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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音乐与身份认同

阳煜华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社会体育系,北京 100029)

摘 要:运用社会认同理论和身份建构视角,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探讨体育与音乐的交互

环境中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的相关转化问题。从体育与音乐的文化相似性和异质性入手,分析体育音

乐聚合关系的形成基础。得到以下结论:①体育与音乐的聚合形式为体育音乐高聚物和体育音乐低聚

物;②建构了体育音乐聚合物与身份认同的互动模式,着重分析体育音乐聚合物作为个体认同和群体

认同的介质,通过动员和调试两种力量实现了群体认同与个体认同的互动;③身份认同的非稳态是维

护和重构身份认同的内因,青少年是体育音乐聚合物的动员对象;④表征为古典音乐的体育音乐聚合

物维护了固有的身份认同,而表征为流行音乐的体育音乐聚合物重构了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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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Hall)在 《文化原

理和通俗文化:读本》中,将体育与音乐阐释为

“同被大规模观众、听众所消费,被作为一种强

大力量和认同感来源的文化文本。两者都能在一

种持续紧张状态 (关系、影响、对抗)下对于主

流文化产生影响。”[1]体育与音乐对主流文化产生

影响主要是通过两者交互、嵌合、加聚,从而实

现对身份认同的建立、维护和重构。
近 年 来,占 据 学 术 焦 点 的 身 份 认 同

(identity)问题以关切 “我是谁”为研究主旨,
主要探讨自我身份、自我归属如何建构群体身

份,又衍生出了 “文化认同”“形象认同”“认同

感”等相关主题和论点。梳理 “认同”研究的学

术脉络可以总结出认同理论的两条来源:一是外

求,二是内证。一是以微观社会学或符号互动论

为基础的认同理论;二是社会心理学所倡导的社

会认同理论[2]。认同理论侧重于内证和个体的

“自我”,社会认同理论侧重于外求和群体的 “我

们”。“身份认同”并非主体的本质属性,而是为

各种影响因素所共同构建。本研究希冀通过跨学

科的精微观察,循迹而行,以获得对体育与音乐

的聚合关系更为系统、精当且逻辑一致的理解。

1 历史涟漪与现实回响:体育与音乐相

关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诸领域都对体育与音

乐的论题投以热切关注。在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

的谱系中,体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
社会学、音乐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围绕

此话题进行着研究、反思和回应。目前的国内研

究,不论在界定体育音乐的概念、挖掘体育音乐

的功能方面,还是在探究体育与音乐的关系方

面,都有笼而统之、直接切入的倾向。基本逻辑

无外将体育和音乐作为文化总体中的两个异质个

体,抽取其间相似因子,各献其能、两相合和、
互相勾连。其间,出现了 《体育音乐的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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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审美趋向》(贺婷婷,2011)、《突厥人的体育

及音乐歌舞艺术》(吴景山,1994)、《体育与音

乐:非同寻常的伙伴》(王砚,1997)、《中国体

育音乐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郑夏童,2018)、
《试析中国体育音乐元素的使用策略》 (姚明,

2016)等研究成果;另有一类研究则直取奥运

会、世界杯主题曲为剖析对象,进行历史梳理、
规律总结,有 《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的历史流

