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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问题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以下简称“二十大”），习近平对过去5 年

来的国家发展情况作了报告，并对国家的未来发展

提出新的目标：“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具体到国家的体

育事业，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

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新时代大幕的开启为体育强国建设提出了新

的要求，探索出一条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之路成为今

后体育发展的关键目标。对此，身处崭新的历史节

点上，需要思考如何才是一条中国式的体育现代化

发展之路，如何才能依照这样的发展路径加快体育

强国建设。要认识这两个关键问题，不仅需要明确

这一目标实现所依据的理论逻辑，也需要在总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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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强国建设过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符合此目标

要求的新实践路径。

体育强国的思想基础与实践路径一直是学界较

为关注的议题。历史性地看，既有相关研究的讨论

从对于该战略的基本组成与任务的明确［2-3］逐渐深

入到对于其价值基础与理论逻辑的探索［4-6］，其中，

“人民性”［7-9］是所共识的实践基础；此后，开始出现

对大致实践路径的探索 ［10-11］，并且开始分别讨论竞

技体育［12-13］与群众体育［14-15］层面的实践方式。随

着研究触角不断深入和具体，学界对体育强国建设

的解读也更加丰富，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的开

发［16］，全民健身、文化自信以及举国体制等其他国

家战略与体育强国建设间关系［17-20］，以及体育强国

中国模式的提出［17］等，对体育强国建设认知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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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其实也隐含着视角的内在转向，即已经认识到

体育强国内涵中的文化性、全民性与本土性，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学界对国家体育事业发展战略解读的自

觉性。

上述论题及其演变表明，学界一直在试图寻找

体育强国建设与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共振基础，

换言之，在顺应国家整体前进目标的基础上，逐渐将

其他发展命题和现实环境引入体育强国中，从中探

索出既能内在地实现体育强国建设，又能外在地推

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路径。就时间脉络而

言，上述讨论主要产生于过去 5 年间，即十九大之后

至今，从侧面体现着对体育强国内涵的解读与实践

探索的动态性。如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体育强国

面临着加快发展的要求，在这些既有研究智慧贡献

的基础上思索能够满足这一新要求的思想基础与实

践路径即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研究以南京体育学院《体育学研究》编辑部举

办的“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体育强国建设创新论坛”为契机，结合笔者

参加的“体育强国的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圆桌议

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智慧教授、北京体

育大学博士生导师池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导师于显洋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米靖教

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万炳军教授以及东北

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关博教授，共 6 位专家学者（下

文表述中将依名中字母代替）发言文本的基础上，整

合为围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主题叙事半结构性

质的经验材料，并以“主位”和“客位”的双重视角进

行质性研究。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在于，一方面，突

破了以往主题叙事综述性质的束缚，挖掘材料（发言

文本）背后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属性；另一方面，针对

主题论域展现了参与者、研究者在“共情、共景、共

述”语境下呈现的多重视角，为进一步深入阐释研

究主题提供本质思考。

2　以人为本：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2.1　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

沿着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基

础性前提在于，必须明确谁来建设、为谁建设的问

题。“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要

遵循的首要立场，这源于以人民性为本质属性的马

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性理论，

而国家体育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

组成，也必然遵照这一本质性原则。“人民”一词既

包含个体性，也包含群体性，新时代体育发展所依循

的人民性基础同时指向这两个意涵。

“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有两种认知

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对这两种符号意义的遵

循就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第一种是对生命的敬

畏和尊重，引申到体育运动上就是奥林匹克所主张

的对生命的超越，对一种公平与和谐的追求；第二

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团结，是一种指向物种间的团

结。”（W20221126BJ）

就个体性内涵而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丰富

人民生命体验的时代机遇。受到胡塞尔在《观念Ⅱ》

中所引援的关于“触摸”的例子［21］，即身体因作为主

体和对象的双重存在而区别于意识体验的独特性，

梅洛—旁蒂进一步以肉身主题取代胡塞尔现象学

传统中的意识主题来进行自己的现象学思考。在

《知觉现象学》中，梅洛—旁蒂认为，“我的身体通过

运动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空间”［22］，换言之，身体作为

一种认知图式，为个体提供着认识世界的功能。在

借由身体运动所开辟出的此空间中，个体的知觉意

识、具身身体和外在世界实现了联动，这种联动产生

的关键在于身体在运动中具有的一种朝向物体的

能力，即身体意向性。梅洛—旁蒂主张，个体意识

只有与身体结合并通过身体意向性的表达才有“出

场”机会，才能获得对自我身体和外在世界的真实

体验。当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具

体推行时，人民至上的立场原点决定了其最为基本

的实践思路将是进一步鼓励人民的体育参与，即发

展动力源之于民、各项资源用之于民，发展成果惠

之于民，就此而言，体育强国建设于竞技体育和群

众体育中的个体而言，都是丰富生命体验的时代机

遇。就竞技体育层面而言，运动员是在高、精、尖层

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力量，新时代的发展目标激

励着他们通过不断提升自身运动能力来实现成绩进

步，这一过程是运动员对自身身体和运动参与知识

的再启蒙，是对自我认识的再纵深，在获得生命体验

的同时实现对生命的超越。就群众体育层面而言，

人民大众是在基础层面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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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育参与对于个体群众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认

