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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体育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形式,美国梦则是美国体育文化宣扬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运用文

献资料法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研究美国体育文化和美国梦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路径可发现:
一方面,美国体育文化及其传达的美国梦话语在政府的政治挪用、媒体的广泛传播和市场的商业营销

下增加了美国价值观的吸引力,从而让美国软实力得以发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层层筛选机制和高

淘汰率、显性和隐性的身份歧视、俱乐部和联盟的商业盘剥使美国体育文化没有做到对美国梦的真实

表述,从而对美国软实力的合法性有所削弱。从软实力角度对美国体育与美国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

们理解美国体育文化和美国梦对美国价值观的传输和对软实力的发挥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并对体悟美

国软实力变化的路径和原因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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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体育是美国文化的重要形式,同时也体

现了美国价值观。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指

出,在美国,体育运动员通过个人奋斗 “从无到

有”的励志故事已经成为了诠释美国梦这一意识

形态的符码[1]49。随着美国体育对世界各国公民

吸引力的加强,体育成为了美国传播美国梦思

想、施行世界霸权、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

源[2]。因此,我们亟需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美国体育文化和与其宣扬的美国梦价值观是通过

何种途径对美国软实力施加影响的。

1 体育、美国梦与美国软实力

1.1 体育与美国梦的历史关联

美国体育文化与美国梦之间有着深远的历史

关联。在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1931年

出版的著作 《美国史诗》中,“美国梦”这一概

念被明确表述为 “每个人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或

成就得到机会,从而实现更为美好、富足和完满

的生活。”[3]在北美殖民地时期,体育与 “机会平

等、个人实现”等美国梦核心理念毫无关联;相

反,清教徒们坚信体育活动是违背了新教伦理和

美国宗教精神的原罪。1774年,清教徒代表占

大多数的第一次大陆会议提出:“要抵制、唾弃

那些放荡奢侈、腐蚀灵魂的活动,例如那些赛

马、斗鸡等纯粹以娱乐、游戏为目的的活动。”[4]

因而,尽管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诺亚·韦伯斯

特这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人物都曾提出运动和

身体锻炼有助于维护健康的观点,但在早期历史

中体育仍然与美国精神脱钩[5]。18世纪末到19
世纪中叶,在爱德华·希区柯克、沙金特等体育

学者引导的变革的影响下,美国体育领域才开始

表现出科学化和去宗教化的特征。南北战争后国



第6期 张文雯,等:美国体育与美国梦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路径

家统一,体育在旺盛的民族主义思潮下成为了表

达美国化与本土化诉求的窗口之一;镀金时代翩

翩而来,社会经济的腾飞让体育在日益发展的媒

体报道的帮助下获得了更大的受众群体,特别是

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 “凸显公平竞争、
规则理念、个体意识”的体育精神喜闻乐见,而

这些体育精神显然与美国梦概念中的民主、自

由、平等、个人主义等信条息息相关。19世纪

晚期,默默无闻的爱尔兰移民后裔约翰·萨利文

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了名利双收的拳击手,他的传

奇经历成为了 “体育与美国梦牢牢挂钩”的雏

形。20世纪初,北美四大职业联盟———美国职

业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联盟———相继成

立,在产生了铺天盖地的人气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将明星运动员的个人英雄成就暴露在

聚光灯下。他们在运动场上 “参与、竞争、扩

张、获得成功,最终迈向社会更高阶层”的经历

响应了 “更为深远的使命召唤”:体育进入到美

国大众文化的符号象征系统内,成为了演绎 “美
国这个概念是可以实现的”的工具和詹姆斯·亚

当斯笔下 “美国梦”的例证,从而促成了体育与

美国梦迷思之间的联结[6]140-167。

1.2 体育与美国梦对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性

美国体育与美国梦之间存在着长久的历史联

结和丰富的意义指涉。在美国社会,体育这一具

有吸引力的文化形式表征了美国梦这一国家意识

形态和价值观,从而为美国借助体育来向其他各

国实施同化提供了基础。这是美国软实力运作的

重要方式。“软实力”的概念由约瑟夫·奈1990
年在 《注定要领导世界:美国力量的变化本质》
中首次提出,并在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