变》(牛静,2007)、《历届奥运会主题曲的批评

语篇分析》(耿业英等,2013)、《从奥运会主题

曲看体育音乐的发展》(吴延,2017)、《足球世

界杯主题曲研究》(李跃,2014)等。
究其义理,这种诸学科间的折中主义,可谓

之 “试水”性质的探讨,也是将主题引向深化的

坚实铺垫。相较而言,国外研究则论点更为独特

鲜明、理论运用更为纯熟精妙。2009年,Rout-
ledge出版社在 《体育的声音:运动与音乐的关

系》的文集中,首次将体育与音乐的交互影响置

于社会文化中进行考量,并进行了先锋性的总

结,集 结 了 此 领 域 的 各 色 研 究 理 路。Ken
Mcleod的 《我们都是冠军:体育与流行音乐的

政治学述理》是一部致力于深挖两种文化霸权形

式之联系的力作,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解析

了体育和音乐在催生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认同发

生变化时的内生性作用。作者试图将这两种具有

高度影响力的流行文化捆绑,以显示二者在日趋

深广的合作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对个人认同和群体

认同的建构和代表性作用[3]。可以窥见,国际体

育社会学界于10年之前就已开始运用社会认同

理论和身份建构视角,探讨在体育与音乐的交互

环境中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的转化问题。

2 体育与音乐的聚合关系

2.1 体育与音乐聚合关系的形成基础———文化

相似性与异质性

2.1.1 体育与音乐的文化相似性

体育和音乐是世界上传播力和影响力巨大的

两大文化实体。打通体育、音乐与身份认同的通

道,首先应以体育与音乐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和异

质性作为基本考量。汉斯·迪特尔·科瑞波斯

(Hans-DieterKrebs)曾将体育和音乐的4项基

本相似性总结如下:①规则至上,参与者必须遵

循既定的规则,且演奏和竞赛当中规则不能随意

改变;②在高水平竞技和音乐演奏中,都饱含着

长时间身心训练和投入,都会承受一定程度的职

业终结伤害的风险;③都存在从业余到精英的金

字塔;④都运用 “国际通用”的表达形式,看似

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致性,其实深植着无法

根除的西方中心主义[4]。
除此之外,本论亦有4点补充:
(1)两者都能将竞技表现/旋律展现和观众/

听众之间的表达与接收关系统合于一体,具有情

绪积累作用并激发 “时—空”的可延展能力。
(2)个人和集体的相互认同、互为归属、彼

此褒扬至关重要。考察篮球、足球、排球、橄榄

球、板球、棒球等团体运动会发现,一方面,正

由于融于团队的个体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才华,才

成就了集体的荣誉与胜利;另一方面,获胜后的

集体使球员升腾起强烈的归属感与保护荣誉的渴

望。这种交互作用亦存在于交响乐团、排舞、流

行乐队等音乐形式和团体中。
(3)两者都属于高度流行的大众文化,在日

益密合的文化消费中出现了搭车营销、借力发展

的现象。消费者在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

观念等方面的矛盾投射在两大领域中,严重挑战

了传统观念中其非政治属性的观点。LadyGaga
在2017年 “超级碗”中场秀上大唱 《GodBless
America》和 《ThisLandisYourLand》,公开

