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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群众体育的场域实践与社会效能
———基于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环城赛跑活动的考察

郑　航
（江苏开放大学 健康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３６）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体育事业，环城赛跑活动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重要
场域。通过文献资料整理，回顾、分析新中国环城赛跑活动的缘起、推广和普及，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环城赛跑活动与
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参与度、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环城赛跑演化为政治实践场域，被组织者赋予
展示面貌、凝聚群体的空间功能。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方式，环城赛跑活动发挥了强身健体、精神激励、科学闲暇、

楷模引领等多方面社会效能。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存在非理性的价值导向，但环城赛跑的产生及变迁彰显出新中国
“社会主义体育”的建构过程，为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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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共同纲领》“提倡国 民体育”方针指导，体育运动与市民生活的关联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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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得到广泛开展。１９５２年，
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
成为新中国群众体育工作的发展纲领，１９５４年中央
《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强化了
群众体育的政治地位［１］。在此背景下，环城赛跑应
运而生。１９５６年北京市举行“胜利杯”环城赛跑，揭
开新中国环城赛跑活动的序幕。受经济状况、政治
环境影响，环城赛跑历经数次停办、恢复。环城赛跑
活动的普及与推广，不仅促进新中国群众体育积极
开展，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闲暇生活的活动场域。
作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重要的群众体育活动，环城赛
跑既发挥了突出的政治、社会效能，也折射出新中国
成立后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跌宕起伏。有学者指
出，新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路线有时代环境下的历
史必然性［２］。还有研究者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群众体育兼具为人民服务的群众体育思想和“革命
化”特征［３］。既往研究对相关群众体育运动多有探
讨，但鲜见与环城赛跑相关的研究。本文在相关历
史资料的基础上，从新中国群众体育变迁视角出发，

对不同时期环城赛跑活动的运行状态进行考察，并
就环城赛跑活动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论述。

１　缘起和普及：环城赛跑的活动参与

新中国环城赛跑缘起于１９５６年北京市“胜利
杯”环城赛跑，比赛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
青年报》《新体育杂志》等新闻单位联合举办，活动开
展具有较强宣传性。随着北京市环城赛跑以惯例形
式固定在每年春节期间举办，活动逐渐成为“一项传
统性的群众体育活动”［４］。１９７２年开始，北京市环
城赛跑改由北京市工代会、教育局、体委和首都新闻
界联合举办。通常而言，环城赛跑保持起、终点一
致，以环绕全城的方式进行比赛：如北京市环城赛跑
常以天安门为出发点，经由城市道路以环形路线最
终折返至天安门广场，赛程一般在１０ｋｍ 至１３ｋｍ
之间；拉萨市环城赛跑以人民体育场为起、终点，沿
环城柏油马路，经布达拉宫等城市地标，赛程为
６．４ｋｍ。

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全国重要环城赛跑举办情况简表

环城赛跑活动名称 举办日期 举办城市 参与人数

１９５６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 １９５６－０２－１６ 北京市 １　４５０
长春市１９５６年优胜杯环城赛跑 １９５６－０４－１５ 吉林省长春市 近２　０００

１９５７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５７－０２－０２ 北京市 １　４００多

１９５８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５８－０２－２０ 北京市 １　１２０多

１９５９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５９－０２－１１ 北京市 １　３５３

１９６０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６０－０１－３０ 北京市 ２　１００多

１９６４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６４－０２－１５ 北京市 ８３３
重庆市冬季环城越野赛跑 １９６５－０２－０３ 重庆市 ３　０００多

太原市群众性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６５－０２－０３ 山西省太原市 １　００２
兰州市职工环城赛跑 １９６５－０２－０４ 甘肃省兰州市 ５００多

乌鲁木齐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６５－０２－０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３　７００多

北京市第七届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６５－０２－０４ 北京市 ７　１００多

北京市第八届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６６－０１－２４ 北京市 １　３００多

１９７２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２－０２－１６ 北京市 近３　０００
太原市元旦环城赛跑 １９７３－０１－０１ 山西省太原市 １４　０００多

１９７３年拉萨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３－０２－０３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６９０多

