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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和颁奖直播中镜头的情感表现
骆艺娴　 郭小平

摘　 要： 世界杯是媒介事件， 是运动员、 政治家、 观众和电视机构共同参与制作的产品。 在俄罗斯世

界杯决赛赛场， 不同身份的人被分配了不同角色， 他们的现场表演和情感体验构成了世界杯的丰富内涵。

文章通对世界杯决赛和颁奖的直播镜头进行分析， 探讨了世界杯赛场丰富的人类情感表达。 运动员彰显了

他们的运动天赋， 并在复杂的比赛场景中体验了人类复杂的情感； 政治家更加重视世界杯的仪式政治功

能， 他们更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 利用世界杯达到公共外交和魅力政治的目的； 观众既是世界杯的欣赏

者， 也是媒介事件的建构者， 男性、 女性和儿童的不同欣赏品味， 使作为媒介事件的世界杯更加生动而富

有张力。 电视直播镜头捕捉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 这些具有丰富表情的镜头成为世界杯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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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 也是一场文化、 心理和政治的较量。 如果说世界杯是一部史诗影

片， 那么运动员、 政治家和观众都是其中的演员。 和奥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相比， 世界杯主题更集

中、 特色更鲜明， 因此参与其中的角色对足球更忠诚， 角色之间的关联性也更大。 在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世

界杯决赛赛场， 各色人等因身份不同情感体验也不同。 电视转播镜头捕捉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 那些

具有丰富表情的镜头成为世界杯最珍贵的记忆。

一、 媒介事件与世界杯的电视转播

在 《媒介事件》 一书中， 戴扬和卡茨提出 “媒介事件 （ｍｅｄｉａ ｅｖｅｎｔ） ” 的概念， 他们划分了媒介

事件的三种脚本， 即竞赛、 征服和加冕。 他们将奥运会明确界定为 “竞赛型媒介事件”， 沿着这个思路

世界杯应是典型的竞赛型媒介事件。 但如果深入思考的话， 世界杯并非是单一脚本的媒介事件， 而是

“竞赛、 征服和加冕” 三种脚本的复合， 是一种更具有文化价值和仪式政治的媒介事件。

（一） 媒介事件与世界杯的电视转播

戴扬和卡茨认为，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 是观众对电视的节日性、 仪式性的收看。 媒介

事件是重大的、 国家级的事件， 媒介事件不是事件筹划者的独立产品， 而是公共组织、 媒体机构和电

视观众的共同产品。 媒介事件 “具有非常规性”， 它能创造节日般的氛围， 让观众打乱常规的生活节奏

去收看。 媒介事件对电视台来说是优质的电视资源， 电视机构为了直播媒介事件， 经常中止已有的节

目安排， 抽调精干的报道队伍进行直播报道。 正如 《媒介事件》 中指出的那样， “向观众提供例外的事

情去思考、 去见证乃至去完成。 （电视台） 正常的播出被中止并被抢占” ［１］ ； “观众把它们看作一种邀请

———乃至一种指令———停止日常惯例来参加一项节日体验”。［１］（２）

世界杯虽然是国际足联筹划的一种体育赛事， 但作为媒介事件的世界杯， 它是运动员、 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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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 场外） 观众共同制造的文化产品。 世界杯足球赛是人类对体能和心理的极限挑战， 也是世界各

国跨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场域。 “电视镜头就好像人的眼睛， 它替代了人眼去感知和体验这个世

界。” ［２］因为有 ３０ 台左右的摄像机为人类去 “观看”， 有技术精湛的摄像和导播去录制， 全球观众才能

够体验到最华丽的体育盛宴。 通过历届世界杯直播， 全球观众不仅了解了足球技艺， 而且也欣赏了不

同足球队的文化表演。 德国足球恪守理性思辨， 纪律化的全攻全守， 体现出日耳曼民族的执着、 自信

和缜密； 意大利人痴情于精湛的足球艺术， 潇洒飘逸的球技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的浪漫； 巴西足球精

妙绝伦的桑巴风格， 巴西球迷对足球的挚爱， 为足坛带来华丽的南美风情； 美国足球的潇洒自如、 即

兴发挥， 体现的是美国牛仔的浪漫、 洒脱和冒险等。 还有朴实刚硬的非洲足球， 意志坚决的韩国足球，

兢兢业业的日本足球等。 电视直播让足球世界杯成为媒介事件， 电视直播也让世界杯成为人类文化交

流的最佳场域。 在这个场域中， 全球观众欣赏足球无穷的悬念， 见证多元文化的碰撞， 体验人类复杂

的情感。 可以说， 世界杯是足球技术的光谱、 全球文化的光谱和人类情感的光谱， 世界杯揭幕战一拉

开， 人类丰富的文化色彩均在这些光谱上得到连续展现。

　 　 （二） 俄罗斯世界杯与 “雨” 中的颁奖礼

在日常的收视行为中， “观众被认为是在看电视， 而不是看节目， 其态度是消极的、 无选择的， 而

且只满足于播些旨在唤起兴趣差不多的观众短暂注意力的故事”。［１］（２） 媒介事件是特殊的电视文化仪式，

它与电视报道的常规事件具有明显的区别。 媒介事件首先具有干扰性， 它能够干扰公众的生活、 干扰

电视台的工作； 媒介事件需要电视直播， 它不是由电视台单独发起且在 “真实的时间” 中进行， 因此

它又具有不可预测性； 媒介事件对事件和时空的蒙太奇组合， 使它实现了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连接， 它

