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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球”文化价值实现的逻辑理路
 吉妍洁   王永胜

河南省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河南焦作  454003

摘 要：基于乒乓球运动在我国的地位和体育强国建设的需要，研究乒乓球文化从学理和实践层面具有双

重意义和价值。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归纳分析，对“国球”文化价值实现

的逻辑理路进行探究，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诠释“国球”文化内涵，解

读“国球”文化价值，剖析“国球”文化发展路径。提出要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做强“国球”产业；以制度文

化为保障，扩大“国球”影响；以精神文化为内核，讲好“国球”故事。希望可以为乒乓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体育文化影响机制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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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乒乓球运动发展至今已逾百年。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

播，特别是在中国广受欢迎。长期独占鳌头的竞技成绩、深

厚广泛的群众基础、独具特色的政治和历史影响所形成的国

民乒乓情结等原因更使乒乓球被誉为“国球”。乒乓球运动

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乒乓球文化——

“国球”文化。“国球”长虹，而对“国球”文化研究的文

献较少，且视角较为单一、宏观，缺乏具体建设性意见，体

现出学界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 [1]。2019 年国务院办

公厅颁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要促进体育文化

繁荣发展”“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2]。作为运动项目文

化的重要一支，“国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将助力体育强国

建设，进而有利于提升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

话语权，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国球”文化价

值实现的逻辑理路进行探究，从“是什么”“为什么”“怎

么办”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诠释“国球”文化内涵，解读“国

球”文化价值，剖析“国球”文化发展路径，希望可以为乒

乓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体育文化影响机制的构建提供可资

借鉴的建议。

2. 何谓“国球”文化

2.1 从体育文化说起

任何的运动项目文化都是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要想探

究什么是“国球”文化，就要从它的上位概念——体育文化

入手，了解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对于什么是体育文化，不

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卢元镇认为，体育文化是关于人

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大体包括体育

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

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等。[3] 这一观点明确界定了体育文化的

内涵和外延，得到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可。这一对于体育文化

的界定体现出体育文化具有多种层次的构成和丰富的内容形

式。而乒乓球作为一项倍受国人喜爱的运动项目，是我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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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us of table tennis in China and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 the study 

of table tennis culture has du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rom the leve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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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也必然具备体育文化的共性

特征，而乒乓球作为我国“国球”，既具有其之所以成为“国

球”必备的文化要素，也具有其自身的个性特征。

2.2 乒乓球在我国被公认为“国球”的原因

乒乓球被称为“国球”由来已久，据考证，最早的官方

文字依据是1981年 4月 27日的体育报社论：“提到乒乓球，

人们就扬眉吐气，把它誉为‘国球’”[4]。乒乓球被公认为

我国的“国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多次里程碑意

义的体育事件扩大了中国国际影响，振奋了民族精神。从容

国团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到“小球转动大球”的乒

乓外交，中国体育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确立了“国球”地

位。第二，长盛不衰的竞技成绩创造了世界体育运动史的奇

迹。中国乒乓球国家队长期在世界乒坛占据霸主地位，出现

了多位世界乒坛的领军人物。第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国

球”长虹的沃土和坚强后盾。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孩童，

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户外室内，有乒乓球台的地方总是人满

为患，充满欢声笑语。第四，不断改革和创新为“国球”长

虹提供源源动力。不仅是赛事系列的打造，还是商业化平台

的运作以及全新社交和数字化战略的推广，都为乒乓球运动

注入了新鲜血液。第五，乒乓球运动本身的运动价值符合国

人身体特点。乒乓球运动属于非直接对抗性运动，产生运动

伤害的几率较小，运动负荷适中可灵活调整，讲究技巧和智

慧，对于业余爱好者而言，上手门槛较低，体能要求不高，

正是因为其具有如此运动特点，才得以在中国人的体育生活

中落地生根，才得以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综上，乒乓球在我国被公认为“国球”是具有一定历史

