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
说：“奥林匹克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种
源于内心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国的
体育文化语言向世界表达着怎样的含
义？

黄莉：首先，中国的体育文化重视团
队和集体的力量，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在赛场上相互支持、共同进退的团结协
作精神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的价
值观。

其次，中国的体育文化还向世界诉
说着自强不息、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自
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塑造了
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不屈不挠、不甘落
后、自我强大的民族性格。

再次，中国的体育文化欢迎和接纳
不同的外来文化，展现出中华民族“求同
存异”的宽容与“厚德载物”。奥林匹克

运动中，新增的滑板、攀岩、霹雳舞、冲浪
等项目在我国还是小众项目，但我国体
育界拥抱这些项目，奋起直追，把奥运会
的新增项目搞上去。

最后，中国的体育文化借助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要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出”
国门。像中国龙舟、中华武术、舞龙舞
狮、中国象棋等项目，其背后都有深厚的
民族传统文化。借助国际体育赛事，在
推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过程中，就能
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
文化及传统价值观。

读+：中国的体育文化中，最能打动
您的是什么？

黄莉：在体育竞赛里，有一点非常能
打动我，那就是不断挑战自我，挖掘人的
最大潜能，这种精神始终没有变。这个

过程中，要不断刷新自己的纪录，那种无
限 接 近 人 体 极 限 的 时 候 ，人 是 痛 苦
的——但只要能在关键时刻战胜自己，
咬牙顶住，迸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小
宇宙爆发的能量能震撼人心。

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一个
民族、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在最具有挑
战的时刻，扛住了，顶住了，然后坚持下
来，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创造了成功
的机会。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种精神，
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需要的一种坚强、
坚韧的奋斗精神。

说到这里，我还是想提起奥运会上
让我感动的瞬间之一——巴黎奥运会乒
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陈梦4比2战胜孙
颖莎，卫冕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领
奖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所有运动员紧
紧相拥，这一幕，是体育精神的最佳诠

释。她们之间的拥抱，超越了胜负，传递
着彼此的尊重与鼓励，展现了一个团队
的凝聚力与和谐。在这一刻，没有国界，
没有对手，只有共同追求卓越的梦想和
对体育无限的热爱。

颁奖仪式后，一个令人动容的场景
出现了。张怡宁、李晓霞、丁宁等国乒前
辈，自发地站在一起，与现场千人齐唱国
歌。那声音，虽然有些哽咽，却饱含深
情，是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也是对后辈
们无声的鼓励与支持。

为什么这一幕如此感人？因为让
我们看到了体育在团结中所产生的力
量与温情，也让全世界感受到了体育跨
越国界的魅力。在我看来，所有的比
赛，都不仅仅是一场有胜负的比赛，体
育比赛中所展现的体育精神更值得珍
藏与回味。

读+：您最近有关注奥运会吗？有哪些
赛事或者运动员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莉：让我印象深刻的画面非常
多。中国女排与土耳其的那场比赛虽
然输掉了，但是中国女排虽败犹荣，展
现了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郑钦文的
网球单打决赛，她首次参加奥运会就获
得了奥运会女单冠军，这是中国网球首
枚奥运女单金牌，她创造了历史，展示
了新生代中国运动员沉着自信、勇敢坚
强的形象。

过去，我们的优势项目是西方国家
“玩得少的项目”，所以我们即便拿到了
金牌，一些西方国家还是不太认可我们。

我们体育界正在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在强调，要提高金
牌的“含金量”。在一些体育强国经常开
展的项目上，我们把金牌拿到，能站上最
高领奖台，这就是用实力说话，能赢得他
国尊重。

同样让人自豪感爆棚的还有潘展乐
和他的队友们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
力赛上夺金后的表现。潘展乐赛后接受
采访说，“冠军是我们的，不满意的应该是
别人！”他还说：“多亏了我的好队友们，给
我创造了信心和一点点优势，特别佩服他
们三个。”他的队友覃海洋和徐嘉余也特
别直爽，他们说：“我们组这支队伍就是为
了打破美国垄断的，我们也做到了。”

