在奥运会参

赛的代表权问题。《人民日报》完整地呈现了中国中央政府

与台湾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斗争。

新中国首次参加的奥运会是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

但这次奥运会中国较晚才取得参赛资格，代表团仓促参加。

尽管如此，《人民日报》对这次赛事仍然非常关注。但总体

上，《人民日报》仍然一边倒地介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参

赛表现。这一现象显示了官方媒体刻意的导向性，即向国

内民众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成就。

此时《人民日报》完全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组织

报道，苏联在报道中的位置要排在中国前面，并且报道的

分量也远远大于中国。这个时候的官方媒体，在奥运会的

报道中尚缺乏自信，受长期体育落后的影响，面对体育强

国的苏联 ( 在该次奥运会中得分排名第一) ，中国官方宣传

不敢对自身的出现做出更多的评论和阐发。
1956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允许台湾运动员以

“Formosa － CHINA”名义参加第 16 届奥运会，中国被迫放

弃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官方媒体对此次奥运会较少报道。

两年后，1958 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同国际奥委会断

绝关系的声明。

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1975 年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关

于奥运会的报道基本上是围绕两个线索展开的，一个是中

国的代表权问题，不仅如此，在此问题未被解决前，它一

直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由于代表权

问题的存在，中国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由

此引起第二个线索的出现，即支持反帝国主义的亚非合作，

中国将体育与国际反帝斗争紧密结合，《人民日报》加大了

这一视角的报道力度，奥运会的认知彻底政治化了。这与

整个中国的政治大气氛完全一致，官方宣传努力推动奥运

会的政治化理解。1962 年中国体委就国际奥委会禁止印尼

参加奥运会发表声明，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上，鲜明

提出“摆脱帝国主义对各国，特别是对新兴国家体育事业

的控制，打破帝国主义对国际体育活动的垄断和操纵”②。

这个时候，苏联悄悄在报道中消失了，塔斯社也不是

新闻报道的重要信息源。同时，中国在号召亚非拉团结反

帝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开始大规模发表自己的观点，且

语言充满了战斗性。

在中国参加了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中国政府对待奥

运会的态度转变了，中国在政策上不再尝试加入奥运会，

甚至刻意与奥运会保持距离。此时的官方宣传不仅不强调

体育与政治无关，而是逐渐把体育与政治相连，甚至报道

了印尼体育部长的话，“体育同政治是分不开的”，“在印度

尼西亚，体育是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新运会是一种革

命思想，我们应当以革命精神和方式加以发展”。③ 《人民日

报》也登载了出席新运会理事会议的中国代表黄中的话:

“新运会是当今唯一公开宣布其政治主张、高举独立自主、

反帝反殖大旗的世界性体育组织。这是新运会区别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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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际体育团体的第一个特点。”④中国官方媒体不仅不将

体育与政治相分离，而是批判将体育与政治相分离的观念。

《人民日报》登载的这篇中国代表的发言，实际上是此后长

达十余年的中国激进体育报道观的一个开始。1966 年 8 月，

中国公开声称不再与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⑤。

1968 年，“苏修”也进入了中国在与国际奥委会斗争

的舆论视线，在篇名为《国际奥委会是美帝操纵的御用工

具》的评论文章中，称“苏修叛徒集团扮演了两面派的卑

鄙角色。”⑥中国的官方媒体开始在体育评论中同时对准了美

国和苏联。但是此后围绕奥运会的斗争在文革期间并没有

在媒体上引起关注，一方面中国已经放弃了与国际奥委会

的联系，连“斗争”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了文

革的混乱，体育也完全混乱了。一直到 1972 年，由于国际

奥委会允许罗德西亚参加比赛，奥运会再次引起中国官方

舆论的关注，同样也是因为政治引发了奥运争议。
1975 年的一篇《苏修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丑恶行径》