识自己的新方式，但与竞技体育中的个体不同的是，

这是在横向上对自我身体感知与生命体验的方式的

拓宽。因此，就不同体育类型的参与者而言，体育强

国的加快建设其实都是一种对“运动中的身体”的

时代呼唤，更重要的是，个体在对这种时代呼唤的回

应中通过梅洛—旁蒂意义上的身体图式建立自我

意识、身体与外界的勾连，用身体运动感知自己的生

命、认识外在的世界，进而逐渐实现个体内在意识与

外在世界间的平衡。

就群体性内涵而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促进

社会团结的有效推手。个体通过身体图式达成身

体与外部的联结与平衡的过程中，身体是作为一种

感性论的身体，然而，这种感性论的肉身不仅勾连

着自我与外部世界，也打开个体理解他人体验的可

能。梅洛—旁蒂将弗洛伊德对身体力比多（libido）

解释为朝向自我和朝向对象的“欲力贯注”［23］描述

为“身体的移情”，这种移情能力正是感性论的身体

能理解他人经验的基础，身体的移情使自我的身体

与他人的身体在根本上处于一种身体间性的关系

中，在此基础上，他人体验与自我体验的共同与融合

成为可能 ［24］，并且这种身体间性构成了个体进行主

体间性的交往基础。由此，体育参与中形成的个体

主体间性实现了个体之间对彼此经验的理解，并随

着体育活动参与的不断增多而逐渐凝聚成共同体意

识。由此，可以将体育强国建设理解为基于体育参

与实现社会整合和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机制——从

人民的集体意义出发提出目标，通过人民个体对体

育活动的身体参与，形成基于身体间性而形成的主

体间性的经验理解，并不断对其整合，最终强化为人

民的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团结的增强。

2.2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益的结合是关键保障

个体体育参与的增加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为

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得以顺利运作的关键在于，前者

蕴含个体权利与后者所追寻的集体权益要实现交互

性平衡。对这种平衡关系的强调，不仅出于如上文

所述对于作为理论基础的“人民性”所蕴含的个体

性与群体性内涵的认识，也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目

标演变至今所逐渐凸显的题中之义。

“为什么要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为什么要由

‘大’到‘强’？其实由‘大’到‘强’，以及向加快体

育强国建设的转变是一个从过去自上而下的顶层

设计转向今天的自下而上的社群动员的过程，是

整合宏观结构和制度与微观的个体行为的过程，用

社会学的语言来讲，是促进个体行为与宏观秩序

良性运行的过程。体育强国，并不是某一个人强，

而是要集体强，这是区别于过去的体育强国评价体

系。就个体而言，是一种关于生命质量、生活方式、

体育和身体认知启蒙和启示的过程，从实践理性的

层面来讲，体育强国就构建了一个以体育为抓手来

实现个体生命权利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的过程。”

（W20221126BJ）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大

致经历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体育

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再到“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

体育全面发展”，以及“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

不同时期的发展主题其实体现着国家顶层设计对体

育发展方式、体育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变迁。就实

践理性而言，体育参与是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同

时期体育发展目标中群众的体育参与也始终是被强

调的关键，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竞技体

育优先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金

牌至上”观念使得各类体育资源优先倾向于竞技体

育领域，体育成为提升国家地位的关键手段之一，彼

时体育大国的内涵更多地指向竞技体育大国，这种

“大”的实现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投入与制度支

持，换言之，早期体育大国的建设更强调结构与制度

上的优势。目前，在从“大”到“强”以及“加快发展”

的动态性目标演变背后，体育发展的理论视角开始

下沉，关注并鼓励基层大众的体育参与，这是“强”

相较于“大”在内涵上的超越与深化，不仅要争取成

为竞技体育强国，更要促进群众体育强国的转型。

首先，体育发展路径的双向互通。早期的“体

育大国”更强调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其整体路径

呈现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依托特定的结构倾向

和制度支持推动体育大国的实现。此后，随着“大”

向“强”的目标转化，以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

发展的战略性提出，成就了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在

政策目标的整体掌舵之下，鼓励和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体育，如“全民健身”计划的提出及实施，逐渐将

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引入日常的群众生活中，以

践行体育强国的目标建设。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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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提出，更加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引导和自

