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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新中国成立的第２个壬辰年后，通过３次追踪研究，分析建国前后的甲子周期体育发展

走势，着重就建国第２甲子周期，从系统的４类社会发展的多个量化指标的增长比较研究，经过对６４年

历年的绝对和动态数列的处理后，绘制反映发展走势 的 曲 线 图。就 此 确 定４个 波 澜 起 伏 的 历 史 发 展 主

线。１９８７年及后４年的第３高潮期便是翱展雄姿，随后的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 又 呈 现 第４高 潮 迭 起，因 而，
将新中国６４年来体育发展征途的飞腾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从中国民间盛行的传统龙文化的视

角，分析中国现代体育史发展趋势呈现的“龙形”曲线，形成体育史上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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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目的

为研究新中国前后的甲子周期的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走势

和特点，本文从民族传统龙文化的视角，按照被各类报刊、各级党

报兼示的农历，１９４９年以来，进入第２个甲子年后，研究近６４年

来新中国体育发展综合估值曲线呈现的“龙形”走势，分析中国现

代体育史上的跃进亮点，进而探究该体育史上的发展规律。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世界的一切事物充满着数量 变 化，并 存 在 从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普通现象。为此，本项研究着重用 量 化 研 究 并 配 合 文 献 资 料 研

究方法，以１９４９年以来第２个 甲 子 周 期 为 研 究 对 象，对 相 关 的

４类体育社会发展的多个量化指标的增长作比较研究。经过对

６４年历年的绝对和动态数列的数据处理，求出体育发展的综合

估计值，进而绘制新中 国６４年 来 体 育 发 展 走 势 曲 线 图，如 图１
所示。本项研究改变了研究历史 传 统 的 惯 用 方 法，即 用 大 量 缺

乏量化关系的史料堆积，过多出现从史料到史料的现象。

本项研究从综合 描 述 和 评 价 我 国 体 育 整 体 发 展 态 势 的 十

分丰富的、繁杂而多层次的指 标 中，遴 选４类 及１２个 指 标 的 依

据是，我国体育历来划分的群众、学 校、竞 技 体 育３大 部 分 及 其

物质要求，以及现代体育的 信 息 化、国 际 化 要 求。为 此，着 重 从

系统的历年量化指 标 的 角 度，选 取 下 列４类 多 个 指 标，并 邀 请

３９位评议专家根据３原 则（有 明 确 公 认 的 量 化 单 位，有 易 采 集

性，有较多的可比性）作效度 检 验 时 优 选１２个 指 标。本 项 研 究

４类指标如下。

第１类，代表体育运动的技术 水 平 和 竞 技 体 育 的 创 世 界 纪

录项次［１］１１４－１２５、获世界冠军个数［２－２０］、获全国冠军个数［２１－３２］的增

长比较。

第２类，反映国民体育普及程度 的 锻 炼 标 准 达 标 人 数［３３－３５］

（２００１年后调整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人数、社会体育组织个数、

人数）、业余体校所数［３６］、人数［３７］的增长比较。



第２６卷第１期／２０１４年１月

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２７　　　

第３类，反映我国国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３８］、体 育 物 质 条 件

的经费［１］１４６、各类场地［３９］的保障条件比较。

第４类，反 映 我 国 国 际 体 育 活 动 的 交 往 国 家［４０］、起 数［４１］、

人数［４２］的增长比较，借以研究体育信息化程度。

上述４类指标中含下属１２个二级指标（如上标序号所示）。

为评定多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现 以 时 间 系 列 分 析 来 判 别 某

一社会现象的上升或下降的长 期 整 体 趋 势。为 此，用 图 示 法 对

上述４类社会发展指标分别绘制４个 坐 标 图，用 表 列 法 展 示 其

动态数列（增长速度，增长系数和相对系数）的增长状况。

就上述多项指标数据，初看起 来 似 乎 不 规 则 而 显 得 错 综 复

杂，难以分析和鉴别６０多年 体 育 发 展 的 总 趋 势。为 此，需 寻 求

既可作综合估价 总 趋 势 又 能 摆 脱 原 有 不 同 计 量 单 位 之 局 限 性

的估计值。要用图示 法 对 上 述４类 社 会 发 展 指 标 分 别 绘 制 坐

标图。图１中的综合 估 价 值 Ｙ^ 是 当 时 创 新 运 用 体 育 数 学 的 新

