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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文化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女性身体文化以一种独特 的 文 化 气 质 存 在 于 奥 林 匹 克 之 中，也 是

突出女性独特文化气质的重要方式。服装、大众传媒是女性身体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的良性因素，但 也

有诸如兴奋剂、文化异化等阻碍着女性身体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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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i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feminism，female body culture exists in Olympics as a sort of unique
cultural temperament，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highlight female’s unique cultural temperament . Dress and public me-
dia are favorable factors for female body culture to form unique cultural temperament，but there are also adverse factor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body culture，such as stimulant and cultural di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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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中，有关女性体育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妇女获得真正的平 等”［1，2］“论 奥 林 匹 克 思 想 传 播 对 中

国妇女自我解放的 影 响”［3］“回 顾 女 性 参 与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的

艰难历程”［4］等，即妇女为争取奥运会上的平等参赛权利，进

入国际奥委会管理 机 构 等 方 面。不 难 发 现 在 强 调 女 性 地 位

平等的同时，却淡化了女性在参加运动时独特文化特色的塑

造。自从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增加了艺术体操与花样游泳

项目起，拉开了女性展示独特文化气质的序幕。这两个运动

项目突出了女性、身 体 曲 线 柔 美，引 起 了 人 们 对 女 性 身 体 文

化的注意。

身体文化是指以身 体 或 身 体 活 动 为 基 础 或 媒 介 所 形 成

的文化。随着研究的深入与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女性身体文

化将逐渐被社会学、文化学、体育学与传播学所重视，并将成

为妇女研究的热点，也将为女子奥林匹克研究提供全新的视

野。

1 奥林匹克运动中女性身体文化研究的理论依据

1 .1 女性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歧视与不平

等机会。他们的目标 是 在 社 会 生 活 的 所 有 领 域 中 促 进 女 性

充分平等地参与。就奥林匹克运动而言，自由女权主义者最

关心的是女性是否有 公 平 和 平 等 的 机 会 作 为 运 动 员 来 参 与

运动并获得报酬，是否可以担任领导阶层的职务［5］。

激进女权主 义 认 为，问 题 远 不 只 是 歧 视 与 机 会 平 等 问

题。他们强调女性要 超 越 平 等 的 参 与 机 会。激 进 女 权 主 义

主张，要完全理解生活中有组织体育运动的历史和社会的重

要性，必须理 解 体 育 运 动 怎 样 一 直 而 且 仍 将 根 据 性 别 而 分

界。

文化女性主义 于 20 世 纪 70 年 代 在 美 国 女 性 主 义 中 出

现，它的目标是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赞美女性的气质，

限定男性的统治文 化 的 价 值。文 化 女 性 主 义 主 张 重 新 估 价

与女性有关的价值，开创女性的精神空间，弘扬女性的精神；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新估价传统女性的技术和观点，重新估

价女性对文化的贡 献，超 越 男 性 的 思 维 框 架，重 新 估 价 女 性

对文化的贡献［6］。

文化女性主义的理论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女性

不应该停留在争取 平 等 的 参 赛 权 利、增 加 比 赛 项 目、进 入 管

理机构等方面，而是应该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形成一种独特的

女性文化，以此赞美 女 子 运 动 员 的 气 质，开 创 女 性 的 精 神 空

间，弘扬女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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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体育运动中女性气质的培养

