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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赛场的视觉变革
胡海涛袁李荣芝 *

摘 要院 作为乒乓球运动的核心袁乒乓球赛场一直是乒乓球视觉展示的焦点遥 本文从体育

场地视觉角度论及了乒乓球场地变革的主要内容及其衍变尧发展的历史过程遥 通过深入分

析借鉴视觉革命在体育比赛的特殊作用及运用袁探讨了乒乓球运动传播的困境及乒乓球视

觉转向的科技动因袁 并从微观视角就我国乒乓球器材生产商红双喜公司近 10 年来乒乓球

场地器材的变革为例袁对乒乓球场地的视觉革命与乒乓球运动的传播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多

角度透析袁理顺二者互为动因的关系袁提出了未来乒乓球运动场地的视觉变革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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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re of table tennis, the cour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visual display of table tenn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able tennis court reform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evolu-

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visual angle of sports facilities. It analyzes the special role and application of

visual revolution in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explores the dilemma of the spread of table tennis and the scientif-

ic motivation of the visual turn of table tennis.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and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re-

form of table tennis court and equipment in the past ten years by China爷s table tennis equipment manufacturer

Double Happiness, the paper makes a multi-angle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visual revolution

of the table tennis court and the spread of the sport. It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visual transformation of

table tennis court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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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末乒乓球项目脱胎于草地网球以来袁 始终

未能脱离桌上游戏的范畴遥乒乓球台一直是视觉展示的焦

点袁以球台为中心延展开来的运动场地袁可视为是材料工

程学和工艺设计学的完美体现遥受困于乒乓球运动项目特

征的局限袁其传播效应处于明显的劣势袁如何突破金牌至

上的固有理念袁从而创新尧营造视觉效果袁吸引受众眼球遥
乒乓赛场的视觉革命袁不仅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渊下简称

野国际乒联冶冤积极鼓励与提倡的改革举措袁而且也是乒乓

文化挖掘与传播的重要途径遥

丹尼尔窑贝尔曾在自己的代表作 叶资本主义的文化矛

盾曳中提出野当代文化已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冶 [1]遥 而海

德格尔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曾告知人们野现代的基本进

程仍是对于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冶 [2]遥 当我们回看历史

的话语袁曾经的触动已不是那般震撼袁因其所描述的场景

已成为现代社会最为常见的景观遥
提及图像袁必然离不开形式遥其形式主要包含线条尧色

彩尧笔触尧构图等基本要素遥 而现代体育场地视觉的创作袁
通常以图像呈现为基本方式袁 其整体设计以色彩为主袁线
条勾勒新颖袁造型简洁袁凸显现代气息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遥从而能进一步地表达场地所要传达给人们的主题精

神袁文化思考的意义深远 [3]遥
色彩袁在视觉传达范畴中占据统治地位袁且受众心理

波动的产生绝大多数都依赖于知觉神经与色彩刺激的一

定程度的呼应遥同样色彩是构成乒乓球运动环境的重要因

素袁研究表明袁不同色彩刺激视觉袁能够引起人的大脑活动

的不同反应和一定的生理变化遥 如红色能使脉搏加快尧血
压升高袁绿色能使血压降低并减缓心跳遥 色光变化可以影

响心脏的跳动尧脉压波动及内分泌腺的活动袁对人的协调

和平衡机能也有一定影响遥适宜的色彩环境有助于改善乒

乓球运动员尧赛场观众的心理和生理状态 [4]遥
色彩视觉袁 作为运动员肢体活动的延伸及行为表现的

客观附属品袁是乒乓球比赛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遥 在体

育运动中袁色彩以鲜明和灵动的视觉表达袁吸引着人们的

眼球袁 而且也影响着观众的情绪表达和运动员潜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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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遥 不同的色彩代表了不同体育项目的颜色定义袁比如红

色的塑胶跑道深度激发了运动员的斗志曰绿色的草地让人

联想起热血澎湃的足球比赛遥而乒乓赛场红色地胶搭配和

谐的球台样式设计袁 充分体现了该项目的特有属性和美

感袁既凸显了竞技体育的深刻内涵袁也给观众带来与众不

同的视觉享受遥 色彩袁在乒乓球赛场视觉改革实践中的作

用已得到初步认可袁色彩元素将成为未来乒乓球场地设计

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遥

认知反应理论学者 R.E.Petty 认为袁 媒介讯息源的吸

引力是影响受众认知效果极为关键的变量之一[5]遥 唯有受

众对媒介信息感兴趣袁才会产生态度上的改变袁传播才能

够进行下去袁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受众之所需袁采取适宜的

传播载体和传播内容袁方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遥
现代社会处于消费至上的文化语境之下袁体育赛事一定