下而上的群众主动参与两种路径要实现双向互通，

从体育层面促进宏观秩序与微观个体行动间的良性

互动。

其次，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的交互平衡是上述

双向互通得以实现的基础保障。马克思曾尖锐地

指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

关［25］，即利益是一切社会经济行动的基础。特别是

在现代社会，作为更先进的劳动分工的结果，有机团

结主导的社会中的个体反映着世界的不同侧面，最

终达到：“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的共同之处就是他

们的人性，即构成一般人的特性”［26］，这种在涂尔干

看来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并存在于每个社会个体

身上的人性，正是现代社会中不断原子化的个体间

能够保持紧密关联并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利益共

识。然而，这种利益并非指向交往工具化和狭义的

利益观，而是更高层次上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落实到

具体的体育实践中，则表现为每个社会个体都享有

体育参与的权利。因此，体育强国集体利益的实现

必须要在尊重这一普遍人性，即满足每个社会个体

的体育参与权利的前提下，将个体利益融入集体目

标的实现过程，同时也要将集体利益的有效成果惠

及于个体，以此实现个体与集体的良好互动，有效保

障体育强国的加快建设。

2.3　调和个体与现代化的关系为指导逻辑

就理性层面而言，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的阶

段性演变是以世界发展进程以及国家发展实际作为

重要依据和条件。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现代化

发展的脚步持续稳步加快，而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

体在于人，由此可见，国家发展目标的制定与实现是

处理人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因实并因时地对这种

关系做出调适甚至更新，以保证社会整体的稳定向

前。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针对不同领域提

出的要求是为了更加具体有效地服务于整体目标的

达成，各领域的发展相应地发挥着社会镜像的作用，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新目标就是在体育层面实现对

人与现代化关系的再认识。

“现代性伴随着整个文明的演绎过程，而现代化

过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不断更新。人作为发展的本

质，现代化对人来说不仅是他从一个生物人走向文

化人的过程，也是享有其所创造美好的物质和文化

成果，并推动美好生活进程的过程，建设体育强国的

根本是体育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每个人，这关乎每个

人民的利益，关乎中国式现代化。”（W20221126BJ）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晚发型现代化，20 世纪末

进行改革开放至今，几十年间我国努力迎头向前，获

得时空压缩般的现代化发展成果，经济体量的显著

增长、人民物质财富水平的持续提升。然而，在社会

经济不断增长的背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存在无

法忽视地产生于人类内部以及人类与时代之间的双

重病症。

第一，群体间的文化堕距。1923 年，美国社会

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文化堕距”

（culture lag）的概念，指的是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

丛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因变迁速度存在差异，而致使

各部分之间的发展错位和不平衡，并由此产生文化

滞后等社会问题。其中，制度的变迁最快，其次是民

俗、民德，价值观念的变迁最慢［27］。尽管我国通过

发展方式与制度的改变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

经济腾飞，但人民的价值观念并不能随之实现迅速

变迁。落实到体育层面，城乡之间、内陆与边疆之间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堕距，不仅体现在此处所言

的思想观念中对体育价值与功能的认知上，也体现

在发展资源的分配上，这种差异的存在正是对体育

强国中“强”所蕴含“集体强”之内在要求的阻碍与

挑战。因此，对于以加强建设体育强国为主要内涵

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目标而言，增补弱势地区

发展条件，启蒙弱势群体的体育认知，逐渐弥合体育

发展中的现实“堕距”，以此在体育层面处理好个体

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风险社会中的生存危机。风险在某种意

义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疾病”，在贝克面对全球化

时代到来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中，人类在生产和

活动中改变了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和他人以及与

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给人的存续和

继续发展造成了制约甚至某些更为严重的困难和阻

碍 ［28］。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人类带来

一场关乎生存的危机，就个体层面而言，身体与生命

骤然被暴露于疫疾风险中，将人类的思索推向对生

命本身的再思考，一则是对健康体魄重要性的深刻

认识，二则是对生命脆弱性的强烈体会，关于生命的

这两种认知在启蒙，并共同赋予了风险社会中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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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必要性和功能性，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正

是对这种必要性与功能性的及时回应，换言之，要让

体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生命教育的

一种手段。

3　自下而上：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新路

上文关于理论逻辑的讨论中提到，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的路径需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

而上的社群互动之间的双向互通，前者是体育强国

建设目标的本质属性，而后者作为新时代发展目标

的内在要求，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现代化

发展路径的再开拓。

3.1　体育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全民共享性

自下而上的发展之路得以实践的首要前提在于

保障人民群众体育参与基本权利的享有，即先在体

育参与人数规模上实现向“强”发展的基本要求，进

而推动整体前进。

“体育强国要民众强，每个人要把体育带在身

边，这也是我对全民健身的思考。全民健身的建设

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但我经常说不能以社区（为基

本单位），因为社区，尤其在疫情期间，基本都是封闭

的，但这些设施是用老百姓的钱修建的，应该让所有

人都从中受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在社区之间、

城市之间的不同区域内（修建健身场所），而不要把

它建在小区里或社区里，任何的边缘角落都可以搭

建这种健身环境，这样才能保证让更多的人去使用。

另外，体育强国还要少年强，全民健身路径应该转向

主要为青少年尤其是儿童提供活动和娱乐场所，当

下的全民健身的设施建设以社区为单位，但社区中

是以老年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以社区为

全民健身建设的基本单位。”（Y20221126BJ）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体育现代化

