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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为促进看台文化建设,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和文本分析对赛场看台体育标语进行分

析。赛场看台体育标语作为赛场看台文化组成中的视觉部分, 是观众情绪表达的载体。赛

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内容与观众的认知、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及世界时事等密切有关。赛场看

台体育标语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具体应用 ,以形成一种场境效应影响观众及运动员情绪和营

造比赛现场氛围。目前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存在不文明及管理规范性等问题, 从多学科视角

提出改进策略: 从文化心理学视角倡导看台体育标语人性化建设 ;从组织管理学角度做好体

育赛事组织工作; 建立源头预防、过程控制、事后处理的程序化的看台体育标语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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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 iew and tex t analysis, this paper m akes analysis on the sports

slogan o f aud itor ium in orde r to promo te the aud itorium cu lture construc tion. The resu lt show ed that

as the v ision part of grandstand cu lture, the sports slogan of audito rium was the carriers of aud ience

expressing the ir emo tion. It c losely re lated w ith aud ience� s cogn ition, folk cu lture and re lig ion, w orld

curren t a ffa irs. M eanwh ile, it was the spec ific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 ry, and could fo rm a

scene effect and bu ilt the a th le tes m ood and a tm osphere. Consider ing the problem s ex isted in the

spo rts slogan of aud itorium, inc luding unc iv ilized and lack o fm anagem ent, w e tr ied to put forward the

deve lopm ent strateg ies from seve ra l v isua l ang les: 1 ) F rom the ang le o f hum an culture psychology, it

advocates the persona lized construction o f sports slogan of aud itor ium; 2) F rom the ang le of o rganiza�
tional m anagement, it should w ell o rganize the sports com pe tition; 3 ) For sports slogan of aud itor i�
um, the governm ent can estab lish the fron t�preven tion, process contro l and te rm ina l correction pro ce�
dura l m anagem en 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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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竞技运动的发展, 不断地满足和引导人们的健身和娱

乐需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竞技者与观赏者构成了一种

供给与需求的经济交换关系, 并互相激励、互相制约 , 成为

一个双向矛盾的统一体 [ 1]。在多数娱乐表演中 , 观众与表

演者之间的交流是静态的、单向的 [ 26]。在体育比赛中, 体

育观众和竞技者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 在体育赛场看台上

的观众行为不受太多限制 , 甚至可以粉墨登场, 以任何方

式表示自己的存在、愿望和立场, 并形成独特的体育看台

文化。

有关体育赛场看台文化的研究, 许多学者 [ 7, 12, 14, 19]都

提出深刻的见解, 总体而言 , 看台文化涉及到看台建筑、观

赏者的动机、情绪、态度、行为以及组织者等多方面内容,

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体育赛事中, 观众会以多

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赛情绪 ,看台上的体育标语成为表

达情绪的一种方式 , 在渲染赛场气氛的同时 , 也强烈地感

染着现场观众及运动员的情绪。在国外许多球迷协会中,

体育标语被视为组织中不可替代的精神标志物 [ 2]。以各

式标语为情绪发泄方式的出现成为球迷观赛的过程中的

一景, 看台标语也成为看台文化中的物化组成部分 [16]。

在体育赛事愈加频繁的同时, 赛场看台上一幕幕不和

谐  景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探讨。看台上的标

语除部分商业广告外, 更多是球迷观众设置的标语, 那么,

看台上的标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拟通过对赛场

看台体育标语的研究, 探讨体育比赛现场观众思想形态的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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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法 ( tex tua l ana lysis), 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

响而形成的概念, 简单来说 , 文本分析是从语言、书写、词

汇、语法结构等各个层面对文本进行解读 [10]。广义的文

本分析不限于文学文本, 还包括其他艺术门类和非艺术的

其他各种文化符号系统。

在本研究中, 主要是在一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分类的

基础上, 通过文本分析法结合言语行为理论背景着重对看

台体育标语的内容、语法形式及效能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同时, 对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本质内涵进行理论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 1�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概念界定

