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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视域下的新时期体育文学
⊙贾登娉［兰州理工大学，　兰州　730050］

摘 要：体育文学与“中国梦”的结合，实现了“体育+文学+政治”三维一体的思想教育目标，即增强体魄的体育锻炼

与提高文化水平的文学教育以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三者的有机结合。本文旨在通过“中国梦”的宏观视野，聚焦“体

育梦”之于“中国梦”的重要意义，深入挖掘体育文学中具有“中国梦”精神特质的“体育梦”，为体育文学的创作与研

究注入新活力。

关键词：体育文学　中国梦　奥运梦　体育强国　冠军文学

引言
“中国梦”是2012年12月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的概念，其主要内涵是“要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要想实现“中国梦”，就要汇聚社会各界的力量，从不同层面大力发展国

家的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其中“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从体育强身健体的功

效出发，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此基础上突出了体育精神的作用，将体育强

国建设纳进了“中国梦”的体系中，为体育插上了一双“梦”的翅膀。“体育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梦”如山，“体育梦”如石；“中国梦”是奔腾不息的长江，“体育梦”就是那涓涓汇入的溪流。习近平曾道：“一

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体育梦”的核心是体育精神。

中国要站稳世界舞台，不仅要靠富于科技含金量的中国制造，还需要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大

力传播中国文化。体育文学是讲好体育故事，发扬体育精神的重要承载体。要实现“体育梦”，就要大力促进体

育文学的繁荣发展，而体育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求变。本文旨在通过“中国梦”的宏观视野，聚焦“体育梦”

之于“中国梦”的重要意义，深入挖掘体育文学中具有“中国梦”精神特质的“体育梦”，为体育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注入新活力。	

“体育文学”指“以体育为素材，借助文学语言和艺术表现手法，形象生动地表现不同时期人们的体育活动和

精神风貌的艺术”。中国体育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有不少涉及体育运动的诗歌，

具体有射箭、狩猎、舞蹈、游泳、比武等方面。例如，《齐风·猗嗟》赞美青年射手高超的技艺；《郑风·大叔于田》浓

墨渲染武士狩猎的壮观场景；《周南·兔置》则生动描绘了“赳赳武夫”们进行大规模狩猎的场面；而《商颂·那》展

现了一场祭祀“烈祖”成汤的大型乐舞。这些记述上古先民进行体育活动的作品，都属于现实主义诗歌。20世纪

80年代初期的体育文学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侧重真实再现现实生活，塑造时代典型人物。本文

的“新时期体育文学”是指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即20世纪80年代

至今的体育文学。

一、“体育冠军”之“英雄梦”与“中国梦”
“英雄梦”是指在世界体育竞技台上代表中国出战的体育健儿们（尤其是体育冠军们）心底所珍藏的“为国争

光”之梦。这些肩负国家与民族厚望的体育健儿们，从小挥洒汗水于训练场，只求一朝扬名于世界体育竞技台，

为中国体坛增光添彩。驰骋于世界体育赛场的他们，无疑是中国体坛的英雄，人民心目中的英雄。20世纪80年

代初期的“冠军文学”便塑造了一批为祖国荣誉而战的运动健儿形象。这些运动健儿满怀的“英雄梦”是“中国

梦”在体育赛场上的经典演绎。这种以“为国争光”为核心的体育“英雄梦”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之情，是爱国主义

与英雄主义的完美结合，也是运动健儿的“体育梦”与人民的“中国梦”的融合。“中国梦”的提出不仅立足于当

下的发展现状，还源自曾经的历史沿革。它是基于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捍卫祖国完整，以及励精图治改革振兴的历

史而提出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中国梦”是体育“英雄梦”的升华与延伸，也是

“英雄梦”的最终归宿。“在新时期体育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时代精神起着支配和制约的作用。文学作为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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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保持着紧密相连的‘孪

