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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篮球宝贝”极具性别修辞意义和符号指述关系。“篮球宝贝”的修辞意义及其指述

关系大致可分为身体消费的符号意义和集体狂欢的符号意义。研究“篮球宝贝”的性别修辞与符

号指述关系，对研究体育比赛娱乐活动中女性社会角色的符号化意义，观照女性社会角色的诉说

与希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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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ketball baby” has an extremely strong gender rhetorical meaning and symbol designation relation. 

The rhetorical meaning and designation relation of “basketball bab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symbol mean-

ing of body consumption and the symbol meaning of collective spree. Studying the gender rhetoric and symbol des-

ignation relation of “basketball baby” in depth has a very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for us to study the symbolized 

meaning of women’s social roles in sports competition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nd to take care of the talking 

and wishing of women’s social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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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比赛活动不仅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背景下身

体文化活动的运动本能昭示，也是消费社会和现代语

境下社会个体乃至总体的心灵呈现，是人类“意义生

产”的特殊载体。在现代篮球赛场文化中，“篮球宝贝”

已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情绪表达、一

种精神象征。在篮球文化的书写脉络中，我们可以将

“篮球宝贝”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文本”形式，是篮

球文化活动主体的一种“言说”行为，因此具有一定

的修辞功能。亚里士多德[1]在《修辞学》一书中将修辞

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

方式的功能”。从物质生产①和意义生产的二维视角综

合考察“篮球宝贝” 的修辞情景和指述关系，有利于

我们研究体育比赛活动中女性社会角色的符号化意

义，观照女性社会角色的诉说。 

“篮球宝贝”在社会解读的指述关系上所指向的

对象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为身体消费指向的符号指述

和集体狂欢指向的符号指述。这两种不同指向的符号

指述，反映在“篮球宝贝”的具体文化活动中，其代

表的修辞意义也不尽相同。 

 

1  “篮球宝贝”身体消费的符号意义及指述

关系 

1.1  性别商品化的消费畸变 

性别商品化[2]是指社会上的一些团体组织或个人

以“性别消费”为形式，把性别纳入到整个经济活动

中，与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中进行流通和交换，从而

实现其价值的过程。商品化后的性别具备一般的商品

属性，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消费时代的身体已经不

再是宗教视角中的“肉身”，也不再是工业逻辑中的劳

动力，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功用性物品。篮球宝

贝的身体无疑契合了消费时代性别消费的要求，满足

了商业性球赛利用篮球宝贝的性别资源来引诱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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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品的消费欲望，以获取经济效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利益 大化为目标的

