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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得到了快速
发展。作为媒介的体育博物馆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是业界和学界当前面临的问题。本文认为体育博物馆
的文化传播关键在于理清体育博物馆文化传播的特征及文化传播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多馆联合，
跨界合作; 依托赛事，整合资源; 互动体验，展演传播; 媒体融合，多维传播的文化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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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
的日益重视，博物馆与市民生活的关系也越来
越近; 已成为滋养人文根脉、丰富群众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中
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满足公众情感、知识、教
育、欣赏、娱乐等方面日益凸显。1989 年国内
第一座体育专题博物馆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落
成，1990 年国内第一座体育综合博物馆中国体
育博物馆开馆，截止 2017 年 4 月底，据不完全
统计包括已建成使用、在建和筹备建设的体育
博物馆、名人堂、荣誉室 /陈列室 108 个，体育
博物馆的发展呈现井喷之势。体育博物馆是体
育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与平台，在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对体育文化的需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作为对有关体育运动的历史见证物
进行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的组织机构，体
育博物馆不仅要保存与传承有关体育运动的历
史文化记忆，弘扬体育精神，传播体育知识，
而且要肩负服务于经济社会和促进体育文化发
展的职责。

一、体育博物馆的文化传播特征
体育博物馆 “是一个以体育文化传播为宗

旨的永久性机构。它以在固定场所向公众展出
有关体育主题的实体性文物为主要特征，同时
兼具相关文物的征集、收藏、保护、研究等功
能，其目的是通过文物与辅助手段来展示体育
历史、传承体育传统、弘扬体育精神、传播体
育知识，以满足公众在情感、知识、教育、欣
赏、娱乐等多方面的需求”①。其文化传播的特

征主要有 4 点:
( 一) 体育博物馆是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
什么是媒介? 媒介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

一，一般有两种含义: 一种指信息传递的载体、
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 另一种指从
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②。
博物馆终究是一个媒介，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
状态——— 一个独一无二的、三维的、多感知的
社会媒介，知识在其中以空间形态传播。笔者
认为博物馆的文化传播符合拉斯韦尔传播理论
的五要素，即谁在传播? 传播什么? 如何传播?
对谁传播? 效果如何? 博物馆是特定目标、方
针指导下进行文化传播的社会组织，以藏品等
实物为传播基础。藏品本身蕴含大量的文化资
本，通过对藏品所含意义的编排、解码，实现
文化的增值和传播。这种大众媒介不同于一般
的同时被许多人所接受的如报刊、广播、电视
等媒介，而是依靠观众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大众
化传播效果。体育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组
成部分也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

( 二) 传播载体是与体育相关的实体性
的物

体育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
其传播的内容主要是与体育相关的物 ( 藏品)
以及与物 ( 藏品) 相关的人的故事。我国体育
博物馆事业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近二
十年的发展，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当前我
国各种不同类型的体育博物馆已有上百家，成
为我国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体育宣传与
传播的重要阵地与媒介。然而不足的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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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原因，除了少数的馆外，国内体育博物馆
大多建馆开馆的要素不全: 或有编制有人员而
无固定展出场所，或缺乏受专业训练的人员，
或缺乏足够的资金维持运转，而最普遍的是缺
乏足够的主题性文物支撑展出，这些都严重制
约了国内很多体育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因此，
体育博物馆文化传播必须以征集和收藏实体性
的文物为核心。

( 三) 在有限实体空间内进行文化传播
体育博物馆是固定场所向公众展出有关体

育主题的实体性文物。与报纸、电台、电视台
等传统媒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需要受众身体力
行的主动到实体空间来参观才能进行文化传播。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媒介理论中将博物馆展
览定性为 “冷媒介”，因为受众需要主动地参
与其传播过程，知识在其中以空间形态传播。
这既是体育博物馆作为媒介核心竞争力所在，
也是阻碍体育博物馆文化传播的藩篱。实体空
间依托藏品、展柜、灯光、音乐、场景给受众
的感官带来多维度的体验。这种多维度的身体
体验是其它电视、广播等媒介不能营造的。由
于是在实体空间进行主要的文化传播，传播要
突破的藩篱是如何让受众走进体育博物馆这一
实体空间，传播的最高境界是让受众多次走进
实体空间，把参观体育博物馆当成是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 四) “体育性” “运动性”为文化传播的
精神内核

体育博物馆对于体育发展与体育文化建设
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体育博物馆不仅具有博
物馆的一般属性，更表现出体育运动特有的属
性与特质。体育博物馆的功能是以体育文物的
收藏、保存、展示为介质，向大众传播有关体
育的历史、精神、文化、形态和价值，将其作
为一种传承历史、传播文化，促进文明，实施
教育的载体与平台。体育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必
须突显体育运动精神内核和 “动态”特征，体
育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体系的一个分支与国内众
多国字号的博物馆不论是从规模大小、藏品数
量还是从知名度等方面都不能同位比较。但由
于题材的特殊性，体育博物馆的文化传播要突
显“体育性” ( 体育是一种教育) 和 “运动性”
( 旨在健身娱乐的身心活动和竞技是体育的本
质) 。体育博物馆文化传播不仅要遵循博物馆建
设和展陈的一般规律和要求，而且要体现和突