质讽特朗普政府的 “禁穆令”,足以显示两者结

合后表达政治立场、变革社会结构的强大触发

力量。
(4)除上述重要分析面向外,二者还显示出

以下共同特征:由于两者的大众文化属性,在晚

近的正统学术研究中都受到排挤,不被列为研究

对象。直至19世纪的欧洲才生发出来音乐学的

准科学性质,并将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一个独立的

研究对象 (流行音乐尚未进入学术正统)。而体

育与通俗音乐的严肃学术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

后半期。

2.1.2 体育与音乐的文化异质性

二者的文化异质性,可理解为后现代主义通

过对音乐和体育的再阐释,进而对现代性发起的

挑战。某些音乐产业的从业者认为,“健全的精

神寓于健全的身体” (menssanaincorpore
sano)的理念与他们抱持的享乐主义信条格格不

入。对于 “玩”音乐的理论及实践者来说,此理

念强调训练、自我约束及自我否定,对音乐而言

简直就是暴殄天物。

35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4卷

但是,运动竞赛的基本特征———追求卓越、
求胜争先是本源性的且无法超越的,这些特征却

不会对音乐起到规定性作用。古奥运会的史册中

记载了随之举办并且长时间存续的音乐比赛。现

今,诸如XFactor、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等

电视直播的赛事都显示出竞赛手段之于现代音乐

产业的重要性。据民族音乐家麦克·藤泽尔

(MichealTenzer)描述,曾经举行过的一次巴

厘岛民乐加麦兰 (印尼的一种民族管弦乐器)比

赛,更像是一种对体育赛事的缅怀而非音乐竞

赛。由此,折射出非西方或者非商业性的音乐竞

赛的生存现状:“村际的、组织间的音乐竞赛以

一种类似于运动竞赛的形式得以复兴,将村民们

从每日社会生活中释放出来,并赋予村民们以社

区荣誉感和认同感。”[3]所以,对二者的异质性,
既不能诋毁,也不能夸大。

2.2 体育音乐聚合物的出现

采用 “体育音乐聚合物”来界定本论的研究

对象,缘于两者既不是简单的 “连”,也不存在生

硬的 “接”,故不用 “体育”来修饰和限定 “音
乐”,即不用体育音乐这个偏正词汇。而聚合物是

单体经过加聚反应 (化学反应)形成的产物,可

用分子量高低进行区分,恰合二者结合后的超越

单体属性的特质,故采之。如从二者的主导/辅助

关系和主动/被动关系来看,呈现两类聚合形式

———体育音乐高聚物和体育音乐低聚物 (图1)。

不依托体育文化产品
的古典/流行音乐单品

团体操音乐、广播体操音乐

体育产品广告曲

体育广播/电视
节目信号曲

体育项目伴奏

体育题材
电影原声
体育节事
会歌、宣
传曲

体育音乐低聚物

体育音乐高聚物

图1 体育音乐聚合物的形式

2.2.1 体育音乐高聚物

在体育为核心和主导的聚合形式中,体育触

角多元、敏锐而亲善性极强,形成了高度依托于

体育文化产品的音乐形式。综观国内外体育环

境,已呈现体育节事会歌/宣传曲、体育题材电

影原声音轨 (OST)、项目伴奏、体育广播/电

视节目信号曲、团体操音乐、广播体操音乐等诸

多表现形式。
(1)体育节事会歌/宣传曲,影响力较大、

广为传颂,已逐渐成为扩大声量、树立形象、拉

近观众距离的最佳方式。体育节事种类繁多,上

至国际、洲际、国家级的综合运动会,单项运动

的杯赛、锦标赛、巡回赛,职业运动联盟比赛,
下至各类面向大众的公益/商业赛事都制作了会

歌和宣传曲。各年龄层大众所熟知的会歌中,既

有早期的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1979)、《亚洲

雄风》(1990)、 《爱我中华》 (1991)、 《ToBe

NumberOne》 (1990)、 《Lacopadelavida
(TheCupofLife)》 (1998),也有晚近的 《北
京欢迎你》(2008)、《我和你》(2008)、《Waka
Waka》(2010)、《雪恋》(2016,申冬奥宣传曲)
和NBA 季后赛 主 题 曲 《We WillRockYou》
《Fighter》《TheGameofLove》等。其中,《洁
白的羽毛寄深情》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
是为当时在北京举行的 “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

赛”而创作的歌曲,还入选了 “1980年群众最

喜爱的15首歌曲”。风靡90年代、“不是会歌、
胜似会歌”的 《亚洲雄风》为第11届亚洲运动

会的宣传曲,大气磅礴、激昂高亢、流传甚广。
(2)体育题材电影原声音轨,既包含主题歌

/曲,也有插曲、背景音乐。中外体育电影中原

声音轨流芳至今已不胜枚举:《青少年运动员之

歌》 (1964, 《女跳水队员》)、 《青春闪光》
(1957, 《女篮五号》)、 《银球飞舞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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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纪录片 《万紫千红》)、《Gonnaflynow
(即时起飞)》 (1976, 《Rocky (洛基)》)、
《Aloneinthering (独守拳台)》 (同上)、 《I
BelieveICanFly (坚信我能飞)》 (1996,
《SpaceJam (宇宙大灌篮)》)、 《Bow Wow
Basketball(宝娃篮球)》(2002,《LikeJordan
(乔丹传人)》)等。

(3)体育项目伴奏,已融入体育竞赛血脉之

中,成为其不可离分的内置性关键元素。在马

术、花样游泳、艺术体操、花样滑冰、自由操、
武术、健美操、啦啦操等项目的竞技比赛、训练

和大众健身娱乐活动中,单项联合会的技术性章

程都有伴奏音乐的具体要求。总体来看,各项目

伴奏呈现出节奏各异、曲风多元、曲式变幻和演

奏形式杂糅的特征。既有为双人滑增辉的 《图兰

朵》《月光奏鸣曲》等古典音乐,又有让花样游

泳谐 趣 的 《Tamacun》 《FanfareCiocrlia:

DustyRoad》等流行音乐;既有为盛装舞步体现

欧洲传统的 《可爱的安娜波尔卡》 《奢华圆舞

曲》,还有为自由操留下民族印记的 《春节序曲》
《康定溜溜城》。

(4)体育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曲,常见于固

定长期播出的体育广播节目、赛事转播活动的开

场、中 场、十 佳 球、五 佳 球、结 束 等 时 点。
《Don’tTurnofftheLights(别关灯)》(CCTV
《天下足球》信号曲)、《WeWillRockYou (我
们一起来摇滚)》(NBA信号曲)、《Sirius(天
狼星)》 (公牛队出场曲)、 《ChariotsofFire
(烈火战车)》,以及ESPN转播NCAACollege
Football的开场曲、CBS转播 NCAA疯狂三月