要从受众的角度来引导和规范市场袁以受众为核心外加行之

有效的传播信息袁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遥 往

往传统的体育赛事袁多聚焦于运动员及其比赛本身袁属于以

纯赛事为核心袁 而这也正是乒乓球运动传播过程中的缺陷袁
随着观众对赛事丰富化的诉求袁乒乓球运动开始专注于场地

及器材的开发袁以视觉变革来推动项目本身的传播[6]遥
纵览世界各个不同的体育项目袁 因其项目特征不同袁

其视觉冲击效果迥异遥如花样滑冰袁立体空间感强烈袁运动

员发挥的场地巨大袁加之优美飘逸的动作袁加上音乐的结

合袁将观众带入到该项目所表达的意境曰而足球融力量尧速
度尧灵敏于一体袁兼具结果的不确定性袁使得万千观众陷入

疯狂遥 而目前世界乒乓球格局是中国队雄霸天下袁该项目

的竞争性尧悬念性和整体的观赏性上的降低都是由失衡性

状态所导致的遥 加之乒乓球比赛场域相对狭小袁这种局限

性导致运动员个体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遥另外隔网对抗的

局限尧技术镜头的难以捕捉袁使得乒乓球的电视转播面临

一定的瓶颈遥
乒乓球运动员通过赛场来展现该项目的运动魅力袁赛

场作为讯息传播的客观载体袁其呈现的内容和形式袁属于

视觉范畴遥 在当今主流媒体的冲击下袁人们已成为功能化

媒体的忠实受众袁 视觉文化在体育传播中的效用日渐强

大袁已成为赛事满足受众需要的一种有效策略遥 同样乒乓

球运动文化的传播袁必然需要传播形式的变化来提高受众

的接受度袁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遥

赛场构成了体育运动最直接的微观社会环境遥它反映

着观众尧运动员尧裁判员等之间复杂的尧微妙的关系 [7]遥 不

同的赛场视觉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变化袁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运动效果差异袁也影响人们对体育项目的热情与

认识程度遥
现代体育场的修建早已逾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赛

场设计理念袁视觉革新显得尤为重要遥如 2008 年奥运会主

场馆鸟巢袁其造型设计别具匠心袁视觉色彩绚丽遥鸟巢采用

中式镂空设计和传统的陶瓷纹路袁色彩鲜艳热烈袁与现代

化的钢架结构交相呼应袁实现了艺术性和功能性的完美结

合袁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建筑文化标志 [8]曰又如英国新温

布利大球场袁 该球场有一座高达 133 m袁 总长度为 315 m

的拱门袁为世界上最长的单跨屋顶结构建筑袁这也是其与

众不同之处遥 温布利拱门照明效果炫丽多姿袁在夜色中远

观就像一座婉转美丽的彩虹桥袁且正好与巨型摩天轮要要要
伦敦眼遥相辉映袁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 [9]遥

不同的比赛场地满足不同的体育比赛袁其叹为观止的

造型设计袁纵横交错的线条结合袁勾勒了体育赛场的千姿

百态袁同时也展示了体育场的戏剧性和震撼性 [10]遥 注重观

众的观赛品质一直是体育赛场设计追求的目标与重点遥如
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盟渊NBA冤作为全球影响力巨大的体

育赛事之一袁始终致力于提高受众的视觉体验遥 2014 年袁
在比赛中利用运动员休息间隙袁NBA 首次呈现具有 3D 效

果的媒体影像袁可欣赏到球场地板的变形尧塌陷及破裂袁让
观众置身其中袁享受独特的视觉体验遥

乒乓球运动场地的视觉创新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

进步遥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在国际乒联的倡导下袁通过借鉴袁
乒乓球场地的视觉效果开始了一场意义非凡的革命之路袁
其中包括场地的材质尧地板的颜色和球桌的结构设计及配