生’关系，新时期体育文学发展初期同其他文学类型

一样，具有依附性。百多年来外国欺凌的历史使‘为

国争光’的‘英雄梦’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体育的

基本价值取向，金牌作为‘一剂良药’，树立体育健儿

在国际体坛光辉形象的同时，也鼓舞着广大民众从事

经济文化建设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体育文学所

凝练出的“英雄梦”将爱国主义注入民众心田的同时，

更激励起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的拼搏

意识，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冠军文学’为代表的中

国体育文学抓住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励志图强、

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希望中国民族复兴的时代期盼，

一系列淋漓尽致的、歌功颂德式的为国争光运动健儿

形象的塑造，不仅激励了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集体

主义精神，也为百废待兴的祖国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动

力。”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堪称“冠军文学”类体育

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主要记述了栾菊杰荣获29届世

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的感人经过，塑造了一位刻苦

勤奋、不顾伤情、一心为国争光的体育英雄形象。当

翻译问她：“你在想什么？”她答：“我想把五星红旗

升上去！”当手臂受伤，比赛陷入困境之时，是曾经在

北京所立下的豪言壮志——“这次去马德里，我决心

打出好成绩，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来”鼓舞了她，满

腔“为祖国争光”的豪情激励她“要顽强”“咬住打”，

并最终使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马德里体育馆的大厅里

冉冉升起，“这也是从国际剑坛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

旗！”在此，栾菊杰“想将五星红旗升上去”的英雄梦，

与在世界各国“赢得了应有的敬重，获得了无数的友

谊”的“中国梦”完成了无缝对接。鲁光的《中国姑娘》

则塑造了一批以“为国争光，振兴中华”为理想的女

排成员，她们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不忘使中国女排“走

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代代传承着为祖国荣誉而战的

“女排精神”。“她们一代一代苦苦追求的，是祖国母亲

的伟大前程！”除《中国姑娘》外，鲁光还通过《敲开

世界女排冠军大门的人》《强将手下》《敬你一杯酒》

《投她一票吧》《女排之路》等作品从不同角度描绘了

中国女排的冠军生涯，集中体现了以“为国争光”为

信念、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无论旗开得胜、越战

越勇，还是出师不利、反败为胜；无论是遭遇挫折、坚

持到底，还是迎难而上、毫不畏惧，一场场牵动全国人

民的比赛最终被中国女排姑娘演变成催人奋进的精

神力量！……女排精神是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激励

着中华各族儿女不断奋发向上、追求卓越。”“‘女排

精神’给国人的示范效应和精神激励远远超越了体育

竞赛的范畴。”	2013年11月19日，习近平会见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时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女排靠顽

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获得世界冠军。今后我们在

发展进程中，还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2016年8

月25日，习近平在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时强调：“中国女排不畏强手、英勇顽强，打出了风

格、打出了水平，时隔十二年再夺奥运金牌，充分展现

了女排精神，全国人民都很振奋。我国体育健儿在里

约奥运会上的表现，展示了强大正能量，展示了‘人生

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这样

的精神。”可见时至今日，“女排精神”依旧具有强大

的精神号召力，极大地鼓舞着民众的爱国之心。此外，

赵丽宏的《新的高度，属于中国》、朱巾芳的《羽球情》、

陈祖芬的《美》、罗达成的《跳水女皇》《中国棋王胡荣

华》等作品的内容，也主要围绕冠军而展开，塑造了不

同体育运动领域的冠军形象，书写了运动健儿们“为

国争光”的“英雄梦”，抒发了体育英雄们强烈的爱国

之情。这些体育“冠军文学”通过描写冠军们顽强拼

搏的夺冠历程，高度赞扬了他们“为国争光”的爱国

热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

之一。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凝聚民心、实现“中国梦”

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此，体育健儿的“英雄

梦”完美地融入“中国梦”，成为构筑“中国梦”不容忽

视的一环。

二、“体育强国”之“奥运梦”与“中国梦”
2019年2月1日，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时强调：“我们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