道》等著作中多次补充叙述。根据他的阐释,与

以军事等 “命令性权力”为核心的 “硬实力”相

对照,软实力 “是通过吸引或收买、而非强迫的

手段来达到其目的的同化性能力”[1]2。它的来源

是 “文化、意识形态、体制”等无形资产[7]。换

言之,软实力能够发挥同化的作用,就是让美国

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文化的影响、以吸引

人的方式得到认同,最终目的是有助于美国实力

的加强以及影响力的扩张。
作为大众文化主要媒介之一的体育向世界传

播了美国梦并强化了其影响力,在发挥美国软实

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奈同

时也强调,软实力得以发挥同化作用的关键在于

自身能够提供 “合法性”,也就是说,除了价值

观本身的吸引力,美国要通过自己的表现来向世

界证明其做到了价值观的表述和实施的一致性,
才能发挥道德权威的效应。可见,美国体育文化

是否做到了对美国梦的真实表述,成为分析美国

软实力是否得以彰显的重要窗口。

2 体育与美国梦对美国软实力的提升

路径

  当美国体育与美国梦相互关联的迷思得以建

立并进一步向全球扩散时,体育的意义就从文

化、价值观层面进入到国家权力的范畴。借助运

动员通过在体育领域的不懈奋斗提升自身社会经

济地位、获得身份认同、融入主流社会的成功经

历来向世界传播美国梦的话语,从而助推美国意

识形态以吸引人的方式得到认同以及美国影响力

的扩张,这正是软实力的运作方式。而政府的挪

用、媒体的传播和市场的驱动在这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8]。

2.1 政府对体育文化的政治挪用

将体育与美国梦结合的诸多叙述者中,有出

于政治目的将体育文化挪用的美国政府。奈在

《巧实力》一书中指出,“集团通过文化这一形式

传输价值观”[9]。他所言的集团当然包括政府。
换言之,体育文化与美国梦能成为对外宣扬美国

价值观优越性、彰显软实力的修辞,离不开美国

政府的有意运作。自1896年现代奥运会复兴后,
国家成为了运动场上主要的身份载体,奥运会成

为各个国家衡量竞争对手国力水平、传播本国话

语的重要平台。在1896年雅典奥运会上,美国

队在田径赛场叱咤风云。当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

将美国队在竞技赛场的夺魁描述为美国神话———
美利坚共和国民主、自由、平等、青春活力的制

度———的隐喻,从而开创了将奥运胜利视为美国

意识形态胜利的传统[10]365。美国政府与体育界

从此 “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合

作关系。里根总统曾发表演说称 “只有在美国这

样的大熔炉中,才会产生一个混合不同种族、信

仰和国籍的运动队”,这一发言体现了他将美国

梦话语运用得炉火纯青[10]362。这样 “在美国机

会平等”的口号在冷战的背景下更是显得意味深

长,里根总统的话无益于在官方性地传达 “美国

的方式是更好的方式”的信息。可见,在政府鼓

吹下,美国梦与体育捆绑在一起,乘着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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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的东风向外输出,彰显影响力。值得注意

的是,美国政府还对美国梦所包含的美国意识形

态进行 “免名化”包装,让其以普世价值的面貌

出现,使借助体育传播软实力的过程更加自然顺

畅。前总统奥巴马曾谈到,不同种族出身的美国

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夺魁的原因在于 “努力、专

注和梦想”,它们 “既是奥林匹克精神,也是美

国精神”;每一个运动员个体背后都站着一个国

家,“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从多元化中汲取

力量,在民族自豪中团结一致,从而使美国成为

了金牌的标杆。”[11]由此可见,在代表政治立场

的政府的战略性运作下,运动员的个人成功与美

国梦走到了一起,甚至成为了全人类的价值母题

———奥运精神。美国政府这种强调美国价值观中

普世价值的做法正是奈在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

功之道》中反复论述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借助文

化来推广 “为他国所合作共享的利益和价值”,
进而提升美国意识形态吸引力,从而达到美国价

值观输出与国际实力提升的战略目的[1]64。

2.2 媒体对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

除了政府对体育文化的政治挪用,媒体和市

场也在向国际社会传播美国体育运动、强化体育

与美国梦等文化价值理念的关联、提升美国软实

力中推波助澜。自20世纪中叶,因科技进步,
信息、娱 乐 与 文 化 的 传 播 方 式 得 以 升 级。从

1939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实验台 W2XBS
播放哥伦比亚大学对阵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际棒球