的文章是《人民日报》批判“苏修”的专门性文章，此后

围绕奥运议题，尤其是中国代表权问题，相关的批判性文

章频繁出现。而美国却很少出现，西方帝国主义不再是唯

一的批判矛头， “社会帝国主义”在官方宣传中排在了前

面，尽管中国代表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中国官方媒体

对美国的批判的的确确静下来很多。仅仅依据报道文本无

法分析这种原因，但是宏观政治的大背景，即中美接近，

中苏矛盾持续激化，确与这种情况保持了完全一致，政治

再次左右了体育事务的报道。一个技术性的佐证是，苏联

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的作弊被作为极少的奥运比赛新闻刊

登出来，而建国之初，享有这种类似关注度的是美国运动

员。正常的和纯粹的体育思维已经完全消失，革命观的体

育认知和极端左倾的思维左右了官方宣传，一些运动员的

作弊被视为“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推

行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必然结果。”⑦

二、奥运报道回归理性

1979 年对中国奥运事业和中国奥运报道来说是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一年，一方面，“名古屋决议”通过后，中国正

式进入奥运大家庭; 而另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中

国官方媒体开始以实事求是和非政治的思维来看待体育，

《美国的体育》的报道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⑧，美国的

体育运动获得积极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奥运比赛的重大成

就，全文没有任何政治思维的导向，中国的奥运报道开始

有所变化。11 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我国同国际

奥委会的关系》⑨的文章，署名为 “体宣”，全面回顾了从

1924 年到 1979 年的中国与国际奥委会之间的历史。值得注

意的是，全文没有任何革命式的语言，也没有点任何国家

和人士的名，以一种相对平和理性的态度描述。官方报道

中，针对国际奥委会的斗争宣传基本结束。此后，中国官

方媒体的奥运报道的核心转向了，体育取代政治作为了主

调。28 日，《人民日报》用大量的报道来介绍奥运会和中

国的官方态度，第一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文中说“国

际奥委会已就我国奥委会的代表权问题作出了一个现实可

行的决议”⑩，“现实可行”这个并列词汇解释了中国的围

绕体育问题的政治立场的新观念，一种不同以往的现实主

义的政治思维。一种“新时期、新任务”“现实可行”“学

习外国体育界的先进经验”的宣传思路成为改革开放初期

官方宣传的基本立场。

尽管中国已经为重返奥运会展开了全国性的体育动员，

但是，中国却碰到了国际社会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到洛杉矶奥运会，由于中美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半

结盟状态，因此，除了苏联抵制参加被视为美苏之间的事

务，官方的报道没有进行政治角度的解读，而是侧重渲染

中国三十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热情。美国在官方媒体上

的形象也前所未有的好，报道甚至赞扬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的筹办者们: “他们的满腔热情、高度组织才能和不畏艰难

的工作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瑏瑡这一时期，中国

对外关系奉行现实主义的基本思路，加之中美关系的推进，

使得中国可以以体育的视角看待奥运，洛杉矶奥运会在中

国官方宣传中基本是一个单一体育视角的奥运会。

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参加奥运会，

因为建国之初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中国队并没有能够参加

正式比赛。不仅如此，洛杉矶奥运会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参加的第一场奥运会。中国官方舆论表露出两种态度，一

方面中国在体育方面有了自信，已经完全没有了对个别

“大国体育”的崇拜和底气不足。《人民日报》在洛杉矶奥

运会开幕式评论说: “中国体育正在世界崛起。可以预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健儿在奥运会上必将大显身手，赢

得越来越大的荣誉。”瑏瑢另一方面，中国实事求是并锐意进取

的体育精神也表现了出来: “我国在世界体坛发挥的作用还

是有限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将执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将抓住这个机会，密切注视和悉心研究世界体育发展的新

动向、新潮流，注意吸收各国各地区运动员的先进技术和

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瑏瑣这两个基本的态度，在建国之初

是没有的，在激进的文革时代及其前后也是没有的，它主

导了中国上下看待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成为主流

舆论。

这场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的奥运会，中国官方

媒体也得以从体育角度进行报道，得以宣传中国运动的体

育成绩和精神。其报道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视角之多

样、观点之多元都是建国之初的那场奥运报道所完全无法

比拟的。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媒体第一次的真正系统全面

的奥运报道，而不是有刻意倾向的报道，它是中国当代奥

运报道的真正起点，此后的奥运会报道基本都从这一基础

加以丰富和创新。

1987 年 1 月，官方宣传透露出中国不仅正在认真考虑

申办 2000 年奥运会，也正认真考虑在 2002 年举办世界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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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大赛。瑏瑤无论是奥运会还是足球世界杯，中国都受到体育

