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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的使命追溯与新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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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以时间为脉络，梳理我国乒乓球运动展示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总结经验与启示，

深入分析新时代国家形象视域下中国乒乓球对外传播面临的各种局势及时代使命。研究显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国乒乓球运动展现我国国家形象具有以下特点：1）1949—1978 年，乒乓球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展现了我国

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和伟大创业的精神；2）1979—2012 年，乒乓球冲向巅峰，融入世界，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

族振兴、自我完善及发展的国家形象；3）2012 年至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乒乓文化不断创新，以“世界共

享”理念引领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的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乒乓球

运动主要成就表现在：1）守护了中国体育荣光；2）引领了中国体育发展；3）丰富了中国体育文化内涵；4）架起了中国

与世界沟通的桥梁；5）开创了体育强国的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之路。新时代我国乒乓球文化对外传播应：1）凸显“国

球”地位，助力国家建设发展；2）充分发挥育人功能，促进健康中国建设；3）借助乒乓球运动平台，提升中国体育话语

权；4）淡化政治因素，充分发挥乒乓球的民间交往作用；5）强化文化表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精神动力；6）打

造乒超联赛平台，形成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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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西方国家的孤

立、封锁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坚持

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奠定了新中国外交事业

基础。党中央通过一系列体育赛事交流活动，为我国与

周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来往奠定

了基础。不过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台湾问题上

的错误立场，我国奥委会于 1958 年毅然与国际奥委会断

绝关系。在国际体育发展受挫情况下，乒乓球经受住考

验，成为其后 20 多年来代表中国活跃在国际体坛的唯一

项目。

中国国家形象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自我发展与世界

看待的同步中，历经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个历

史进程（陈金龙，2019）。“中国乒乓球运动的三次创业”展

现了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形象，它的发展壮大呼应

了国家形象建构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基于此，本研究把

乒乓球展示国家形象分为 1949—1978 年、1978—2012 年和

2012 年至今 3 个阶段来重点阐述。

随着全球化及现代化进程的加深，中国一度成为世界

关注的中心，国际形象的建构和塑造被提升到国家文化

战略高度，新型大国外交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国

家形象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乒乓球在新中国体

育事业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谱写了不可磨灭功绩，

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转变与中国社会转型互动和契

合，是偶然性抓住机会塑造历史必然性的特殊案例，成为

了中国标志性优势体育文化的显著代表，在国家形象建

设方面具备了丰富经验及独特的优势，是国际社会认识

中国的重要名片。在历史新起点、新机遇的背景下，利用

乒乓球在国家形象信息传递中的外显性和象征性特质，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深入挖掘乒乓球精

神内涵，并积极主动地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是当下我国乒

乓球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议题及时代使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乒乓球运动发展的阶段与特征

结构化理论认为，关键临界点是总体社会系统过渡或

变迁的重要因素，快速的变迁发展会带来潜在的长远发

展契机（安东尼·吉登斯，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显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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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契机，均是引起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关键临界点。

1949—1978 年，中国乒乓球冲破国际体育封锁，通过乒乓

外交助力中国对外交流大门的打开；1978—2012 年，中国

乒乓球冲向巅峰，融入世界；2012 年以来中国乒乓文化创

新发展，引领世界。这些临界点形成了中国乒乓球运动

展示国家形象的轨迹变迁，是推动中国国家形象转变的

重要契机。

1.1 乒乓球展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和伟大创业

的精神 （1949—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西方资本

主义阵营围堵封锁中国，但体育的民间交往为外交破局

带来曙光。随着 1959 年容国团的历史性夺冠及新中国首

次承办第 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下简称“世乒赛”）并

大获成功，中国开始引起世界乒坛瞩目。1971 年震惊中

外的“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 20 多年的隔绝，开启了中国

外交新纪元。这一时期，我国乒乓球紧抓历史机缘，以体

育先锋队的担当及“胸怀祖国、奋发图强、放眼世界”的精

神引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并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激

情和运动热情，率先形成了自成体系、自主完善的乒乓球

文化，助推了其他运动项目文化的发展，向世界展示了新

中国热爱和平、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和伟大创业的国家

形象。

1.1.1 体育外交的启动及受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外交上的首要任务是突破

西方包围圈，恢复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党中央审时度势，

根据国内外社会态势，制定了特殊的“另起炉灶”“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3 条外交方针（陈兼，2001；迟爱

萍，1994；于化民，2008），在积极巩固与苏联关系的同时

（毛泽东，1977），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战争，联合

各人民民主国家共同奋斗发展（丁庆建 等，2000）。新中

国体育外交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进行了较为频繁的相互交流，积极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