标语 ( slogan) , 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口号 (一般只有一

句 ), 具有  纲领性 !和  鼓动性 !的特征。  纲领性 !是指

试图反映人们集体行动的主旨、目的、原则、计划及其特

性 ;  鼓动性 !是指要力图达到聚合同伴、统一思想、鼓舞

士气、振奋人心的感染效果 [25]。

体育标语 ( spo rt slogan )是指在体育领域中 , 以简短文

字表述, 对体育事业或相关活动起到宣传和动员作用的标

语 [15]。

根据  属 +种差 !定义法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 ( slogan of

aud itorium ), 是指在体育赛事中 ,球迷或观众以看台为主要

发布区域 , 以各式可视化载体的形式来表达观赛情绪或借

助赛事发布其他目的性的标语。赛场看台体育标语是看

台文化组成中的视觉部分。看台体育标语以一种可视化

 言语 !表达了  无声胜有声 !的心理行为。

3. 2�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内容、形式及特征分析

3. 2. 1�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内容分析

在比赛中, 看台上体育标语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一道

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它们或煽情, 或调侃 , 或讽刺, 或怒骂,

或引经据典, 或一语双关∀∀。有时候也会成为或充当电

视转播或某些品牌的  免费宣传员 !,但这丝毫不影响体育

赛场看台标语表达球迷观众情绪的效果。

在赛事进行中 , 因是观赛情绪的表达 , 赛场看台体育

标语的情感性较浓 , 除表达情绪外 , 更是在语气上变化较

多 , 在支持或鼓励、抗议或幽默搞笑等情感性看台标语的

背后, 表达出一些深层次的内涵 (表 1)。

3. 2. 1. 1� 表情类

表情式是表现发话人对于所述事情的某种心理状态,

像祝贺、感谢、称赞、欢迎、道歉、悔恨等都属于此类。在体

育比赛中,  球迷!现象的首要特征是集群性, 在球迷这个

团体中 ,人们有着共同的体育赛场语言, 共同的观赛倾向,

甚至有着他们共同拥戴的球星。倾向性也是  球迷 !现象

的重要特征,  球迷 !群体往往有他们自己所拥戴的球队,

每当他们拥戴的球队出赛时, 这个群体也会相随而至。这

种倾向性也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性特征 [ 9]。

地域特征是指观众总是倾向于本地区、本学校的球

队 , 希望本地、本校的球队获胜。民族特征是指观众总是

倾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的球队获胜 , 很少有人希望

自己的国家队负给外国球队。倾向性往往与爱国主义相

关联, 反映出球迷们的爱国精神。大多数人总是爱国、爱

民族的, 当本国的体育队伍在比赛获胜时 , 或者是自己钟

爱的队胜利时 , 球迷会以各种方式的标语内容来表达他们

的情感 ,如  广沪您辛苦了!、 谢谢你贝克汉姆!等。

3. 2. 1. 2� 承诺类

承诺是发话人保证自己将采取某种行动或将去做某

事 , 像许诺、保证、发誓等都属于此类。这可以看作是发话

人对自己的一种指令。指令式实施行为企图使受话人去

做某事, 但受话人未必有责任或义务去做这件事情 , 这是

它和承诺式的不同之处, 如  永远和国安在一起 !等标语都

是反映了球迷的心态。

3. 2. 1. 3� 断定类

断定式句子所表述的命题是可以评价真假的, 而发话

人要保证所述命题为真, 像陈述、断定、确信、估计、描写、

说明、报道、分析等都属于此类。在赛场看台体育标语中,

如  球迷是中国足球的基石 !等表达了球迷的内心感受。

3. 2. 1. 4� 宣告类

宣告式行为是发话人通过自己的言语 , 使某一事态或

实现、或变化, 像宣告、宣布、任命、通告等都属于此类, 如

出现在看台上与时俱进的一些体育标语, 如  改革# 输球!

及  发扬九江抗洪精神 !等都传达了体育观众的呼声。

3. 2. 1. 5� 指令类

指令是指发话人企图使受话人去做某事 , 像请求、命

令、建议、指使、告诫等属于此类。中国足球改革的十几年

来 , 给广大的球迷带来欢娱的同时 , 也带来一系列的其他

问题, 在赛场上 , 当球迷的希望一次次破灭时, 快乐消费需

求不能得以有效地体验时 , 不满情绪油然而生, 不满情绪

的产生会导致一些较过激的指令性言语行为类标语出现,

如  铲除中国足球恶势力毒流!、 黑哨缺德!等。

3. 2. 2�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形式分析

对于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形式, 由于观赛球迷的不同

认知而会导致标语的内容复杂 , 并且, 在比赛中 , 由于体育

观众的行为不太受限制而使得个别观众因宣泄观赛情绪

使用不同的视觉载体形式 (图 1)。

图 1� 载体形式各异的部分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示意图

3. 2. 2. 1� 展现载体形式

从看台体育标语的展现形式来看, 有板式、横幅、气

球、传单等 ; 发布载体的位置主要分布于看台、空中、衣服、

人体皮肤表面等; 而排版形式有文字型 (单纯和混合型 )、

图案型、综合型等多种。总体而言 ,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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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混合性和多样性。

3. 2. 2. 2� 句式结构形式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除展现载体形式上存在混合性和

