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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村超”现象传播启示

一项被称为“村超”的足球赛事，在
2023 年意外火遍全网，火出国门。在“村
超”被逐渐认知的过程中，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村超”体现出
哪些传播的特点？此类事件有哪些值得业
界学习的经验？《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
者近日采访了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孟山。

记者：2023 年“村超”火出圈引发传
媒界广泛关注并研究。据您观察，与“村
超”类似的传播案例还有哪些？

任孟山：“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都
是与“村超”类似的案例。地域与美食、地
域与景观、地域与赛事，既有城市，也有乡
村，具有遍地开花的节奏。

记者：您认为，“村超”出圈的原因是
什么？有哪些特点？

任孟山：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村超”
出圈属于“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这一
概念。这个概念在1980 年代由两位美国传
播学者提出。“媒介事件”主要指的是三类
事——竞技、征服与加冕，“村超”可以看
作是竞技之一种，通过有计划、有策划、
有目的的设计，以媒体为渠道向受众进行传
播事件及其过程。当初提这个概念的时候主
要面对的是电视，现在媒介发生了变化，当
下已经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传播更迅速、更
即时、更具爆发性，参与者也更普遍。

所谓出圈，一方面是指超出了地理概
念，不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甚至不局限在国
家范围内，而是溢出到了国外；另一方面是
指不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即使是“村超”，
也不只是足球，而是与足球相关，溢出到包
括表演、演出、地方美食、民族文化等方
面，而这些也是“村超”出圈的特点，具有
联动性、观赏性、参与性、传播性，等等。

记者：“村超”不仅在国内火出圈，在
国际上也很受关注。从国际传播学上如何看
待“村超”这个事件？

任孟山：这属于“制造事件”，并非自
然产生，在国际传播的意义上讲，是有意识
地吸引注意力，让所有人“看见”。从传播
学上讲，这是一种表演，要有合适传播的剧
目，剧目本身要有跨越国界、跨越族群、跨
越文化的性质。表演越是具有特色，传播越
是具有跨国性；“文化折扣”越低，越具有
跨文化传播的可能。

记者：请您结合“村超”及其他成功
案例，为当下传媒界做好国际传播提几点
建议。

任孟山：对媒体而言，国际传播是一项
长期性工作，以“村超”为代表的出圈事
件，是中国故事的构成部分。在类似事件吸
引国际注意力的时候，自然要想讲好与其相
关的民族、文化、文明等故事，让国际社会
看到有趣的人群、有内涵的文化、有历史的
文明，要遵守不说教、不拔高、不虚美的

“三不”原则，自信平和地讲述有力度、有
温度、有深度的“三有”故事，传播一个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越有特色，
越有传播价值
□本报记者 杜一娜

你是否还记得2023年夏天那个爆火出圈的“村超”？
“2023年爆火的‘村超’联赛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引得各级媒体竞相报道，‘村超’作为一个样板，已经成为可供政产学研共

同研究和探索的课题。”在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与《传媒》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三期中国传媒沙龙上，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刘守训向与会
嘉宾介绍了组织这期沙龙的目的。

“村超”为什么如此火爆？“村超”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村超”以及与“村超”类似的案例，其未来的传播方向是什么？围绕
“‘村超’全球爆款传播的社会意义与未来发展”这一主题，与会嘉宾展开讨论。

“村超”：为何那么多人喜欢围观？
□本报记者 杜一娜

百度APP整合搜索资源、生态资源，推出《村超英雄
传》精品栏目。

央视频与贵州榕江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村超组
委会合作策划《一起看村超》特别直播节目。

新华社联合快手共同打造《凡人微
光》微视频传播专栏，报道“村超”。

为何火爆？
“村超”作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榕江县举办的村级足球比赛，参赛
队员从各行各业回到家乡参赛，吸引了数
以百万计的人观赛。这一中国乡村级别的
比赛，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观众因体育
而汇聚。刘守训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展示
了贵州多元文化特色，也展现了中国式现
代化生动的实践场景。同时，借助这一活
动，贵州的民俗、民族风情、民族文化等贯
穿在“村超”活动的开场、中场、结束后各个
环节，成为“村超”的特色和亮点。

刘守训认为，“村超”之所以能够火
遍全国，除了强大的全民健身的体育基础
和运动热情外，也与当地政府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密不可分。“政府尊重人民群众
的首创精神，推动了当地产业文化振兴。”