和社会基础的，同时国人身体特点和我国体育国情也为其成

为“国球”提供了现实可能。

2.3“国球”文化的概念界定

“国球”的称谓在很多国家都有，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

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缺乏统一和科学的标准。诸如巴

西的足球，加拿大的冰球等运动被冠以“国球”称号，不仅

是受到该运动项目自身发展的影响，更是受到政治、经济、

历史、文化等我国国情的诸多方面作用。在我国，乒乓球所

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使得其“国球”的称号当之无愧。

因此，本文认为，“国球”文化是指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乒

乓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对于

“国球”文化的界定，有助于准确把握其文化的共性和个性

特征，进而深度挖掘其价值内涵。

3.“国球”文化的价值

3.1“国球”文化的教育价值

“国球”文化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的身体、心理和

社会化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国球”的乒乓球对于机体的

柔韧性、协调性、敏捷性和适应性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青

少年长期习练乒乓球有助于专注力的培养，使身体更敏捷协

调同时还可以保护视力，中年人长期习练乒乓球有助于保持

体能同时可以在较为温和的非对抗性运动中提高肌体运动能

力，老年人长期习练乒乓球不仅可以益智防止脑功能退行，

还可在乒乓运动中扩大社交面，缓解与社会脱节的孤独感和

无力感，可以说，乒乓球是一项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

人群进行运动和休闲的有益运动，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好处，

使得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国球”文化的推广和

普及有助于培养人们对体育的兴趣、使他们养成经常从事体

育运动的习惯，促进终身体育精神的形成，进而达到增强体

质的目的。乒乓球促进人智力的相关发展，如人的知觉、记

忆、思维、语言等方面，同时有助于良好意志品质和乐观开

朗个性的形成。第三，“国球”文化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鼓

舞着一代代乒乓爱好者拼搏向上，从“国球”文化中汲取的

智慧滋养着习练者的心灵，使之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得以积极

发挥个人才干。乒乓球作为一项温和的非身体对抗性运动，

老少皆宜，适用人群广泛，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国球”

文化的浸润下，人们以球会友，在交流中增进感情，在比赛

中习得和强化社会规范意识，不仅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化，还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3.2“国球”文化的娱乐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大众消费结构与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乒乓球运动作

为人们闲暇时间的体育运动越来越具有娱乐价值。乒乓球的

娱乐价值体现在直接参与时的运动乐趣和间接参与时的观赏

性。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津津乐道的运动，打乒乓

球在你推我挡、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充满了浓厚乐趣，人们不

仅在运动当中体验着身体和心理的快乐，而且在此过程中可

以广交朋友满足社会交往的需要。乒乓球运动具有“小、快、

灵、准、狠、变”的独特特点，高水平乒乓球赛事具有很高

的观赏价值，特别是多回合的精彩好球让人拍案叫绝，运动

员竞技的精彩伴随着解说的行云流水，成为“国球”爱好者

津津乐道的谈论话题和流连忘返的难忘记忆。同时乒乓球文

化作为一种具体的体育运动，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还为人

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如中国乒乓球博物馆

中就珍藏着丰富的乒乓球文化史料和藏品，不仅记录着历史

的足迹，还让参观者可以领略原本作为一项舶来运动的乒乓

球之成为“国球”的文化魅力。

3.3“国球”文化的经济价值

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还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国球”

文化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乒乓球运动职业化带

动体育产业发展，赛事转播和赞助也为相关行业带来巨大收

益，体育用品业、体育旅游等也受“国球”文化影响蓬勃发展。

当前职业化已经成为了现代乒乓球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运

动员在比赛中获胜的资金数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乒乓球运

动员的地位与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在诸多商业利益的驱动之

下，乒乓球比赛的观赏性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乒乓球运

动爱好者选择购票去现场观看比赛，因而创造出了更为巨大

的经济效益。俱乐部训练模式也成为了乒乓球训练模式的主

要发展方向之一，这种训练模式不仅为运动员带来了更好的

经济收入，同时对于扩大乒乓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力也具有重

要作用。我国的乒乓球人口以及各类乒乓球比赛逐渐增多，

这极大地提高了乒乓球运动竞赛的多样性以及精彩性。随着

乒乓球运动社会影响力的加大，乒乓球运动成为我国收视率

极高的运动项目之一，其赛事转播能够获得极为可观的经济

收入。在此环境之下，各类商家都看到了这一机遇，乒乓球

赞助商分布各个领域，有安踏、红双喜等等，这些赞助品牌

也因此提高了知名度，获得了更大的商业利益 [5]。“国球”

必将承载着更热烈的运动激情，更广泛的观赏人群，带来更

多的物质效益和更大的精神满足，进而产生更为深远的文化

影响。

3.4“国球”文化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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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球”的乒乓球文化的发展可以振奋民族精神，

提高国际地位，促进国内精神文明建设，保持社会和谐，在

特定时期还可以作为外交的手段，为政治服务。作为奥运会

和各大赛事的长期夺冠项目，乒乓球为我国赢利了举世瞩目

的荣誉。它能够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促进了党和国家政治

思想工作的开展。现如今，中国乒乓球队所树立的“乒乓精神”