赛、开创电视播放体育的新纪元,到1970年左

右因赛事实时播放、实时评论而掀起的全民追捧

“超级碗周末”和 “橄榄球周一晚”等电视节目

的狂潮,再到1979年成立的娱乐与体育节目电

视网络确保涵盖了 “所有体育项目、在所有时段

不间断播放”,可以说 “电视革新了体育”[12]。
在与电视、网络等渠道结合下,体育资讯也从覆

盖美国国内逐渐发展到辐射世界每一个角落。约

瑟夫·奈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全国篮球锦标赛

用42种语言向224个国家的7.5亿家庭播放。
主要的篮球联赛用11种语言向224个国家播放。

2003年全国足联的超级杯赛估计吸引了8亿观

众。收看运动赛事的观众数目与2002年全球73
亿看美国电影的人数旗鼓相当。”[1]49值得关注的

是,电视线和网线在向国际观众传递赛事中胜利

和失败的同时,也在宣扬与传播美国梦的价值

观。在NBA解说评论员们口中, “小巨人”姚

明、“林来疯”林书豪等亚裔球员成功在主流视

野中占据一席之地,出生于贫寒黑人家庭的 “魔
术师”约翰逊、“大鲨鱼”奥尼尔等球员书写了

一代传奇,他们取得傲人成就的原因与 “3.05
米高的篮筐并不在乎肤色、阶层,只认可血汗

泪”不能分开。换言之,正是多元化和包容性的

美国社会提供了个体 “自我造就”的可能性。由

此可见,体育与传媒平台的结合并不脱离对美国

意识形态的称颂,而且进一步让美国体育文化以

及附着其上的美国梦价值理念得以扩张至全

世界。

2.3 市场对体育文化的商业营销

体育背后的文化暗语也顺理成章地与市场互

相结合,形成双赢局面。正如 《文化霸权在美

国》指出的,“‘美国梦’的神话实现,皆和资本

主义提供商品的能力密切相关。”[13]在消费社会

的大环境下,体育商品与美国梦瞄准国际市场,
互相寄生。一方面,商业品牌借助美国运动员的

背书和其圆梦英雄的形象吸引国际顾客的青睐,
获取巨额利润。科比在被问到成功原因时回答

道:“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认识到科比

奋斗精神和杰出战绩背后的商业价值,有着敏锐

市场嗅觉的美国体育品牌耐克邀其签约代言。另

一方面,商品营销出售的过程也是商品背后美国

神话走进千家万户、被拥抱认可的过程。科比的

耐克广告词为 “只要心够决,就能征服痛苦,利

用它,控制它。只要心够决,就去实现梦想。只

要心够决,就从失败中学习取胜之道。只要心够

决,将所有痛苦、失败、批评燃烧成荣耀,夺球

绝杀。只要心够决,你无所不能。”[14]广告词的

内容与美国梦的表述———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能

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顾客消费耐克产品就可

以被认为是与其品牌理念、与美国梦建立价值认

同。正如奈在 《美国实力的悖论》中所言:“美
国公司和广告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不仅仅是在卖

他们的产品,而且也在卖他们的文化和价值,对

世界而言,这是他们成功的秘密。”[15]换言之,
在市场的驱动下,美国不仅在商业利润的获得而

且在价值观的传播方面都成为了获利者。
由此可见,在政府的挪用、媒体的传播、市

场的驱动下,美国梦的概念通过体育这一文化公

分母有了广泛传输、展现吸引力的路径,继而也

成为了全球大众认可的现象,从而为美国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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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作出了贡献。

3 体育与美国梦对美国软实力的削弱路径

美国体育文化体现了美国梦价值观的吸引

力,继而成为美国软实力资源库的重要一员。但

在美国,通过体育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更好生活

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社会学界对体育成为美国

梦的代名词这一现象发出了质疑之声。美国学者

毛拉纳·卡伦加把体育运动诠释为 “神话导向的

浮夸之梦”,体现的是大众文化的 “欺骗性”[16]。
卡伦加所言的 “欺骗性”,是指美国体育文化并

未完全真实地传达美国梦的价值理念,因而部分

丧失了施行吸引与同化力量的合法性,而这合法

性就是奈所反复强调的软实力实施的必要条件。
在体育文化表现出美国梦虚假性的过程中,机会

稀缺、身份歧视、商业盘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也正是美国自身没有做到价值观的表述和实施的