(MarchMadness)开场曲均属此列。我国还专

门为运动员接受检阅和各种体育比赛的入场、退

场及其他体育活动仪式创作了两首 《运动员进行

曲》(1960,1971)。
(5)团体操音乐是中国、朝鲜、前苏联等国

大型群众性体育活动———团体操的配乐,也是以

上国家独有的文化形式。由于团体操的集体性和

主题思想性,所选配乐也体现出符合主旋律的

特征。
(6)广播体操音乐为我国中小学生的每日课

间体育活动之一———广播体操的配乐。各套广播

体操音乐在长时期、高频次的播放过程中,历久

弥新、催人奋进,强化了中小学生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身份。

2.2.2 体育音乐低聚物

以音乐为核心和主导的聚合形式,其初衷不

为体育服务,不依托体育文化产品,却搭载体育

主题,借用体育灵感的音乐单品,呈现两种聚合

形式:古典音乐单品和流行音乐单品。
在明晰聚合物所包含的各种样态之后,则可

借用这些概念进行后续分析探讨。

3 体育音乐聚合物与身份认同的维护与

重构

  本论试图构建一种互动模式 (图2)来阐明

体育、音乐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在此模式之

中,体育和音乐以不同的聚合形式成为个体认同

和群体认同的介质。群体认同通过体育音乐聚合

物的动员性力量,将影响加诸个体,个体通过与

“他者”的互动获得 “自我”的个体确认。作为

个体的 “我”不断调试自身的社会行为造成流动

不居的身份认同非稳态,促使个体认同向群体认

同转化。

体育音乐聚合物的调试力量

体育音乐聚合物的动员力量

体育节事

体育题材电影

体育项目伴奏

体育广播节目

体育电视节目

团体操

广播体操

其他情境

图2 体育、音乐、身份认同的维护和重构关系图

3.1 身份认同的非稳态

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主体作为一个非本质

性的存在,完整性被彻底消解。针对主体的身份

认同,不是既成事物,而是流动过程;不是存

在,而是趋势。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处于一种恒

常的非稳态。这种临时性的、自我参照式的状

态,在与各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相互交流时得

以建立。以此为前提,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应变

性最易发生在音乐会、夜店和体育场等特殊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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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为这些地点是寻求同好和展演认同的流行

地标。多位专家高度评价了认同形成的特殊场景

及其引发的集体经验的重要性。作曲家麦克·尼

曼 (MichealNyman)曾将英超皇后公园游骑兵

队粉丝演唱的圣歌收入自己的 《足球大合唱》,
认为 “足球比赛是一种规模宏大的集体立体声音

乐会,这是一种自发的,用本地语言写就的,用

以威胁、鼓励、泄愤,将式微的体育精神进行复

兴的 音 乐。”音 乐 记 者 保 罗 · 莫 利 (Paul
Morley)在述及舞曲和足球的相似点时认为,
“许多人聚集在一处,分享着他们的情绪和生活,
显而易见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足球比赛。
这种方式把人们的悲、喜和胜利一起分享,……
当你走进夜店时,会发现一群陌生人毫无缘由地

达到情绪的制高点,就像在足球比赛中一样。”[5]