会 “受到电视台和观众两方面的格外的价值认同”。［１］（６） 体育比赛是激烈的竞技较量， 但并非所有观众

都能看懂球技， 因此制造悬念和故事、 抓拍各类人群的特写， 成为世界杯电视转播的重要任务， 当然

这也是世界杯电视产品的卖点。 决赛前， 拉姆和沃迪亚诺娃将大力神杯展示给观众， 这既是世界杯决

赛前的一个仪式， 也是国际足联提升电视转播价值的重要策划。 拥有 “体育传奇” 称号的菲利普·拉

姆是德国著名运动员， ２０１４ 年德国队获世界杯冠军时， 他是德国国家队的队长。 娜塔莉亚·沃迪亚诺

娃曾是水果摊 “打工妹”， 现为俄罗斯超模、 演员和路易威登总裁儿子的恋人， 因此她被认为是俄罗斯

版的灰姑娘。 两人将 “大力神” 带进决赛现场， 其实也是将两个人的故事带进现场、 带入直播画面，

沃迪亚诺娃 “纯真、 野性、 莫测” 的目光在开赛前就感染了观众。

媒介事件是优质的电视资源， 是观众狂欢的节日， 是政治家表现的舞台。 ７ 月 １６ 日， 法国队以 ４ ∶

２ 的比分战胜克罗地亚队， 时隔 ２０ 年再次捧得大力神杯。 国际足联官网宣称， 决赛期间 “通过电视收

看比赛的法国观众人数达 ２０３５ 万人， 收看颁奖仪式的观众增长至 ２２２１ 万人， 约占法国人口的 ３３ ２％。

而在克罗地亚， 观赛观众有 １５３ ８ 万人， 仅克罗地亚与英格兰的半决赛赛事就吸引了 １５４ ２ 万人收看。

在俄罗斯有 ２０８１ 万人的观众收看了决赛。 而在巴西、 德国和美国， 决赛收视人数分别达 ４０４５ 万、 ２１３２

万和 １６０１ 万”。［３］俄罗斯世界杯再次刷新了世界杯的收视纪录。 随后进行的颁奖仪式虽然只有 １７ 分钟，

但因为现场下着大雨而更具有故事性、 喜剧性。 心理学认为， “情感对思维的制约比思维对情感的控制

更容易”。［４］在决赛和颁奖环节， 电视镜头对于不同情感画面的选择， 其实是为了引导观众去感知和体

验不同的社会价值。

二、 镜头中的运动员： 奋力拼搏中的身体美学与情感美学

世界杯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一群足球运动员， 经过最艰苦的较量， 去争夺 “大力神”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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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 ３２ 支队伍进行了 ６４ 场搏杀， 最终法国队以 ４ ∶ ２ 战胜克罗地亚队， 捧

夺了梦寐以求的 “大力神” 杯。 足球比赛既是技术和体力的对抗， 也是心理和智慧的对抗。 克罗地亚

队并非世界顶级强队， 他们三场淘汰赛均是在加时阶段以 １ ∶ ０ 险胜， 最终靠顽强的拼搏逆袭晋级； 虽

然他们在决赛阶段未能如愿， 但他们在俄罗斯已经超额完成了出征目标。 在决赛和颁奖直播中， 观众

不仅见证了两队排兵布阵的智慧， 而且欣赏到运动员的身体之美、 力量之美和情感之美。

（一） 决赛转播中运动员的身体符号传播

足球比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战争想象”， 它是在人类制造的共同规则约束下， 不同文化背景的

球队进行身体的对抗。 情感表达可以使用书面语言、 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 但球场上的运动员主要采

用身体语言， 身体是现场球员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主要工具。 随着政治、 商业、 资本等进入足球场，

“足球世界杯成为一种后现代的娱乐景观”。［５］决赛运动员虽然需要体现国际足联的价值观、 需要发扬职

业球员的精神， 需要传播人类向往自由的理想， 但他们更多的情况下给观众传递的是人类本能的情感

和反应。 在强大的身体对抗和心理压力下， 运动员的情绪控制能力减弱， 情绪表达更接近于心理的本

能活动。 “我们的情绪反应快于我们对情境的解释， 因此情绪体验出现在思维之前。” ［４］（４６１） 决赛赛场情

境瞬息万变、 扣人心弦， 场上局势的瞬间变化， 能够唤醒运动员和观众的不同体验。

远景和全景能够表现人与环境、 人与人的关系， 能够展现运动员整个身体的运动， 能够反映足球场

恢弘的气势， 能够传递更加丰富复杂的信息， 但缺少最能打动人心的细节。 中景、 近景和特写对人像

起逐渐放大作用， 随着人像在画面中所占画幅的增大， 环境信息、 关系信息越来越少， 但对人的情感

的表现更加丰富。 因此， 世界杯直播经常是远景、 全景与中近景、 特写的交叉切换使用， 从而使直播

既能传播足球场狂欢的气氛， 又能捕捉到不同人物在现场的动作和表情， 从而展现更加真实的人性之

美、 情感之美。

世界杯决赛万众瞩目， 运动员心理上 “压力山大”。 当大力神杯向观众亮相时， 运动员们却在准备

室谋划、 祈福。 “传播行为在表面上是信息的传递， 但本质上却是理念的共享。” ［６］ 从世界杯直播画面

中， 观众可以感受到准备室中紧张的气氛， 几乎没有一个运动员处于放松状态。 他们有的嘴角嘟哝、

默念、 吁气， 似乎在寻求上帝的眷顾， 也似乎在平静自己的心境； 有的圆睁双眸但却目光空灵， 他们

的眼神似乎伸向了最辽远的远方， 心中似乎在期待机遇最大的眷顾； 还有的用双手搓脸、 舌头不停在

口腔打转……法国队博格巴双手蒙面， 似乎是在祈求上天的庇佑， 也似乎在憧憬夺冠的辉煌； 克罗地

亚的莫德里奇睁圆眼睛， 视线似乎跳过现场的景物， 延伸到遥远而空灵的远方。 电视特写镜头记录了

这两个最感人的镜头， 他们细微的表情增添了电视画面的抒情性， 也拉近了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感、 亲近感。