一致性,导致了其软实力的削弱。

3.1 层层筛选机制和高淘汰率

圆梦机会的稀缺性让美国梦名存实亡。成千

上万名对自身运动潜质怀有梦想的美国孩子试图

从体育中找到自我实现的钥匙,却只得到了现实

的幻灭感。这些怀揣梦想的少年们大多成为了残

酷体育竞争———层层筛选机制和高淘汰率———的

牺牲品。据统计,美国高中男生中大约有70万

人打篮球,超过100万人打橄榄球。全国大学体

育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大学生中篮球运动员人

数锐减至1.5万,橄榄球运动员人数下滑至4.1
万;职业运动员的人数则更为稀少:每年仅有

200名左右的大学生男篮运动员能被美国职业篮

球联盟收入麾下,大约150名橄榄球男运动员能

通过联盟在各高校的招募考核;他们还需通过大

约3/4的淘汰率才能最终签约球队[17]。换言之,
只有1%的男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和2‰的男大学

生橄榄球运动员能正式迈入职业体育领域。而能

通过职业比赛出人头地的运动员更是凤毛麟角。
可见,现实中的 “美国噩梦”显然与美国政府所

宣传的、大众媒体所传播的、消费市场所呈现的

仅凭努力就能实现的光鲜亮丽的 “美国梦”背道

而驰。在此,美国体育文化自身未能提供 “合法

性”,软实力的生成也就无从谈起了。

3.2 显性和隐性的身份歧视

与此同时,身份歧视在美国体育界的盛行也

破除了美国梦 “不论出身、机会平等”的谎言。

以种族歧视为例,即便是进入了职业体育,非裔

运动员还不得不面临 “体育中的堆叠现象”带来

的影响。这一概念指代 “在某些特定的运动位置

黑人与白人不符合随机分布特征的不寻常分布状

况。”[18]黑人运动员一直被塞在球队的非中心位

置,缺乏担任如四分卫、投球手等明星角色的机

会,直接导致了他们获得的报酬较低,职业生涯

较短暂,影响到未来担任教练或管理人员的前

景[19]。除了以上显性的种族歧视,隐性的种族

歧视也存在于美国体育文化中。黑人运动员们在

体育领域的成就往往被视为美国梦的例证,但事

实上,正如社会学家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其著

作 《冰上的灵魂》中所言:“美国白人会接受一

名黑人冠军,为他鼓掌,给他赏金……但是,美

国白人要求他们的黑人冠军有一副绝妙、强健的

体魄和一个迟钝、野蛮的大脑———拳击场上黑人

可以是头虎,拳击场外他必须是只猫。”非裔运

动员们取得的巨大成功往往被用来证实 “黑人只

有肌肉、没有大脑”的刻板印象[20],被用来转

移民众对于不公正现象的关注,从而掩盖美国仍

然深陷于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中的现实问题。由此

可见,黑人运动员陷入的职业发展困境和话语权

力危机很大一部分是由显性或隐性的歧视造成

的,而正是歧视的存在表明了美国梦在体育界的

缺席。

3.3 俱乐部和联盟的商业盘剥

美国体育界高度商业化和利益导向的状况也

使体育运动员们的比赛资格、话语权和收益被俱

乐部老板和联盟管理层牢牢掌握,美国梦允诺的

自我实现、美好生活、物质收获、阶级晋升有时

候并不是运动员们努力奋斗、施展才能的回报,
而是成为了经纪公司的占有物。 《体育社会学:
议题与争议》指出, “职业拳击运动员被迫用

(经纪公司)对自己人身和职业的控制去换取继

续比赛;这是一个体育内部阶层关系如何运转的

典型例子。”[21]445具体而言,“拳击手大部分收入

都流到了主办人、经理人、教练和赞助商的腰包

里。多数人在职业生涯结束之后不久即面临着破

产或退到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中。”[21]450拳王泰

森就在纪录片 《冠军》中道尽了美国 “噩梦”的

辛酸苦楚:头破血流赢得比赛的拳击运动员的账

户可能处于赤字状态,因为经纪公司和推广公司

钻法律的漏洞,如水蛭般地层层盘剥他们的奖

金;在拳手们因伤病等原因无法创造金钱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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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会被公司像垃圾一样扔掉;极高比例的