复杂性外, 在句法上也存在一些特点 (表 1 )。

对国内、外赛场上看台体育标语的句式结构进行比

较 , 国外赛场体育看台标语句式相对简单 , 多以单句式结

构为主。国内看台体育标语在句法方面 , 由于受民族传统

文化的影响 , 句式结构较国外复杂 , 更多的体现了传统文

化的影响, 如  平天下立亚泰震宇谁与争, 驰东风斩太和殷

指赛诸葛!、 国足一场未败, 昂首挺进决赛, 冠军唾手拿

来 , 可把球迷喜坏!等, 是结构上更具有楹联式及打油诗式

的看台体育标语。

表 1�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句式结构一览表

� � � � � � � � � � � � � � � � � � 句型特征

单字式结构 文字简短,一个字或几个字,表达意思简洁,语气强劲,极具视觉冲击力,如  怒 !、 滚 !、 耻 !、 杀 !等

单句式结构
文字少,句子短,内容单一,以陈述方式为主,能准确、简明地传达和体现宣传者的决策和意图,如  广沪您辛苦了 !、
 请尊重球迷 !、 欢迎众车手来到 2006年环法大赛 !等

对举式结构 由字数相等或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上有密切联系的短语或句子成双作对地排列在一起; 前后两句对立统
一,语义相反或相辅相成,突出内在联系,如  足球是世界的,钓鱼岛是中国的 !、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两勇相争盼盼
胜 !等

排比式结构 把同一范围、同一性质的问题,连续用结构相同的句子表达出来,步步深入,句式整齐匀称且富有音律感,能够起到
增强语势的作用,如  在困难中求生存,在逆境中求发展 !等

并列式结构 文字简约,内容丰富,能展示多方面的要求,如  为了亚冠、为了尊严、为了荣誉 !等

层递式结构 在内容上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在形式上,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具有强大的动员、鼓舞和警示的力量,如  抖擞精神
不辱国格,从零开始,不要气馁 !等

3. 2. 3�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特征分析

3. 2. 3. 1�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情感性

纵观国内、外诸多体育赛事, 各式标语已越来越多的

成为观众对赛事的相关思考与内心情绪表达的一种方式。

人类历史上一切思维方式、文化形态和文明成就 ,无一不体

现着这种联系的内蕴。人类思维是与他所面对的对象有着

极为密切的联系, 没有面对的对象, 人类就不会有思维和语

言。当人们面对的对象不同时,思维或语言出现的方式和呈

现的面貌也就不同, 因而, 导致文化形态也会出现差异。在

体育赛事中,当看台上的观众对比赛及相关事物产生思维与

联想时 ,选择情绪的表达方式就会油然而生。赛场看台体育

标语正是以一种强劲的视觉冲击力, 成为观众内在情绪的体

现载体,对比赛气氛起到感染和催化剂的作用。

3. 2. 3. 2�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文化性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文化性, 一方面, 以视觉性体现;

另一方面, 体现在宗教性与民俗性方面。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文化视觉性 ( Cu lture V isual), 指

看台上的各式标语是以不同的有形载体体现视觉上的文

化。语言是一种有关社会现象的心灵活动, 文字是语言的

书写符号 , 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

系统。以视觉符号体现看台上诸要素构成的文化, 不再是

从主体到形象, 而是从形象到主体的过程 , 无论何时何地

都无法脱离形象而独立存在。视觉性、视觉效果或视觉冲

击力, 诸如此类的概念不仅在影视和广告中被强调 , 甚至

在像音乐、文学、戏剧等非视觉艺术中也被关注 , 视觉的吸

引力和快感被无以复加地凸现出来。视觉文化中的视觉

狂欢性质 , 使得受众的视觉期待被极大地提高, 视觉需求

也被提升。其结果一方面是视觉文化产品对观众视觉的

轰炸和冲击 , 另一方面, 则是观众对视觉快感要求的不断

攀升。正像心理学上的知觉研究所揭示的规律一样 , 外部

刺激越强烈 , 主体的期待水平就越高, 而导致感知过度和

神经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 [24]。赛场体育标语的文化视觉

性 ,即体现在赛场看台的体育标语是一种语言文化的视觉

化载体, 是以视觉化载体体现体育看台文化 , 也是语言在

体育领域中应用的衍生物 , 并成为体育赛场上最易引起情

绪共鸣的有形视觉载体。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宗教性 ( re lig ious aspect)与民俗

文化性 ( fo lk custom cu ltural), 是指具有宗教色彩和体现民

俗文化性的标语也出现在赛场看台上。全球性的民族交

流在体育赛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

与民俗文化不同, 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 , 宗教文化是一

种以信仰为特色的文化形态。不同宗教形式在不同历史

阶段和不同民族、国家以及地区的体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和影响是不尽相同的 , 由此形成了相互间关系的复杂

性和多重性。在宗教与体育发展的相互关系上 , 一方面,

由于体育和宗教在对人的态度上的对立 , 宗教的存在在总

体上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扼杀和阻碍作用; 另一方

面 , 在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下 , 宗教教义中的

某些派生因素 , 在客观上又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这就使得宗教和体育之间产生了相互渗透的现