运动员虽然在规则和理性的制约下比赛， 但他们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达往往是本能的、 纯粹的和

无意识的。 两军对垒中的运动员如脱缰的野马， 他们在 “秀” 战术与球艺之余， 还有更多的情绪表现

和情感表达。 在他们的目光中， 我们能够欣赏到进攻时的投入、 射门时的专注、 进球后的狂喜、 失球

后的无奈、 丢球后的内疚、 冲撞时的愤怒、 争议时的计较、 被罚后的无辜等等。 当姆巴佩打进全场第 ５

个进球， 法国队以 ４ ∶ １ 领先时， 克罗地亚队后卫维达双手从脸部一直深搓到颈部， 那种无奈之中透出

的不服或是绝望非常具有感染力。 经历 ９５ 分钟厮杀后， 法国队终于获胜， 法国中场队员托利索双手压

住顶门， 久久地回味比赛过程中的艰辛和获胜后的幸福， 高清镜头将他脸部的草叶拍得非常清楚， 现

场感和亲近感都非常强。 正是转播镜头对人性的关注和表达， 使 “电视世界杯” 在某种程度上比 “现

场世界杯” 更加真实、 生动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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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决赛转播中现场情境的营造与控制

情境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外部环境， 人的行为常常受情境的强烈控制。 世界杯有两个情境： 一是赛场

环境提供的比赛情境； 二是现场环境和拟态环境提供的收视情境。 决赛期间， 运动员处于高度亢奋的

状态， 运动员与现场环境的互动性增强。 激烈的身体对抗和球迷的激情呐喊， 为运动员的球技发挥创

造了现场情境， 但也使运动员情绪容易出现失控现象。 “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 ［７］ 决赛现

场局势的转换， 往往会导致运动员情绪的失控， 他们会产生挫折感、 屈辱感、 愤恨感， 此时， 主裁判

和教练对场上局势的有效控制， 是防止运动员产生情绪宣泄和转移攻击的重要途径。 而裁判和教练对

运动员情绪的平服， 也是足球比赛的重要看点， 它体现的是不同文化的对垒和智力的较量。

世界杯是一场 “想象的战争”， 是运动员在规则和理智的制约下合理征服对手的过程。 规则是经由

特定的民主程序， 由特定组织制订和裁决的， 对特定人群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成文法规。 规则可以保护

每个参与者的权利， 可以保证竞赛的客观公正， 可以让比赛在秩序下进行。 规则的约束、 裁判的执法

和教练的布阵等， 正是用规则和理性对运动员的情感制约， 它保证了运动员能够展现个体和球队的风

采， 也能保障比赛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 规则是由人制订的， 规则也是由人实施的， 但现场裁判

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２０１８ 年世界杯有很多里程碑式的技术创新， 其中引入视频助理裁判就是一个重大

的创举。 “视频助理裁判 （ｖｉｄｅｏ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ｅｓ） 的设立和电子通讯设备的使用， 能够帮助教练进行技

术指导和保护运动员的安全。” ［８］决赛打到 ３３ 分钟时， 法国队战术角球导致克罗地亚队佩里西奇手球，

主裁判皮塔纳通过观看视频判罚法国队点球， 法国队格里兹曼主罚命中使法国队 ２ ∶ １ 领先。 这个判罚

似乎符合裁判规则， 它纠正了裁判的 “漏判”， 但却引起全球各地媒体的广泛争议。 舆论认为， 佩里西

奇手球是 “纯偶然的轻微事件”， 在何种情况下使用 ＶＡＲ 技术还缺乏明确的标准。

决赛直播需要给电视观众创造一个观赏情境。 “仪式中出现的音乐和语言都是社会经验的总结， 携

带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情感和共识信息。” ［６］（１５）国际足联具有和电视打交道的丰富经验， 借助现代科技电

视直播可以还原、 创造现场气氛， 制作一种 “比真实还真实” 的 “电视世界杯”。 决赛使用的是阿迪达

斯的 “Ｔｅｌｓｔａｒ １８” 比赛用球， 这种球内植入了 ＮＦＣ 芯片， 球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与其连接。 足球场安

置了几十个高度指向性的麦克风， 现场混音师将各种不同声音收集、 混合、 调整， 最后让观众通过声

音感受强烈的现场气氛。 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似乎比现场观众还要更清楚地听到球员踢球的声音、 足