方法，即通过上述多项历年的原始采 集 数 据 而 转 换 的３级 导 出

数据，并乘上由１８名副教授以上 的 专 家 鉴 定 的 加 权 数（第１类

指标占代表发展整体重要性的４５％，第２类指标占２５％，第３、

４类指标各占１５％），经ＩＢＭ计算机智能运算出来的。

图１　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新中国体育

发展的综合估价值Ｙ^曲线

　　但是，到后续研 究 和 追 踪 研 究 时，即 最 近２０余 年，体 育 社

会发展指标发生了 一 些 类 别 的 变 化，具 有 权 威 性、代 表 性 的 指

标，例如反映国民体 育 普 及 的 劳 卫 制、锻 炼 标 准、达 标 人 数、业

余体校所数及学生人数的增长比较在相应 年 代 的《中 国 体 育 年

鉴》等没有登录和记载。２００１年后改用社会体育组织个数及总

人数的可比性又难 以 掌 握，缺 乏 统 一 标 准，又 出 于 精 简 篇 幅 的

考虑；因此，后３类体育社会发展指标的３个坐标图只好删去。

上述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研究 方 法，对 中 国 现 代 体 育 史 从 宏

观走势的规律中探 究 发 展，多 年 来 曾 得 到 不 少 专 家、会 议 及 评

奖单位的认同和赞许；但这种略带创新 性 的 史 学 研 究 方 法 的 改

革尝试尚有待完善，例 如，建 国 以 来 前 后 段 体 育 社 会 发 展 指 标

的衔接与连续性，在 往 后 一 二 次 的 每 隔１０年 左 右 或 有 出 现 新

高潮时的追踪研 究 中 亟 待 完 善。今 后 承 上 启 下 的 研 究 仍 以 正

在改革的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为基础，力 求 使 该 传 承 研 究 项 目

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

３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中国传统龙文化概述

龙是中华先民就自然界的多 种 动 物 和 诸 天 象，经 多 元 融 合

而创造出来的神化物，是中华民 族 的 远 祖 尤 为 崇 拜 的 图 腾。按

古时术数家的计年传统，２０１２年 是 农 历 壬 辰 年，度 过 公 元１９４９
年后的第２个壬辰年 后，基 于 中 国 传 统 龙 文 化 的 视 角，２０１３年

回首６４年来中国 体 育 发 展 整 体 态 势 有 似“龙 腾”特 征，显 得 特

别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３．２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中的甲子周期的旧中国体育运动简况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起，随着 清 末 的 洋 务 运 动，西 方 现 代 体

育系统大举传入中 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 的 辛 亥 革 命 后，建 立 了 中

华民国，中 国 从 此 进 入 一 个 新 的 历 史 时 期。在 旧 中 国 政 权 更

替、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推动 下，经 历 了 几 个 历 史 时 段 的 转

折，中国近代体育 发 生 了 重 大 变 革，其 中 以 体 育 在 学 校 中 的 地

位得到确立，运动竞赛体制的初步形成（清末和民国初年举办２
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显著。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中 国 进 入 了 现 代 史 的 历 程，在 一 些

先进人物的体育思 想 启 示 和 影 响 下，学 校 体 育、体 育 专 业 教 育

随之发展；多次举办和参加国内、国 际 运 动 竞 赛；全 国 性 体 育 组

织有了雏形；一些运动员代表参赛国际 体 育 竞 赛 作 了 辛 酸 的 尝

试［１］１８２－１８３，艰难地步入国际现代体育潮流中。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起，世界东方巨龙———新中国觉醒了，中国现

代体育踏入了崭新的辉煌历史时期。

３．３　１９８９年首次就新中国体育走势作系统研究的初涨跃态势

当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多 年 前 后 交 界 之 际，改 革 初 期 的１９８９
年对此专题 作 了 初 次 系 列 的 研 究。为 研 究４０余 年 的 发 展 态

势，以题为《新中 国 体 育 发 展 的 龙 腾 特 点》于 这 年 首 次 撰 稿，发

文于省级体育刊物，次年及以后该修 改 稿 入 选２个 国 际 学 术 会

议，收编于《新中国体育史优秀论文集》。

历年的４类多 项 社 会 发 展 指 标 主 要 引 自《中 国 体 育 年 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世界体育 大 事 典》《体 育 大 辞