个体认同在特殊场景中与群体认同发生谐振,身

份认同的非稳态获得了重构的内因。
“一段音乐或一场竞技表演是如何影响人们

的?”并非问题的全部。只是认同形成过程中

“流”的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 “源”。如何生

产出音乐或竞技表演? 如何建构音乐体验/观赛

体验以获得双重认同? 我们只有同时获得主观个

体认同和群体认同时,体验才能形成意义。创造

/聆听音乐、观赏/参与竞技的过程,是一种对于

过程中的自我的体验。专注于流行音乐文化的音

乐社会 学 家、摇 滚 批 评 家 SimonFrith认 为,
“展现和聆听音乐就是认同本身的隐喻,而非

‘反映’或 ‘代表’社会群体。音乐,具有生产

认同的能力,我们能够应用这种洞察力来解析体

育消费和体育休闲。”[6]音乐、体育,如认同一

样,在表现过程中刻画了个体的社会性和社会的

个体性。通过音乐将爱恨情仇加诸体育的本体,
形成自我梳理的过程。即使出发时是相互矛盾

的,个体仍然会在比赛现场和群体观看等特殊场

景中调适自我,试图找到调和的途径,并将自我

梳理成一个统一整体。自我认同处于游弋和流动

态的个体,通过聆听、吟唱、助威、律动将自我

外化,审视作为主体的 “我”的存在。在体育场

景中获得的音乐审美体验,是对身份认同多元化

和非稳态的重构,意味着人类体验自身,而不仅

仅是人类体验世界。音乐与体育一道,塑造了身

中之心和心中之身。

3.2 青少年:体育音乐聚合物的动员对象

对于既是身份认同的主体,也是体育音乐聚

合物的客体的青少年和中年群体来说,音乐和体

育是两股强大的动员性、感召性力量。体育音乐

聚合物,占据了他们的现时生活和远景发展,在

构建青年人的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方面比往昔浸

入更深,逐渐变成了一种调试本土/全球多样性

的可复制性机制和解决多样性困境的赋权策略。
在这个以幻灭和异化为特征的时代,音乐和体育

扮演了解放青年人的重要角色。随着电视网络和

无线互联技术的普及,各种终端设备上昼夜不停

地播放着音乐和体育节目。这种弥散性的动员力

量,通过介入青 (少)年认同 (服饰、发型、音

乐、舞蹈与语体特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为

加速其成长和认同更新提供了便利。通过各式隐

喻改造的传统青年动员模式赋予青年人新的公民

身份,具体表现为体育音乐聚合物的消费者成为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的新公民。

20世纪90年代后期,赢利不断膨胀的音乐

和体育市场派生出各种扩张市场的联合策略,创

造出巨大的商业机会。一时间,兴起了一股复兴

文化帝国主义和对侵蚀本土音乐流派和体育体系

讨论的热潮,认为 “就像关联的政治花瓶一样,
各大商业机构已经成为形塑青少年体育和音乐口

味的先锋。”[7]日前,唱跳真人秀节目 《偶像练习

生》C位得主蔡徐坤竟成为NBA中国区形象大

使,充分显示了作为职业体育圭臬的NBA已经

被现代音乐产业/娱乐业深度勾连,荧光棒、数

据组、热搜、字幕组迅速结合了体育音乐聚合物

的动员性获得了商业成功。

3.3 体育音乐聚合物对身份认同的维护与重构

3.3.1 体育音乐聚合物 (古典音乐)对身份认

同的维护

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语境,已重新配置了

体育与音乐的关系,并加强了两者的联系。但追

溯二者的历史姻缘时,还是应该敏锐地察觉到变

革对延续性带来的影响。古罗马的公共体育娱乐

活动———角斗士表演就有音乐伴奏。的黎波里古

物博物馆陈列有一块被命名为 《由管乐队伴奏的

角斗士角斗》[8] (约公元70年)的北非希尔登附

近别墅上的马赛克,乐师在演奏长喇叭、两只曲

线角和一架风琴,记载了体育活动中观众、音

乐、运动员、竞技表现之间的相互渲染作用。又

如典籍所录,古奥运会上音乐已登场献艺。参与

古奥运会歌唱比赛的选手纷纷为奥林匹克竞技会

唱起度身定制的圣歌,并获得月桂花冠。号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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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唤运动员参与竞赛 (吹号本身就是一种奥林

匹克传统),有些运动员还会伴随着笛声参与五

项竞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认为

“音乐是一种最能够为运动提供直接支持的艺术

形式。”[9]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唯美主义者、瓦

格纳曲风崇拜者,他坚信 “自从古奥运会终止

后,体育与艺术已经被人为地割裂开。”所以,
他希望能够将音乐和其他的艺术形式融入运动

会。这也是作为高雅文化代表的古典音乐①能竞

秀于其他艺术形式,在奥林匹克价值观中被单独

提及的原因。“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来说,音乐已

经不仅仅是一种附属性的元素,也不仅仅是一种

简单的娱乐形式。自现代奥运会始,在运动会后

为音乐竞赛的冠军加封圣徒的仪式中尽显古典音

乐的重要性,将他们与顾拜旦称之为 ‘一般的体

育冠军’区别开来,并赋予他们一种神话的,甚

至是神学的,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光环。”[10]

持同一观点的Segrave在论及现代奥林匹克

语境下,贝多芬代表作 《第九交响曲》的意识形

态作用时指出,“这种奥林匹克史中出现的竞争

性本质,展示了音乐如何被用于建构一种主导的

奥林匹克主义叙述和形象,因此一种特殊的体育

霸权观点被合理化和正义化了。”[9]此处所及体育

霸权主义并无贬义,仅强调了奥林匹克运动中的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归属,以及被统治者在心理观

念上的顺从和满足于现状,既是主导权的伸张,
又是被领导者的顺从,这种领导职能建立在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信仰之上。在本论语境中,
也就是通过对古典音乐的提倡和对奥运会音乐比

赛曲风的纯化,将奥林匹克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

者统一在同一的意识形态上。由此可见,奥林匹

克运动的初始设定中就已通过古典音乐竞赛的形

式,构建了精英主义的身份认同。
跳出奥林匹克的语境,体育和古典音乐也存

在着其他的关联。在20世纪早期的巴黎,体育

和音乐如影随形。现仍流传于世的经典曲目有克

劳蒂·德彪西 (ClaudeDebussy)创作于1912
年的人生最后一部芭蕾舞曲 《游戏》 (Juex,在

网球场上的芭蕾组曲)、埃里克·萨蒂 (Erik
Satie)创 作 于 1914 年 的 《体 育 和 嬉 游 曲》
(SportsetDivertissements)、波休斯拉夫·马提

努 (BohuslavMartinu)创作于1924年的 《中
场》 (Half-time,创作灵感来源于一场足球比

赛)[11]和阿尔蒂尔·奥涅格 (ArthurHonegger)

创作于1928年的 交 响 乐 第 二 乐 章 《橄 榄 球》
(Rugby)。其中,奥涅格和马提努的作品与体育

的共鸣更为深刻,他们把体育运动看作一种新鲜

粉嫩并且更接地气的 “解毒剂”,与传统田园牧

歌式的、宗教的、神学性质的音乐灵感来源相区

别。20世纪初期的体育音乐作品已经突破了现

代性的边界,出现了后现代社会雅俗共赏的文化

模式。这些灵动又不失庄严的音乐作品,证明了

体育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兴,也证明了体育和

音乐自身认同的转变。

20世纪上半期,体育与音乐搭车营销、借

力发展的营销方式开始出现,后来一发不可收。
长久以来,体育被用于销售音乐,反之亦然。举

例来说,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 《运动员快速

波尔卡》(SportPolkaSchnell)展现出19世纪

五六十年代德国体操的影响力已波及维也纳。这

种现象不仅反映出体育运动的快速成长,也从一

个侧面显示了久负盛名的施特劳斯家族的舞曲产

业兴旺发达 (家族也创作过许多赛马主题作品)。
相反地,阿尔伯特·塞尔哥德 (AlbertThei-
lgaard)1923年创作了一部 《网球快步舞曲》
(Tennis-Sko-Trot),只是为了给自己家在丹麦