球 “嚓” 过球门边框的声音。 现场摆放了 １７ 台摄像机， 它们从不同视角摄录比赛画面。 现场摄像都是

国际顶级摄像师， 他们对决赛双方的特征、 技术烂熟于胸， 他们控制摄像机能够达到人机合一状态，

能够娴熟控制摄像机镜头实现电视人的想象， 能够跟拍到场内运动员健美的身姿和细腻的表情。 视频

导播适时切换远景、 中景、 近景、 特写镜头， 通过各种镜头的有机、 巧妙的组合， 既能够传播比赛现

场的气氛， 也能抒发电视直播创造的情感效果。 正是电视制作团队的精妙合作， 既在宏观上再现了足

球的排兵布阵， 又在中观上展现了运动员的身体对抗， 更在细节上放大了运动员的情感体验。

（三） 世界杯颁奖礼上运动员的淳朴与率性

和奥运会相比， 世界杯的主题更单一， 运动员体验的快乐更强烈。 比赛期间 “两军对垒”， 运动员

情绪是紧张的， 情感是冲动的。 然而， 当激烈的大战结束后， 运动员们心理上骤然放松， 就像战士卸

下了盔甲。 进入颁奖环节后， 运动员由 “极度紧张” 转为 “极度放松”， 他们情感上表现出更多的是淳

朴、 率性、 友善和天真。 电视画面中运动员的真情流露， 让亿万电视观众产生了精神的归宿感。 在颁

奖礼上， 法国队姆巴佩获得 “最佳年轻球员奖”， 莫德里奇获得 “最佳球员奖”， 然而两个人的表情却

各有特色。 姆巴佩享受到冠军的喜悦， 享受着 “最佳年轻球员” 的光环； 而莫德里奇比较矜持、 内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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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稍带忧虑的目光勾起观众较多的同情， 也让观众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不屈。

颁奖礼很快 “遭遇” 到大雨， 然而正是 “雨” 给颁奖礼带来故事性、 戏剧性。 完型心理学强调，

艺术作品要 “把客体与主体统一起来， 从而把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统一起来” ［９］ 在世界杯颁奖礼中， 大

雨似乎成了一种背景、 一种道具， 一种记忆。 大雨让观众的情绪有了起伏， 大雨给运动员提供了表演

机会， 大雨让世界杯增加了记忆的焦点。 “唤醒激起情绪， 认知引导情绪。” ［４］（４６１） “雨” 唤起了运动员、

观众的共同体验， 人们对 “雨” 的认知， 使 “雨” 成为作品的要素。 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解说也很快围

绕 “雨” 编制故事。 法国队获得世界杯冠军， 捧得大力神杯， 成为大雨中的主角， 他们身披法国国旗

在雨中跟着音乐摇摆， 他们像孩子一样抚摸、 亲吻大力神杯， 他们在雨中的草地上匍匐滑行。 “雨” 让

这些运动员有了更多的表演力和创造力， “雨” 更让观众体现到足球的自由和浪漫。

“优秀运动员通常会把比赛压力视为挑战， 在压力面前并没有表现出高度焦虑状态， 在情景应变方

面也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 ［１０］此次克罗地亚队拥有新一代克罗地亚的黄金球员， 他们虽缺乏世界级的

大牌球星， 但运动员平均水平较高。 进入淘汰赛后， 克罗地亚前三场均遭遇 ０ ∶ １ 的落后状况， 最终靠

他们良好的心理品质和顽强的意志逆袭。 因为前三场淘汰赛均打加时赛， 克罗地亚球员的身体严重透

支， 但他们在决赛阶段还是打得非常努力， 他们永不放弃、 永不言败的精神给观众以很大的鼓舞。 世

界各国足球队四年一个轮回地奋斗， 目标就是在世界杯决赛阶段获得好成绩， 对于优秀的球队来说就

是获得冠军。 获得冠军当然是辉煌的， 但世界杯更是一种失败美学。 当一支支球队铩羽而归时， 观众

看到的是一支支悲壮的队伍， 看到的是他们对四年后的 “满怀希望”。 世界杯颁奖礼转播后一阶段镜头

主要对准了法国队， 但亚军的克罗地亚队同样具有一种悲壮美。 克罗地亚这个仅有四百多万人的小国，

拥有了一支全球亚军的足球队， 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一种值得各国球迷细致品味的故事。

三、 镜头中的政治家： 大雨中上演理想的仪式政治

世界杯是全球关注的媒介事件， 体育是全球通行的文化语言， 因此世界杯是仪式政治和公共外交

的重要舞台。 世界杯直播 “是在崇敬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的” ［１］（８） ， 媒体制造的仪式场景能够控制社会

情绪， 能够塑造和整合社会价值观。 政治家们因此更会敏感地利用世界杯舞台， 他们通过文化表演、

政治表演传播本国政治理念， 打造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 世界杯的媒介舞台与政治家的仪式政治

西方日常政治是寻求党派利益平衡的议会政治。 各种政治势力在议会中唇枪舌剑、 相互博弈， 利益

和观念的冲突是议会政治的常态。 在日常政治中， 科层式的官僚机构阻碍了政治领袖与基层群众的直

接接触， 政治领袖与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社会等级” “社会距离”。 媒介事件压缩了政治家和

民众之间的社会距离， 政治家可以绕过议会争吵和媒体鼓噪， 直接在虚拟环境中对公众 “喊话”。 “地

理距离并不是关键， 功能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轨迹相交的频率———才是关键。” ［７］（３１１） 媒介事件还可以

重新定义社会边界， 让公众误认为政治家生活在自己身边， 从而产生一种 “身份平等” 的假象， 进而

增强了政治家的亲民性和影响力。 仪式政治 “表达的是对和睦、 融合的渴求”，“认为和谐是正常

的”，［１］（２）因此它是一种 “政治美化论”。

世界杯决赛拥有几亿收视群体， 能够产生强大的曝光效应， 因此， 法国、 克罗地亚、 俄罗斯三国领

导人均自觉利用决赛舞台进行政治表演。 世界杯 “带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暗示的冲突、 对抗” ［５］（５１） ，