典》等［２－３７］。

建国后，新中国着 手 初 建 基 业，体 育 领 域 的 各 项 业 绩 均 是

对旧中国业绩作零的突破。围绕第１届全运会，１９５９年出现了

新中国体育发展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第１高潮。６０年代初，暂

时困难的国民经济得到 恢 复 与 发 展 后，１９６３年 起，我 国 体 育 事

业又得到新的发展。以第２届全运会为中心，１９６５年出现了以

竞技体育为代表的第２个体育高潮，取 得 了 建 国 以 来 创 全 国 纪

录、创世界纪录最多的好成绩。上 述 第１、２个 高 潮 在 我 国 体 育

史学界的论著早有定论［１］１８４，［３８－４０］。经本文量 化 的 数 据 处 理，因

而在图１的综合估计 值 曲 线 之 前 段 呈 现 了２个 箭 头（图１），表

示了综合性的２个体育高潮。

首先，从代表体育运动技术水 平 和 竞 技 成 绩 的３项 指 标 来

看，新中国成立４０年来，已获世界冠军３９４个，创世界纪录３９３
次。１９８７年，获世界冠军 和 创 世 界 纪 录 均 达 到４０年 来 的 最 高

水平，前者数字与第１、２高潮的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５年相比，分别为

１∶５∶７０，后者数字与之相比，则为１∶２．４∶２．６。若把１９４９—

１９８９年各项指标的动态 数 列 在 纵 横 坐 标 上 按 年 份 顺 序 排 列 的

话，那么坐标上显示的３条曲线宛如一条长龙形，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５
年、１９８７年３个波澜突起，一峰高过一峰，展现矫健的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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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反映学校体 育 普 及 程 度 的３项 指 标 来 看，１９８７年

及其后４年，较之前２个高 潮 大 有 高 涨 之 势，例 如１９５９年 全 国

达标人数为９３３余万 人，１９６６年 有 下 降 之 势，到 接 近 第３高 潮

的１９８４年则高达３　３００余万人，１９８７年抽测１１个省市，达标的

城乡学生已超过６　０００余万人，近１０年达标人数３亿１　２００余

万，占４０年来达标 总 数 的８２％；因 而，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 达 标 人 数

竟达３亿６　０００万，占前３７年总数的７１％。１９８７年业余体校所

数及学生人数分别以４．４％和９．２％的 速 度 增 长，均 超 过８０年

代的平均 增 长 速 度。１９９１年 后 者 以１１．６％的 增 长 速 度 再 次

飞跃。

其三，从反映中国 国 民 人 均 收 入 和 体 育 物 质 条 件 来 看，在

１９７８年以前，其增长均不甚明显，但到１９８７年后的４年形成了

前所未有的高峰期。１９８７年 的 人 均 国 民 收 入 与 第１、２高 潮 的

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５年的比例为１∶１．０６∶４．５９。１９８７年体 育 经 费

则以６２６．５％的增长速度 高 于２８７．７％的 平 均 增 长 速 度。此 高

潮期的５０年各类体育场地以３２８．８％的增长速度高于８０年代

的平均增长速度１８３．１％；故 该 图 曲 线 后 段 呈 奇 峰 高 突。这 一

趋势反映在绝对数量上就是，前４２年 新 建 的６０余 万 个 各 类 场

地有一半是在第３高潮期前后新建的。

其四，从反映 体 育 现 代 化 的 国 际 体 育 活 动 的３项 指 标 来

看，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我国的 国 际 体 育 交 往 缓 慢 增 长，４０年 来，

我国与近１７０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９　０００多次交往，达１２万余

人次。自１９７９年恢复我 国 在 国 际 奥 委 会 的 合 法 席 位 后，近１０
年的交往占４０余 年 总 数 的２／３左 右。到１９８７年 前 高 峰 孕 育

期，其后高峰较之前２个高潮更有高突之势。

３．４　２００５年就此专题作 第１次 追 踪 研 究，中 国 第３体 育 高 潮

再现高峰

２００５年的３年后，继续跟踪研究本专题，于２００８年发表了

《试论６０年来新中国体育发展 的 龙 腾 特 点》。就 产 生 一 定 社 会

反响的该文由上 述４类 社 会 发 展 指 标 的 综 合 估 计 值 的 曲 线 分

析：１９８７年及其后４年（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以 第６届 全 运 会 为 起

点，新中国体育发展史出现了第３个高潮。纵览６０余年体育发

展综合曲线图表明的龙形发展态势，特别引人注目。

按６０年先后顺序排 列 起 来 的 动 态 数 列 分 析，集 中 取 其８０
年代末获世 界 冠 军 与 创 世 界 纪 录 的 增 长 速 度、增 长 系 数 来 比