象。在宗教活动中 , 包括了原始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的内

容 , 而体育中也存在着宗教的礼仪庆典以及宗教的思想观

念 [21]。在体育赛场上, 体现宗教性与民俗文化性的标语

也经常出现在看台上, 对比赛进程产生着积极或消极性的

影响, 如在 2007年 11月的意甲联赛中 , 在罗马客场与利

沃诺比赛中 , 部分极端球迷打出了右翼纳粹标语, 导致在

比赛中多次出现混乱 (图 2)。

3. 2. 3. 3�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时宜性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时宜性 ( appropriate to the occa�

sion) ,指体育赛场看台上许多标语的内容与时事相关, 成

为人们对一些时事的看法与情绪的表达载体。从赛场运

动员延伸至社会时事, 到世界时事 ,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内

容都能及时体现, 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引起世界各国人民

的关注, 在随后的环法自行车个人计时赛、阿根廷足球联

赛、中超赛场及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的足球对抗赛

中都同期出现了观众或球迷打出的反战标语, 反映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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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反战情绪和渴望世界和平的愿望。

3. 2. 3. 4�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多样性与混合性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多样性与混合性体现在内容与

载体两个方面。看台标语内容表达及使用载体具有多样

性 , 内容涉及政治性事件、体育事件及个人事件或多种事

件混合在一起 , 在展现形式方面具有图文混合性及多种展

现载体。看台体育标语的这种复杂性也直接反映出赛场

观众的不同的情绪认知观念。

图 2� 具有宗教性与民俗性的部分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示意图

3. 3�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设置理论基础分析

3. 3. 1�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言语行为理论分析

根据文本分析结果显示,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设置其

实质也是以一种可视化的言语行为后效应感染他人 , 达到

发布者的目的 , 以期引起共鸣。

根据奥斯汀 ( Austin)和塞尔 ( Sear le )的言语行为理论

( speech act), 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由三种行为组成:  说

话行为! ( locutionary ac t)、 施事行为 ! ( illocutionary act )和

 取效行为 ! ( perlocutiona ry act)。说话行为就是说出合乎

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 , 施事行为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

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 ( illocutionary force)

或称语力 , 取效行为就是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

所产生的某种效果 [ 5]。根据施事行为力 (即语力 ) , 分为直

接施事行为与间接施事行为两类, 其功能都是用话语影响

对方, 改变对方的观点和行为方式。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是通过个体或群体发布 , 形成  中

心源!, 制造一定的场境效应, 形成一定的传播影响力, 继

而感染邻近人群, 形成更大的效应场。

3. 3. 2�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场境效应分析

在体育比赛中 , 运动员的敬业程度与观众的观赛热情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比赛氛围, 即场景效应 ( effect o f scene)。

看台标语在传达部分观众情绪的同时, 也感染周围其他观

众 , 甚至包括运动员与教练员等。标语成为了观众与运动

员互动的可视化载体。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勒温 ( Kurt

Lew in )的场地论 ( field theory ), 人所表现出的一切行为乃

是个人与其环境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此交互作

用可用以下等式进行表示 : B = F ( P+ E) , 等式中 B =行为

( behav io r) , P =个人 ( person) , E =环境 ( env ironment), F =

函数 ( function) , 即人的一切行为 , 无不受身边环境及其他

人的影响 , 同时, 个人的一切言行举止也随时随地地影响

着别人 [ 23]。

在体育赛事的现场环境中, 上述公式可转化为 : B

( B∃) = F [ P ( P∃) + E] , B为观众行为, B∃为运动员行为 , P

为观众, P∃为运动员 , 暂且忽略裁判员的影响因素, 即认为

裁判员公平。进而推导出 E = B ( B∃) /F - P, 当 F、P或

( P∃)保持不变时 , E的提高取决于 B或 B∃值的提高 , 即取

决于观众的  热情度!或运动员的  敬业程度 !。近年来,

体育报刊上出现了以世界著名网球运动员贝克尔命名的

新词 % % %  贝克尔境界 !, 借以形容运动员高度的运动灵感

状态, 成为一个运动员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的代名词。能处

于这种境界的运动员, 其技术水平可以最大限度甚至超常

发挥, 不仅令观众吃惊, 自身也不可思议。据分析,  贝克

尔境界 !的激发是要有环境的助力 , 正如德国球星鲁梅尼

格所说, 比赛场上的气氛至关重要 , 如果运动员听不到球

迷的喊叫, 比赛就觉得不真实, 就兴奋不起来, 观众的热情

是最好的兴奋剂。球迷火热的情绪直接影响着运动员, 有

时简直是球迷操纵着运动员, 处于这种环境中的运动员就

具备了  贝克尔境界!, 运动员的这种感觉正是球迷创造的

气氛使然 [ 22]。观众与运动员的情绪交流是互动的, 即观

众情绪与运动员的情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 进而影响比

赛。国内、外体育赛场看台上林立的标语不仅感染着观

众 , 也同时感染着运动员, 对所处环境中主客体运动员的

比赛情绪具有强化作用, 使比赛的气氛更加强烈 (图 3 )。

3. 3. 3�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言语行为理论实施途径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影响的主要实施途径 (图 4) , 实质