１９７３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３－０２－０５ 北京市 ３　１００多
“三八”女子环城长跑接力赛 １９７３－０３－０８ 北京市 １　６００多
青年火炬环城接力赛跑 １９７３－０５－０４ 北京市 １５　０００多

１９７４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４－０１－２５ 北京市 ３　０００多

１９７５年拉萨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５－０２－１１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１　０００多

１９７５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５－０２－１３ 北京市 １　３００多

１９７６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６－０２－０３ 北京市 ２　５００多

１９７７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７－０２－２０ 北京市 ２　４００多

１９７８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１９７８－０２－０９ 北京市 近２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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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城的赛跑路线可彰显出活动的浩大声势、线
路的多元设计、观众的活跃互动，发挥群众体育的号
召力、感染力、亲和力。我国群众长跑活动历史悠
久，元代“贵由赤”迎春赛跑活动即以每年一次的模
式举办［５］。民国时期，广东省体育协进会举办多次
环城赛跑活动，达到“万人空巷之壮观”［６］的景象。
由于跑步运动群众基础性强，新中国的环城赛跑活
动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参与人数逐步增加，竞赛成
绩不断提升。北京市环城赛跑在１９５６年举办之初
只有１　４５０名选手参加，到１９６５年上升至７　１００多
名，因群众参与热情高涨，主办方“比赛不得不分别
在三个赛区举行”［７］。

　　据表１可以看出，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新中国环城赛
跑的举办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５６－
１９６０年环城赛跑的初起发展阶段，从１９５６年北京
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开始，保持每年举行的持续状
态。但受“大跃进”、反右倾错误、三年自然灾害影
响，我国群众体育遭遇严重打击，“大多数群众停止
了锻炼，一些体育协会自消自灭”［８］。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年间，环城赛跑停止举办。第二阶段是１９６４－１９６６
年环城赛跑的恢复发展阶段，这段时间随着国民经
济的恢复，环城赛跑重新举办，并从首都北京推广到
重庆、太原、兰州、乌鲁木齐等多地。随之而来的“文
化大革命”使群众体育遭受严重损失，各级各层体育
单位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几乎湮
没消失”［９］。因此，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环城赛跑活动在
全国范围内第二次停办。第三阶段为１９７２－１９７８
年环城赛跑的普及发展阶段，此阶段环城赛跑举办
城市增多、项目内容丰富、群众参与提升、社会影响
力扩大。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但随着１９７０年政治
形势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群众体育逐渐活跃，甚
至呈现“畸形的繁荣”［１０］。在此背景下，１９７２年北京
市春节环城赛跑重新揭开了环城赛跑在全国范围内
持续举办的序幕，并得到更大程度的普及与推广。
活动方式上，环城赛跑主要有个人竞技赛和集体接
力赛两种。早期主要以个人竞技为主，“文革”期间
“环城接力赛”成为主流，并出现“火炬环城接力”的
形式。政治运动结束后，环城赛跑回归个人竞技赛
为主的活动方式。

２　面貌展示：环城赛跑的场域实践

２．１　作为政治展示场域的环城赛跑
美国学者杰·科克利（Ｊａｙ　Ｃｏａｋｌｅｙ）指出，运动

常被政府用以宣扬价值观和思想，强调与特定社会
主导政治相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以此构建社会兴趣，

如前苏联政府就利用体育宣扬集体主义及团队精
神［１１］。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环城赛跑经由
组织、设计、推广，逐渐演化为政治展示和意识形态
宣传的活动空间。活动举办之初，以新闻单位为主
的组织方，期冀利用环城赛跑“开展群众性体育运
动，扩大体育运动的宣传”［１２］。受全国性经济困难
影响，新中国环城赛跑持续了五年后停办。国民经
济逐渐恢复后，重新举办的环城赛跑彰显出党和政
府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重视。如在旧社会当
过长工的７６岁老人刘守箴已过上幸福生活，在
１９６５年太原市群众性春节环城赛跑中顺利完成比
赛［１３］。市民的积极参与，体现出社会逐渐摆脱经济
困难时期的失序状态。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国家体委等
六单位发出关于群众体育工作的联合通知，号召全
国宣扬不怕冷、不怕苦的精神，积极开展冬季体育活
动，项目组织应遵循“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陋就
简的原则”［１４］。受该指导意见影响，１９６６年１月北
京市第八届春节环城赛跑的参赛者由前一年的
７　１００多名锐减至１　３００多名。同年“文化大革命”
的开展使全国体育事业遭到沉重打击，环城赛跑旋
即停办。从组构理论（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来看，社
会是相互依赖、联系的网络，权力通过网络关系流
动、转移，而体育作为文明进程的表现因此成为政治
实践场域［１５］。环城赛跑的政治表述建构在参与增
多、影响广泛的活动基础上，组织者利用其生活化特
质积极展示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生活和体育工作的关
怀。