目标中，前者发展主要依托全民健身战略的不断推

进。上述观点隐含以下两个关键指向：第一，体育

参与权利的共享性是全民健身实践机制的起点与终

点。全民健身计划提出的初衷在于鼓励群众积极参

与日常体育锻炼，此计划的实际表现是健身设施的

普遍修建，而这一公共事业的发展资金所需得益于

公民对纳税义务的遵守，因此，全民健身计划从逻辑

上看是一种国家主导、建设资本取之于民、发展结果

惠之于民的环形机制，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共享性

重合于这一机制的始末。第二，体育参与权利共享

性实现的工具性基础在于健身场地与设施的合理性

分配。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性程度最为直

观的体现是群众日常生活中对公共健身设施的可及

性程度，尽管当下相关设施建设以社区作为基本单

位来执行，但这一规范性标准忽略了人口的日常流

动性以及不同人群对相关设施的差异性需求，也就

是说，健身设施的分布和建设与群众体育参与权利

的真正共享之间存在着固定标准所无法到达的“最

后一公里”，不仅表现在社区空间对社区内外群体

的区隔，还表现在社区内对健身设施使用异质化需

求的分配不均等。总之，公民体育参与权利共享性

的真正实现还需从重新思考健身设施的基本建设单

位、优化健身设施的分配方式，以及丰富健身设施类

型等 3 个方面做出努力。

进而言之，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共享性还蕴含

着互动的含义，即“享”的相互性。全民健身设施的

公共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利，而这种均等

性使用权利的实践也为个体带来与他人互动的可

能，这种可能性既源于不同个体同处于某一健身空

间时所形成的时空共在，也源于身体现象学所主张

的由身体移情所构成的主体间性。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需要整合制度、情境与互

动三个维度来实现，其中互动要素的内容之一为

‘众’。‘众’是多元性的，一方面指向庞大的体育

参与人数规模，另一方面指向个体的互动频次，我

在这里实际上借用了迪尔凯姆所讲的社会动力密

度，也就是不同活跃程度的人之间的交往频次。”

（W20221126BJ）

由此，实现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性还需要

体育参与中形成一定高密度的主体互动，其必要性

表现在高密度的互动意味着互动状态的延续，这一

过程中，个体间就体育参与、体育参与中的身体经验

等话题的交流，有助于将这种互动状态的延续转变

为体育参与行为的延续，进而有效促进体育参与权

利全民共享性的真正实现，并切实地表现为一条通

过社会个体间相互动员而自下而上地促进群众体育

发展之路。

3.2　体育作为健康治理手段的基础性

从现实意义上来认识群众体育需要且能够实现

全面发展的缘由，显然在于体育运动对身体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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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意义。上述群众体育参与权利可实现全民共享

性的有力根据，也正是在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发展

目标对群众体育发展提出的要求是出于对社会个体

生命健康这一基础需求的考虑，是对群众基本生存

利益的真正关切，同时也符合人民对于体育运动的

价值与功能最基本的认知。然而，在体育能够促进

身体健康的普遍且朴素的认知基础上，需要讨论其

普遍性背后的深层内涵。

“体育休闲可以预防疾病，维持健康，是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是丰富生活和产

生幸福的源泉，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到处走，到处

看，这也是体育强国建设中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W20221126XA）

“儿童青少年必然是我们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力

军，也是体育强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汇集者。如何让

青少年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当中发挥其重要的支

撑作用，关键在于使体育充分介入青少年的健康治

理中。如今，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健康问题变得多

元复杂，肥胖、近视在青少年儿童群体中越来越普

遍。体育如何在慢性病和文明病如此流行的这个

时代，发挥其功能来治理青少年身体健康问题，成

为体育强国建设过程当中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W20221126XA）

前文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理论逻辑的讨论中

所提及的，作为这一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关键保障，即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益的结合在体育作为健康治理手

段的意义上获得了最为基础的具体立足点。这种基

础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体育是对生命权利享有的一种基础保障。

从现实意义上来认识群众体育需要且能够实现全

面发展的缘由，显然在于体育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

这一朴素意义。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发展目标对群众

体育发展提出的要求是出于对社会个体生命健康这

一基础需求的考虑，是对群众基本生存利益的真正

关切，符合人民对于体育运动的价值与功能最基本

的认知。然而，身体健康的需要背后存在着根本性

的理论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将“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概括为共