上就是对受众 (其他观众, 甚至包括裁判员、教练员及运动

员 )施以言外之力, 以言行事。因此 , 笔者认为 , 标语制作

与发布标语的目的就是运用  上乘 !的言内行为 (标语载

体 )来传达言外行为 (标语发布者的意图 ) , 并有效实现言

后行为 (标语语言对受众的影响 )。

在体育比赛进程中 , 观众与运动员易受情绪的感染。

而情绪是个体受到某种刺激所产生的一种身心激动状态。

引起情绪的刺激有内在与外在之分 , 内在的刺激有时是隐

而不显的 ; 引起情绪的刺激多半是外在的 , 有时是具体可

见的。有时情绪本身就具有动机作用, 能促动个体的行为

活动, 即情绪性行为。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言内行为效力

的传播具有层递性 , 它以一个中心 (标语发布点 ) , 进而影

响周围  易感 !人群 , 并伴随有其他形式 (呐喊或肢体语 )

的感染力, 达到集群性行为的目的。导致和促进集群性行

为的产生的同时也会带来管理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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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风格迥异的部分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示意图

图 4�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影响的实施途径示意图

3. 4�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3. 4. 1�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不文明性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不文明性体现在内容与载体形

式两个方面。内容的不文明性又体现在挑衅性与暴虐性

两个方面, 挑衅 ( provoca tion ) , 意为蓄意挑起争端; 暴虐

( bruta l) ,意为残暴酷虐 [ 3] , 比挑衅在情绪表达方面更为强

烈 , 更具侵害性。不同程度的情绪表达取决于个人情绪或

不同认知层次 , 从而导致了不文明性的体育看台标语的出

现。

在有关球迷描述的文献中 , 由于视角不同而导致分类

不同。国内学者主要从需要或动机及观看比赛的方式对

球迷或观众进行分类: 1)求知型, 求知比赛结果是此类观

众的主要动力 ; 2)审美型, 把运动竞赛作为艺术品来欣赏;

3)娱乐型, 来到运动场是为了娱乐、消谴、渡过余暇、消磨

空闲; 4)求同型 , 这类人有一种求得社会归属和他人认同

的社会心理; 5)发泄型 [ 20] , 特别迷恋体育比赛场地的氛

围 , 热衷追求激烈竞争镜头带来的刺激。作家荒原 ( 1989 )

从情感和动机的角度将球迷分为三种类型 : 1 )宣泄一刺激

型 , 即怀着宣泄情绪的心理到体育场寻找刺激 ; 2 )理智一

欣赏型 ,即带着理智的情绪到体育场来欣赏比赛; 3 )义务

一事业型, 即怀着尽义务的心理到体育场为主队加油 [ 8]。

美国研究者从迷恋的程度 , 即狂热的程度 , 将球迷划分为

fan (迷恋者 )、fanatic(迷狂者 )、dev iant(越轨者 ) [ 27]。

首先, 观众到体育赛场观看比赛的目的就是寻找认同

感或发泄平时的精神压力。人们在进行社会交流中 , 自我

是目标参考的中心之一。自我与环境的参考系描述了人

们在整合目的、内容、社会信息的过程中以及在对待他人

行为所采用的习惯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来的认知系统。基

于社会认知理论的解释, 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经常会根据自

己对他人的经验来组织自已的行为。当人们处在一个具

有明显倾向性的环境中, 容易产生集群行为。球类赛场就

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 球迷的心态随着比赛在变化, 感

情和情绪也在不断被激发 , 工作和生活中的烦恼暂时都放

在了脑后 , 没有了自控、没有了约束 , 这种情绪互动 , 也会

成为孕育不满、骚乱和暴力的温床 (表 2)。

表 2� 具有挑衅性及暴力性的部分赛场看台体育标语一览表

类别 时间 赛事名称 � � 对阵队 � � 部分标语内容

挑衅性看台标语 2004年 4月 奥运预选赛 中国:韩国 不败神话

2004年 6月 奥运会 希腊:法国 法国倒下

2004年 6月 欧洲杯 意大利:瑞典 巴乔从来不吐口水

2006年 6月 世界杯 法国:多哥 to go hom e(多哥,回家 )