１９７２年开始，环城赛跑活动重新恢复，并一度
呈现繁荣之势。但此时环城赛跑的政治功能被极度
强化，意在 “使体育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１６］。这一时期群众体育的繁荣更多来源于政治
导向下的强制参与，而非活动的自发组织，环城赛跑
成为展示革命精神、意识形态的政治场域。如１９７４
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的参赛者有近七成是工农兵
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员“在教育革命大好形势的鼓
舞下”［１７］完成比赛；１９７６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中
女性选手的广泛参与“反映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
林批孔运动，首都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开展的大好
形势”［１８］。国家通过体育介入社会生活是体育政治
化的重要表现，一方面体育能在国家治理层面发挥
稳定社会秩序的效能，另一方面由于体育影响力广，
参与者易丧失基于思考和判断的“社会行动能
力”［１９］。环城赛跑对政治斗争和革命意识的宣传、
展示，使参与者置身于浓厚的政治氛围中，接收政治
信息的传递。规制下的政治展示取代了参与者自主

·４３·

　　第４５卷 第５期 浙 江 体 育 科 学 ２０２３年９月



意识的发挥，使相关活动流于形式。如媒体将比赛
过程中运动员的你追我赶，描述为“表现了经过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首都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
貌”［２０］。与此同时，环城赛跑的政治宣传功能也体
现到衍生场域中。这一时期环城赛跑举办前往往会
安排开幕式或动员会，其中包含大量政治宣传、意识
宣教工作。

随着１９７６年“四人帮”的粉碎和１９７７年党关于
“两个凡是”真理讨论的开展，我国群众体育开始走
出畸化、曲折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环城赛跑活
动减少了对革命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展示。１９７７年
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适逢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
春节，“参加赛跑的运动员都特别兴高采烈”［２１］。此
时社会对“文革”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有所反思，人们
逐渐认识到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性，有参赛者在
环城赛跑中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多干些年，为实现四
个现代化多出把力”［２２］。１９７８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
跑进一步还原了活动的体育功能，比赛以“普及与提
高相结合，努力发展体育事业”和“刻苦锻炼，增强体
质，永攀世界体育高峰”为口号，弱化了革命精神展
示的场域功能。此次环城赛跑前召开的１９７８年全
国体育工作会议，是新中国代表最广、规模最大的一
次体育工作会议，会上代表深刻批判了“四人帮”的
罪行［２３］。对“四人帮”的批判因而成为该年环城赛
跑的政治导向，主办单位强调：“随着揭批‘四人帮’
伟大斗争的深入开展，本市广大群众为了适应大干
快上形势的需要，锻炼身体的积极性空前高涨”［２４］。
可见环城赛跑作为政治展示场域，其政治功能的发
挥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紧密关联，新时期的环城
赛跑活动仍发挥展示新面貌的政治功能，所具备的
政治意涵存在持续张力。

２．２　作为群体凝聚空间的环城赛跑
长期以来，体育运动被国家或政权用以表述集

体情感，经组织化设置后，认同感、归属感和团结感
在群体成员中得到塑造［１１］。群众性体育活动往往
规模浩大、参与广泛且为人民喜闻乐见，常受到社会
的积极支持，运动员能从市民的充分热情中感受到
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中国环城赛跑举行
之初，活动的团结塑造功能就得到发挥，此时的群体
凝聚更多来源于民众的自发行为。如１９５６年北京
市“胜利杯”环城赛跑期间，“许多学校的学生和商店
的商店的店员都列队欢呼，并且敲锣打鼓助兴”［２５］。
环城赛跑将运动员和普通市民以“跑者—观众”的关
系联系起来，呈现出城市社会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
在跑者内部，相互的关心、支持、鼓励也推动了参与