市场经济采取各种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

商品形式，包括传统文化中的成分——性和性别。篮

球运动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规训下，早已从一个单纯

的娱乐健身领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体育产业集群。例

如，“NBA 全国电视转播从 1984 年的近 2 300 万美元，

增加到 2005 年 4 亿美元；NBA 仅 1996-1997 赛季插

播广告的费用就达每分钟 80 万美元”[3]，NBA 的观众

数量庞大，“以 2001 年度全明星赛为例，全球有 7.5

亿家庭，25 亿观众固定收看 NBA 的全明星赛，全球

210 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用 42 种语言直播全明星

赛”[4]。 

在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和消费群体的操纵下，“篮

球宝贝”的性别意识必然依附于市场背后财富与权力。

篮球市场主流消费群体的需求和利益在得到 大满足

时，也是篮球赛场文化生产商和赞助商利益 大化之

时。篮球市场主流消费群体以男性为主，他们手中掌

握的财富足以创造和引领整个市场的走向，甚至足以

购买整个市场，因此女性被 大限度地商品化，成为

被观赏、被利用的对象，也成为财富普遍的交换品。

女性被商品化了，男性在性别消费过程中，消费的是

女性的身材、相貌、性感、青春。篮球宝贝火爆的劲

舞和性感的身材在篮球场聚光灯下坦然承受男性的视

线，成为一个被消费的性别商品。东莞宏远俱乐部“篮

球宝贝”真真在球迷和媒体眼中是“CBA 第一宝贝”，

拥有 CBA 啦啦队历史上 劲爆的三围：96-58-92，加

之尺度开放的穿着和露点，使她迅速成为 火爆的篮

球宝贝。篮球宝贝将性别的魅力在商业性篮球赛中充

分彰显，获得了惊人的商业报酬，成为性别商品化的

客体。 

性别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球赛组织者

和“篮球宝贝”以获得经济利益为驱动力及 终目的。

性别商品使用价值没有固定的形态，可以是具体的物

质，如外貌、身材和身体；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性别

消费，如“篮球宝贝”选秀、体育品牌的代言、商业

性演出等，甚至存在性交易的商业陋习和消费畸变。

NBA 猛龙啦啦队阿尔伯拉·露西，金发碧眼，拥有 34B

的傲人胸部，身材十分惹火。她利用啦啦队女郎的特

殊身份，于 2003 年为自己开设了一个色情网站，公开

“卖春”[5]，走向了性别商品化的消费畸变。 

1.2  女性客体化的消费镜像 

“镜像”[6]是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一理论认为，个体在借助于他者对自我形象进行构

筑之时，也是在对自我形象进行背离和异化。在一个

商品意识和消费形态占据中心地位的社会中，女性的

主体身份总是从属于当下的消费话语，女性的自我认

同承载着诸多商品社会消费文化运作的痕迹与信息。

女性在商品社会消费“镜像”中游移、焦灼和分裂，

被客体化，成了 大的性别问题。 

在体育商品化的过程中，它一方面形成了媒体消

费视阈和男性消费视阈下篮球宝贝的“性感”形象谱

系，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篮球宝贝“性感”形象的反

思、拷问、撕扯。媒体在书写“篮球宝贝”时，有着

浓烈的性别修辞色彩，隐喻着消费社会的符号指述。

“把女性的自然体物化、商品化，这是男性压抑女性

自然存在的一种方式”[7]。“青春亮丽”“性感妖冶”“春

色无边”“走光”等充满性魅惑的字眼，将“篮球宝贝”