2007年 5月 世界杯 AC米兰:利物浦 IO NON LA V INCO DA 42 ANN I(我 42年没赢了 )

2007年 7月 亚洲杯 中国:伊朗 伊朗 4: 0中国;送波斯人回家

2007年 5月 NBA联赛 爵士:马刺 托尼,告诉伊娃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2005年 9月 中超联赛 天津泰达:大连实德 舍得一身剐,誓把实德拉下马

2006年 4月 热身赛 北京国安:天津康师傅 国安你敢赢一场吗在丰体

2008年 1月 CBA联赛 江苏南钢:广东宏远 打败李春江,成全老蒋和新疆

暴虐性看台标语 2003年 8月 甲 A联赛 四川冠城:北京现代 杀死黄俊杰

2003年 11月 中超联赛 重庆力帆:四川冠城 杀死冠城,气死金德,怄死大连

2005年 5月 中超联赛 广东健力宝:沈阳金德 李玮峰滚出国家队

2005年 5月 中超联赛 辽宁:上海申花 打 �离伪疯 �球霸,铲 �李毅 �毒瘤!

2006年 1月 CBA联赛 江苏南钢:广东宏远 南钢群狼咬死华南虎

2004年 4月 热身赛 皇马训练场 贝克汉姆你要的只有女人和金钱

2006年 3月 欧洲杯 罗马:拉齐奥 流口水的托蒂,死人不会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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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次, 暴虐性标语是继挑衅性标语后的更高发展层

面 , 是球迷情绪发泄的极端性表现方式之一。根据弗洛伊

德的人格理论 , 人格结构分为本我 ( id)、自我 ( ego)和超我

( superego )三部分。本我是一个原始的、与生俱来的非组

织性的结构, 是属于潜意识的。本我由先天的本能和基本

的欲望组成。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发展起来的 , 成为本我

与外部世界的中介 ,遵循  现实原则 !。超我是从自我分化

和发展起来的, 是道德化的自我, 以规定道德行为标准的

 自我理想 !和负责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的

 良心 !为尺度, 并遵循  至善原则 !, 监督管制本我活动,

并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的活动 , 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