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它指引人们须放眼世界、

胸怀祖国，要有一种为国争光的精神 ; 它激发了人们不屈不

挠、不断创新、奋勇拼搏、不言放弃的品质 [2]。“乒乓精神”

不仅是重要的体育精神代表之一，更是中国体育事业和产业

发展的缩影和见证，“国球”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都牵动

着国人的心，这份凝结着民族精神内核和民族文化特质的精

神鼓舞人心，汇聚力量，对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4.“国球”文化价值实现的路径

4.1 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做强“国球”产业

乒乓球文化的物质层面主要包括：乒乓球运动项目本身

（起源与各类赛事）、乒乓球运动相关人员（运动员、教练

员、陪练、科研人员等）、乒乓球拍（底板、胶皮、胶水）、

球、球台、乒乓球运动辅助用具（计分板、计分簿、计分卡、

大型计分簿、乒乓球保护器、捡球装置、乒乓球相应的标签、

计时器、专业桌椅、科研器材等）、乒乓球服饰（衣服、鞋

袜、护具）、场馆等基础设施（乒乓球场馆、运动学校、训

练基地、纪念馆、博物馆）、各类传播媒介、实物纪念品（奖

杯、奖牌、邮票、邮戳、明信片、饰物、纪念手册、书籍、

各类质地摆件等）等，以及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文化 [7]。每一

种体育器材和设备的背后都承载着历史，凝结着一份属于时

代和历史的记忆。深入挖掘这些器物背后的文化意蕴对于弘

扬“国球”文化具有基础性作用。

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充分利用乒乓球文化现有的资源和

优势，做强包括赛事、用品、场馆、影视 IP 等产品，对于

实现“国球”文化的价值有所裨益，同时对于将“国球”文

化价值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可以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仅要

依托“国球”本身的器物文化，还要借助多种文化载体，融

合线上线下，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及其他新兴的文化生产平

台，以展现“国球”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文化的物质层面做

强“国球”文化的根基。

4.2 以制度文化为保障，扩大“国球”影响

作为“国球”的乒乓球文化的制度层面主要包括：在乒

乓球运动逐步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行政管理制度、比赛规则

与章程、比赛管理和运行机制、训练安排制度、运动员流动

制度、日常生活管理制度、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运动员退

役制度、心口相传的礼仪俗规等，以及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文

化。作为我国“国球”的乒乓球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系

列制度层面的文化，这不仅是中国乒乓球的宝贵经验，也是

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财富，也为世界乒坛的带来丰富的智慧

借鉴。乒乓球的长盛不衰带动着“国球”文化的繁荣，“国

球”文化中的制度文化是乒乓球长盛不衰的保障。其中一些

可以复制的经验被日、德等国争相效仿，成为促进“国球”

影响力扩大，推动乒乓球发展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4.3 以精神文化为内核，讲好“国球”故事

乒乓球运动的精神文化层面主要包括乒乓球运动技术、

战术、心理机能、乒乓球运动发展理念、乒乓球赛事定位、

口号等，以及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不同的乒乓球爱好者

对于这项运动有着多样化需求，而“国球”文化的精神层面

是多样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强球迷和爱好者黏度

的重要因素。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在国际的体育话语权，是体育

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体育文化建设的方向所在。以精

神文化为内核，大力挖掘“国球”文化的精神内涵，通过多

种形式和多种媒介传播“国球”文化正能量，将有助于“国

球”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在物质文化做基础，制度文化

做保障的前提下深刻理解作为“国球”的乒乓球精神层面的

内涵和特征，不断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在中国乒乓球队

以及乒乓球名宿的事迹和业绩中不断总结和提炼文化故事的

素材和主题，同时善于运用传播学理论，融合贯通转化为生

动讲故事的技巧和方法，将“国球”文化的精神传承发扬下

去，使更多的人，更多的年轻人得以透过生动的“国球”故

事接触、参与、爱上乒乓球运动，进而使其成为感染人们乐

于运动，习于运动，受益于运动的精神力量。

5. 结语

被公认为我国“国球”的乒乓球，其文化要想实现良性

发展和传播，必须从学理上和实践中理顺其内涵、价值和实

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国球”文化是指关于具有中国特

色的乒乓球运动所创造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

其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娱乐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

需从“国球”文化的不同层面入手，发展和传播“国球”文化。

以物质文化为基础，做强“国球”产业；以制度文化为保障，

扩大“国球”影响；以精神文化为内核，讲好“国球”故事。

“国球”文化的大力弘扬将有助于体育强国建设和中国体育

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有助于社会文明进步，有助于群众体育

的蓬勃发展，有助于个体收获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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