的公众形象客体化，弥漫着消费主义的商品气息。“篮

球宝贝” 舞蹈的艺术编排无人关注，对篮球运动的热

爱和激情无人提及。篮球宝贝的身体、包括三围、身

高等都成为了“女性美”的标准和表征，成为广大女

性的消费镜像。在美国，许多篮球宝贝代言瘦身产品，

为全球范围内声势越来越大的“苗条文化”推波助澜，

推销与瘦身有关的各种消费品，制造了一个虚幻的消

费镜像，并促使那些身材正常的女性加入到减肥行列。 

在篮球馆内，篮球宝贝成为了女性客体化的消费

镜像，突出的是篮球宝贝绚丽的外表，忽视了篮球宝

贝的精神内蕴和情感差异，停留在篮球宝贝被肤浅化、

表面化和程式化的视觉层面。在女性客体化的消费镜

像中，篮球宝贝在球场上青春飞扬的的身体只是一种

影像的化约物，身体往往以男性视角为基准被切割和

物化，篮球宝贝作为个体人的内涵已经消失。在球迷

的篮球文化消费过程中，各俱乐部篮球宝贝在球迷的

追捧中，不自觉地成为了女性客体化的消费镜像。在

女性客体化的消费镜像中，不少男性依然视“篮球宝

贝”为性感尤物和性对象，女性的尊严特别是身体尊

严以及女性的社会价值并没有得到男性世界的充分认

可和尊重。 

1.3  身体驯化的消费暴力 

在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中，女人的性感才是美丽。

只有性感才能俘获大众审美眼光，才能迅速让大众得

到审美愉悦快感。在这种身体驯化观念下，篮球宝贝

在身体美学消费中完成了一次次资本的流通和汇聚，

无形中张扬着消费的暴力。“篮球宝贝”的精彩舞蹈表

演以梦幻般的现代舞为蓝本，以黄金分割作为舞蹈中

身体美学标准，以“性感、动感、激情、狂野”作为

篮球宝贝形体表演的基本要求，在日复一日的日常训

练和舞台表演中不断加以强化，极力夸张人体的性征

符号诱惑。“现在的拉拉队强调高难度动作，危险性大



 
44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幅增加。在拉拉队的训练场和表演场，绷带、膝型拉

条、冰袋比比皆是。受伤已经成为 NBA 拉拉队员的家

常便饭”[8]。 

在消费社会中，美丽性感的“篮球宝贝”被物化，

成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被消费符号和商品，能在瞬间

引发和满足受众视觉享受，尤其是男性受众原始、粗

暴的消费欲望。这是一种身体驯化的消费暴力，满足

着消费者膨胀的欲望。“豆莞年华的少女花容月貌，在

体育赛场上做出各种令人赞叹的高难度动作，用肢体

语言诠释运动的激情、篮球的狂野，让人们得到了享

受，也帮助职业体育更为有效的利用成百万血气方刚

的男子汉的性冲动”[8]。 

 

2  篮球宝贝“集体狂欢”的符号意义及其指

述关系 

2.1  狂欢：压抑性能量的释放和粉饰性面具的摘除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把“狂欢”现象理论化，发展

为一种反抗霸权力量，建立普天同庆的、自由民主的

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世间的平

等和欢愉，是狂欢精神的投射方向。它颠覆既有的束

缚和枷锁，与人的内心中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相契合，

成为现实中人们追求却又难以获得的稀缺资源。 

篮球宝贝渲染了篮球赛暂停时间的“冷场”，激情

舞蹈表演延续了体育馆内狂热气氛，为暂停时间找到

了体育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取悦观众的方式。观众在热

情奔放的旋律的感染下，伴随着篮球宝贝的激情舞蹈

而狂欢，释放着日常生活中的压抑性能量，摘下自己

的粉饰性面具。球场带有节庆的性质，篮球宝贝的视

觉盛宴强化了这种狂欢的气氛。在篮球馆内，观众对

篮球宝贝的审美活动就像一次 纯粹的狂欢节。“这里

的一切都和上面的世界相反，所有的高尚事物都被脱

冕，所有低级的东西都被加冕”[9]。在这一特定的时间

里，篮球宝贝有着特别的性别修辞意义，人们可以与

她们一块纵情欢乐，摆脱平日里一切等级关系、特权、

规范和禁令的束缚，释放着自己压抑性能量。 

在篮球馆内，篮球宝贝是球队文化中的一部分，

她们会根据球队本身的特色设计舞蹈、安排着装以及

特别的喝彩方式。篮球宝贝特别的喝彩方式，使球迷

狂热起来，在篮球馆内山呼海啸般地呐喊、加油。球

迷在这种狂热气氛下，摘下自己的面具，无所顾忌地

发泄着自己的压抑，赋予这类貌似粗鄙嬉闹的体育娱

乐以深刻的价值内涵。在篮球赛这项颠倒社会秩序的

体育娱乐中，人类的狂欢精神才能如此淋漓尽致地表

达出来。球迷的疯狂与世俗逻辑判断和等级观念的逆

向思考，构成了人类等级世界崩溃后的新世界图景。 

2.2  游戏：意识形态的淡化与娱乐精神的培养 

游戏是狂欢化的一种书写形式，涉及巴赫金总结

出的“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10]这 4

个狂欢的范畴。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一

直奉行传统的儒家礼教文化，以温厚、中庸见长，自

古就缺少狂欢的精神，自然也很少有渗透着狂欢化的

体育娱乐形式。 

在多元文化理念的冲击下，人们已不再愿意执著

于种种精神的乌托邦，更不愿受缚于所谓权力中心或

终极关怀的压抑和重负。篮球宝贝在体育文化的仪式

中扮演着“游戏的人”，促进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娱乐精

神的培养。当下篮球宝贝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球

迷的审美快感。所以，篮球宝贝的娱乐游戏要取悦大

众、赢得市场，就要突出篮球的游戏功能，增强球迷

的审美快感。篮球宝贝采用了游戏和狂欢化的表演方

式，使球场升腾着快乐，饱含着轻松，也正好与球迷

的消费、享乐心态相吻合，同时也符合当下整个时代

的审美倾向。 

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游戏精神的诉求则更多地表

现在体育活动和娱乐活动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的篮球等体育项目承载着国家的意志和民族的宏