类似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都让人
精神振奋。在我看来，新时代的运动员
若是没有个性，像面团一样任人揉捏，是

拿不到世界冠军的。他们那种平视世界
的自信，那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充满战斗
力、乐观向上、团结友爱的精神风貌，展
现了我们的时代精神。

读+：我国运动健儿的这种精神风貌
和中华体育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您可以
介绍一下，中华体育精神的含义吗？它
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黄莉：中华体育精神有一个孕育、萌
芽、发展、形成的长期演变过程，其背后
展现的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

中华体育精神主要反映了我国体育
界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体育参与
者在从事体育运动中所展现的积极精神
面貌。中华体育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土壤，又受到不同外来体育文
化的影响，还有红色革命文化的浸润，这
些积极因素的汇聚与积淀锻造出融有中
外优秀文化因子的中华体育精神，它既
具有稳定的历史性和变化的时代性，同
时也具有体育自身鲜明的特性。

中华体育精神是1996年由当时的国
家体委明确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不同历史阶段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新中国刚成立时，白手起家，一切
都得从头开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
时候中华体育精神很重要的方面就是
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争口气”，要让
外国人看得起中国人。这体现在运动
场上，就是中国运动员要能处在世界

第一的位置。1956 年，举重运动员陈
镜开打破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
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60 年，
中国登山队历经艰险，不怕牺牲，抢在
国外所有登山者前面，首次从北坡登
上世界屋脊珠峰；1959 年，容国团在乒
乓球世锦赛上夺得新中国第一个世界
冠军。这些体育上的胜利展现了我国
体育人能战胜前进中的艰难险阻，去
夺 取 最 后 胜 利 的 大 无 畏 英 雄 主 义 气
概，极大地鼓舞并激励了处在困难时
期的中国民众。我记得当时社会上广
为传颂的一句话是“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

后来，通过体育所达成的中美乒乓
外交不仅缓和了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
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人在球场、胸怀祖
国、放眼世界、为国争光的乒乓精神，还
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口号对
体育行业和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积
极影响。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体育重新回到
奥林匹克大家庭，积极参与国际体育竞
争，首次提出“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
为此，中华体育精神强调了为国争光、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要在国
际舞台上，拼出属于中国体育人的一片
天地，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中华民
族的一席之地。从 1984 年中国参加洛
杉矶奥运会的第一块奥运金牌获得者
许海峰，到中国跳水、体操、射击、举重、
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的确立，中

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越来
越出色和抢眼，成为国际体坛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中国奥运首金的获得、中
国女排获得“五连冠”都是那个时代的
标志性事件。1996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随
之中华体育精神被国家体委提出。

迈入21 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
提升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体育综
合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华体育精神
获得进一步发展。2008年8月北京奥运
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实现了中国人的百
年梦想，也创造并形成了以爱国、奉献、
敬业、创新、团队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北京
奥运精神，展现了中国作为体育大国的
实力，向世界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华体育精神不仅
是我国体育界的宝贵财富，而且早已超
出体育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精
神财富。

进入新时代，随着“健康中国”“全民
健身”“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中
国体育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
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这五大领域全面
推展，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和体育与外界的
互联互通，强调体育与教育、健康、文化等
领域的深度融合，倡导“健康第一”的理念
和“终生体育”目标。相应的，中华体育精
神重视体育文化对中国体育的引领作用，
强调科学求实、健康快乐、科技助力体育
发展，明确了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体育的
灵魂与统帅的重要地位。

强大，来自平视世界的自信

中华体育精神中有高格局、大气度
读+：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体育精神

有了哪些新表现？
黄莉：中华体育精神最开始是从竞

技体育中得来的，与运动项目关系密切，
比如我们讲的登山精神、乒乓精神、女排
精神等，后来不以项目为标准，提出“中
华体育精神”这个概念，概括出“为国争
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这些主要内涵，成为中
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体育精神带有中华民族文化的
深深烙印。随着时代发展，这些精神也
在不断传承与创新，变得更加具有时代
性和现实性。