成员的群体融入，将运动员熔铸为共同拼搏、奋勇向
上的趣缘团体。《体育报》记者施毓忠以运动员身份
参加１９６４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比赛中得到其他
参与者的充分关怀，赛后有运动员对其表示：“以后
到我家去玩，以后咱们一起练长跑”［２６］。可见通过
环城赛跑凝聚的群体团结既体现于跑者内部，也彰
显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当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被
强调，体育用以塑造群体团结的功能就越明显。随
着政治运动的开展和群众体育的推广，环城赛跑作
为群体凝聚空间的地位被突出，主办单位期望利用
环城赛跑宣传集体主义、占领文化阵地、增强人民团
结、共塑革命精神。官方赋予的政治任务和民间的
参与热情进一步发挥了环城赛跑的群体凝聚功能，
参与者团结友爱的革命精神被着重强调，如１９７２年
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中，“好多运动员在赛跑中相互
鼓励，共同胜利地到达了终点”［２７］。

一般而言，满足身体条件的基本要求即可报名
参加环城赛跑，活动并未对参与对象的职业及所属
群体有过多限制。因而随着活动影响力扩大，环城
赛跑成为市民社会各条战线广泛参与的闲暇体育方
式。同时，环城赛跑作为政治实践场域，被官方赋予
凝聚特定群体集体意识的任务导向，尤以“文革”期
间针对专属群体的活动设计为代表。１９７３年３月，
北京市举行“三八”女子环城长跑接力比赛，共有
１　６００多名女同志参与到赛跑之中，担任比赛裁判
工作的也全是女同志。面向女性群体开展的环城赛
跑正值“三八”妇女节，体现党和政府对妇女体育权
的高度重视，主办单位也意在通过活动展现“首都妇
女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２８］。同年５月，面向青年
群体的北京市青年火炬环城接力赛跑在“五四”青年
节当日举行，比赛规模声势浩大，共有１５　０００名共
青团员、红卫兵和青年参加了这项活动。为突出革
命意志，主办方在赛前号召青年群体要“把革命火炬
接过来，传下去”［２９］。从这两次环城赛跑的竞赛方
式上看，接力赛成为主流，更引入了火炬相互传递的
任务。主办单位试图将环城赛跑参与者更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力求彰显昂扬的革命精神与集体意识。
通过接力比赛或火炬传递，参与者能深刻感受到身
为群体成员的责任感，使其更为牢固地融入所属群
体。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Ｌｅｗｉｓ　Ｃｏｓｅｒ）认
为，当面临共同的政治任务时，群体内部会凝聚成更
为紧密的整体，即“冲突唤起同盟”［３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将群众体育视为
“融合民族关系、建立统一战线的桥梁”［３１］。如１９６５
年，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行春节环城赛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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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机关干部、厂矿职工、学校师生三千七百多
人”［３２］参与其中。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同志发起民族基本
政策“再教育”运动，“维护并且保证民族政策能够得
到更好实施”［３３］，这场运动在西藏自治区得到贯彻。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拉萨市在春节和藏历新年期间举行
多场群众性体育活动，其中就有市民广泛参与的环
城赛跑。主办方强调，“在毛主席革命体育路线指引
下，拉萨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到处
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３４］。参加１９７３年拉
萨市环城赛跑活动的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
驻藏部队指战员等，分男子个人环城和女子环城接
力两种比赛方式。通过运动员的公平竞争、合作比
赛及市民的加油鼓励、送茶送水，融洽、和谐的民族
团结关系得到彰显。各族同胞在赛前共同练习，赛
中相互鼓励，环城赛跑为民族团结提供了活动场域，
其中“出现了不少藏汉团结、军民团结的生动场
面”［３５］。