组织热情鼓励申办的激励，这种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友

好关系，标志了中国在 80 年代已经完全正常化参与国际体

育运动。

汉城奥运会前，《人民日报》以一场三人对话的形式

连载了对奥运奖牌数量讨论的报道。该报道中，无论对美

国还是苏联，都不再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角度解读，而仅

仅就体育本身而讨论，并且非常客观地承认了两国在体育

方面具有的领先优势。《人民日报》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

当天的 评 论 上 清 晰 地 表 达 的 是 “参 与”和 “学 习”的

态度瑏瑥。

到 1991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报》报道确定 26 日“中

国决定申办二○○○年奥运会”瑏瑦，10 日《人民日报》对此

作了“历史性抉择”的评论报道瑏瑧，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十余

年的发展，国力、体育水平和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都有了

很大改善，中国官方宣传开始表现出做出更大贡献的雄

心瑏瑨，亚运会成功举办也给予了这种自信瑏瑩。到 1992 年，中

国官方宣传在表达奥运会的期待时更加自信，一方面中国

更愿意表达改革开放的勇气瑐瑠，另一方面中国相信自己的体

育进步。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

要在本次奥运会上全面超越汉城奥运会瑐瑡。

三、爱国主义与舆论的自信与包容

围绕申奥，官方媒体的很多报道透露出乐观心态，内

容多围绕国际上和国内对中国申奥的支持和热情瑐瑢，因此，

申奥失败确实让中国社会大吃一惊，很多人产生了强烈的

失落感，很多青年人产生了对西方的强烈不信任和对国家

自尊的激烈维护瑐瑣，后来这种情感经历一系列中美关系的冲

突，而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后被激发出来，并长期影响

着中外关系的发展。
1992 年 9 月 23 日，中国未能获得 2000 年奥运主办权，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多篇报道，其中舆论引导性

的评论文章就有两篇。两篇文章以带有很强遗憾感的笔调

坚定地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决心瑐瑤。但是，此

时官方宣传和大众心理产生了重大的不同，官方尚能够理

性认知，而大众心理则难以接受，各种对外部世界的怀疑

出现了，这种怀疑集中体现在《中国可以说不》这类书中。

这种怀疑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思维，这是一种全

新的怀疑，由对本国的自信 ( 基于十余年的发展) 和对外

部的失望相结合，逐步在大众舆论中发酵。

到了 1996 年 8 月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官方媒体对奥

运和美国的认识加深了，由最初的好奇、不满和到改革开

放后的学习，此时的中国官方报道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来

看待奥运会和美国。瑐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报道愈加强

烈地从爱国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奥运会，体育竞技成

绩成为了国家荣誉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日报》的社论将

这种态度展示的淋漓尽致: 社论称，“正是因为永恒的爱国

主义精神，才使奥林匹克运动青春永驻，魅力无穷。”中国

选手的奋斗故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爱国主

义!”这种直白的舆论造势和体育意识形态需要经历此后若

干年中国民间社会大众意识的觉醒来逐步消解，中国奥运

观的真正体育化仍然需要一个从官方到社会的调整。这种

意识形态在某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例中被集中审视，这个事

例就是 2010 年周洋在冬奥会上一番真情表露引发的争议。瑐瑦

“夺冠前无人问津，拿奖后扎堆献花”的社会反思和批判带

来了中国体育观的重大进步。但是，无论如何，奥运和体

育都被中国从官方到民间赋予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正如

《人民日报》另一篇评论文章揭示的，“中国运动员都深深

地懂得，胜利不仅是今日的辉煌，它还包含着太厚重的历

史情结。”瑐瑧这种情结制造了过度的竞技压力和负担。它的消

除，依赖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不断胜利积累的自信和大度，

从而消解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不断累积的挫败感和

怨气。
1999 年 1 月 6 日，中国决定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官方

媒体一开始就引导舆论建立良好的申办观: “我们一定要树

立正确的申办观，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更加成熟的心态、

更加有利的方式参与申办、支持申办。”瑐瑨在中国崛起愈发显

著的状态下，中国对待国际事务的心态变了，申办奥运会

依然很重要，但是中国已经不需要借助这项赛事来证明自

己。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取得重大的进步，《人民日报》

称之为历史性突破，中国体育在奥运会上节节上升的成绩

成为中国国际自豪的一个重要方面。
2000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继续为中国

申奥摇旗呐喊瑐瑩，但其口吻和气度已经全然不同于以往。在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结束之际，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