KØge小镇的橡胶厂生产的网球鞋做广告。
近年来出现了诸多经典的体育乐章,比如梅

森的足球歌剧 《客场作战》(PlayingAway)、土

耳其裔美国作曲家KamranInce的第五合唱交响

曲 《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后者是专为土

耳其足球豪门加拉塔萨雷俱乐部100周年庆而

写,它用幽灵式的旁白开头,虚构了一场现代球

迷穿越时空跟往昔幽灵球迷的密切交谈,设定了

一种可感知的精神集体主义状态。其中,爱、骄

傲、热情、狮子、王者等意象逐一出现,融入经

年累积而成的支持者/崇拜者的话语体系,描绘

出 “狮化的”球迷形象以达到神圣状态。经过古

典音乐形式的加持,加拉塔萨雷俱乐部与其球迷

赢得了历史风尘带来的文化资本。在这场体育与

音乐的联袂演出中,体育和音乐,谁是形式,谁

是内容,不得而知。
在体育尚为古典音乐统率的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初期,由于传播资源的有限性,古典音乐的

“书写权”往往被精英阶层 (IOC)掌控。在对

奥林匹克泽被的普罗大众进行类别划分与定性

时,精英阶层根据自身群体利益,掌控着 “他
者”群体的主导权与判定权,与体育运动相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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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典音乐式的 “好音乐”,而不是摇滚乐那样

的 “坏音乐”。

3.3.2 体育音乐聚合物 (流行音乐)对身份认

同的重构

体育与不同音乐类型都具有聚合的可能性,
流行音乐与体育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体育节

事、电影、转播发生的现场 (体育场馆、体育公

园、影院、体育主题酒吧等)提供了互动与分享

的场景,朗朗上口的会歌、宣传曲、主题歌大大

增强了信息的反馈、互动机制,影响着个体的自

我认同及其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
从18世纪早期至今,体育一直在流行音乐

中占有一席之地。不管是为个人或集体项目的胜

利欢庆,还是在城域、国家、国际各个层面建构

起对冠军英雄般的认同,抑或唤起对比赛激动人

心瞬间的回忆,强化体育在大众意识中的主导作

用等方面,都有通俗音乐的身影。19世纪晚期

至20世纪早期,体育音乐高聚物的商业潜力被

发挥到极致———出现了体育电影主题歌、奥运会

会歌。同时,也出现了体育音乐低聚物的雏形

———以板球运动为蓝本创作的流行民谣[12],和

以自行车、橄榄球、划船、网球、足球、赛马、
高尔夫、桌球、射击、游泳、登山、拳击和打猎

等为主题的维多利亚风格和爱德华风格的歌曲。
曼根认为:“大多数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公

共学校,都在音乐、校歌、散文、诗当中对竞技

狂热大加赞美和大肆复制,对凝聚力、认同、爱

国主义和道德进行修辞美化,这是一种能够有效

地建构起个体和集体认同的方式。”[13]