每支参赛球队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 均会将世界杯看成是 “想象的战争”。 然而， 在现代文明和足球文

化的压力下， 政治家需要用一种亲民的、 谦卑的姿态， 在世界杯舞台上发挥他们的公共外交才能。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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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和卡茨将领袖的仪式表演划分为姿态性表演和话语式表演两种， 在世界杯大环境中话语是苍白的，

政治家更多用身体语言来传播他们的理念。 面对世界杯这种宏大场面， 电视直播更加关注身体语言、

环境语言， 电视转播注重塑造电视画面的戏剧性， 并通过精心的剪接， 将政治表演塑造成一幅幅具有

视觉效果的庆典绘画。 符号是 “吸引、 感染、 劝服受众以达到政治意图的基础结构”。［６］（１３） 在世界杯颁

奖礼上， 基塔罗维奇拉着马克龙的手一道走向颁奖台， 基塔罗维奇、 马克龙和普京等围在一起交谈等，

他们用身体语言取代了对话和辩论， 他们用自身的魅力 “唤起人们对社会及其合法性权威的忠

诚”。［１］（９）

需要指出的是， 在日常的新闻采访中， 记者具有较为强烈的 “批判意识” “距离意识”， 会对采访

对象的行为和言论保持高度的警惕， 会花心思去核实新闻来源的准确性。 然而， 在媒介事件中， 现场

记者、 评论员会被壮观的景观所折服， 他们往往会丧失媒体人正常的批判意识， 更多以崇敬的口吻去

报道、 解说世界杯。 因此， 媒介事件可以 “将教堂、 国家和市场联成一体”， 它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

缚， 通过生产与再生产实现 “对某种中心价值的专注”， “激发人们对 ‘神圣日子’ 的沉湎”。［１］（１７） 在世

界杯颁奖礼中， 法国和克罗地亚领导人收获了更多的政治形象分， 他们不仅能够转移国内民众政治关

注的焦点， 也能够让各国球迷对两国产生很好的国家印象。

（二） 三国领袖在颁奖礼上的姿态表演与政治收获

电视可以使有限空间内的仪式， 演变成全球参与的公共仪式。 世界杯在俄罗斯卢日尼基体育场举

行， 但电波能够将仪式带进全球亿万个客厅， 戴扬和卡茨将这种仪式称为 “大流散仪式”。 正因为世界

杯拥有庞大的仪式功能， 克、 法、 俄三国领导人均自觉进行姿态表演， 他们从各自的仪式表演中得到

不同的政治分。 媒介事件舞台上的仪式表演， “不是一种威严的姿态， 也不是一个确切的造型， 而是一

些小姿态的连续和积累， 这些小姿态集体上升为大众感情的一次表演。” ［１］（２０１－２０２） 颁奖礼那场不期而遇的

“雨”， 似乎让政治家们的表演更生动、 感人。 “雨” 无疑放大了仪式表演的效果， 增强了仪式表演的

气氛。

在媒介事件的电视转播中， 公众潜意识认为世界是有中心的， 且 “媒介代表那个中心发言”。［１１］ 世

界杯足球转播缔造了一个宏观的视觉景观， 在这个大的景观框架下还有许多精巧的细节和故事， 正是

这些精巧的戏剧性的故事才让宏大叙事有了真情。 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无疑是最合适的 “演员”，

她身上拥有成为故事叙事的很多元素， 如克罗地亚是刚从战乱动荡中走出来的年轻国家， 基塔罗维奇

是克罗地亚最年轻的女总统， 在很多男性球迷看来， 这位女总统还不失美貌和性感……在媒介事件中，

电视转播需要基塔罗维奇这个故事要素， 基塔罗维奇也需要世界杯这个舞台。 基塔罗维奇也似乎做好

了充分的表演准备， 她没有乘坐总统专机到俄罗斯， 而是自掏腰包坐经济舱去看球； 因为看球会耽误

总统的工作， 她主动提出扣掉世界杯期间她的工资； 她在机舱里、 准备室、 球场边， 不厌其烦地接受

球迷的拍照， 看望克罗地亚球员、 庆祝克罗地亚胜利； 她几乎总是穿着 “格子衫” 出现在镜头前， 红

白相间的色彩使她很容易成为镜头中心。 在世界杯期间她的很多举动成为了各国媒体报道的焦点、 争

议的话题。 然而， 克罗地亚属于议会制国家， 总统职位只是象征性权力， 但基塔罗维奇的表演还是给

克罗地亚挣得了很多国家形象分。

颁奖礼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 克罗地亚又是决赛的失败者， 因此， 当克罗地亚队接受亚军颁奖时，

现场有着强烈的悲壮氛围。 女性的情感是细腻的， 女性的情感也常赋感染力。 在整个颁奖礼中， 基塔

罗维奇给裁判、 教练和运动员的拥抱最多。 “最佳球员” 莫德里奇登台领奖时， 基塔罗维奇拥抱他有 ８

秒之久， 她的脸紧贴莫德里奇的脸， 手激动地拍了 ４ 次莫德里奇的后背， 然后用右手抚摸莫德里奇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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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看着他离去。 当克罗地亚所有球员上台领奖时， 雨越下越大， 基塔罗维奇几乎深深地拥抱了她的每