３　生活塑造：环城赛跑的社会效能

３．１　环城赛跑的强体健身功能
体育活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强身健体，促进神

经系统、呼吸系统、肌肉生长等方面的改善［３６］。新
中国环城赛跑设立之初，就将促进身体健康、增强个
人体魄的价值导向作为活动最重要的举办目的之
一。１９５６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的资格认定
中，参赛者需符合“１８岁以上、经常参加长跑运动、
具有一定锻炼基础、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１２］的条
件。可见环城赛跑的参与资格建立在良好身体素质
之上，这对未符合条件的市民从事体育锻炼、取得比
赛资格无疑起到激励作用。随着环城赛跑影响力和
号召力的增强，期冀参与到比赛中的市民大幅增加，
北京市环城赛跑在积极鼓励市民参与的同时，也强
调“参加者必须有长跑锻炼基础和医生检查的身体
健康证明书”［３７］。从赛事主办方对参赛者长跑基础
和身体素质的重视不难看出，环城赛跑是展示人民
健康身心、强壮身体的重要场域。严谨的活动资格
审查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科学
推进，也彰显了社会对环城赛跑活动的重视程度。
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意识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
宝贵的资本，健康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乃是建设社
会主义的重要保证，而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则是
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方法”［３８］。群众体育的科学开
展，不仅有助于增强个人体质、改善健康状况，更对
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起推动作用。

尽管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的群众体育不免受意识

形态影响，但在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
民体质”的体育工作指示下，全社会对体育与人民健
康的关联性认知并未改变。新中国群众体育自初始
阶段就“从增强人民体质和促进人民健康出发”［３９］，
在此背景下，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获得健康体魄
的价值导向被社会普遍接受。环城赛跑公平竞争、
竞赛的方式，激发了市民从事体育运动以强身健体
的意向。为争取在环城赛跑中取得更佳成绩，有市
民自发组织长跑训练和模拟比赛，也有市民“长期坚
持跑步上下班，使身体素质大大增强”［４０］。官方导
向和个人意向的结合，促使跑步等运动锻炼被更多
市民接纳、选择，进而演化为生活惯习。法国社会学
家皮埃尔·布尔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认为，惯习
（ｈａｂｉｔｕｓ）为社会和个体创造了一种连接方式，将个
人的身体状态内化到社会结构中［４１］。正如布尔迪
厄的惯习理论，新中国环城赛跑推动了体育运动的
生活化、惯习化。社会成员为参与比赛而进行的长
期身体锻炼，使体育强身健体的社会效能持续建构
在市民日常生活之中，并不仅局限于环城赛跑的特
定比赛场域。

３．２　环城赛跑的精神激励功能
体育精神是指通过体育活动彰显出的信念理

想、道德情操，它能够深刻反映体育的感染力、号召
力、凝聚力［４２］。新中国环城赛跑在组织、开展、总
结、宣传等工作中，塑造出强烈的体育精神，不仅激
励着参赛者英勇比赛，更对全体国民起到精神激励
作用。各地环城赛跑举办时间遵循惯例一般安排在
春节附近，此时正值我国大部分地区空气湿度最小、
体感温度最低、室外环境最冷，参与者需克服外部条
件限制，以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意志完成比赛。赛
跑过程中，“运动员们健壮的体格和勇于克服困难的
精神，不时博得行人的赞赏”［４３］。通过恶劣环境和
有限装备塑造出的拼搏精神，成为参赛者勇往直前
的真实写照。环城赛跑中运动员遇到困难仍竭力完
成比赛的坚强精神，也是媒体的重点刻画对象。如
１９６４年北京第六届春节环城赛跑举办期间，就有跑
者在比赛中不慎被他人踩掉运动鞋，导致运动状态
受到影响，但该参赛者“果断地把两只鞋都甩掉在一
边，光着脚在雪路上继续往前跑，他超过很多
人”［４４］。在艰苦环境中勇于挑战、克服险阻的精神
品质，无疑对其他参赛者和观众带来极强的精神震
撼。媒体对参赛者不服输的精神刻画符合奋勇向前
的时代背景，在社会中发挥了精神激励作用，但欠缺
了对运动风险控制的提示。