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关于建设

体育强国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又在民族精神层面做出

了进一步阐释：“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体

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

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这里的核心词是“体

育强国”与“中国梦”。“体育强国”是基于对世界各

国体育发展水平的整体认知，在客观考察与判断中国

自身体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出的。“体育强国”的

建设首先要在审视、反省、正确认识自身的基础上展

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体育反思文学”便重

在反思中国体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将体育运动与社会

反思、人民思想意识等结合起来，并在反思的基础上

以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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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的《强国梦》“通过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

地位，从而让国人科学、理性地评判自己国家在世界

体坛中的地位，意识到国家体育实力与世界强国的真

实差距”。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罗达成的《中国体

育界》、傅溪鹏的《悲剧的价值》、金汕的《中国足球之

谜》、戚鸣和田玉豹的《中国体坛内幕的深层曝光》等

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对体育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披露

与反思，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而呼唤着体育改

革。2014年2月7日，习近平看望索契冬奥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时表示：“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

多少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

胜自我、超越自我。”体育强国的建设与奥运会密不可

分。体育强国是以奥运会赛场为衡量标准，以健全和

发展体育产业为方向，旨在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性的

体育强国。体育强国的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中国人民

心中的“奥运梦”。以在奥运会赢得更多金牌来彰显

祖国强盛，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冠军文学”的重要

内容；而实现中国人在“家门口办奥运”的梦想，在世

界范围内确认中国的体育强国地位，则是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体育强国”建设为目标的“体育反思