愿。篮球宝贝在赛场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禁欲式政治

的衰落。在篮球宝贝娱乐精神的引领下，球迷们手舞

足蹈地加入到这个娱乐游戏活动中，逐渐淡化了体育

意识形态的沉重。 

在球场，篮球宝贝的娱乐游戏建构了一个人人平

等的乌托邦，人们的身心很容易进人到一种巅峰狂欢

状态，娱乐精神达到 大阈值。在篮球宝贝狂放娱乐

的背后，球迷在篮球馆上的尽情呐喊、疯狂挥舞，得

到精神的解放、自由的满足。在篮球宝贝的狂欢中，

人们的整个身心仿佛处于体验巅峰之中。在狂欢中，

“身体的快感，发生在‘文化’崩溃成‘自我状态’

的时刻”[11]。它是球迷自我和主体性的丧失，也是控

制与治理球迷自我的意识形态生产与再生产的丧失。 

2.3  空间：沉重肉身的解放与生命意义的追寻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发生必需具备一定的空

间因素，民间的狂欢需要一个活动场所或表演舞台[12]。

在狂欢中，广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是各种仪式、

表演以及其他娱乐节目进行的场所。 

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可以看出，把篮球场

看成是一个狂欢的舞台，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

的第二世界。在球迷观赏篮球赛的过程中，球迷总是

通过身体、通过身体的触摸姿态、通过身体的言说或

凝视等多种方式交流情感。在篮球馆这个相对独立封

闭的狂欢空间，篮球宝贝通过狂野的舞蹈和音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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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篮球馆这个狂欢空间中忘却灵魂对身体的压抑，

使人由客体成为主体，并由主体成为主体之间的“真

正主体”。当人们在灯光球场上观看篮球宝贝的演出

时，会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沉重负担和生存法则。篮球

宝贝在球场狂欢打造的是一种“广场文化”，它有很强

的亲和力，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可以在这里狂欢。

在与篮球宝贝的互动中，人的生命力在运动和狂欢中

得到了宣泄和解放。 

篮球比赛日是球迷的狂欢节，在篮球宝贝的引领

下，球迷的加油助威的口号充满了狂欢化的色彩，此

时的看台变成了狂欢广场。人们在看台上纵情狂欢，

篮球馆的比赛变得不再是主要的因素，球迷们到球场

看球是为了寻找一种气氛，变成了一个自我追寻的身

体。身体失控后那种极度兴奋的快感，是从自我的控

制、社会控制的修辞中逃避出来，逃避沉重肉身的社

会规范和伦理枷锁，从沉重的肉身中解放，追寻生命

自由的意义。 

在消费社会这种经济文化活动中，“篮球宝贝”变

成了广义的“文本”形式，是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话

语结构，是篮球文化活动主体的一种“言说”行为，

因此具有一定的修辞功能。在文化修辞学的现代解读

中，“篮球宝贝”极具性别修辞意义和符号指述关系。

“篮球宝贝”的修辞意义及指述关系大致可分为身体

消费的符号意义和集体狂欢的符号意义。 

目前，大众对集体政治理想逐渐降温，关注的中

心转向金钱、性这种个人欲望层面。篮球宝贝身体消

费的符号指向“性别商品化”“女性客体化”“身体驯

化”三个指述关系，以消费社会为文化背景，从性别

修辞的角度聚焦，书写了篮球宝贝的群体生存状态和

生存景观。体育活动在民间语境下的超功利性，有利

于解放人，促使人走向自由的王国。篮球宝贝引领的

集体狂欢在生命哲学层面，实际拯救了人的想象、激

情、灵性和直觉等感性之维，通过这种感性与社会重

建和谐。 

注释： 
① “篮球宝贝”的物质生产：指在消费社会中，“篮

球宝贝”在文化工业生产商操纵下文化产品和文化符

号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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