体育节事会歌、体育节目信号曲,已经演化

为一种重要机制———将体育节事/节目、体育迷

与通过观赏获得社会文化认同感之间建立起清晰

的联系,让体育节事成为张僧繇笔下 “点之即飞

去”的威龙。体育会歌/主题曲就是不可或缺的

“点睛之笔”。

20世纪60年代,流行音乐兴起并加强了与

体育的联系。英国出现了大量与足球相关的流行

音乐。盛极之时,足球运动员也参与唱片录制。
英国NewOrder乐队也选在1990年世界杯发布

新歌 《动态世界》 (WorldinMotion),一遍遍

吟唱 “表达你自己”如魔音贯耳,高唱着 “我们

不是足球流氓,这不是一首足球歌曲,三狮军团

在我胸前,我知道我们错不了。我们正在为英格

兰队踢球,我们正在播放歌曲。我们为英格兰歌

唱,再会! 一对一!”。电子乐曲风和心底呐喊相

互作用,完成了冲破、剥茧、出离、重建的身份

认同过程。此歌曲一举大获成功,也是 “足球音

乐化”的通俗表现形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国青少年中盛

行反主流文化的社会运动,另类体育文化生发于

此。音乐在另类体育文化发展中推波助澜。“在
冲浪、单板滑雪、滑板运动中,音乐是青少年形

成认同的最基础元素。”[14]不论是滑板世界杯还

是滑 板 公 园,New Wave Music、Punk、Hip-
Hop等音乐形式响彻天际,滑手满身涂鸦,穿

着怀旧球鞋,其口头语言、滑板技巧、服饰和音

乐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滑板文化。一系列的文化符

号就这样技巧性地拼接成了身份认同。这种认同

通常需要与文化实践 (体育音乐聚合物)进行自

我指认的协商后,才能最终形成。
自20世纪80年代体育走过电视时代,又从

千禧年走进网络时代,音乐变成为赛事观众设定

基调、营造氛围的助推者,也是竞技表现和体育

消费的重要形式。BBC的老牌节目 《Matchof
theDay》的主题曲被票选为英国观众最熟知的

电视信号曲[15]。体育节目主题曲已经成为观众

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1979—1980年的新

西兰橄榄球联盟电视转播中,也出现了一曲酒吧

摇滚歌曲 《给他们尝尝奇异果》 (GiveThema
TasteofKiwi)。“这首歌并不仅仅是一种无关痛

痒的伴奏,作为主题曲已经与男性气质和国家认

同紧密相关。”[16]对于大多数的球赛观众来说,
歌曲文本清晰地勾勒出其生存环境的重要元素,
强化了新西兰所崇尚的硬汉男性特征,并与将硬

汉勇夺胜利的 民 族 主 义 相 联 系,并 作 为 文 化

佐证。
与大银幕上的体育展演并驾齐驱的,还有许

多流传久远的体育主题电影原声带。上世纪50
年代,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影片 《女篮5
号》风靡全国,一曲 《青春闪光》 (1957)用高

昂的曲调将 “体育之光”“集体荣光”“热爱的目

光”“春雷的鼓掌”“友谊的力量”链接在一起,
流露出欢快、希冀、积极向上的情绪,处处洋溢

着 对 新 生 活 的 向 往。 无 独 有 偶,Lindsay
Anderson指导的电影 《如此运动生涯》 (This
SportingLife,1963)的同名主题曲,由一位非

常强 势 的 表 现 主 义 艺 术 家 罗 伯 特 · 杰 哈 德

(RobertGerhard)进行配乐。在刺耳的非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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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荒凉音景的衬托下,杰哈德成功唤起了交错的

感觉———既反映出人类的残酷本质,又映衬出上

世纪50年代末期英格兰北部的职业橄榄球联盟

中场上场下均冷酷无情的现实,让绝望和无助跃

然银幕。
作为一部电影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音乐

在电影制作中服务于观众情绪走向、认同建

构、环境勾勒、气氛营造,以及对画面进行补

充。所以,音乐已逐渐成为复杂的政治经济语

境之下,影响体育呈现的重要元素。赢得1981
年奥 斯 卡 最 佳 电 影 配 乐 奖 的 《烈 火 战 车》
(ChariotsofFire)配乐,所用调式发人深思,
恰到好处地展示了古希腊的传统美感,以及科

林斯人暗合着潜在生命律动的奋力竞技和为荣

誉而战的尊贵感。

4 从古典到流行:体育音乐聚合物重构

身份认同的例证

  随着美国缔造的体育消费模式在全世界范围

内被广为采用,音乐也乘势而上,获得了在职业

体育领域维护和调和身份认同的主导地位。以起

源于13世纪英格兰的板球运动为例,这种传统

意义上田园牧歌式的体育运动,长久以来被认为

是一种 “偶然被礼貌掌声打断的轻声撞击皮革的

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不管是英国国内比

赛还是国际比赛,英式板球赛场售票窗口或球门

底线记分牌旁边的扬声器都会大声播放出傲慢无

礼、爆发式的摇滚乐或流行音乐。很显然,主办

方在试图用流行音乐招徕更多、更年轻、不同文

化背景的观众。这种由消费社会的嗜金属性诱发

的营销方式的改变,使传统中阶级区隔较强的体

育运动的身份认同被迫松动——— “国王的运动”
变成了 “庶民的运动”。音乐也成为改变赛场文

化的重要成分,狂躁的客队球迷团进行叫嚣式的

大合唱,自封的英式摇滚逐渐占领了赛场。直到

20世纪90年代,板球官方机构意识到区隔打破

对赛事发展不利,便禁止场地出现乐器。因为球

赛运营方认为大多数观众都觉得奏响乐器是一种

骚扰和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而此时的英式摇滚鼓

手比利·库珀 (BillyCooper)的歌曲伴奏和乐

队主唱也只能成为英式板球通俗文化的粗俗表达

了。板球观赛文化的主流审美面临的挑战体现

在,与田园生活方式相协调的基督教圣歌从板球

场上隐退,取而代之为英式摇滚。挑战仅为挑

战,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还是使用了

《耶路撒冷》《伦敦德里的空气》和 《天堂甜点》
等圣咏曲来重新建立与运动项目原发形式相匹配

的集体认同,以使板球重获 “中产阶级的运动”
身份。

在现代文化领域,体育和音乐的边界已变得

绵长而交错。在现实的球场情境中,越来越多的

足球、篮球和橄榄球俱乐部意识到在音乐伴奏下

的声浪会极大激发主队斗志,纷纷采取现场播放

俱乐部主题曲的形式,以鼓励和加强球迷在赛前

唱歌造势。这种曾经不被允许的集体认同的自发

展演方式,如今却变成被官方承认的、常规性的

人为气氛制造方式。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对秩序

和权威的侵犯 (如上文的板球案例)会成为球迷

文化的一部分,反蚀体育运动。不过,“当英格

兰和威尔士板球队进入测试赛的主场场地时,播

放了一曲19世纪英国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

(HubertPalry)创作的 《耶路撒冷》,直接认同

了高水平职业板球赛还是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所 述 的 《翠 绿 怡 人 之 地》
(GreenandPleseantLand)。”[3]很显然,英式板