章充满了对申办奥运成功的期待和迫切，以及暗含的中国

的不太充足的底气。文章说，“深切感到一定要把经济搞上

去，有了强大的实力，办奥运会才有坚实的基础”; “同时

诚心诚意地向外国学习，向巴塞罗那学习”。瑑瑠然而，到了新

世纪，此时的申奥评论是“北京完全有能力办成高水平奥

运会”。不到十年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整体国力和国际影响

力已经大不同于以往，官方和国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中外关系中很长时间中国缺少自信的感觉已经改观。

申奥成功带给国人非常大的荣耀感，中国也确实投入

了极大的精力和诚意努力办一届高水平的奥运会。但是，

北京奥运会被过度政治化，圣火传递遭遇干扰，这引发了

国内从官方舆论到大众舆论的不解和愤怒，中国再次对西

方感到失望，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找到了存在的依据。这

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们深感不解，他们眼中的中国青年本

应该是不支持政府的。官方宣传和大众舆论这个时候走到

了一块，官方组织的圣火传递受到旅外中国青年的自发保

护。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遭到藏独分子干扰后， 《人民日

报》将网民的评论放到了第二版的国内要闻的重要位置，

少见地借用大众舆论表达官方态度。瑑瑡此后，多次引用网上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前沿 刘 朋 何 辉: 中外关系历史变迁中的奥运报道



现代传播 2014 年第 5 期( 总第 214 期) 67

评论来进行舆论宣传瑑瑢。火炬传递最终演变为了海外中国人

爱国主义的大动员，留学生和华人的自发护卫圣火的行为

受到官方舆论的赞扬。当护卫火炬的行动发展到国内抵制

家乐福的大规模群众事件后，官方宣传开始调控舆论，防

止失控瑑瑣。

尽管少数西方人士和政客宣扬抵制北京奥运会，但中

国官方媒体始终保持了克制，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看不

到对西方国家的愤怒，中国政府对外部世界没有了敌意，

中国全然希望融入世界。不仅如此，中国的世界观也在变

化，简言之，中国认识到自己需要世界，同时也强烈感到

世界需要中国，这种民族自豪和自信反映在了中国官方宣

传的字里行间，“虽然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在不同的问题

上有不同看法，但绝大多数人相信，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瑑瑤; “我们用最精密的尺度去扫

描向国际社会许下的每一个承诺，用炽热的情感和宽广的

胸怀拥抱世界。”瑑瑥

到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结束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对

中国人看待奥运的评价，也同样适合这家官方媒体本身，

《人民日报》的奥运会报道就中外关系而言确实“视野更宽

广、心态更包容、胸怀更开放”瑑瑦了。

四、结语

纯粹体育化的奥运和奥运报道较少出现，它难免摆脱

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中国官方舆论的报道趋势展示了这一

逻辑，在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好之前，官方媒体上的体育事

件往往升级为政治事件。对奥运会这类重大赛事尤其如此。

因此，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对奥运相关事务的报道，

基本上是政治，极少有纯粹的体育。而后三十年，中国逐

步与外部世界正常化，这使得纯粹的体育视角占到较大篇

幅，而奥运报道也日趋多样化。总体来看，中国从一开始

并不想对奥运会投入过分的政治视角，但是客观遭遇令报

道被迫政治化，后来中国回顾当时历史时用“忍无可忍”瑑瑧

来形容这种感受。此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极左化之后，奥

运报道也激进化了。改革开放之后，摆脱意识形态影响的

中国始终努力使奥运摆脱政治议题，但是，外部世界的干

扰和压力使得官方媒体不得不站出来进行政治辩论和解释。

官方舆论曾经有两次表现出强烈的自信: 一次是在文

革期间，官方媒体完全以引领世界体育革命的方式来看待

与国际奥委会的斗争，这种自我陶醉的意识形态狂热随着

打开国门而迅速消退，转变为对与西方差距的强烈震动;