在欧洲的研究中，对 身 体 的 研 究 是 从 福 柯 开 始 的，但 是

福柯认为身体是被权力、文化、经济等霸权所构建，没有绝对

自由的个人。苏珊·波尔多［7］认为，身体是被文化所规定的，

文化价值对身体的想象都刻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身体不

是文化价值的“自然”起源，身体本身是被文化所塑造。女性

身体在文学中的研究一方面女性自我认同的身体构建，另一

方面是性与性体验 的 描 写［8］。体 育 运 动 中 的 身 体 是 运 动 的

载体，女性身体较其 他 领 域 就 显 得 十 分 的 圣 洁 与 健 康，少 了

政治的控制，多了艺术的美感。

女权主义者认为，体育运动是“性别分化”的运动［5］。男

性在具有表现体能、力 量、对 抗 与 暴 力 的 项 目 上 具 有 女 性 无

法比拟的优势，体育运动历来是男性支配力量的体现。通过

体育运动，男性证明 自 己 身 体 比 女 性 更 优 越，但 是 也 出 现 了

一些问 题。 梅 斯 纳（Messner）和 萨 伯（Sabo）［9］认 为，体 育 运

动，尤其那些不能表 现 男 性 传 统 阳 刚 特 质 的 新 兴 运 动，已 经

开始给男性运动员 带 来 难 题。女 性 在 参 加 体 育 运 动 时 独 特

的身体文化气质主要体现在柔美、谦虚、高尚与典雅的品质，

例如艺术体操、沙滩 排 球 与 自 由 体 操，女 运 动 员 柔 美 的 身 体

是艺术的化身、性感 的 载 体，每 当 举 行 这 些 运 动 项 目 时 必 将

牵动成千上万人的目光，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赛中形成一种独

特的文化，这一点男性运动项目是不可比拟的。

2 女性身体文化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历程

如果说古代奥运会是女性的禁区，那么现代奥运会发展

到今天则是女性从 被 歧 视 走 向 平 等 的 蹒 跚 过 程。第 1 届 雅

典奥运会完全是古代奥运会的翻版，第 2 届奥运会才开始有

女子运动员参加，但是 1900 ～ 1972 年中的 17 届奥运会，每届

女性参加人数比例都在 15%以下［10］。如果从奥运会运动项

目发展的角度 来 看，女 性 身 体 文 化 先 后 经 历 了 3 个 发 展 阶

段：

（1）初级发展阶段。

1900 ～ 1920 年，奥运会先后开设女子运动大项 5 项。包

括网球、高尔夫球、射箭、花样滑冰与游泳。这些项目都是属

于无 直 接 身 体 对 抗 性 项 目，另 外 1900 年 奥 运 会 中 的 女 子 网

球比赛，女选手们只 能 穿 着 长 裙，站 在 原 地 进 行 比 赛。这 不

仅限制了运动员的竞技水平的发挥，更重要的是使其不能在

运动中获得快乐的体验。但是，这却为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

会上的展示拉开了序幕。

（2）争取项目的平等阶段。

1924 ～ 1980 年，女 性 运 动 项 目 增 加 的 数 量 越 来 越 多，击

剑、篮球、手球与曲棍球等对抗性项目的增加，对女性运动员

的体能提出新的要 求。体 能 要 求 的 提 高 直 接 影 响 到 女 性 运

动员身体的发展，田径项目的增加使女性的身体要求向着男

子运动员的身体要求发展，扩宽了女性参加体育运动项目的

范围，也为展示自己创造了机会。

（3）突出女性独特文化阶段。

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 运 会 特 别 增 加 了 艺 术 体 操 与 花 样

游泳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增加拉开了女性展示独特文化气质

的序幕。这两个项目的特点突出了女性柔美曲线的身体，通

过运动，女性身体的 美 感 诠 释 了 艺 术 的 真 谛。另 外，女 性 身

体的全面性也在这 一 时 期 得 到 体 现，先 后 增 加 了 女 子 足 球、

女子马拉松等对体能要求比较高的运动项目，从而使奥林匹

克中的女性不仅拥有展示柔美的运动项目，体现女性体能的

运动项目也逐渐增加。

3 影响女性身体文化发展的因素

3 .1 促进女性身体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1）运动服装。

运动服装对女性身体文化的影响主要分为 3 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遮掩身体 阶 段，在 现 代 奥 林 匹 克 的 初 期，女 性 的 运

动服装严重阻碍着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发挥，根本谈不上女性

运动身体美感的展示。例如，女子网球运动员上场比赛不仅

要穿像袍子一样长 的 裙 子，而 且 头 上 还 要 戴 上 一 顶 高 帽 子，

脚上穿一双长筒袜。第二阶段是提高运动成绩阶段，表现最

突出的就是 游 泳 运 动 员 的“鲨 鱼 皮”泳 衣，材 料 是 特 氟 纶 纤

维，式样也有所创新，即除手、脚、头外露，其余部分全包裹起

来，这种泳装 可 减 少 水 的 阻 力。专 家 证 实，着 这 种 泳 衣，100
m 自由泳约能提 速 1 s。第 三 阶 段 是 展 示 身 体 阶 段，首 先 是

女子体操运动员的 体 操 衣，其 下 部 呈 倒 三 角 形，目 的 是 为 了

显示女运动员 修 长 而 健 美 的 腿 形［11］；其 次 是 通 过 运 动 短 裙

的摆动增强运动员 的 身 体 美 感。例 如，女 子 网 球 运 动 短 裙，

观众在欣赏选手们比赛的同时，也对她们飘逸的服饰很感兴

趣，随着这项运动的不断发展，网球裙越来越性感。另外，分

段式运动服 装 充 分 突 出 女 性 运 动 员 的 腰 部 与 腹 部 的 美 感。

例如，田径运 动 员 的 服 装、女 子 沙 滩 排 球 的 运 动 服 装 等 等。

在这一阶段，身体效应得到最大化的扩张。随着视觉时代的

到来，似乎成了身体 的“解 放”的 契 机，不 但 身 体 成 为 种 种 理

论思考的对象，而 且 身 体 成 为 最 重 要 的 视 觉 符 号［12］。这 一

切都是服装对身体文化价值提升的结果。

（2）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主要包括书籍、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与