套器材的样式尧色彩方面也都在不断推陈出新遥 乒乓球场

地视觉的展示愈加能够吸引观众眼球袁这无疑对该项目的

快速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遥

从乒乓球运动起源伊始袁 球桌是最重要的游戏器具之

一袁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遥 球台样式和尺寸袁最初并无统

一的标准袁随着该项目流行开来袁国际乒联制订了相应的规

则袁这也标志着球桌逐步走向规范化遥 1926 年袁第一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在英国伦敦举行 袁 其球台长 274 cm袁宽
142.24 cm袁高 76 cm遥 1937 年袁国际乒联对球台进行进一步

的改制袁规定球台长 274 cm袁宽 152.5 cm袁高为 76 cm袁至此

形成现代球台的规格遥 球台颜色方面袁1891 年早期的球桌

颜色为绿色遥 1926 年袁国际乒联规定袁球台表面颜色应呈暗

色尧无光泽袁最好用墨绿色袁必须平整袁具有均匀一致的弹

性遥 1969 年国际乒联为了更好地凸显乒乓球台的静态视觉

效果袁 规定了球台各边都需涂上宽 2 cm 的白线和宽 3 mm

的白色中线袁这些从客观上也加快了乒乓球运动的传播遥

部分早期的乒乓球网带有艺术图案袁网高均为 17 cm遥
1902 年袁乒乓球网均为手工编织袁且带蝴蝶图案袁颜色为

纯白色遥 为了方便与台面颜色区别开来袁同时期还出现带

有白色边框的蓝色球网袁红色镶边的白色球网遥 1937 年袁
国际乒联规定白边蓝色球网为正式比赛的球网装置袁一直

沿用至今遥 随着乒乓球项目的逐步发展和完善袁球网也越

来越重视艺术视觉的设计袁如球网开始加入品牌标识和奥

运五环图案袁 这些细小的设计使得球网越来越形象生动袁
同时也彰显了现代乒乓球运动的艺术气质遥

乒乓球赛场的视觉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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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 年代袁早期的运动赛场器材较为简单袁颜色

统一达到视觉要求即可遥 1961 年袁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首次

在我国北京举行袁当时的球台为全木结构设计袁球台表面

工艺以手工为主袁人工油漆尧刨面袁颜色为绿色袁台脚采用

传统四脚造型遥 比赛场地是平铺的花纹木质地板袁周围则

是和球台颜色一致的绿色布料挡板遥
20 世纪 70 年代袁 折叠结构开始运用到台脚设计中袁

由此在台脚制作过程中钢管材料被广泛运用袁其主要功能

是支撑和稳定结构袁线条以直线为主遥 1988 年袁乒乓球正

式成为汉城奥运会竞技项目之一袁但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到 90 年代袁 乒乓球球台及场地设计基本没有变化遥 直到