球还在延续着田园牧歌风格。换言之,体育运动

造就的英国绅士身份认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捍卫和维护。
虽然,后现代主义所倡之音乐具有文化民主

化效果的乐观观点被一再存疑,但是 “足球音乐

化”却在实践上给予其有力支持。上世纪80年

代,英国足球流氓以及希尔斯伯勒和海塞尔体育

场惨案的发生缘于身份认同带来的结构性条件和

动员作用,曾使足球的正面形象消失殆尽。所幸

的是足球音乐化逆流而上重构了身份认同。如

Redhead所言, “足球 ‘音乐化’过程 (还有足

球 ‘文学化’的平行发展过程),成为一种足球

改善自身恶劣形象的方式。”[5]音乐和文学成为

了帮助英国足球度过这场认同危机的行之有效的

中介。1990年,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

合作的全球直播音乐会中演出了普契尼 《图兰

朵》的 《今夜无人入睡》选段。这段唱腔也被用

作1990年世界杯的背景音乐,直取当年单曲排

行榜第1名。这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足

球音乐攀升至顶点的极盛之象。多态并存的体育

音乐高聚物的出现,从根源上打破了身份书写权

的垄断性,无层级式的多节点连接赋予每个个

体、每个群体无差别的接入权。只要接入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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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打开电视、接入网络),无处不在的赛事转

播、体育电影、体育广告中的运动音轨,就能让

原先被贴以 “标签”无处辩解的少数群体获得利

益重申的机会,被 “歪曲”的形象得以恢复。从

某种意义上说,体育音乐聚合物表现出一系列征

兆:果断与现代性解体、高雅与低俗文化的分野

重新弥合,以及文化等级制度扁平化趋势等。

5 结语

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大众体育休闲需

求全面爆发带来的身份认同转变机遇。2019年5
月,中国跑马爱好者在美丽的环十三陵水库跑道

上享受了来自伦敦格林威治、主打音乐元素、将

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理念融入跑步的 “悦节拍

(RuntotheBeat)”半马项目。我们开始逐渐

感受到多场景下的体育、音乐与身份认同的相互

激荡。音乐与体育,既是伦理的、也是美学的,
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于国家而言,正如教

育学家程其保在 《晨光周刊》1937年刊发的

《体育音乐与民族复兴》中提出的,“复兴之道虽

各不同,但其基础条件不外国民体格健壮与国民

生活之优美。体格健壮,系乎体育;生活优美,
系乎音乐。”[17]于个人而言,体育与音乐的姻亲

是体育打开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的闭合循环,变

其为多元交互开放机制的重要力量。

注释:
① 古典音乐,从本质上来说具备时序性,是一种编纂于

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之间的欧洲主流

音乐形式,存在于巴洛克时期之后,罗曼蒂克时期之

前。因其复杂多样的创作技术和所能承载的厚重内

涵,有别于通俗音乐和民间音乐。此乐派三位最著

名的作曲家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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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MusicandIdentity

YANGYuhua

(DepartmentofSocialSports,SchoolofArtsandlaw,BeijingUniversityofChemical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identitytheoryandidentityconstruction,bythemethodsof
literatureandlogicalanalysis,thispaperdiscussesthetransformationofindividualidentityandgroup
identityintheinteractiveenvironmentofsportsandmusic.Startingfromtheculturalsimilarityand
heterogeneityofsportsandmusic,thispaperanalyzestheformationbasisoftheaggregationrelation-
shipofsportsandmusic.Theconclusionsareasfollows:①Theaggregationformofsportsandmusic
issportsmusicpolymerandsportsmusicoligomer;②Theinteractionmodeofsportsmusicpolymer
andidentityisconstructed,focusingontheanalysisofsportsmusicpolymerasthemediumofindivid-
ualidentityandgroupidentity,andtheinteractionbetweengroupidentityandindividualidentityis
realizedbymobilizinganddebugging;③Theinteractionofidentityunsteadystateistheinternalcause
ofmaintainingandreconstructingidentity,youthisthemobilizationobjectofsportsmusicpolymer;

④Sportsmusicpolymercharacterizedbyclassicalmusicmaintainstheinherentidentity,whilesports
musicpolymercharacterizedbypopmusicreconstructstheidentity.
Keywords:identity;sports;music;polymer;individualidentity;group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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