网络等。根据大众传 媒 的 传 播 手 段 划 分 为 印 刷 媒 介 与 电 子

媒介［13］。

1）印刷媒介。印刷 媒 介 主 要 包 括 书 刊、报 纸，这 一 类 传

播手段是以文字与图片为中介，属于静态传播。图片是印刷

媒介传播女性身体文化的重要形式，是静态的再现艺术。摄

影艺术家将 真 实 的 身 体 图 片 材 料，通 过 选 择 最 佳 的 摄 影 角

度，运用艺术手法以 及 技 术 处 理 提 升 女 性 身 体 的 艺 术 层 次，

从而达到女性身体感染力与表现力的最大化。

2）电子媒介。电子 媒 介 主 要 包 括 电 视、电 影 与 广 播、网

络等，属于动态传播。电 子 媒 介 的 传 播 特 点 是 速 度 快，内 容

丰富。体育新闻、相关 报 道 是 传 播 的 主 要 形 式，还 有 以 女 性

运动员为题 材 的 电 视、电 影，例 如 奥 斯 卡 获 奖 作 品《百 万 宝

贝》。作为符号身体，在体育节目中含义颇多，而电视转播正

是利用了体育中的身体文化进行审美，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们对运动员身体 的 崇 拜 和 对 自 己 身 体 的 关 爱 与 提 高。总

之，电视对身体的关 注 是 多 层 面 的，可 以 引 导、重 塑，也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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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15］。广播由于受到其他媒介的冲击与自身传播渠道 的

狭窄，逐渐减小了自己所发挥的功能。

3 .2 阻碍女性身体文化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的因素

（1）兴奋剂。

兴奋剂是指运动员以提高成绩为目的，人为或不正当地

将任何形式的药物或 非 正 常 量 的 生 理 物 质 通 过 不 正 常 途 径

摄入体内。兴奋剂对女子生理上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几乎所

有的副作用都是不可逆的，包括声带变厚、声音变低、脸毛增

多、秃头、皮肤变粗和 闭 经 等。兴 奋 剂 使 女 性 身 体 文 化 发 展

面临着严峻挑战，女性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仅对女性身体是

一种严重的摧残，对 女 性 生 育 也 造 成 了 巨 大 的 影 响，更 严 重

的是威胁着女性柔美、和谐的身体文化。

（2）女性身体文化的异化。

网络是全面、深化传 播 运 动 员 身 体 文 化 的 重 要 媒 介，也

是女性运动员比赛 图 片 的 集 中 地。但 是 随 着 网 络 对 女 性 身

体文化的歪曲理解，导致女性身体文化异化现象的出现。女

性运动员的训练、比 赛 图 片 已 经 不 是 网 络 体 育 频 道 的 主 体，

而是被娱乐女明星 低 俗 的 图 片、文 字 所 占 领。另 外，由 于 大

众传媒的炒作，一些“美 女”选 手 成 了 人 们 关 注 的 焦 点，人 们

关心的是女子运动员的形象胜于关心她们的运动成绩。

由于部分女性运动 员 的 自 身 思 想、行 为 的 转 变，女 性 身

体文化的自身异化 已 经 开 始。例 如 罗 马 尼 亚 女 子 体 操 运 动

员为了金钱而拍摄色情图片等。异化现象的出现，必将影响

到女性身体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必将导致女性运动员的良好

形象淡出人们的视线。

（3）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

一些亚洲国家信奉的宗教教义抑制妇女参加户外活动，

特别是禁止妇女在异性面前暴露身体某些部位。另外，在许

多的天主教国家，妇女传统上很少有合法权利从事未经男人

允许的活动。身体文 化 的 前 提 就 需 要 女 性 运 动 员 在 公 共 场

所参与体育活动，必然需要进行身体的展示。如果连参加的

权利都没有，身体的 任 何 部 位 都 不 能 暴 露 与 展 示，就 难 以 达

到展示身体的体验。传 统 文 化 中 的 妇 女 经 常 面 临 排 斥 和 阻

碍她们参与运动的障碍［5］，当然也就限制或剥夺了这些国家

的女性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展示自己身体的机会。

关于女性身体文化 的 研 究 还 是 尚 处 于 边 缘 状 态 未 被 主

流化，随着研究的深 入 与 人 们 对 女 性 研 究 的 关 注，它 将 逐 渐

被社会学、文化学、体 育 学 与 传 媒 学 所 重 视。在 奥 林 匹 克 运

动的发展过程中，我 们 不 仅 要 将 女 性 运 动 推 向 全 面、和 谐 的

发展，还要突出女性 的 独 特 文 化 气 质，而 女 性 身 体 文 化 就 是

这一文化气质的完 美 诠 释。女 性 身 体 文 化 将 指 引 着 体 育 运

动中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证实与承

认，还将成为提升体 育 艺 术 价 值 的 重 要 因 素，更 重 要 的 是 女

性身体文化将成为体育艺术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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