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如学者 Y 所言，以身

体健康作为前提的“到处走、到处看”，以及对“美好

生活”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正是马克思意义上

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以生命安全为

基本内容的马克思生命权利观中，生命健康同样是

不可缺少的组成。当人们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合理调节社会生产，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通过

自然规律的遵循来保障生命权利［29］，以此逐渐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时，就进入了“真正的自由王

国”［30］，而体育参与正是从促进生命健康的层面对

马克思生命权利观的有效践行，赋能于“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远大目标的尽快实现。马克思思想中

的生命权利观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中要始终秉承

“人民至上”与“生命至上”的理论根据，以群众体育

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

也由此获得了内在的思想基础。

第二，体育是人类获得健康成长基础的有效助

益。于社会群体内部而言，不同群体对于体育的参

与程度、需求程度，以及体育参与的重要性程度实际

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意味着以体育进行健康治

理时更需要以差异化而非均等化为原则导向。具体

而言，如学者 J 指出的，在这种差异化治理中，要重

点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治理，这是提升体育健康

治理效能的关键。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一个指向过程性的动

词，是一个行动过程。”（W20221126BJ）

对于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

性目标而言，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其必要基础，此

动力来源的唯一依靠在于儿童青少年，作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力量，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

其在未来投身社会建设的关键保障。因此，当下体

育发展的行动理性在于，推动体育在儿童青少年生

活中的普及，树立新的体育价值观，呵护好民族复兴

伟业的基础力量。

3.3　体育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自主性

第一，对于自下而上的新发展之路而言，上述保

障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可以看作外在的结构性

支持，而体育健康治理作用的基础性与“人民至上”

发展总原则之间的共振则是内在的理论性基础，二

者相对而言均呈现为静态性的实践路径。然而，此

新发展路径能行得通且行之有效的必要条件之一在

于动态的自主性。

“体育强国要融入强，要形成基于体育场所的生

态链，促进不同体育项目参与者之间，以及体育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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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社交活动的相互与融合。很多地方建足球运动场

一下建十几块，我认为不能这么建，应该把足球场与

篮球场、排球场等其他运动场地交叉在一起去建，不

要只建一类，不同运动的参与者之间可以相互学习，

拓展体育参与的丰富性，并且任何一个场地其实不

仅仅是运动场，其他方面都可以融入，比如亲子活

动、商业休闲、教育空间，等等。”（Y20221126BJ）

“体 育 强 国 一 定 要 鼓 励、推 动 那 些 具 有 前 瞻

性、引领性和趣味性的体育活动，一定要学会玩，

很 多 东 西 要 真 想 变 得 流 行 和 普 遍，必 须 要 玩。”