而经过改革开放的长期努力，第二次申奥时，中国再次找

到了自信，这来源于实实在在的国力和体育成绩。中国官

方舆论两度由不自信到自信，一次是激进意识形态的支撑，

一次是国家强盛的力量。两种自信都遭遇了现实挑战，前

者制造了不切实际的舆论狂热，后者易引发难以控制的民

族主义的反弹; 而一种真正自信的奥运报道，可能要依赖

持久和有吸引力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双重保障。
《人民日报》60 余年的奥运报道有两个基本的启示:

其一，刻意对奥运进行政治解读难免导致空洞的宣传，而

一味讲求奥运的纯粹体育化，也忽视了这个赛事是以民族

国家的符号参与的。因此，冷静地看待这一民族国家间的

体育比赛才能避免报道走入误区，减少体育比赛升级为政

治游戏。其二，大型 国 际 赛 事 的 报 道 常 常 引 发 国 民 的 关

注，但是赛事本身正是依靠其竞争性和不确定性来吸引

人，这恰恰容易引起大众情绪的突变。这种情况越来越出

现在中国当代社会，因此，媒体在体育报道和评论中应避

免过激的话语，而更多去努力培养理性的公民和宽容的舆

论环境。

注释:

① 20 世纪 50 － 80 年代《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曾大量采用新华社提供的信息，因此，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官方的媒体、宣传、报道

等也包含了登载在《人民日报》上的新华社的报道。

② 《我体委和体总谴责国际奥委会非法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运会》，《人民日报》，1963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③ 《马拉迪说新兴力量同帝国主义不能和平共处》，《人民日报》，1964 年 11 月 17 日。

④ 《我代表团副团长黄中在新运会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人民日报》，1965 年 9 月 24 日，第 3 版。

⑤ 《中国人民绝不同国际奥委会发生任何联系》，《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15 日，第 6 版。

⑥ 《国际奥委会是美帝操纵的御用工具》，《人民日报》，1968 年 3 月 18，第 6 版。

⑦ 《霸权主义者的“高超”表演》，《人民日报》，1976 年 8 月 4 日，第 6 版。

⑧ 《美国的体育》，《人民日报》，1979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

⑨ 《我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人民日报》，1979 年 11 月 27 日，第 6 版。

⑩ 《新形势 新任务》，《人民日报》，1979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

瑏瑡 《洛杉矶迎接奥运会》，《人民日报》，1984 年 4 月 29 日，第 7 版。

瑏瑢瑏瑣 《和平·友谊·团结·进取》，《人民日报》，1984 年 7 月 29 日，第 1 版。

瑏瑤 《中国体育加快步伐走向世界》，《人民日报》，1987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瑏瑥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 本报评论) 》，《人民日报》，1988 年 9 月 17 日，第 1 版。

瑏瑦 《中国决定申办二○○○年奥运会》，《人民日报》，1991 年 3 月 9 日，第 1 版。

瑏瑧瑏瑩 《历史性抉择》，《人民日报》，1991 年 3 月 10 日，第 4 版。 ( 下转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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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依据相关法律对公民行为的最高认可和褒奖，是以媒

体价值标准为核心的 “感动”，这种 “感动”和社会主流

认知以及中国人对 “感动”的深沉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显示，除了地区和年龄外，人物的背景、

身份、职业、地位的边界已经模糊，更多体现全人类的精

神世界。当然，《感动中国》是由国家级主流媒体举办，其

本意在于舆论导向和社会激励。但要实现对社会人际高尚

道德关系的权威确立，需要尽量矫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失衡，

逐步完善稳定的专业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避免让荣誉制

度有过度的社会承重。
《感动中国》公益传播的显性传播与价值的隐性诉求相

辅相成，如果单有隐性诉求公众将仅停留在“感”的层面，

如果单有显性传播则缺乏“动”的源动力，因此，只有两

者交融方能“感动”中国。在社会荣誉分配的公益表达中，

公众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价值诉求及价值认同的有效实现，

需要更理性和艺术的媒介叙事。

注释:

① 2012 年《综艺》年度节目评选活动的年度特别节目《感动中国》，《综艺》，201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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