公平竞争的比赛精神也通过组织者的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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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来。环城赛跑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参与者一般
会得到奖杯、奖章等物质奖励，具体名次也会通过媒
体刊登出来，而荣誉的获得来源于比赛竞争产生的
成绩。１９５８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期间，领先者数
度更替，参赛者的激烈、公平竞争使“这次环城赛跑
的成绩比上两届都好”［４５］。与此同时，组织者也期
冀通过环城赛跑塑造出集体主义下的团结精神，因
而部分环城赛跑以接力赛的形式举行。１９７３年拉
萨市环城赛跑的女子接力比赛中，参赛者王玉香受
团结精神引领，克服身体障碍，“集体主义思想鼓舞
着她继续顽强地前进，使她和同组其他三个战友的
心紧紧地连在一起”［４６］。最终，该团队依靠紧密的
团结精神和坚强的奋进意志获得女子组比赛第一
名。对社会整体而言，环城赛跑彰显的团结精神则
超越了比赛本身。比赛后勤工作的开展需得到城市
社会的广泛支持，市民的积极参与体现出与运动员
共同融入的互助精神。如１９６４年《人民文学》杂志
刊登的散文《飞雪迎春》，就描述了市民与赛跑者互
帮互助、紧密团结的互动关系：“在一个雪花纷飞的
日子，满街的老少群众为环城越野赛跑跑在后面的
人送茶送水，呐喊助威”［４７］。作者以环城赛跑的切
身参与，向读者展示了市民对跑者的强烈支持：“一
路上，路旁的观众在喊‘加油’，汽车上的乘客也伸出
头来喊，甚至值勤的民警，也向我喊”［４８］。

３．３　环城赛跑的科学闲暇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体育工作就采取

了体育与休闲娱乐相结合的指导思想［４９］。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受物
质资源限制和社会风气转型影响，一些具有腐化色
彩的娱乐活动从社会闲暇生活中渐趋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契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休闲方式。新中国
环城赛跑的萌发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开
展，利用体育运动进行休闲，符合这一时期对待生
产、生活的昂扬斗志。另一方面，环城赛跑对参与者
而言起到科学、健康、绿色、富有活力的闲暇功能。
无论是闲暇时间利用还是闲暇心态持有，参与者都
以积极面貌从事休闲，这也使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
呈现朝气。此外，环城赛跑的成绩竞争在赛事外发
挥了闲暇体育的持续性。为获得更好的比赛结果，
众多市民将练习跑步作为闲暇生活方式，“每天清晨
或傍晚，在城区和郊区的马路边，都可以看到不少人
迎着寒风练习长跑”［５０］。由此，环城赛跑超越了赛
事举办的时间稀缺性，推动群众性长跑成为市民重
要的休闲活动。群众性长跑的身体锻炼、强身健体
功效较为突出，利于满足闲暇活动者“自我实现”的

实践目的。
运动员赛跑的同时，市民也在城市中构筑出积

极、健康的闲暇氛围。随着环城赛跑影响力扩大、参
与数上升、宣传度增加，活动对市民的吸引力也随之
提高。且由于环城赛跑路线一般遵循环绕城市的规
则设计，所使用的跑道也以城市公共交通道路为主，
因而能引发较大范围的市民关注。１９５６年北京市
“胜利杯”环城赛跑过程中，“沿途行人驻足观看，并
鼓掌向运动员们祝贺，许多老奶奶也领着孩子们在
各自家门口观看”［５１］。１９５９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不仅有众多市民在沿途鼓掌、欢呼，“一些热心的观
众还骑着脚踏车观看比赛”［５２］。根据康德（Ｋａｎｔ）的
判断力理论，体育赛事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也是
观众通过观看获得审美能力的体验渠道［５３］。对于
环城赛跑的观众而言，虽未能以运动员身份参与活
动，但通过观看、欣赏的方式融入环城赛跑，所获得
的感官体验与精神意趣都呈现出积极的价值取向。
利用闲暇时间观看运动员的奋勇拼搏、持之以恒、不
畏艰难，不仅有助于提升观众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还有利于构筑体育审美能力。环城赛跑的观众往往
集中在跑道两侧，针对市民观看比赛的热情，主办方
有时会设置观礼台等空间，方便观众的加油、呐喊。
统一组织的赛事观看符合集体主义的生活导向，观
众和运动员共同融入规制下的闲暇空间，逐步构建
出“社会主义闲暇”的市民生活特质。环城赛跑也衍
生出动员会、座谈会及围绕比赛的文学创作等活动，
相关活动一般都以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进入市民
闲暇生活。