拳手们退役后仍然为债所困,受伤病困扰,因缺

乏其他工作技能而完成不了职业转型。而这种前

后云泥之别的情况———从一个有着美好事业前景

的运动员到在现实中苦苦挣扎的失梦人———在美

国体育界司空见惯。
从圆梦机会的稀缺性、身份歧视等政治因

素、经纪公司盘剥等商业问题可见,体育现实体

现了 “美国噩梦”而非 “美国梦”,折射出了美

国在宣传价值观和实施价值观时的不一致性,而

不真实的宣传违背了软实力 “合法性”的要求。
在 《美国文化中心: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一书

中,学者渡边靖强调了文化价值观传输时真实性

的必要性,他引用了美国新闻署署长爱德华·默

罗的话,“美国的传统和伦理就是,据实采取行

动,真实才是最好的宣传,虚假是最坏的宣传。
要想具备说服力,就必须值得信赖,为了争取信

赖,信用就非常重要,为了赢得信用,真实性是

不可缺少的。”[22]美国体育现实与美国梦神话背

道而驰体现的正是真实性的缺失,因而美国通过

体育这一大众文化来施行 “吸引与同化”力量的

合法性就大打折扣,这无疑会对美国软实力造成

冲击。

4 结语

国内最早探讨软实力的专家王沪宁指出,
“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政策的背景,而且是一种

权力”,“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越广,其潜在的软

实力就越大。”[23]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体育这个

大众文化的重要形态来宣扬其文化和民族精神,
在美国,体育被挪用来颂扬其意识形态,即所谓

以美国梦为特征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体育与美

国梦的联结契合了彰显美国软实力的使命。因

此,在体育这个大众性文化活动中,体育运动员

的个人奋斗和英雄式传奇,与美国国家独一无二

的话语和国家政治战略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互

利互惠,互相融合,而这恰恰也是 “美国式的生

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过官方政治性

话语的包装宣传、大众媒体的传播和市场的进一

步运作,运动员们从默默无闻到名利双收的人生

经历成为美国文化吸引力的来源,体育运动也因

此成为了美国软实力的助推器。但无法忽略的

是,基于机会平等、族群融合的美国梦的神话叙

事不断遭受着体育界现实的驳斥,机会稀缺、身

份歧视、商业盘剥等因素埋下了运动员们 “美国

噩梦”的种子,对美国软实力的合法性产生了负

面效应。从软实力视野出发,以美国体育与美国

梦为对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体育文化对美国

价值观的传输和对软实力的发挥所产生的深远而

复杂的影响,并对体悟美国软实力变化的路径和

原因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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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erican
 

sports
 

is
 

a
 

critical
 

form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i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that
 

American
 

sports
 

promote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Soft
 

Power
 

theory
 

proposed
 

by
 

Joseph
 

Ny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paths
 

of
 

American
 

sport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on
 

American
 

soft
 

power,
 

we
 

could
 

draw
 

two
 

main
 

conclusions.
 

On
 

the
 

one
 

hand,
 

American
 

sports
 

in-
creases

 

the
 

appeal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rough
 

government’s
 

appropriation,
 

media
 

transmission,
 

and
 

market
 

drive,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operation
 

of
 

American
 

soft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arcity
 

of
 

opportunity,
 

visible
 

and
 

invisible
 

discrimination,
 

and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make
 

Ameri-
can

 

sports
 

culture
 

fail
 

to
 

truthfully
 

express
 

the
 

American
 

Dream,
 

thus
 

undermining
 

the
 

credibility
 

of
 

American
 

soft
 

power.
 

The
 

study
 

of
 

American
 

sports
 

and
 

American
 

Dre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
 

power
 

helps
 

to
 

analyze
 

the
 

complicated
 

impact
 

that
 

American
 

sports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have
 

on
 

the
 

transmission
 

of
 

American
 

values
 

and
 

the
 

exertion
 

of
 

soft
 

power,
 

and
 

facilitates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reasons
 

why
 

American
 

soft
 

power
 

grows
 

or
 

declin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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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the
 

American
 

Dream;
 

soft
 

power;
 

Americ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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