2000 年悉尼奥运会袁 传统球台在外形上才取得了突破性

的改观袁传统台脚采用了遮挡设计袁隐藏了复杂的台脚结

构袁减少了复杂的线条袁应用了大面积色块袁使观众的视线

不会过于分散遥由此可见袁早期的乒乓球运动赛场袁视觉变

化微乎其微袁无太大差异遥

2000 年在中国扬州举办的男子乒乓球世界杯赛上袁
在国际乒联的积极倡导下袁我国红双喜公司首次向公众展

示了一款拱形桥结构的球台袁这无疑是乒乓球视觉革命的

颠覆性之举遥 彩虹结构的设计提升了球台的稳定性袁完全

颠覆了旧有球台的四平八稳风格袁块状与弧面的的结合运

用袁满足了球台支撑和平衡的功能性需要遥 其台脚由塑铝

材料制作而成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质感袁使得球台的古典

气质和现代气息融为一体遥
彩虹结构球台的出现袁为现代乒乓球台在造型设计方

向的创新提供了另一种崭新的思路遥 在随后的几年中袁各
个器材品牌相继推出自己独有的球台产品袁 2002 年袁欧洲

生产商推出了一款以聚丙烯材料制成的球台袁其台脚结构

清澈透明袁而后在此基础上使得台脚侧面出现了流动的效

果曰2004 年雅典奥运会袁德国一品牌推出了一款特殊台脚

结构的球台遥 不同造型设计的乒乓球台的相继问世和展

示袁给观众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袁同时这也拉开了新世纪乒

乓球比赛视觉变革的序幕遥

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遥 从 2003 年开始袁乒乓球赛

场场地视觉设计新颖独特袁光电技术广泛应用袁整体性设

计成为器材开发的大势所趋袁这也标志着乒乓球场地视觉

革命的高潮遥 2003 年巴黎世乒赛袁红双喜公司首次展出了

以彩虹球台为核心的器材集成群袁包括球台尧地胶尧挡板尧
裁判器材袁甚至观众席袁在国际乒坛上掀起了一场带有中

国元素的视觉风暴遥 灯光漫射技术首次使用袁其中射灯散

发出来的光线投射到拱形透明台脚上袁使得球台整体视觉

起源之初袁乒乓球由纸质材料制成袁由 4 瓣组成袁颜色

分蓝红尧蓝黄尧红蓝 3 种[11]遥 赛璐珞材料引进后袁比赛用球

均采用赛璐珞球且统一为白色遥 1926 年国际乒联成立袁规
定正式比赛用球均为白色遥 1947 年袁规则再次修订袁要求

乒乓球颜色必须为白色无光泽的硬球遥 1989 年袁国际乒联

宣布乒乓球比赛用球改换成黄色袁因为其反射的光较为柔

和袁其暖色调更激发运动员的运动斗志遥 国际比赛所用的

白色或黄色乒乓球与深蓝色或者深绿色的球台搭配袁更有

利于提高比赛用球的分辨性袁方便电视转播的需要遥 为了

提高乒乓球运动的观赏性袁在 2014 年 8 月7 日袁中国乒乓

球协会决定在乒乓球超级联赛决赛阶段正式启用橙尧白双

色球袁并配以蓝紫色球台遥 实践证明袁双色球的使用袁更有

利于表现乒乓球的旋转魅力袁观赏性大大提升袁电视转播

效果也有了一定的提升遥当然双色球对于其他方面的后续

影响尚未可知袁但这一举措无疑是革命性的改变袁乒乓球

赛场的视觉改革进一步深化遥

作为拥有世界一流品牌的红双喜公司袁早在 1960 年其

生产的乒乓器材就已经获得国际乒联批准认可袁 同时也是

我国第一个奥运会指定供应商遥 在国际乒联的鼓励及倡导

下袁红双喜公司一直致力于乒乓球赛场的视觉革新渊表 1冤遥
表 1 乒乓球场地及器材的历史变化

时间 球台设计 其他器材 场地设计 代表比赛 

20 世纪 60 年代 全木设计 普通布挡板 

木质地板 

球台和挡板颜色统一 1961 年北京世乒赛 

20 世纪 70—80 年代  八脚球台，钢管台脚 牛津布挡板 

木质地板 

球台和挡板颜色统一 1988 年汉城奥运会 

20 世纪 90 年代 八脚球台，钢管台脚 牛津布挡板 

运动地胶 

球台和挡板颜色统一 1996 年亚特兰大 

2000 年 台脚遮挡设计 布挡板 

红色运动地胶 

应用大面积色块 

 

2000 年悉尼奥运会 

2000—2003 年 以拱为代表的造型设计新材料开

始应用 

轻质新型挡板 

红色运动地胶 

场地整体设计，色彩和谐统一，

视觉效果新颖 

2003 年巴黎世乒赛 

2003—2012 年 新材料、光电计划融入造型技术 轻质新型挡板 

红色运动地胶 

电子翻分器应用 

 

2005 年上海世乒赛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 

2012 年至今 新蓝色、紫色等开始应用 电子挡板 

蓝色运动地胶 

多样颜色搭配 2012 年伦敦奥运会 2013 年巴黎世

乒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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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剔透遥 红双喜彩虹球台袁巧妙和谐地将方形与圆形的

设计理念融为一体袁同时采用了直线与曲线相结合的手法

来勾勒球台的整体线条感袁高度地体现出我国精湛的造型

艺术和深厚的乒乓文化袁这样的巧妙设计绝对堪称是极具

想象力的视觉性非语言符号 [13]遥
2003 年巴黎世乒赛袁 红双喜公司首次使用轻质而平

整度极高的新型挡板遥与此同时袁整个赛场内的灯光尧座位

协调搭配袁赛场风格配置以蓝尧红尧白 3 种色彩作为主色

调遥 此外袁电子翻分器也是第一次代替传统的纸质或者工

程塑胶材料翻分器应用到比赛当中袁 增加了发球权裁定尧
暂停时间显示等功能袁对裁判功能做了进一步的延伸遥

2005 年的上海世乒赛上袁 红双喜再次推出由透明亚

克力材料制作而成的彩虹球台袁台脚上安装了不同颜色类

型的射灯遥不同色彩的搭配使得球台显示出时尚和前卫的

效果袁这一举措让视觉变革达到新的高度遥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袁红双喜推出了新型彩虹 08 奥运球台袁它将亚克力材