显体育运动的独特形态与价值。

二、体育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模式
( 一) 传递的模式
在 20 世纪最早的传播理论的探索中，一个

最为成功的假设是 “传播就像运输一样”。也
就是说，传播是经由媒介将信息从传播者向接
受者转移的过程。正如媒介学者詹姆斯·凯瑞
指出的那样“在 19 世纪……货物、人员的流动
与信息传播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一致的它们都没
描述为‘传播’”。时至 20 世纪早期，传播学
科已经在美国大学里被建构起来，这种传递的
模式被认为是传播理论的主流。即 “信源———
信息———接受者”。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博物
馆开始采用香农和韦弗的传播模型。在这个知
名的模型中，传播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包
括了传播者、信息和接受者。这个模型考虑到
传播者的意图、信息的主题、是否有一门通俗
的语言和共同的背景，以及在传播发生后信息
的一些变化。体育博物馆作为博物馆领域的新
生力量，从受众的认知程度的视角看来，大部
分受众对体育博物馆的认知还处于不了解或者
了解不多的层面; 从受众与体育博物馆积累的
文化资本视角看，受众体育文化资本的积累没
有体育博物馆的丰富，受众还没有形成一个意
义共享的世界，更没有形成认同。体育博物馆
在文化传播的前期是以传递的模式为主即让更
多的受众认知、了解体育博物馆并在此基础上
获得受众的认同。

( 二) 文化的模式
传播的文化模式旨在将传播看成共享意义

和空间的建构过程，这使得人们能够和谐相处，
文化模式强调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意义共享的
世界里，并且认同这些意义。实际上，我们大
部分的传播都仅仅是在复制我们生活世界的意
义系统。③传播的文化模式存在于一个更为广泛
的社会建构理论体系中。这一理论基于如下发
现: 人类缺乏一种其他动物感知世界和对环境
做出反应的本能。文化是对人类这方面的一种
弥补，否则我们将陷于一种混乱的境地。没有
文化，世界对于我们就是 “一团乱麻”; 反之，
则是井井有条且易于控制。④媒介的存在就是在
已经丧失动物本能的人类和现实世界之间创造
可以沟通的空间。作为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仪
式或者确定社会共享的意义，还应当兼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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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增值和交换的可能。体育博物馆作为一
种文化传播媒介，在完成前期传递模式获得受
众认同之后，通过“体育性”、“运动性”的方
式链接受众创造可以沟通的空间，实现其文化
的创造、增值和交换。

三、体育博物馆的文化传播策略
( 一) 多馆联合，跨界合作
“多馆联合，跨界合作”可以打破体育博

物馆自娱自乐的局限，创新合作模式，延展文
化传播的范围。国内数以百计的大型综合博物
馆馆藏文物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体育文物，
通过联合与合作，让文博界的专业人士了解、
认知体育文物，更让许多深藏于文物库房中的
体育文物重见于世人。通过多馆联合、跨界合
作使体育博物馆连接了高校、体育局、文化局、
国家文物中心等各界的力量 “共享”藏品资
源，借助各界的社会资本，根据不同需求创新
不同主题的展览。如在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的
发起和倡导下，与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馆、
河北博物馆、四川博物馆、南京博物馆、陕西
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天津市体育
局、南京市体育局等联合举办了多次不同主题
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2016 年 4 月国际古迹
遗产日与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合作举
办的主题为“运动遗产”的古代体育展览、展
演、互动活动; 2017 年春节与杜甫草堂博物馆
合作举办的主题为传统体育过大年活动。这些
联展均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验证了多馆
联合，跨界合作模式的可行性。除此之外，多
馆联合，跨界合作不仅将藏品资源共享，还通
过以点带面的形式潜移默化地传播体育文化扩
大其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 二) 依托赛事，整合资源
借用奥运会、亚运会等多种国际赛事机会

举办主题鲜明的展览，让体育文化以赛事为平
台走向世界; 对内以全运会、省运会等赛事为
平台推广、传播体育文化，让抽象的体育文化
概念落地。同时，突破体育博物馆的三维空间，
依托大型赛事与活动联合办展，转移与延伸办
展与活动的 “空间”，以有效解决体育博物馆
空间局限问题，从而有利于推动体育文化的传
播。如 2014 年 8 月南京青奥会期间，由成都体
育学院博物馆发起，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
陕西历史博物院等国内著名文博单位共同举办