贵州省委网信办副主任赵国梁分享了
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村超”的成功，
是因为创新了叙事表达，“村”味“土”
味重，但却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神
奇”，这源于“村超”坚持群众主体、群
众主导、群众主创。此外，“村超”融合
了包括群众体育文化、民族文化、非遗文
化、特色美食文化在内的多彩贵州乡土文
化，孕育了团结自信、热情包容的网络文
化内容风尚。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崔海教从
传播的角度分享了“村超”的成功密码，即
独特性、共鸣性、协同性。他认为：“榕江

‘村超’的成功举办不是偶然的，深厚的足
球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族文化造就了‘村
超’的独特性。‘村超’带给大众的情感共鸣
以及大众对中国足球发展强烈的社会期望
营造了‘村超’传播的情感纽带。在‘村超’
爆款传播进程中，政府、群众、媒体等各方
协同配合，共同推进，推出了一批有关‘村
超’赛场内外和背后的故事，全面展示了赛
事的独特魅力和社会意义。”

作为离“村超”最近、又是“村超”的组
织者之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县长徐勃认为，“村超”出圈的原因
有很多，但是总结起来是3个方面：发动全
民参与，政府不大包大揽，通过开展思想大
讨论“我为‘村超’干点啥”、“如何守护‘村
超’”、如何营造“村超氛围”等思想“三部
曲”，形成“发展靠群众、发动靠活动、活动
靠带动”的方法论，实现共创共建共享；创
新提出“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数字变成新
农资、把直播变成先农活”的“三新农”数字
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理念，构建了榕江1.28
万个新媒体数字农人的新媒体矩阵，万人
军团分发优质内容，让“村超”在最短的时
间内实现了正能量、现象级裂变传播；同
时，榕江县实施了聚才计划，有效整合了有
创意点子的人才，把榕江县的“村超”变
成社会各界的“村超”。

“以前村里矛盾很多，现在每个
村都充满凝聚力、向心力。一个村只
要有了一支球队，这个村就会无比的
团结、有活力。这个村有了啦啦队，
那个村就组织全村妇女都加入啦啦
队 。 打 麻 将 的 少 了 ， 爱 踢 球 的 多
了。”徐勃介绍的榕江县在“村超”
火爆后的变化，也表达出“村超”正
以一种文体的特有方式激活了乡村，
激励了人心。

对于徐勃来说，“村超”本质上
就是一个真善美的传播。他认为，

“村超”传播真诚、传播活力、传播
平凡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自己身
边人的真实感人的追求。

“村超”在 2023 年全网浏览量突
破 680 亿次，被中国外交部部长助
理、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连续两次在社
交媒体转发并给予高度评价。2023
年，榕江县通过“村超”累计接待游
客 765 万人次，旅游收入实现 84 亿
元。“‘村超’是乡村振兴的催化
剂。‘村超’不单单是热闹，它不是
赔本挣吆喝，它是让老百姓既富了脑
袋，还有机会富口袋。”徐勃的话是
榕江县百姓最真实的感受。

“‘村超’的火爆，说明榕江这
样一个小地方照样可以产生大影响，
世界级的影响；这样的小事件也可以
造出大品牌，小活动也可以打造大IP；
普通的村民小人物也能够成为大主
角。”崔海教通过研究与观察肯定了

“村超”这个现象级传播所带来的社会
意义和价值。

新华社既是“村超”传播过程的参
与者，也是“村超”社会现象的观察
者。新华社研究院研究员申丽介绍了
一组数据令人震惊：根据榕江县政
府网站提供的数据，主流媒体关于

“村超”的传播稿件超550条，获得全
网全平台综合浏览突破480亿次，对
比全球80亿人来看，这意味着全球人
至少看了6次“村超”。

在2023年，新华社对“村超”的
报道一直未间断，“村超”赛期80多
天，但根据大数据显示，新华社对

“村超”的报道大约持续了 180 天。
“村超”结束后，新华社持续在村超+
文旅、村超+非遗、村超+经济、村
超+全民健身、村超+乡村振兴以及美
食足球友谊赛、村超+英超、村超联
动港星足球队等事件中追踪跟进。

从这些众多的新华社稿件中，申
丽发现，“村超”破圈不是从一个村
庄“破”到另外一个村庄，而是从一
个村庄“破”到全世界，它也不是从
足球拓展到三大球，而是从体育拓展
到社会方方面面。申丽观察到，从政
策角度看，“村超”火爆后，很快就被直
接或间接写入各级各类政策文件中，
可以看到事件级传播对政策产生了影
响；从认知层面上看，“村超”一词深入
人心，成为2023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十大新词之一，证
明“村超”在传播过程中、在全国范围
内达到了一定的共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体育组
副组长张与弛认为，“村超”就是乡