较，即可发现１９８７年的世界冠军１６９．２％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

该项８０年代的平均增长速 度（９８．７４％），后 者 同 年 创 世 界 纪 录

的２６６．７％的增长又远为超过８０年代平均增长速度（３１．３３％）。

前者２６９．２％的增长系数大大超８０年代１９８．７４％的平均增长

系数，后者３６６．２％的增长系数又大大超１２８．２％的平均增长系

数，两者亦均为１９５１，１９６０，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之冠。

新中国第３个体育高潮到来的１９８７年及其后４年，各项体

育事业发展的成 绩 十 分 显 著，多 项 均 达 建 国 以 来 的 较 优 水 平，

国民中呈现前所 未 有 的“体 育 热”，体 育 社 会 化 初 步 形 成 热 潮，

我国竞技体育取 得 举 世 瞩 目 的 巨 大 成 绩。这 些 有 说 服 力 的 社

会发展指标，充分证实了新中国第３个 体 育 高 潮 的 形 成，“体 育

才真正走上改革的道路”［４２］。从此，２０世 纪 后 半 叶 中 国 体 育 发

展开始步入由弱变强的质变飞跃。

３．５　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再作２次追踪研究新发展态势表明，

中国第４个体育高潮曲线呈现腾飞态势

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际，本 专 题 研 究 者 又 撰 写 和 发 表

了《试论新中国６０余年第４个体育发展高潮及其成因分析》，首

载这一立论的论文于近２０多 年 来，得 到 读 者 引 用 和 下 载７０次

之多，先后得到国内专业学术会 议、国 际 学 术 会 议、专 业 主 管 评

奖单位及出版物的初 步 社 会 承 认［４１］。该 文 运 用 耗 散 结 构 理 论

作成因分析，探索第４高潮的成因是 由 于 该 时 期 的 新 中 国 体 育

系统处于非平衡 的 开 放 系 统，具 备 了 产 生 有 序 结 构 的４个（还

在系统内有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因素和存在 涨 落 即 诱 因 或 契 机）

必要条件。

当伦敦奥运会圆满谢幕，第４高 潮 顺 利 结 尾，于２０１１年 冬

至２０１２年初秋，从中国传统龙 文 化 的 视 角，分 析 中 国 现 代 体 育

史上的腾飞亮点，现在再作后 续 研 究。对 此 专 题 也 是 作 第３次

追踪研究，总结近６年来第４高潮的特征与经验。

自无 与 伦 比 的 北 京 奥 运 会 举 办 成 功，到２０１０年 广 东 又 举

办广州亚运会、亚 残 运 会。以“激 情 盛 会，和 谐 亚 州”为 理 念 的

有史以来最好的亚 运 会，有 多 个 历 届 之 最，例 如：办 会 的 规 模、

赴会人数、使用场馆数、融合 多 元 文 化、民 众 参 与 程 度 等。不 仅

如此，从社会与城 市 发 展 的 战 略 高 度，认 识 该 会 还 有 下 列 深 远

意义：１）促进与 提 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２）极 大 地 提 升 了 广 州 作 为

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内外的影响力；３）有 效 地 锤 炼 了 干 部 组 织 国

际赛事的活动能力；４）培 养 了 市 民 的 文 明 素 质，形 成 与 弘 扬 广

州亚运精神；５）有 效 地 改 善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生 态 环 境，增 强 了 城

市的凝聚力。总之，为广州国际城 市 留 下 了 丰 硕 的 物 质 与 精 神

遗产。

这３大国际体育赛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发展第４
高潮树立了鲜明的标志。新近的 竞 技 体 育 成 就，以 体 育 总 局 竞

技体育的统计数据（后加２０１２年 伦 敦 奥 运 会 中 国 队 奖 牌 数）来

说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截至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日，中国运

动员获得世界冠军２　７０９（２　６７１＋３８）个 ［４３］。时处第４高潮的

这６年间获得世界冠军８１０（７７２＋３８）个，占总数的２９．９％。这

６年的合计数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总数的３０％以上。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第４高潮 的 指 标 在 中 国 体 育 发 展 历 程