在我看来，这种精神一旦形成下来
之后是有一定稳定性的，比如说为国争
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等等。在中
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时，中国
体育面临的外界环境与争议都是常见
的。谈到这里，我可以举些例子。

巴黎奥运会游泳赛场最后一个比赛
日，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潘展

乐完成反超，帮助中国队力压垄断该项
目40年的美国队和占尽主场优势的法国
队，以3分27秒46的成绩夺冠。

这是中国游泳队首次在这个项目上
拿到奥运金牌。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以来，中国泳军在这个项目上从未得到
奖牌。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名列第八，
已经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要知道，自 1960 年该项目“入奥”以
来，除了未参赛的1980年奥运会，美国队
包揽了全部冠军，夺得总共15枚金牌。

还记得郑钦文在红土上的三次“胜
利躺”吗？

8 月 3 日，郑钦文以 6∶2、6∶3 战胜克
罗地亚选手维基奇，为中国赢得首枚奥
运网球单打金牌。同时，她也是第一位
站上该项目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亚洲运
动员。

击败对手的瞬间，她躺倒在地上，全
场向这位来自东方的姑娘致以敬意。

我们过去讲中华体育精神，“为民
族争气，为国家争光”，到现在仍是这个

主题。只有中国更强大，中国体育更强
大之后，来自西方的质疑、纷争才会减
少。

新时代背景下，团结、友谊、进步的
精神展现得更充分，面向未来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得到提倡。我们的运动健
儿在国际舞台大大方方地表达自己的开
心或者不开心的地方，他们在紧张比赛
之余也会有调皮与松弛，他们表现出了
高格局、大气度，这是珍贵的精神体现。

读+：在您看来，体育精神在世界上
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黄莉：确实如此，不仅仅是中华体育
精神，我感觉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全球
的体育精神也发生了一些拓宽和延伸。

比如，51 岁的土耳其男选手迪凯奇
因“随性”的风格走红网络。在射击混合
团体10米气手枪决赛中，迪凯奇仅佩戴
了一副普通的近视眼镜和一对睡眠耳
塞，以单手插兜的潇洒姿态，稳稳地将银
牌收入囊中。

61岁的倪夏莲从未拿过奥运会冠军，
但她对乒乓球的理解和热爱，比金牌更打
动人。倪夏莲0比4不敌孙颖莎，结束了
自己第六次奥运之旅。虽然在这场“相差
38岁”的对决中败下阵来，但全场比赛倪
夏莲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意，所有人都感受
到她是真的在享受这场奥运比赛。解说
员都忍不住说：“这是世界第一和‘世界唯
一’间的传承。”

在这场对决正式开始前，还发生了
一个小插曲：为了帮助“莎头组合”充分
准备与朝鲜队之间的混双决赛，与朝鲜
选手打法相似的倪夏莲主动化身陪练，
为“莎头组合”夺冠立下战功。这一幕也
让本就拥有良好人缘的倪夏莲收获大批
粉丝，社交媒体上网友对于她的感谢不
胜枚举。

参与比赛的人更松弛了，看比赛的
我们也更松弛、更包容。体育精神中“以
人为本”、团队协作的精神始终存在，只
是表现在了不同国家不同的运动员身
上，并以更丰富更多元的形式展现出来。

力量与温情，体现跨越国界的魅力

【
访
谈
】

代代传承的体育精神引领人生

郑钦文创造历史，获得奥运网球女单金牌的那
个晚上，黄莉和她 92 岁的父亲都激动得难以入眠。

“老爸平时晚上看电视爱打瞌睡，但冠军决赛的这
一晚，老爸从头看到尾，一会儿都没有睡。”黄莉告
诉记者，“父亲当晚反复说，‘这块金牌来之不易
啊！’”父亲黄宝琳是一名老体育人，他这一辈子把
体育精神带到校园，也带到了自己的家庭。