（Y20221126BJ）

实际上，自下而上之路的“新”不仅是整体发展

路径的再拓展，其中要蕴含着对体育参与的认知转

向，这是人的自主性的第一个内容。自上而下的政

策引导为主的体育发展形态中，各项资源对竞技体

育的倾向使得群众对体育参与的认知相对而言更多

地表现为将其作为一种专业技能和为国添彩的事

业，于普通群众而言体育参与的日常性不足。然而，

随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战略的引导，

以及风险社会中人们对于生命认知的不断启蒙，人

们逐渐主动走向体育运动，缩短它与日常生活间的

距离，并从生活方式与休闲娱乐的角度理解体育参

与，这种认知的转向本身就是个体自主思维动力的

体现。

第二，体育空间中的交往自主性。学者 Y 所提

到的不同类型体育场地的混合修建以及体育空间功

用的多元化建设，指向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型公

共领域的建构。在始于哈贝马斯的当代公共领域理

论的交往转向中，公共领域被看作是一个关于内容、

观点，也即意见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勾连于其参与

个体的私人生活，实现简单互动的空间结构的扩大

化和抽象化［31］。公共的体育场所是一种典型的公

共领域，依托于此可实现的交往自主性可以从聚集

其中的公众所具有的 3 个特征来认识［31］。首先，就

开放而言，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不似福柯意

义上的那般具有排他性，在哈贝马斯这里，简单随意

的相遇是空间结构形成的基础，在这样一个空间中，

人们能在周遭公众的多重声音中听到种种生活史经

历的回声 ［32］。由此，体育公共空间中不同体育项目

参与者之间，体育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甚

至非体育参与者之间的停留对于体育参与经验与认

知的交流、体育项目的普及以及非体育参与者体育

知识的启蒙而言，都发挥着一种基础性的动员作用。

其次，就平等而言，交往型公共空间强调公众的非专

业性，意味着此类空间中的交往行动是基于日常化

的语言，而摒弃了专业语言和特殊代码的使用，这便

从话语交流这一基本互动形式上保证个体间的平

等。这种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个体在体

育参与知识上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而更加强

调个体与体育关系上的平等性，突出人与身体活动

间的纯粹关系，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去除了部分文化

结构性障碍。最后，就理性而言，交往行动者个体根

据对交往对象自由的承认，构成一种主体间共享的

言语情境空间。在一个复合型的体育场所中，不同

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商业从事者、亲子活动的享受者

以及户外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相遇于共享性的情境空

间中，每一方都在这种混融状态中接收并实现对其

他多方行动者所传达信息的自主理解。由此便实现

了学者 Y 所言：基于体育场所而形成的生态链，将

体育根植于日常的社会交往当中。

第三，体育参与心态上的自主性。人们常以体

育行为中的具身动作表达日常的体育参与，比如踢

足球、打羽毛球、跳绳等，这其实是一种通过强调具

体的身体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体育参与心态的

暗示性引导，如某些个体对于跑、跳等剧烈动作的抗

拒可能会导致其对相关运动项目甚至对体育本身产

生排斥。那么，若能“学会玩”，即改变体育参与心

态，摒弃身体动作的规定性对参与心态的影响，转

而以最朴素原始的“玩”的心态来替代，以此主动寻

求体育运动的玩乐之趣，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

“玩”的能力。本质而言，这种心态上的自主转向，

是个体从被引导状态下对生命权利的中立性行使到

对生命权利主动享有和探索的微观转变，但此微观

转变于群众体育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而言或许蕴含

着获益其中的可能。

4　文化为实：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深化之擎

关于体育强国内涵的认识，文化性是多位学者

所共同强调的要素之一。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加快体

育强国建设的理论理性，自下而上新发展之路的开

拓则是其实践理性，那么，为众人所共识的文化性

内涵则可以理解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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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4.1　提炼体育记忆中的文化力量

学者 C 鲜明地指出中国体育目前发展中文化性

的缺乏，其所指称的文化并非狭义的知识性文化，而

是抽象的能为整个中华体育发展所用的精神力量，

对此，学者 C 认为可以从运动员的交往记忆和文化

记忆中挖掘体育的文化性力量。

“体育现在缺少文化，这个文化我认为是一种传

承，就是说不光要自己能感受到，而且还能够一代

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比如说，奥运冠军的体育人生

回忆就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一种重要财富，从他们身

上采集的那些一手信息不仅是对中国体育记忆的保

存，还对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中华体育文化，推

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丰富奥运文化等有着重要的

意义。”（C20221126BJ）

“体育明星、奥运明星们所倡导的体育文化及其

文化品位，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

体育潮流和体育文化风向。”（W20221126BJ）

奥运冠军和体育明星既是承载体育记忆的载

体，同时也是基于交往和文化记忆而建立起来的价

值认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挖掘体育记忆背后

的核心机制并夯实体育文化的认同和传递意识，就

构成了体育文化深化发展的目标引领和动力基础。

以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作为材料从中挖掘能为社会

所认同的和接受的体育文化性力量的基础在于奥运

明星身上所具有的“卡里斯马权威”，这是基于运动

员高水平竞技能力而形成的权威。结合两位学者的

观念，将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中转化成能够“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中华体育文化，推动运动项目

文化建设，丰富奥运文化”的这种强大力量的逻辑

过程实际上主要由两种活力之“物”的转化过程所

组成，并且两种转化间存在顺序性——作为活力之

“物”的奥运金牌向奥运冠军“卡里斯马权威”的第

一种转化，作为活力之“物”的奥运记忆向体育文化

力量的第二种转化。

“活力之物”（vibrant matter）的概念在贝内特关

于政治生态学的论述中提出，认为物不一定是消极、

被动和顽固的，而是为人所操控的和可预料的 ［33］，

并因此成为构成人类社会关系、文化与结构的中

介［34］。物质性研究就是要把非人的物纳入社会分

析的视域中，发现人、非人的物以及环境中的交互作

用［35］。由此，在第一种活力之物的转化中，奥运金

牌作为物的活力在颁发给冠军的那一刻被激活，成

为表征着冠军竞技能力的符号标签，在奥运颁奖礼

的一系列仪式性活动的操持下，冠军与金牌一同在

群体中形成了具有区别化和差异化的等级意识［36］。

就运动员层面而言，金牌的活力使冠军运动员

成为同类群体中的模范，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在金牌

加持下运动员成为为国争光的国家英雄，并将运动

员的冠军形象在大众心中具象为高超的运动能力、

坚韧不拔的意志、刻苦拼搏的精神等无形的精神象

征，而正是这些象征性力量就是从奥运冠军的体育

记忆中挖掘出的文化力量。第二种转化与第一种存

在活力之物的本质发生改变，这一种转化是奥运冠

军的体育记忆转化成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物”是

奥运冠军们被采集的体育记忆，与奥运金牌这一由

特定质料所制成的具体的物不同的是，这种“物”是

一种抽象的无形之物。然而，既有的关于物质性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物，如垃圾［35］、墨水［37］、宗教