中呈现了比第３高 潮 更 高 涨 的 曲 线 高 峰。这 些 量 化 指 标 的 高

涨不仅在整体上 与 国 民 体 育 普 及 程 度 及 国 民 人 均 收 入 和 体 育

物质保障条件是相适应的，而且和近几 年 来 国 民 体 育 意 识 大 为

提高，国民体育精神大发扬均为相称的。

自２００１申奥圆梦，到２００８年“大 奥 运”成 功 开 头，至２０１１
年深圳“小奥运”成功举办，到伦敦奥 运 胜 利 结 束 的 第４体 育 高

潮，以第２６届世界 大 运 会 完 美 落 幕 为 光 辉 持 续 亮 点。深 圳 大

运会期间及前夕处处皆是的宣传口号：“不 一 样 的 精 彩”体 现 大

运会办会模式的创新，也表现了连续３届 世 界 体 育 大 赛 后 深 圳

人民对年轻的移 民 城 市 的 热 爱 和 不 一 样 的 殷 切 期 待。深 圳 大

运办会模式和践行 突 显 了 深 圳 青 春 之 城、科 技 之 城、创 意 之 城

的特点，如 火 炬 网 络 传 递 和 绿 色 出 行 是 深 圳 大 运 会 的 首 创。

“大运会期间形成 的 新 思 路、新 举 措、新 机 制，正 在 逐 步 纳 入 城

市发展战略和常态长 效 的 城 市 管 理 模 式 和 运 营 机 制。”［４４］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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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学分层研究的观点，这一系列的惠 及 民 生 的 中 层 制 度 财 富

特别引人瞩 目。在“大 运 民 间 记 忆１０大 关 键 词”的 评 选 活 动

中，初步选出的“惠民”“环 保”“大 运 蓝”及“志 愿 者 之 城”等３０
个候选词［４４］，既体现了深 圳 人 对 该 会 的 独 特 情 怀，又 表 现 了 深

圳人头脑中思想 意 念 的 良 好 积 淀。这 是 深 层 的 观 念 文 化 的 新

变化。大运会留下的举目可见、伸 手 可 触 的 外 层 物 质 文 化 更 是

数不胜数，如“春蚕”“火 炬 塔”“大 运 村”“地 铁 网”“绿 道”“海 之

门”等，就生动地永久地记载了深圳的“城 市 蝶 变”，体 现 了 城 市

建设与面貌焕然一新的体育设施的跨越式发展。

时至２０１２年底，再次全面总 结 中 国 第４个 体 育 高 潮，历 时

６年的第４个体育高潮经过了准备期、形成期和后续利用期，承

办和参与了６个国际体育大赛，使中 国 各 类 社 会 发 展 指 标 出 现

了跃进式的发展。建国以来，总成绩世界冠军２　７７８个，创超世

界纪录１　２５０次［４５］，表现了新中国“体育龙”的大展英姿。

改革开放的３０多年来，中国 体 育 发 展 的 主 要 经 验 是：坚 持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 持 创 新 发 展 的 路 线，坚 持 科 教 兴 体 的 战

略，坚持顽强拼搏的作风，这才是产生高速发展的源泉。

４　研究结论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７年新中国体育发展的第１，２高潮这２个

不大的波涛，充分表明东方巨龙 觉 醒 了。纵 观 中 国 民 间 年 运 传

统的６０年花甲周期，体 育 发 展 呈 高 潮 迭 起，犹 如 强 龙 翻 腾，一

浪胜一浪。

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９年后这时段的第３高潮使人深刻感悟到

不断改革开 放 的 真 理。在 世 界 强 手 如 林，现 代 体 育 愈 加 信 息

化、竞技化的形势下，我国体育只 有 永 葆 改 革 开 放 的 青 春，才 能

永驻其生命力。

从启程再探索，到其无尽发现。２００８年起呈现的中国体育

第４高潮后，让国人深知，由体育 大 国 到 体 育 强 国，将 是 任 重 道

远，体育高潮扩展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尚 有 极 大 的 空 间，体 育 的 全 面