村振兴建设体育强国、发展少数民族
文化事业的有机结合的一个成功典
范。“村超”参赛选手大多来自贵州
榕江村里面，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拼搏
展现了竞技场惊人的水平，各支队伍
互相竞技、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共
同追求体育精神和乡村发展的美好愿
景，这种乡村崛起的力量和团结协作
的精神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乡村地区
的刻板印象。同时，乡村赛事是扎根
基层，参与主体非常广泛，不限于本
地村民，还有外出务工人员、热爱体
育的社会各界人士等，大家对这种纯
粹的快乐、简单的幸福产生了强烈的
情绪认同。从经济价值来看，“村
超”举办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
力，赛事的举办吸引了大量观众和游
客前来参与，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
等产业发展，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推动乡村经济
繁荣发展。

腾讯数字舆情部副总经理高大为
对腾讯微信平台视频号的数据分析后
认为，“村超”火爆是官方策划操盘与
社交媒体的自发裂变合力的结果。“村
超”火爆出圈看似偶然，实则有必然
性。相关评论里的一些高频词，如足
球、民族舞蹈、贵州美食、人间烟火气
等等，这些高频词的出现有主办方引
导，也有舆论场自发的讨论。“村超”已
经超越了一般足球赛事的表象，它更
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盛宴。“村超”已
经超出了赛事本身，已经形成了一场
全民参与的文化实践。

价值几何？

值得关注的是，因为“村超”的火
爆与出圈，外界合作纷至沓来。

2023 年夏天，央视频与贵州榕江
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村超组委会合
作策划了一场特别直播节目《一起看
村超》，仅在央视频客户端内直播就超
过5749万，全网辐射人数超1亿；2023
年年底，央视频与榕江县“村超”、台江
县“村 BA”共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签订三方合作协议，于2月28日对
外发布了一个贯穿全年的乡村赛事融
媒体节目《全民冠军》；2023 年 9 月 2
日，在2023年服贸会系列活动上，贵州

“村超”与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英超）
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计划
开展培训课程和内容互动，并考虑筹
办社区足球友谊赛。

“村超”还能火多久？《新闻战线》
杂志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陈利云提
出了一个需要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她提出，“村超”需要做一个更深入的
延展，需要更完善的配套设施，需要加
入更多元的文化元素、更独特的民族
特色，需要更多人参与，提升“村超”的
水平，也可以从“村超”选拔民间的足
球人才、足球尖子等，发挥各方有利优
势，持续办好“村超”。

中国日报社小彭工作室负责人彭

译萱较早关注到“村超”的流量数字，
并敏锐地感觉到，能够击穿很多层面
和界限的东西一定有“人的故事”。她很
赞同徐勃县长的一个说法，“班上最差
的一个差生被关注了”，彭译萱认为，

“差生特别需要关怀”，所以她带领着团
队去了“村超”现场。通过采访后，彭译
萱也关注到了榕江村的当地人。她表
示，“‘村超’的足球踢开了世界大门，目
前大家都在关注足球，那么如果未来不
再关注足球，孩子们的世界还能留下什
么？”她希望，“村超”要有一个良性互
动，让当地村民实实在在从关注力当中
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让足球带领“我
的家乡离开贫困”，让村民们意识到“我
带领我的家乡”，让孩子们享受到基建、
教育等带来的快乐，希望通过“村超”让
孩子们看到更宽广的世界。

《中国体育报》社会体育部记者刘
昕彤则从一个游客的角度提出建议，

“‘村超’是一个体育+旅游产品，尽量
延长体育旅游链条也很重要。体育赛
事可以草根，但是旅游服务必须是专
业，不能草根。”

申丽为“村超”提出了“两精”“两
平衡”的发展建议。要精选内容、精选
传播契机；平衡好线上与线下、处理好
商业化和纯粹感之间的平衡。

申丽认为，以传播思路办赛事，一
定要注意营销时间过长、传播点位单
一，或者是同质化，否则容易分散受众
注意力，也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倦怠。
线下要注重现场体验感，包括开闭幕
式互动性、观赏性、参与性，以及文创
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此外，也要管
理好消费者心理预期。

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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