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2001年申奥成功至2008年成

功举办奥运会这段时间节点中出现的一系列围绕“举

办奥运”而展开的体育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奥运

梦”具有多层涵义，不仅包括在奥运赛场上赢得更多

奖牌的“梦”，也包括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梦”，

还包括将中国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相接轨，实现

中国体育的“奥林匹克式”改革，达到国际化标准，列

入世界体育强国之林的“中国梦”。2016年8月25日，

习近平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曾道：

“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生动诠

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

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激发了

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

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

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可见“奥运梦”是体育强国

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梦”的重要表征之一。

赵瑜的《兵败汉城》，金汕、野夫的《泪洒汉城》，尹

卫星、应克东的《汉城不是洛杉矶》，鲁光的《世纪之

战》，毕熙东的《金环蚀》，张挺的《梦断汉城》等作品

都以反思中国在“汉城奥运”中的失利为起点，凸显

出体育界存在的问题，并将体育强国梦与奥林匹克精

神相联系，“通过体育案例的形式诠释与应答中国人

从上到下的体育强国梦，渗透出理性精神、冷静思考

及批判力量，警醒国人‘奥林匹克重在参与’，现代体

育观念是应该弘扬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

平竞争’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顾拜旦将体育视为

正义、勇气、荣誉与和平的象征，凝练出以公平、团结、

进取为核心的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盛会有效促

进了各国体育的发展，并使各国能以体育运动为媒介

展开友好交流。它不仅是国与国的体育碰撞，更是运

动员之间的技术较量。通过碰撞，赢得尊重，也通过

较量，收获友谊。运动健儿们就是在奥运赛场上的胜

败荣辱中成长起来的，而中国体育也是在奥林匹克精

神的洗礼中强大起来的。拼搏、合作、尊重、公正等一

系列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奥运精神性词汇，是

实现“中国梦”所需的重要精神力量。北京奥运前夕，

讲述刘长春一个人参加奥林匹克的坎坷历程的电影

《一个人的奥利匹克》上映。影片在高度赞扬刘长春

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热爱祖国的体育精神的基础上，

集中展现了中国执着以求的“奥运梦”，生动诠释了以

刘长春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对“奥运梦”的珍爱与渴盼。

作品通过对“奥运梦”的中国式表达，体现出中华民

族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徐坤的《八月狂想曲》是首

部以“奥运”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文中围绕奥运场馆

的建设，描画了一幅中国体育界的奥运备战图，体现

出由国家到体育界再到百姓等社会不同层面对奥运

的期盼和重视。此外，《何振梁申奥日记》《中国申奥

亲历记——两次申奥背后的故事》《中国申奥之旅大

纪实》《奥运情缘》《北京奥运火炬设计》《中国打开

奥运之门》《08奥运前夜的空港脉动》《北京奥运圣

火境外传递纪实》《我和你：北京奥运17天》《五环旗

下的中国》《奥运中国》等作品也都围绕着“中国与奥

运”而展开，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的奥运情缘，记录

了中国申奥的历史性时刻，展现了中国圆满举办北京

奥运会的强国风采，共同组合成了一幅“奥运梦”的

全景图。“奥运梦”的实现高扬了中国之体育精神，极

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为“中国梦”

的实现打了下坚实基础。

三、“体育粉丝”之“个人梦”与“中国梦”
“体育粉丝”是指对体育运动抱有极大的个人兴

趣，热衷于追踪体育赛事的相关信息，对知名的体育

界人士怀有一种“偶像”情结，通过关注体育界动态

来表达自己对体育运动满腔热忱的群体。20世纪90

年代以后，由于“体育网络文学”的日渐繁盛，体育文

学的创作模式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体育网

络文学”的主题不再像“冠军文学”单一地聚焦于“金

牌”和“为国争光”，也不再如“问题文学”重在发掘

体育界的问题寄望于体育改革，而是拓宽了体育文学

的社会辐射面，广泛提取人性、情感、文化、心理、历史

等多方面信息，从不同层面突显出体育的价值。“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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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以互联网为平台，通过博客、论坛、文学网

站等多种载体广泛传播，因创作模式的私人化及便捷

性，作品多倾向于表达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及情感，

语言风格个性化，体现出作者对体育运动强烈的主观

意识，同时也显示出“个人”对体育事业及国家发展

的强烈关切和社会责任感。体育文学通过网络、电视、

广播、电影等媒体手段进入大众生活，与个人的梦及

理想紧密相连，将宏大的“体育强国梦”转换成为微

观的“体育粉丝梦”，实现了“体育梦”的个人式分解。

在涉及“中国梦”的具体实现途径时，习近平说：“中

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梦”不是空洞的口号

与概念，而是与每个中国人切实相关的“个人梦”的

宏观影像。而“体育粉丝”的“个人梦”便是“中国梦”