个队员。 中央电视台评论员贺炜面对此情此景， 激情朗诵起克罗地亚的国歌： “当阳光亲吻他的沃土，

当狂风吹刮他的橡树， 当天堂召走他的所爱， 他的心仍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 主教练达里奇来到基塔

罗维奇面前时， 雨已经下得很猛， 此时女总统不仅与主教练在雨中拥抱， 拥抱过后两人双手还紧紧拉

在一起热切交流。 总统与教练长达 １２ 秒的近距离接触， 让电视机前的观众记忆犹新。 单从国家形象的

角度看， 世界杯颁奖礼上克罗地亚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分， 它让世界人民更加感性地了解到克罗地亚这

个国家和基塔罗维奇这个总统。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总统， 他的故事一度成为媒体娱乐版的重头戏。 ２０１７ 年， 马

克龙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在选举期间， 他和夫人布丽吉特的师生恋， 一直成为世界媒体争

相报道的热门新闻。 决赛当天， 马克龙夫妇现场为法国队助威， 他在看台上夸张的观球表现， 无疑缓

解了他在国内刚刚遭遇的政治困境， 同时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总统。

作为诞生冠军球队的国家的总统， 马克龙更有资格享受胜利后的快乐。 马克龙和基塔罗维奇一样，

不断拥抱自己的球员， 并用手拍着运动员的后背。 但作为男性的总统， 马克龙比基塔罗维奇情感表达

的手段更丰富、 自由。 马克龙多次用双手捧起运动员的脸， 和运动员交流或亲吻他们的头顶， 如姆巴

佩等； 他还将运动员揽在怀里， 当主教练德尚到来时， 他将德尚紧紧抱住， 久久不愿放开； 他还和运

动员击掌握手， 男性之间的力量碰撞能够产生更为直观的情感交流……此外， 他在更衣室抚摸克罗地

亚球童， 颁奖礼上与基塔罗维奇牵手前行等， 既让他体验到作为冠军国家的总统的幸福， 也让他成为

场地上一个有魅力、 有情感的视觉焦点。

东道主俄罗斯队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俗， 俄罗斯民众关注本届世界杯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俄罗斯

《体育快报》 做了一个统计， ６３％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俄罗斯队不会小组出线， 另外还有 ７％的球迷认为，

俄罗斯队在本届世界杯扮演的是 ‘重在参与’ 的角色。 但是， 这支 ３２ 强中排名最低的球队， 最终落位

是八强， 他们距离四强只有一步之遥， 倒在点球大战， 这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骄傲？” ［１２］ 俄罗斯队也是

本届世界杯的赢家， 当然普京总统也赢得了他的公共外交的胜利。 媒体认为普京赢得了世界杯赛场内

外的两场胜利， “他们不仅展示了东道主在场内赢球的实力， 也用出色的赛事筹办能力向世界展示了俄

罗斯的软实力。” ［１３］在西方抵制本届世界杯的背景下， 普京带领的俄罗斯举办了一届精彩的世界杯， 向

世界展示了俄罗斯人的新风貌， 这本身就是公共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世界杯期间， 普京总统多次现场

观战， 他在赛场边的表现， 一方面为本国球队助威， 另一方面也显示 “普京大帝” 的尊严。 ６ 月 １４ 日

首场揭幕战， 俄罗斯队以 ５ ∶ ０ 大比分战胜沙特队。 当俄罗斯队刚进一球时， 普京主动与沙特领导人握

手问好， 显示了大国领导人的风度与自信。

７ 月 １５ 日的决赛实际上是一个 “三合一” 的仪式， 由闭幕式、 决赛和颁奖礼三个部分组成。 决赛

当天普京邀请了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现场观看， 各国领导人均对俄罗斯世界杯表示了肯定。 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认为世界杯消除了一些人对俄罗斯的偏见，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认为俄罗斯世界杯是历

史上最棒的世界杯。 普京在世界杯期间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 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和普京个人形象均

大为改观， 这为深陷外交困境的俄罗斯打开了新局面。 “人们的要求总是超出政治家们能力所能满足的

范围。” ［１４］世界杯组织和安保质量均属上乘， 普京的仪式外交也风生水起， 但颁奖礼环节还是有一个瑕

疵， 引起世界各国网民的热议。 颁奖礼开始后雨下得很大， 但电视镜头中长时间只有普京一人享受了

雨伞， 基塔罗维奇、 马克龙和其它国际足联官员等均淋着雨。 风雨中一人得以在伞下接见运动员， 体

现了普京在俄罗斯的 “大帝” 风采， 但却让俄罗斯和普京的形象有所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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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镜头中观众的情感： 被纳入直播框架中的多彩表情

作为媒介事件的世界杯是国际足联、 俄罗斯、 运动员、 电视台和观众的共同产品。 世界杯期间， 现

场观众不仅是现场球赛的观看者、 现场仪式的见证者， 他们还是 “受邀” 参与事件生产的演员。 现场

观众的情绪宣泄是电视镜头捕捉的对象， 现场观众丰富多彩的表情是传递给全球亿万观众的媒介事件

的构成要素。 这些丰富多彩的情感要素， 成为电视直播创造核心价值的重要元素。 布热津斯基曾提出

消除 “边缘人” 的不满情绪和精力的办法， 就是给他们的嘴里塞上奶嘴， “这种 ‘奶嘴’ 包括参与性

游戏， 比如发泄性娱乐、 暴力网络游戏等； 也包括庞大的景观秀， 比如偶像剧、 明星丑闻、 真人秀

等。” ［５］（５１）世界杯风云变幻的赛场、 缤纷多彩的情节， 经过电视镜头的切换、 编辑， 成为影响全球公众

生活的景观秀。

（一） 观众特写与现场直播的价值框架

“足球之所以赢得了如此多人的喜爱，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 因为足球集中了人类社会所有的动机、