料尧塑铝材料和光电科技融合一体袁再次冲击了人们的视

觉体验遥 另外以篆书野京冶字为原型的造型设计袁典雅稳健

的风格袁彰显了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气息遥 赛后国际乒联主

席沙拉拉赞叹说院野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漂亮的球台遥 冶此
外袁比赛区域采用了红色地胶袁而整个赛场主色调为天蓝

色袁这也成为了乒乓赛场视觉改革的重要标志遥

2010 年袁国际乒联对球台尧挡板尧地胶尧裁判器材的整

体性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袁观赏性和环保性成为现代赛

场设计的重要考量标准遥 2010 年莫斯科世乒赛袁采用的灯

光是红双喜公司制作的 LED 灯带袁 该设计更符合现代社

会节能环保的理念袁被称为彩虹之光遥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袁 乒乓球赛场的视觉设计完全

颠覆了传统的理念袁国际乒联对场地的视觉效果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改革遥 其中规定地胶为统一的蓝色袁挡板也抛弃

了金属框蒙布的方式袁首次使用电子档板袁颜色则从内蓝

外红调整为内红外蓝袁 广告的视觉效果更加协调美观袁吸
引了大批的赞助商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乒乓球项目的关注

度和曝光率遥
五环标志图案在乒乓球台设计上的大量使用袁 这在所

有奥运竞技项目中是独一无二的袁 这也是乒乓视觉革命在

奥运会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突破之一遥 赛后带有彩虹五环标

志的乒乓球台袁被国际奥委会收藏于洛桑总部遥 继 2000 年

球台造型创新以来袁 伦敦奥运会乒乓赛场是国际乒联对场

地视觉革新的又一次大胆尝试遥据国际乒联官方统计袁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袁 乒乓球比赛的电视转播收视率排名袁从
1988 年汉城奥运会时的第 25 位快速攀升进入前 5 位遥

2012 年袁德国多特蒙德世乒赛袁球台的造型得到进一

步创新袁台面颜色为新蓝色袁地板的配置为红色地胶材料遥
2013 年巴黎世乒赛袁乒乓球赛场的主色调为红色配紫色袁
与以往截然不同是台面和挡板首次采用紫色设计遥这也标

志着作为乒乓赛场的主色调袁紫色正式登上了国际大赛的

舞台遥加之观众席的座位颜色为红色袁突显了暖色调袁赛场

的视觉感受更为协调统一[12]遥
2015 年苏州世乒赛袁使用的是彩虹拱造型的球台袁象

征着乒乓球的击球弧线袁寓意着乒乓彩虹与世界五大洲相

连遥乒乓球台面颜色采用紫色袁底座设计为多棱面袁线条感

突出袁颜色为金色袁搭配灯光的影射袁光线层次性尤为明

显遥 既不影响观众的观赛视线袁 又提高了电视转播效果遥
底架采用的是一体成型制模技术袁 材质为透明玻璃钢材

料袁其稳定性和平衡性相较于普通木料拼合的球台底架都

有一定性的提升[13]遥
随着国际乒联乒乓比赛场地视觉的改革的进一步深

化袁 从乒乓球世锦赛要要要国际乒坛影响力最大的单项赛

事要要要来看袁2013 年中国的收看观众人数达到了 1.29 亿袁
2014 年为 2.02 亿遥 2015 年苏州世乒赛袁乒乓球视觉变革

得到了国际乒联的高度赞许袁同时也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

可袁电视转播人数也暴增到 9.18 亿遥

体育运动表现的力学之美离不开运动赛场袁 利用先进

的科学技术袁建构一系列强大的象征性艺术符号袁造就震撼

的视觉效果袁 这种将诸多元素融为一体的视觉传播形式符

合后现代人群的审美心理和欲望原则遥毫无疑问袁乒乓运动

赛场的视觉变革仍将延续袁随着时代科技的不断进化袁将有

更多的新理念尧新技术尧新材料运用到乒乓球场地与器材当

中来袁 其视觉效果将会进一步得到改善和提升遥 乒乓球运

动袁通过场地器材的视觉创新与变革袁以适应不断变换的时

代大环境袁从而达到乒乓球运动在全球的快速传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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