艺术品［38］以及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经典的礼物

议题。关于抽象之物的物质性仍然有待学界进一步

讨论。

尽管关于第二种转化，即记忆作为一种抽象之

物，其物质活力的能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但上

述两种转化过程的前后结合，在理论上的确能够为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文化力量——

中国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不仅是对世界奥运记忆贡

献中国回忆，也是中国对自己奥运史的动态记录和

文化认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忆的回顾是对

中国如何从当初发出“奥运三问”的无奈到今日迈

向“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自信这一艰辛历程的反

思与总结。

4.2　发掘传统体育中的文化资本

不同于学者 C 将中国体育缺少的文化内涵理解

为可传承的文化记忆，学者 G 强调从具体传统体育

中寻找中国体育的文化资本。2014 年，习近平在纪

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大会上对传统文化提出“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路径，这一路径的

关键在于明确如何创造与创新的问题，其本质在于

选择，即在全面认识传统文化本质与内涵的基础上，

选择传统文化中与当下发展目标及社会现实相契合

的内容做进一步转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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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是中国引领世界体育潮流的时代使

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组成，但

是我们国家的哪些运动项目是能够真正引领世界

体育潮流的呢？未来，在体育强国的建设道路中，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如何发挥其独特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也

是现实且严肃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讲好中国

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思考这个问题。”

（G20221126CC）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对文

化资本的赓续和符号化表达，文化资本的赓续就是

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基因认同基础上的文化继替过

程。文化经由人的创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

征，在马克思对于文化本质的认识中，他将文化视为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的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

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

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

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那样在精神使自己二重化，

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9］文化本质

的不同决定了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我国

作为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丰富多元的民族体育文化，

这种丰富性正是来源于不同民族间具有差异化的文

化本质。

面对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新目标，如何从丰富

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取时代之所需，应时代之所求，需

要同时着眼于“快”与“强”这两个发展关键，挖掘民

族传统体育的根本性文化力量。“快”对于具体实

践的要求在于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文化价值的

认识与甄别。这一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尽早保

护，以免失传，二则是从中尽快发掘能对当下体育发

展提供助益的内容。“快”的这第一层实践方向在

体育发展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也是对文化自觉的积

极回应以及对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助推。

“强”的意涵则可以对应到对于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首先，创造性

转化方面的目标更多地强调在体育层面实现传统与

现代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从实践形式、运动

技能以及传授方式等方面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

相应调整，以此将其以运动项目的形式推入现代人

的体育参与中，但这只是其创造性转化在表层上的

实践路径。传统与现代的这种融合，其本质并非现

代体育对传统体育的接纳与吸收，而是两种意识的

碰撞。就文化的意义而言，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源

自先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果，凝聚着先民的

集体智慧，是涂尔干意义上集体意识的具体化表达，

此外，并且其“体育”属性本身也是现代意识对它的

认知再造。对传统体育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助益现代

体育发展，是现代性集体意识对传统性集体意识的

现代性改造，亦可以理解为是传统集体意识对现代

集体意识的反哺。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在深层次上

的创造性转化实践就是发现传统集体意识中关于体

育认知的精华所在并为今之所用，具体可以从体育

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体育运动中人与自我的关系、人

与世界的关系甚至对体育概念本身的认知等方面进

行思想挖掘，总之，这些本质性的文化要素才是保证

中国在体育发展上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现

代化之路的根本所在。其次，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创新性发展，其实践层次依旧包括表层的身体

运动和深层的文化内涵两个方面，不过，表现形式与

实践终点要突破体育层面，指向更宏观的发展目标，

以深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换言之，如学者

G 所言，以“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走出”的方

式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层价值观念与文化内涵作为

中国故事的优良素材，丰富故事叙述的层次与内涵。

4.3　提升体育科技中的文化技术

于世界疫疾危机中顺利举办的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以及中国运动员在此届冬奥会实现运动成绩突

破性进步的背后，是涵盖办赛、观赛、训练、竞赛、参

赛、安全保障方面科技力量的支撑。在主题叙事中，

学者 M 多次强调我国对上述领域中多项科技的自

主研发。

“体育科技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

强国的关键。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双奥之城，其实这

也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备战北京冬奥

会，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所自主研发了许多训练设备，

比如练习速度滑冰弯道技术的助滑设备、全世界最

先进的风洞、改善运动员疲劳程度的金融电刺激设

备，还有运动员的比赛服装、分钟级的天气预报、中

国首台双人雪橇，等等。”（M20221126BJ）

体育科技的同样是体育强国的内在维度之一，

但它对于体育发展的辅助性地位决定了体育科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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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须通过对体育参与者运动表现的改善来彰显，