求。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大人格结构是和谐统一的整

体。这三者如果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下 , 人格就能正常的

发展, 否则 , 人就容易产生精神疾病 , 危及人格的发展。为

减轻和解除心理的紧张, 防止焦虑 , 自我会为了应付本我

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等 , 产生一些心理

上的措施和防御手段 [ 6]。

目前, 研究者对国内、外球迷暴力成因分析 [ 4, 11, 18]认

为 : 1)球迷强烈的认同感会产生强烈的群体意识 , 不同群

体之间存在相互敌视 , 目的是想以此与其他群体区别开

来 , 使自己的群体显得与众不同, 认为自己处于优势的地

位 , 由此必然导致极端行为, 形成  我们对抗他们 !的心

理。随着分化的发展, 群体就会把自己同相对的群体进行

比较, 看看自己是否被公平对待。这种极化和社会比较会

在一场重要比赛的赛前、赛中和赛后在球迷中间发生, 其

表现方式就是相互攻击、相互谩骂等。 2)随着群体意识的

发展, 球迷心理趋向于下一个状态, 即去个性化和匿名化。

个体就会抛弃个人的责任感, 弱化指导人们行为的社会规

范的制约作用, 弗里德曼等人 ( 1970 )称其为去个性化的

过程。当个体处于群体中失去了个人的责任感 , 也许由于

认为可以与群体成员共同承担责任 , 因而 , 比起独自一人

时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责任感要差。这种去个性化的感觉

会大大增加球迷在一个狂热的体育场馆里产生攻击性行

为的可能性。从他们的观点来看, 去个性化不仅解除了他

们的责任感, 也降低了他们被追究责任的可能性。通过流

氓暴力斗殴树立  强人 !、 获取斗殴的愉悦和激奋!, 形成

了一种扭曲和畸形的愉悦的生活兴趣的中心。 3 )传播媒

体对这种宣泄感情过激行为的过度渲染及部分执法机构

的过度执法, 常会使原本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变得过度复

杂 , 导致更多的足球流氓暴力行为的发生。这也吸引了少

数  核心极端足球流氓 !的加入 , 他们关注赛场暴力比比赛

有着更大的兴趣。赛场看台上这些富有挑衅和暴虐性的

标语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球迷的情绪可能会在这种标语的

鼓动下得到强化, 甚至会失控, 导致过激行为的产生 , 造成

具有危害性的后继结果。

不文明的体育赛场看台标语还体现在发布的载体形

式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风俗不尽相同, 但体育赛

场观众标语是反映他们的对赛情绪 , 如果发布的载体不

宜 , 效果可能也不尽相同, 如在 2006年环法大赛进行到第

13赛段时, 有些自行车迷发布了  欢迎众车手来到 2006

年环法大赛!的欢迎类标语 , 但发布的载体形式却让人忍

俊不禁 ;国内有些情绪较激动的球迷在悲愤之余将郁闷之

情迁怒于其他物体。这表明体育赛场文明观赛的教育不

是一蹴而就的 , 看台文化的建设也任重而道远。

3. 4. 2�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复杂性

由于观众的复杂性使得看台文化的心理因素构成十

分复杂。国内、外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复杂性体现在标语

的内容、载体形式预见性与规范管理两个方面。

首先, 标语预见性较难, 主要体现在标语的内容与形

式赛前较难以预知。在体育比赛看台上 , 涌现出了日益增

多的各式各样的角色, 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更是难

以确定 ,他们的类型、利益、目标和行为方式都更加复杂多

样和难以确定。无论哪一类型动机的球迷, 都无需政府参

与或许可, 都有可能对赛事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的或间接

的影响。研究者对他们所知甚少、把握更小 , 他们的选择

更难预测。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区域内的比

赛中, 他们在行为上又有许多差异和矛盾。使得人们对他

们进行判断分析、预测对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更难做

到  准确预警!、 未雨绸缪!。

其次, 体育赛场看台的复杂性也表现在对其的管理层

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 赛场上看台标语的内容选择与

制作形式乃至发布时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标语行为背

后的这些不确定的组织性因素都使得看台标语管理具有

复杂性 ,很难有效地进行管理。越来越多的赛场暴力引发

人们对有关球场暴力的原因、防范及立法的研究, 许多国家

为了遏制球场观众的暴力行为 , 先后颁布了反球场暴力法

案, 如英国在 1989年、意大利在 2001年出台了相应的专门

性法律,并在防范和控制足球观众暴力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目前, 我国正加快反球场观众暴力立法的进程 [17] , 这在

一定程度上对看台标语管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分析认为, 造成国内、外体育赛场看台标语的载体形

式具有混和性及复杂性的原因可能与社会学习理论有关。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 , 1973) , 行为是可以通过学习

或模仿获得的, 都是通过个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 通过

观察、模仿而习得的。如果看到别人在某种场合做某件事

情 , 也就会断定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 周围的人的做法对自

己决定应该怎么行动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瓦尔

特 & 李普曼所说:  在大家都以相同地方式思考的地方, 没

有人思考得很深刻。!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就具有盲目的从

众性, 认为  别人做的总是对的!, 根本没有进行太多的判

断。身边的人成为自己模仿的对象 , 自己又成为其他人的

模仿对象。

国内的体育赛场看台标语与国外看台标语相比较, 在

形式上较单一 , 在内容上、表达上较中性化。究其原因, 可

能与多年以来中西方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虽然说中

国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 , 东方的修养思想形成了中国传

统体育养身思想, 即一种清静、淡欲、与世无争的近乎于宗

教思想的人生观。丰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国人

们清静、含蓄、寡欲追求的内向性格。西方的海洋文化造

就了西方人普遍的一种具有张扬的个性、富有激进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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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性格。但近几年 , 国内体育看台标语无论在形式、载 体 , 还是在表述的内容上, 与国际接轨较快 (图 5)。

图 5� 国内、外赛场看台上内容、形式各异的部分体育标语示意图

� � 2008年北京奥运会把我国的竞技体育推向一个高

潮 , 经过这一大型国际赛事的熏陶 , 特别是奥林匹克精神

的普及 ,人们对竞技体育的功能会有更理性化的认识。人

们的民族意识会更加趋向成熟 ,对民族意识的表达也将转

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更深层次。但民族精神仍然是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民族

性为其做了不可选择的规定, 同时 , 不利的国际环境也需

要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继续表达民族意志 [ 13]。在

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破坏行为, 赛场看台

体育标语也成为表达民族意志的视觉载体, 如  圣火传遍

天下, 无人可分中华!等, 表明赛场看台体育标语扮演着更

多的职能角色。

3. 5�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问题的应对策略

3. 5. 1� 从文化学视角倡导看台体育标语人性化

体育看台文化的建设关键在于引导观众文明观赛, 为

达到这一目标, 首先应创建良好的观赛环境 , 包括以人为

本 , 从审美和功能两方面来满足观众的需求 , 才能建立起

良好的看台文化。人文环境包括加强文明观赛的引导, 使

观众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比赛的胜负 , 追求比赛的过程美;