３．４　环城赛跑的楷模引领功能
由于环城赛跑作为群众体育活动能进行广泛的

社会动员，一些在环城赛跑取得成绩的参与者被充
分宣传，成为引领大众的体育楷模。１９６４年北京第
六届春节环城赛跑结束后，《北京晚报》等媒体对比
赛结果和获奖情况进行了报道，坚持长跑锻炼的青
年车工崔云海获得冠军，受到现场上万观众热烈祝
贺。对体育的坚持不懈，使“这位意志顽强的青年工
人跑完全程”［５４］。从报道不难看出，媒体对环城赛
跑夺冠者的描述着重强调意志品质和奋斗精神。

１９７２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铁路工人王福兴取得
冠军。赛后，王福兴不畏困难、坚持训练、科学计划
的事迹被广泛报道。受时代背景影响，媒体将成绩
取得与革命宣传紧密联系，强调夺冠者“年复一年地
坚持为革命刻苦锻炼，既锻炼了身体，也磨练了思
想”［５５］。可见通过环城赛跑塑造出的楷模不仅是体
育健将，更是政治标兵。报道中也强调，该同志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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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作任务完成的前提下获得杰出体育成就。新
闻呈现出夺冠者思想、生产、生活上的全方位优异表
现，媒体通过楷模形象的塑造，以期达到政治觉悟引
领、工作态度引航、生活方式引导的多重社会效能。

除取得优异名次的运动员外，在环城赛跑中具
有象征意义的参与者也得到积极宣传。如顺利完成
１９６５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的彭士成同志不仅积
极从事体育锻炼，还依靠党员工作带动更多众多同
事加入到跑步健身之中，将鼓励他人参与视为“自己
的义务和责任”［５６］。通过组织协调，彭士成发展出
了３０多名队员的长跑队，促进了集体成员的身体健
康和毅力培养。又如１９７５年北京市春节环城赛跑
中年龄最大的跑者丁松森，以６６岁的年纪顺利完成
比赛。该同志“长年坚持长跑锻炼，保持了良好的体
质，十几年来从未上过医院，在革命和生产中生气勃
勃”［５７］。报道体现出体育运动与老龄群体健康保持
的紧密联系，并彰显了丁松森老人富有体育精神的
个人形象。尽管环城赛跑产生的体育楷模在健身运
动、精神意志等方面起到社会推广作用，但其中也存
在着部分非理性宣传工作。如１９７３年拉萨市环城
赛跑中１５岁的藏族参赛选手其美多吉，虽已“两腿
酸痛，头昏眼花”，仍“经受住革命意志的考验”［４６］，
顺利完成比赛。

４　结　　语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这一口号成为新中
国群体体育的指导思想，并推动了环城赛跑的开展、
普及、推广。自１９５６年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开
始，环城赛跑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形式走入人民闲
暇生活之中，并经历数次停办和几度恢复。随着参
与度提升、影响力扩大，环城赛跑逐渐演化为意识形
态展示、社会群体凝聚的政治场域，组织者利用体育
活动张力将环城赛跑塑造为政治实践空间。“文化
大革命”期间，在其他文化休闲活动被限制的同时，
环城赛跑却呈现出繁荣景象，这种表面上的“高潮”
实际是政治失序状态下的规制结果［５８］。随着革命
运动的终止，环城赛跑也逐渐恢复常态。纵观新中
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环城赛跑可以发现，作为
政治场域的同时，它也承载了人民对群众体育的向
往与追求。从社会效能上看，环城赛跑发挥了强身
健体、精神激励、科学闲暇、楷模引领等多方面效能，
它的发展彰显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的建构过
程。对中国城市而言，环城赛跑的举办为城市群众
体育活动的规划设置积累了诸多经验，如改革开放

后１９８１年北京马拉松赛的顺利举办，就也得益于前
期多次环城赛跑的组织经验。推动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追求的当下，汲取新中国环城赛跑的价值功用，
有助于更科学地组织设计群众体育活动，利用体育
运动凝聚社会共识，发挥休闲体育“追求人的全面、
自由、和谐、平衡以及自我实现”［５９］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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