协调发展还有各项任务等待完成。

由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筑成的，以２０１１年深圳大运会持续

发展，到２０１２年伦敦 奥 运 会 为 灿 烂 结 尾 的 新 中 国 体 育 发 展 的

第４高潮，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龙文化的３个特色。

１）以竞技体育 优 秀 成 绩 为 代 表 的 相 关 体 育 领 域 快 速 成 长

是显示新中国体育的辉煌，是“融合”特 性 的 民 族 传 统 龙 文 化 精

神底蕴的又一发展。

龙文化 在 创 生 阶 段 以 蛇 为 特 性，包 容 鳄、鱼、牛、鹿、虎、鹰

等多种动物特性，又糅合云、风、雷 电、天 虹 等 天 象 的 特 性，形 成

了“融合”的整合特性，故“在中华龙 文 化 的 精 神 内 涵 中，以 融 合

排在首位”［４６］。龙文化在其发展和升华阶段中，这一首位精神

底蕴扩展为兼容、宽容、综合、化 合 的 泛 化 之 意。在 第４体 育 高

潮中，体育与文化的大交融达到 有 史 以 来 的 顶 峰 状 态，例 如，北

京奥运会与中原文化的结合，广州亚运 会 与 岭 南 文 化 的 共 融 互

动［４７］，深圳大运与本土文化、客家文化的配合，都表现得淋漓尽

致。在这一高潮的 文 化 大 融 合 中，体 育 与 教 育、学 校 教 育 与 奥

林匹克教育，体 育 的 健 与 美 学 的 美，体 育 与 科 技、运 动 与 环 境

学，体育与经济、体 育 与 产 业 等，从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龙 文 化 的

发展阶段正好在第４高潮期得到总反映和总体现。

２）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 神 是“奋 进”民 族 传 统 龙 文

化精神底蕴在现代社会的新的发扬。

从龙的姿态展示 昂 首 挺 胸，张 牙 舞 爪，奔 腾 向 上 的 形 象 正

展示龙文化的奋斗 进 取、呈 雄 图 强 的 精 神 底 蕴，它 又 正 是 中 华

体育健儿在历届国 际 大 赛 中，拼 搏 出 来 的 奋 进，顽 强 的 大 无 畏

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来源于中 华 民 族 的 大 无 畏 精 神 所

崇尚的龙文化精神。

３）全国人民对 体 育 更 快 更 高 更 强 的 期 盼 表 现 了 对 民 族 传

统龙文化的重要使命的美好期待。

在我国后３０年坚 持 改 革 开 放 的 大 好 形 势 下，我 国 人 民 和

体育健儿奋进不止 的 结 果，得 来 了 第４体 育 高 潮 的 最 好 成 绩。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获金牌５１个，银牌２１个，铜牌２０个。金牌榜

排名第一，２００４奥运会排名第二，２０００年排名第三。从前３届

奥运会金牌总数来看，美国３１０块，俄罗斯２５２块，中国２２２块。

中国已经稳定在 世 界 竞 技 体 育 发 展 格 局 的 第 一 集 团 军。最 近

一届的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中国队的优异成绩（金牌３８个，银牌

２７个，铜牌２３个，金牌排 名 第 二）又 一 次 证 实 傲 立 为 奥 运 三 强

之一；因此，我国牢 固 处 于 从 体 育 大 国 向 体 育 强 国 过 渡 的 重 要

阶段。

这些成绩标志着我国东方体 育 的 强 势 崛 起，大 大 缩 小 东 西

方体育的差距，改写了上一、二世 纪 西 方 强 势，东 方 体 育 落 后 的

历史，出现了现代 体 育 史 由 弱 变 强 的 格 局。在 新 中 国６４年 来

甲子年代后呈现了现代体育史的跃进———腾飞的亮点。

在上述巨 大 成 绩 的 基 础 上，继 续 秉 承 中 华 文 化 的“善 变”

“与时俱进”“勇于向前”特性，研究传统 龙 文 化 升 华 阶 段 的 新 历

史使命，将更好地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中华民族在远古 时 代“神 化”的 民 间 启 蒙 龙 文 化 中 萌 芽 着

朴素的辩证法，认定“龙”有众多 的 融 合 对 象，各 部 各 得 共 所，生

龙活虎。这一特性 犹 如 现 代 和 谐 社 会 及 其 各 部 分 有 机 组 成 那

样，共处于有序的融合之中；因 此，有 学 者 谌 称：“和 谐 社 会 为 龙

形社会”［４６］。为此，在新时期传统龙文化的重要使命主要有：为

和谐社会提供理念支持；为百 姓 生 活 增 添 福 祉。这２项 精 神 文

化内涵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有 一 定 的 支 持 和 引 领 作 用，

前者对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后者对群 众 体 育 的 广 泛 开 展 均 有

深远意义。这一对 中 华 文 化 的 美 好 期 待，将 转 化 为 社 会 践 行，

兑现于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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