的《博·戏———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首创
了在大型国际赛事期间多家博物馆跨界合作展
示中国传统体育文物的模式。⑤2015 年 8 月在全
国第十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期间由成都体育学院
博物馆发起，与河南、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多

家省级博物馆共同举办的 《竞技·游戏
———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文物展》等等
都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好评，契合了国家体
育总局强调的以赛事为平台，宣传和推广运动
项目文化，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文化展
示和运动项目历史展览。⑥

( 三) 互动体验，展演传播
“文化不只是知识。学习文化的最好方式是

体验。要循循善诱地让年轻人亲近传统文化。
要不断地用新方式、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
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这个过程一定是
潜移默化的、渐进的。”⑦从体育独特的 “运动”
属性着手，重点开发藏品内涵的社会性、动态
性、贴近性、游戏性和参与性。与其它题材的
展览相比，体育展的特点就是 “运动之动”。
体育藏品背后，必然是紧张激烈的竞技、欢乐
激情的游戏、勇敢顽强的训练和坚忍不拔的攀
登。如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根据研究成果复原、
创意出多元的体育文化体验活动 “中华传统体
育博览游艺会”。不仅通过移动博物馆车让观众
不再局限于在博物馆的内部空间参观体育文物，
而且还可以观看诸如 “五营剑阵 ( 射箭 ) ”、
“雅歌投壶”、 “时尚空竹”、 “怀贤养生功”、
“大宋蹴鞠”等中华传统体育节目，更是可以
参与到古代体育运动会的木射、射箭、捶丸、
滚铁环等丰富的体育游戏中。观众可以通过观
看、体验、互动等多种方式感受中华传统体育
文化。

( 四) 媒体融合，多维传播
体育博物馆是媒体制造者。编写脚本、编

辑、筛选、设计、调试，并最终生产出一部大
片现在是体育博物馆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在
体育博物馆环境中几乎不存在无媒介的瞬间;
换言之体育博物馆就是一个媒体空间⑧，其中
充满了媒体。麦克卢汉认为，一种媒介的内容
往往是另一种媒介。仅仅依靠文字、图片、视
频等等传统媒体的力量进行文化传播其效果是
有限的，尤其是对于需要受众进入实体空间进
行文化传播的体育博物馆。借助互联网虚拟空间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媒体的融合 ( 下转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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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8］相反，我们应看到在这种 “文化资源
化”的过程中，民间文化得以传递和延续的更
大可能性。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类
“官民同谋”、 “官商民合力”的艺术展演中，
必然会对民间文化原有形态进行改造、润饰，
使其符合目标受众的陌生化审美要求或审美期
待。这种改造和润饰，有可能导致民族传统文
化从形式到内容开始变异、变味、变质，直至
消亡。值得庆幸的是，在大戊梁歌会从 “生活
事象”到 “文艺展演”的过程中，尽管政府、
商家等主体对歌会这一民间文化资源存在借用、
改造、吞噬之嫌，但作为大戊梁歌会这一传统
民俗文化承载者的当地侗族民众，并不是一律
被动消极地 “缴械”接受 “文化改编”，他们
以自身的智慧和激情在主动适应着现代语境的
复杂情况，与各方力量进行着交锋、博弈与对
话，是文化持有人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做出的自
我调适与理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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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基于民间文学的侗族生态伦理思想研
究”〈编号: 2017jd04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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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30 页) 可以事半功倍。媒体融合是要
实现体育博物馆这一媒体制造者对各种媒介资
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同时实现传播内容、
技术应用、人力资源的共享融通。用互联网的
传播特征来思考体育博物馆的媒介融合，例如
及时传播、海量传播、平等和互动交流、充分
运用大数据、用户体验等等，即时从实体空间、
网络空间等维度满足受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
需求。

注释:
①郝勤: 《体育博物馆的价值与特色》，全国

首届体育类博物馆发展建设研讨会编印。
②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99 年版，第 96 页。．
③④［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媒介建构:

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祁林译，南京大学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89 页。

⑤郝勤: 《体育史学与体育文化研究的关系及
未来走向》，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0 期。
⑥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 实施 《全民健身

计划》是重要国家战略 http: / /www． sport． gov． cn /
n316 /n343 /n1197 /c775071 /content． html

⑦国家文物局媒体关注． 中国文化报: 坚定
文化自信 讲好中国故事 http: / /www． sach． gov． cn /
art /2017 /3 /8 /art_ 1027_ 137908． html

⑧［英］简·基德著: 《新媒体环境中的博物
馆———跨媒体、参与及理论》，胡芳译，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1 页。

朱静，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郑
州大学体育学院教师。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编号:
2015BYT025) 阶段性成果 ( 体育类) ; 河南省
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 编号: 1724004110067) 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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