而体育参与在本质上是一项人类文化实践，由此，科

技助力体育的内在本质体现为文化技术的实践过

程。文化技术的概念源于德国的文化与媒介研究

传统［40］，后经过基德勒的发展，成为串联起行为者

（actors）、器物（artifacts）和技术（techniques）三者之

间形成操作链的一种机制，着眼于以多元文化立场

与人文主义视角考察身体、技术实践对韦伯意义上

的文化“意义之网”的构建机制与作用生成，以此凸

显文化的具身化、可感知性、物质性与操作性［38］，基

于这种操作链的认知体系，文化技术认为人不是工

具的中心或源起点，而是这一操作链的结果［42］，这

就重新“发现”了文化实践中被遮蔽的技术维度［41］。

在文化技术的理论视域下，体育助力科技的机制由

两种操作链所组成，其一，是科研人员—研发工具—

研发人员的工具使用技术和对科技知识的运用所形

成的“体育科技研发操作链”；其二，则是运动员—

科研人员的研发成果—运动员使用研发成果进行

训练的身体技术所形成的“体育科技使用操作链”，

前者的技术结果是后者的必要组成，体育科技作为

体育强国的重要组成，其价值需要运动员成绩的提

升为中介才能得以体现的机制性解释。

就科研人员—研发工具—研发人员的工具使

用技术和对科技知识的运用技术组成的“体育科技

研发操作链”而言，首先，要保证有稳定的科研人才

输入，这需要科研院所承担起人才吸引与培养的任

务；其次，是有全整的研发设备与器材，这不仅需要

把握国际相关发展的前沿动态，更需要相应资金的

持续性投入；第三，专业人才对科研知识与技能的

不断汲取与提升，同样需要依靠人才与科研院所间

的互动，保证专业知识的流动，此外，也要在专业人

才培养中注重实践能力的训练。由此，在科研环节，

体育科技的进步需要依靠三者的同频提升及三者间

的积极互动。就运动员—科研成果—运动员使用

科研成果进行训练的身体技术所构成的“体育科技

使用操作链”而言，体育科技的成果要逐渐普惠于

对其有需求的竞技体育训练中，这也是竞技体育层

面科研成果享用的“全民性”实践，同时，要提升科

研层面的理论成果向实战成绩的有效转化，转化效

率的可靠性可以通过训练中增加科研成果的使用次

数，即通过多次的训练试验进行检验，以保证科技助

力的可靠与稳定。

总体而言，通过提升体育科技中的文化技术促

进竞技体育对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呼应，需要从科

研人员、研发工具、研发人员的知识能力三者同频提

升，体育科技研究成果向实战运动成绩的转化效率

提升，以及体育科技成果在竞技体育中使用率的提

升三个方面着手，在保证两种操作链条有效持久地

运转上，不断深化体育科技力量对中国式体育现代

化发展的助力。

5　结语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也迎来

新的契机与挑战，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对体育事业发

展所遵循的理论基础与所要走向的实践路径做一番

深入清晰的思考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对既有体育发

展状态的简要回望与总结，更是对接下来发展方向

的具体标定。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走向中国式体育

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而对于前者的讨论及从中获

得的认识对于后者总体目标的实现理应是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沿着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实质

理性的逻辑，通过对“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议题的讨

论和分析来剖析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与实践路径。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人民

至上原则依然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最为核心且

首要的理论理性，在这一前提之下，需要在既有的自

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之外扩展出自下而上的人民

自主动员、自主参与的新路径，充分鼓励体育参与权

利的全民共享，挖掘内涵于体育中的健康治理之能，

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引导体育成为一种生活与生命

体验的方式，这便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实践

理性［42］。然而，要实现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性

和持续性要求，需要以文化作为引擎，从体育记忆、

传统体育、体育科技等 3 个方面挖掘和获取保证持

续性前进的实质力量，即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

所需要遵循的实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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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Narrative of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WANG Zhihui1，2，3， YANG Jiezhuoma2，3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Guided by the objective of “moving faster to build China into a country strong in sports”on the new journey，

a qualita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its thematic narrative，with a basis on a semi-constructed interview with six experts in 
sociology and sport. In so doing，it is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sport modernization. And we thought that for the goal of Chinese sport modernization，firstly，people-centred approach 
is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ity，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at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the very basis，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is the key requisite and its practical logic is about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odernization. Then，the new bottom-up development road is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its connotation is manifested by the sharing of sports as citizens’ basic rights，the foundation of sports as a means of 
health governance，and the autonomy of sports as a modern way of life. And finally，taking culture as the engin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s its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The acquisition of sports cultural power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refining the 
cultural power in sports memory，exploring the cultural roots in traditional sports，and improving the cultural technology in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expands the discussion for the study of meta-theory of leading sporting nations，

event solidarity mechanism，community awareness and citizens’ sport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sport governance；sport 
right；sense of community，health governance；spor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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