分解而成的一个具体影像。体育文学中所承载的体

育粉丝“个人梦”有助于“中国梦”在全国范围内的普

及与深化，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之一。

杨杰的《假球》被誉为中国的首部足球小说，也是

传统体育文学通过网络向体育文学过度的标志性作

品。《假球》的创作既源于资深球迷对中国足球的殷

切期盼，也源于作家对体育文学及体育事业的强烈责

任感。作品通过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假球”事件的

集中披露，以“怒其不争”的心情描绘出一个萎靡不

振的中国足球界。杨杰认为：“中国足球照猫画虎地

举办职业联赛，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从内心深处愿意同

国际社会握手言欢的一个标志。这是中国的开放和

嬗变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照此下去，我毫不怀疑中

国足球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球场上和市场上获得

应有的尊严和进步。”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长期以来

都是体育界及体育粉丝们的痛点，以足球为题材的体

育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好球》《混球》《足球流氓》

《临门一吻》《期望爆出冷门》《甲A恩仇录》《回归足

球》《我心目中的最佳阵容》《中国足球与英雄无敌》

《咱是球星咱怕谁》《尴尬时代的中国足球》《笑看体坛》

《女足五题》《足球男人》《足球神话》《在现代蹴鞠的

日子》《全民偶像》《爱上米兰》《足球之道》等一系

列作品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足球”而展开的。众多的

“足球”题材，说明了创作者们对国足的强烈关注与期

盼，而当期盼落空时，便诞生了一些具有“异能”的足

球健将，帮助作家在虚幻的世界完成他们在现实中失

落的足球梦。连载于飞卢小说网的体育网络小说《足

球神话》的作者jinnan	在作品简介中的一段话可说是

代表了众多体育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心声：“我不知道

中国足球队何时能够捧起大力神杯。甚至还有人曾

肯定地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无缘看到那辉煌的一刻

了。2002年，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赛场上三战

皆负，而且是赤裸裸的未进一球的残酷事实，也实在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中国足

球队是难以捧起那象征着足球事业上最高荣耀的大

力神杯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便萌发了要塑造

一个英雄人物，让他来创造这个奇迹，以慰藉我那屡

屡受创的球迷之心。所以，我塑造了一个虚拟世界，

和一系列的虚拟人物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来捧起

这个我们向往已久的大力神奖杯。”“体育网络文学”

的作家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资深的体育粉丝，又是

文学爱好者，他们的创作动机也多与自己的“体育粉

丝梦”密不可分。由此，“体育网络文学”可说是一群

资深“体育粉丝”在以文学的方式去演绎自己的“体

育梦”，是“体育粉丝”的“个人梦”与国家的“体育强

国梦”的完美结合。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犹如海之于溪，又如土之于木。

文学需要从丰富的文化实践中汲取发展养分，文化则

需要通过文学的审美性表达更趋具体与生动。“体育

文学是体育文化的表征。体育文化是与政治意识形态

关系更为密切的领域文化之一。”从民主革命时期，旨

在通过体育运动强身健体以实现武力救国的毛泽东在

《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

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期望通过体育赛事

与他国实现和平外交，树立新中国形象；再到1971年

通过“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两国的外交恢复。从20

世纪80年代通过“奥运冠军”体现民族自强，表现新

时代中国斗志昂扬的新面貌；到20世纪90年代及当下

通过“体育强国建设”和“奥运梦”表现民族伟大复兴，

体现国家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国梦”。

体育文学发展历史中所积淀的体育冠军之“英雄

梦”“体育强国梦”“奥运梦”以及“体育粉丝”之“个

人梦”，都是“中国梦”有力的表征形态。体育文学中

所蕴含的以“爱国”“拼搏”“进取”“团结”“公平”“友

好”“诚信”“和平”“自由”为代表的一系列精神词汇，

与“中国梦”高度契合。“中国梦”是当下社会最重要

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一，体育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

其中。体育文学作为体育精神及“体育梦”的重要载

体，亟需汲取当下体育文化赋予自身的丰富养料，将

“中国梦”的核心精神融入进来，不断丰富与拓展自身

的创作与研究。体育文学与“中国梦”的结合，实现

了“体育+文学+政治”三维一体的思想教育目标，即

增强体魄的体育锻炼与提高文化水（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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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受父亲影响也出落得很优秀。据报道其女儿的

汉语水平同样非常高。这证明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

传统文化与历史底蕴沉淀，正吸引更多的西方人学习

与向往。“据统计，全球把汉语当作外语学习的人数已

经超过1亿，有一百多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和越来

越多的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考点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汉语热在21世纪初已风

行。”d随着中国留学生大批量涌出国门，他们在求学

升华自己的同时，也将本土文化粤方言、汉语等带到

外国。有人预测今年全球学习汉语与粤语的人数将

超过18亿人，汉语以及粤语在世界使用生态发展非常

良好。

因此，	“融新”主题下的湾区内经济发展赋予粤方

言文化的生态扩张的目标是“国际化”，既走出去也迎

进来，让世界接受汉语羡慕粤语。如果说，19世纪英

国人发明了蒸汽机，20世纪美国人发明了汽车，所以

19世纪是属于英国人，20世纪属于美国人；那么21世

纪中国人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文化发展高地与粤语

文化繁荣带给世界，让世界接受汉语传送粤方言，所

以我们就有理由说，21世纪的春天是属于中国的！

a		 James	A.	Banks：《文化多样性与教育》，荀渊等译，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5页。

bc　郑刚：《岭南文化向何处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

版，第51—52页。

d		 网址：www.mafangge.com/htm，200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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