理念、 规则以及宗教指向。” ［１５］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是令球迷痴迷的世俗宗教， 很多球迷长途跋涉前往俄

罗斯， 他们似乎在完成一种朝圣之旅。 现场观众能够感受世界杯的现场氛围， 但现场观众的欣赏视角

是有限的， 他们的视阈取决于他们的座位位置。 然而， 电视观众却能够获得更多的观看视角， 能够

“看到” 现场观众不能看到的景别。 一个人只有一双眼睛， 一场景只能坐在一个地方， 每次观看只有一

个视角； 然而电视转播有近 ２０ 个镜头， 无数视角可以捕捉精彩的镜头。 电视直播通过不同画面、 不同

景别镜头的编辑、 切换， 能够创造出多角度、 全方位、 立体化的视觉体验。 电视直播的世界杯， 不再

是现场世界杯的简单复制， 它是现场画面拆散后的重新组接， 是电视生产出来的全新的视觉产品。 这

个产品与现场比赛有联系， 但已经不再简单地等同于真实的比赛， 它是穿插了更多生产者价值观的视

觉产品。 对于观众来说， 他们可能认为这是更加美妙的现场体验， 是一种 “比真实还真实” 的消费

体验。

世界杯决赛是一部史诗， 现场观众都参与了这部史诗的创作。 现场观看是一种群体行为， 人们在群

体状态下情绪会发生相互感染； 场外观众是在起居室中离散化观看， 电视通过现场气氛的营造让离散

的观众产生虚拟的现场感。 电视镜头运用远景、 全景烘托环境气氛， 山呼海啸的人浪、 此起彼伏的呐

喊， 现场观众的群体体验传染给离散的个体， 使电视观众仿佛也加入到现场集体的狂欢中。 仅有环境

气氛就缺乏观看的主题， 因此近景和特写更能突出观看主题， 更能通过现场人物的活动传递电视主张

的集体价值观。 传播自由、 快乐、 激动、 奋斗等普世价值， 是电视转播的一个重要主题， 这些主题经

常通过现场观众的特写来表达， 传播符号主要为观众的眼睛、 嘴巴、 动作、 表情和穿着。 当电视镜头

不断出现现场观众的画面焦点和镜头特写， 世界杯转播就有了更多的抒情性。 通过电视转播这个空中

的桥梁， 场内外观众实现了互动， 他们共同完成了媒介事件的最后工序， 实现了人们心理与情感上的

狂欢。

（二） 三类人群成为情感镜头捕捉的重要对象

电视观众观看电视直播会在意识领域产生事件体验和记忆。 “意识是对周围环境， 包括诸如对世界

的视觉、 听觉、 记忆、 思想、 感情和躯体感受等认知事件的知晓。” ［１６］ 电视观众对世界杯赛场的记忆，

首先应该是对球场局势变化的认知， 然后是对现场观众表现的认知。 “现场观众” 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

个角度成为场外观众的认知元素。 在宏观方面， “现场观众” 是隐含到比赛情境和环境氛围中， 电视观

众常常将其作为比赛背景， 通常并不将其作为独立的认知对象； 在微观方面， “现场观众” 从比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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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氛围中凸显出来， 它通常成为电视观众相对对立的认知对象， 虽然这种认知与足球比赛有关联。

在微观层面， 现场观众成为场外观众在足球之外的另一看点， 而电视转播镜头捕捉情感画面的对象无

外乎三类对象， 即男人、 女人和孩子。 这些观众虽然有国家主义的情感， 但他们的表情主要是普通人

的正常表情， 他们能够感染全球观众产生更加本能的心理体验和情感体验。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男性对足球更痴迷， 男性球迷也最多。 西方社会学早就提出过 “足球寡妇”

的概念， 意即在足球赛季男性球迷经常会放弃家庭生活以 “看球为生”。 “自由地表达情绪的外显特征

会强化情绪本身。” ［４］（４７０）世界杯决赛现场的男性球迷， 他们放弃了生活中的烦恼， 能够在比赛现场尽情

宣泄自己的感情。 男球迷一般有明确的球队和球员， 他们在场地更有组织性和群体性， 他们更关注比

赛的攻防、 技术和节奏。 因此， 男球迷强调在妆饰和行动上的接近性， 他们在赛场为心仪的球队呐喊

加油， 他们为运动员精湛的球技鼓掌喝彩， 当然男球迷也是最容易产生足球暴力的群体。 从法国和克

罗地亚的决赛中， 我们看到了双方球迷为各自球队的鼓劲， 看到了球迷为场上局限变化的牵肠挂肚，

自己的球队进球了他们欢欣鼓舞， 自己国家的球队失球了他们痛苦落寞……他们不是简单的观看者，

他们是球赛的参加者， 他们用 “精神” 伴随运动员在场上踢球。 这些情绪当然也会传递给场外的观众，

使场内外形成一个巨大的足球场域， 这个场域正是引导和控制当代人生活的文化场、 舆论场。

体育场边的女球迷近年来也逐渐增多。 和男性球迷严肃、 痴迷、 理性相比， 女性球迷更加生动、 细

腻和感性。 女性球迷更加关注 “人”， 关注运动员的形象和表现； 对比赛对决的过程关注的少， 对比赛

胜负的结果关注的多。 体育场边的女球迷不仅关注自身形象， 也对足球场上的各种情况保持敏感的反

应。 女球迷现场及时的情感反应， 恰好可以成为媒介事件的生产要素， 电视对女球迷形象的捕捉， 可

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体会到电波中的情感波动。 决赛开赛前， 直播镜头捕捉到两个女球迷的表情： 一