合理的发泄不满情绪; 以提高自身的审美观念、法律观念

和道德观念 , 为营造健康、文明的看台氛围尽应有的一份

责任。同时, 严格执行观众行为规范, 提高赛场工作人员

的服务质量 , 正确引导观众发泄不满情绪 , 以保证健康文

明的看台氛围的形成。

3. 5. 2� 从管理学角度做好体育赛事组织工作

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发布是事出有因的, 因对运动

员、裁判员或比赛结果以及与体育相关时事等不满有感而

发。在赛事管理上 ,组织者在赛事前可以利用海报等多种

形式媒体进行理性、客观的宣传与报道, 避免过多加入不

良情感上的渲染, 形成良好赛前氛围。提高比赛裁判员的

执法水平 , 积极应对比赛情境, 尽力避免出现因裁判原因

引发的观众不满情绪。比赛的组织方要努力净化比赛环

境 , 倡导、引导、控制观赛球迷的情绪, 特别是要在比赛中

注意民族及宗教问题, 尤其要防止赛前、赛中出现不和谐

现象, 加强赛场看台上因体育标语产生的不和谐的现象的

安全防范意识。多渠道引导观赛情绪的发泄途径。同时,

还要充分利用球星效应, 一方面可以引导观众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 , 可以达到开发球市的效果, 并且可以引导观众

文明观赛, 促进看台文化的建设。

3. 5. 3� 完善管理制度规范对赛场看台体育标语的管理

体育赛场看台标语具有时效性特点 , 即悬挂时间短,

但在场内造成的影响较大 , 加之内容与形式的不确定性等

特性, 给有效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 , 在赛事中需建

立源头预防、过程控制、事后处理的程序化管理规范。

首先, 制定重大赛事的体育标语管理办法 , 并在进场

前进行检查, 从源头上进行规范管理。国家及各省 (市 )都

相继制订了相关的管理制度 , 对公共场合标语的内容设

置、张贴、悬挂宣传标语时间设置期限及使用汉语的文字

语法规范等方面都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表 3 )。

表 3� 我国有关标语管理办法一览表

� � � 名 � � 称
2008年 3月 奥运场馆安检通用规则

2007年 10月 北京市大型社会活动安全检查办法

2005年 8月 北京市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办法

2005年 8月 厦门市宣传标语规范设置管理办法

2000年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1989年 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90年 8月 北京市张挂标语张贴宣传品管理规定

� � 2008北京奥运会, ∋奥运场馆安检通用规则 (中明确

规定不准携带标语。此规则具有特殊性 , 更重要的是从安

全角度出发。出于对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考虑 , 这些规则、

办法不具普遍性。

出于对国内体育赛事产业良性发展的长期要求 , 不仅

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引导体育观众文明观赛, 满足不同层次

体育观众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 要寻求和制订更为合理、规

范的管理办法来呵护及培育体育赛事产业的良性发展, 赛

事中看台上的体育标语事物 , 有一定的存在作用和价值,

但要规范化管理。

其次, 在赛事进程中 ,禁止或防止不文明标语的出现,

对  不良!的体育标语加以控制或取消其发布, 从过程中进

行有效控制。体育比赛中观众观赛目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

心理特征, 一些具有煽动性或近似宗教性质的标语会激发

部分观众的不良情绪, 甚至影响更多的人群。当情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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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阶段时 , 则不易控制。

最后, 对因看台标语引发骚乱事件的有关人员要依法

进行处罚。赛事中或赛事后发生部分伤害事件给人们的

教训是深远的。部分看台体育标语 , 尤其带有侮辱字句及

宗教性意识内容的标语, 有时会成为引发骚乱事件的导火

索。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 体育赛事过程中事件越发复

杂 , 且观众的观赛目的以及赛事不可控等诸多因素 , 仅靠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或 ∋公共安全管理条例(来

解决体育赛事组织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是远远

不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是有关体育活动的基

础性和原则性法规 ,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 才能不断适

应当前及未来体育赛事的现实需求。面对越来越多的不

文明性的看台标语及激进的观赛行为, 应考虑借鉴其他方

面的法规管理制度 , 制订有关观众观赛行为的管理条例。

做到有法可依 , 依法治理, 才是根本。

4� 小结

1�赛场看台体育标语 , 是指在体育赛事中 , 以看台为

主要发布区域 , 以各种可视化载体的形式来表达观赛情绪

或借助赛事发布其他目的性的标语 , 以物化载体反映精神

意识。

2�赛场看台体育标语其内容和形式多样且复杂 , 内涵

实质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具体应用, 以言语后效应影响现场

观众情绪与行为。

3�赛场看台体育标语成为反映民族精神意识的视觉

符号, 同时 , 也反映体育赛事文化的发展程度。目前 , 体育

看台标语存在有不文明、暴虐性的倾向及管理方面较为复

杂性等问题。

4�针对上述存在问题, 提出从文化学视角倡导看台体

育标语人性化、强化体育赛事组织工作和建立源头预防、

过程控制、事后处理的程序化的看台体育标语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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