70年前，黄宝琳是武汉体育学院成立后招收的
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后留校成为一名体操老师，在
教师岗位上辛勤工作了一辈子，被国家体委授予

“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
30 年前，当黄莉来到武体当老师时，父亲对她

说：“现在接力棒交到你的手上，希望你能跑出一个
好成绩！”父亲的话很朴实，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深切
的期待。

在黄莉心里，这不仅是子承父业，更是一种体
育精神的传承。传承的意义是接续奋斗，是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在这次巴黎奥运会比赛中，黄莉看见 61 岁的
乒乓老将倪夏莲与孙颖莎同台竞技，彼此之间不
仅是对手，更是朋友，展现了超越胜负的体育精
神，展现了中国体育人心系国家利益的情感。在
黄莉看来，奥林匹克运动承载着人类对和平、团
结、进步的美好追求。中国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是在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
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目前，黄莉所在的团队参与了国家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中有关体育精神的撰写，正在编
写《中华体育精神概论》本科生教材，已录制了《中
华体育精神高级教程》的研究生线上课程，不久就
会向社会开放。中华体育精神研究院通过向省市
运动队、中小学生、大学生群体普及中华体育精神，
增强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面对挫折的承受能
力，培养认准目标、不轻言放弃的坚韧意志。

在学校的这些年里，黄莉和学生们教学相长，
互相提升。她对一个运动员学生写的文章印象深
刻，学生写道：“我练体育这么多年，一次次努力突
破个人最好成绩。常人受不了的、达到身体极限的
痛苦我都能承受，未来还有什么苦能比这更大更强
的呢？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面对未
来，我无所畏惧。”黄莉清楚地记得，那位学生因运
动成绩优异被选拔到国家赛艇队，继续为国争光。

中国的体育文化始终诉说着自强不息、不轻
言放弃的精神，也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特点塑造
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不屈不挠、不甘落后、自信
自强的性格。黄莉一直跟学生们强调，中华体育
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贯穿人的一生，“一旦当
你身上具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后，不管是工作就
业还是生活遇到难题，都能让你有坚定的信心、强
大的内在支撑力继续前行”。

武汉体育学院中华体育精神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莉：

中华体育精神在新时代有了新表现
□记者马梦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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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更多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与“更高更快更强”冲突吗？

这个盛夏看巴黎奥运会，一次次地为选手们在赛场上拼搏
夺金而呐喊，也为他们赛后拥抱、自拍合影而赞叹。那些遇到困
难时的坚韧反超，与超越胜负、彼此的尊重和鼓励，同样让人动
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更高更快更强”从不同角度诠释体育
精神的内涵，它们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

2021年，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Together）加入奥林匹克
格言，强调体育在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方面的重
要作用，也体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人民需要加强团结合
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时代要求。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在中国持续走向现代化和全
球化的过程中，体育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四年一届的奥

运会，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难忘的集体记忆。中国人看奥
运，看的不仅是比赛，还在观察祖国的国际地位，观察中国和世
界的关系。本期《读+》专访武汉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黄莉，她
说：我们过去讲中华体育精神，讲“为国争光”，现在仍是这个主
题，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团结、友谊、进步的精神展现得更充
分。

中国的体育大国地位，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我们普通人能做的，除了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还可以把体育
运动这项习惯，纳入生活方式当中。“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
则体育兴”，这是中国人民深沉的期盼。

王永芳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为国争光的目标明确，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享受体育竞赛的过程。向全世界展现了自

信、团结、拼搏、进取的精神。

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在体育领域的结晶，在新时代迸发出独特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

长江日报《读+》记者专访武汉体育学院中华体育精神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莉，与她探讨中华体育精神的特殊价值

所在，以及中国的体育文化语言向世界表达着怎样的含义。她表示，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体育精神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了新的

内涵和具体表现。

《中华体育精神与体育强国梦》
黄莉 著
北京出版社

黄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