位克罗地亚球迷身穿格子衫， 头戴宽沿遮阳帽， 面带微笑， 随着现场音乐节奏频频摇头， 形象尊贵典

雅、 笑脸光彩夺目。 一位法国球迷穿着大花裙子， 手持写有 “ＦＩＮＡＬ２０１８” 字样的缎带， 随着现场气氛

手舞足蹈。 当注意到电视镜头对准她后， 她更是兴高采烈、 欢蹦乱跳。 决赛期间， 直播镜头根据现场

攻防节奏， 在犯规、 进球等的间隙适时穿插球迷特写， 其中一些女球迷的表情更能调节画面节奏， 使

电视观众在紧张的看球之余有放松欣赏的机会。 决赛进行到 １０ 分钟时， 克罗地亚队组织了一次不错的

反攻， 镜头给出了看台上一位女球迷在队员进攻时的表情： 先是张着嘴巴盯着场上局势， 当看到运动

员组织起有效进攻时， 她兴奋地上蹿下跳。 当比赛进行到 ９３ 分钟时， 克罗地亚队仍然 ２ ∶ ４ 落后， 此时

看台上一位克罗地亚球迷屏住呼吸、 神情紧张，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 似乎在祈求上天庇佑克罗地

亚队。 正是这一个个女球迷形象， 让体育场边、 电视屏幕多了一道更加靓丽的风景， 也让观众紧张的

看球体验更加丰富、 多彩。

体育场边的儿童球迷又是一个生动的看点。 孩子是纯粹可爱的， 他们跟随父母来到体育场， 仅仅为

获得一份快乐、 体验一段游戏。 儿童球迷本身可能并不懂球技， 但他们在场边形成的是一种面向未来

的逻辑。 正像每个球队出场均有球童相伴一样， 电视转播中出现孩子的形象， 不仅仅使画面生动有趣，

而且也预示着足球运动与球迷的后继有人。 决赛当天， 卢日尼基体育场似乎是克罗地亚的主场， 克罗

地亚球迷在现场占有压倒性的多数。 决赛视频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个天真的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 他

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盯着体育场的喧闹， 然后用手抚摸、 亲吻父亲的头顶。 开场 １０ 分钟后， 镜头中又

出现了一个戴帽子的克罗地亚小球迷， 他跟随着大人一起为克罗地亚对加油； 比赛到 ７５ 分钟时， 镜头

又给这个小球迷一个特写， 他张大嘴巴为克罗地亚队鼓劲。 这些可爱的孩子在电视画面中起到锦上添

花的作用， 他们使电视转播能够吸引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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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 　 　 结

媒介事件不仅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本身， 且包括电视对真实事件的加工。 作为媒介事件的世界杯至

少有两类构成要素： 一是国际足联组织的 ３２ 支球队的比赛、 世界杯的各种仪式性活动、 现场观众的观

看和表演等； 二是电视媒体对现场环境取景， 然后根据电视制作的原则和价值传播的需要， 对时空进

行拆散后重组的影像。 也就是说， 电视转播比真实事件更具有社会意义， 更能传播特定的价值观。

为了传播的需要， 电视可以将精彩画面不断重播、 慢放， 从而产生比现场更加直观的观看体验； 电

视还可以将前后画面颠倒， 将同一时空的多个画面衔接， 从而创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影像产品。 因

此， 世界杯是各种人群共同参与制作的产品， 每个角色在其中被分配了不同角色， 他们的不同表演构

成了内涵丰富的世界杯景观。 运动员彰显了他们的运动天赋， 并在复杂的比赛场景中体验了人类复杂

的情感； 政治家更加重视世界杯的仪式政治功能， 他们更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 利用世界杯舞台达到

公共外交和魅力政治的目的； 观众既是世界杯的欣赏者， 也是媒介事件的建构者， 男性、 女性和儿童

的不同欣赏品味， 使作为媒介事件的世界杯更加生动而富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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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彭吉象  影视美学 （修订版） ［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９７

［１０］ 王进等  解读竞赛压力下的运动员表现： 一个 “Ｃｌｕｔｃｈ” 视角的运动能力初探 ［ Ｊ］  体育科学， ２０１３ （６） 

［１１］ ［英］ 尼克·库尔德里  媒介仪式： 一种批判的视角 ［Ｍ］  崔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２

［１２］ 孟祥祎  获封 “最为盈利世界杯” 俄罗斯开始享受世界杯红利 ［Ｎ］  济南时报， ２０１８－７－１０ （Ａ１８） 

［１３］ 俄罗斯世界杯赛场内外， 普京的两场胜利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８０６２１ ／ ５８８３５６４８＿ ０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６－２１

［１４］ 常江， 徐帅  伊莱休·卡茨： 新媒体加速了政治的日常化 ［ Ｊ］  新闻界， ２０１８ （９） 

［１５］ 路云亭  人类下肢的隐喻： 足球的戏剧学释读 ［ Ｊ］  体育与科学， ２０１７ （４） 

［１６］ ［美］ 罗伯特·Ｌ·索尔索  认知心理学 ［Ｍ］  何华主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２８

［责任编辑： 高辛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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