等国际体育组织。1949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受邀参加了

在匈牙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

节，男子篮球队首次参加第十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并取得第 6 名的战绩，吹响了体育外交的号角（黄冶 等，

2019）。1956年末，包括乒乓球、田径在内的 15 个运动项目

先后被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接纳，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的布伦戴奇以“反对政治干预”的借口企图制造“两个中

国”。为维护国家主权，1958 年 8 月中国奥委会宣布与国

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同时退出田径、足球等国际体育组

织。体育外交初露端倪便严重受挫，我国不但缺席了国

际比赛，而且众多国际体育组织会员国也拒绝与我国交

往。新中国只能与少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为数不多

的小规模体育交流活动，如新兴运动会等（伍绍祖，

1999），但总体规模小，影响力较弱。

1.1.2 乒乓夺冠，摆脱屈辱

乒乓球作为新中国体育外交最重要的名片，受到了党

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在 1952 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乒乓球部，同年举行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乒乓球锦

标赛，并于 1953 年加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以下简称“国

际乒联”），开始进军世界乒坛。1953—1954 年两届世乒

赛，中国乒乓球队成绩进步神速，距离世界冠军仅一步之

遥，开始引起世界关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

育总局）也把勇夺世界冠军的希望寄托于乒乓球项目。

1958 年我国断绝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后，唯有国际乒乓球

联合会照常与我国保持联系，此后中国乒乓球队单枪匹

马活跃在国际乒乓球赛场，力图打破对中国体育的国际封

锁。1959 年第 25 届世乒赛，容国团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

容国团的夺冠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也可以拿世界冠

军，摘掉了几十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耻辱。1961 年

北京成功承办第 26 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在比赛中获

得 3 项冠军，在接下来的两届世乒赛中也斩获 7 枚金牌，

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将乒乓球

冠军荣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积极参加多样化的群众乒乓

球运动，掀起了一股乒乓球运动热潮。1959—1965 年期

间，乒乓健儿用多个世界冠军，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社会

反响，“全民乒乓”遍地开花，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

发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与勇气，也初

步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展示了新中国独立自

主、奋发图强的国家形象，有力地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

1.1.3 乒乓外交，连通世界

在中国奥委会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后，我国尝试

在奥运会之外另起炉灶，通过新兴运动会的力量推动国

际交往，但影响力及效果与奥运会相差甚远，最终不可持

续。20 世纪 70 年代初，因“珍宝岛”事件等，中苏关系全

面恶化，而遭受苏联严重威胁且经济实力日益衰减的美

国试图改变对华战略。此时我国虽然仍被排斥于联合国

之外，但中美关系已有微妙变化，双方都曾相互试探（中

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2004），不过没有获得实质性

结果。

1971 年在日本乒乓球协会的盛情邀请及周恩来的亲

自过问下，已缺席两届世乒赛的中国队克服重重困难，决

定临时组队参加第 31 届日本名古屋世乒赛。在比赛期

间，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错搭上了中国乒乓球队

的汽车，格伦·科恩与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在车上进

行了友好交谈，并且主动提及希望到中国访问，中美两国

运动员交往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1971 年 4 月 7 日凌晨，

毛泽东做出震惊世界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4 月 14 日，尼克松宣布取消已存在 20 年的中美贸易禁令。

“乒乓外交”翻开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篇章，消融了中美

两国之间 20 多年的寒冰，“小球推动大球”成为我国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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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加速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正常

化建交进程。1971 年 9 月 24 日，中国乒乓球教练庄家富

等人受邀前往加拿大交流，开启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北美之

旅。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0—1979 年间，我国基本完成了同西方国家的建交历

程，总计有 71 个国家同我国确定了正式外交关系，其中包

括 27 个欧美国家（图 1）。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正常化，出访及访华人次

不断增多，我国体育外交活动生机勃勃。1971 年只有 37 个

国家与我国有正常的体育交往活动，而 1978 年上升至

156 个国家，国际体育交往活动呈急剧上升趋势（图 2）。

1.2 乒乓球展示了民族振兴、自我完善及发展的国家形象

（1978—2012年）

经过 30 多年的开放改革、努力奋斗，我国扫除了思想

及体制方面的障碍，建立了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经济活力充分彰显，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

著提升。中国乒乓球在此期间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开拓创新，以绝对占优的运动成绩始

终站在世界乒坛最高峰，在国际体坛独树一帜，为中国体

育冲向世界做出了表率与示范，同时以国家荣誉至上的

团队协作精神与国球文化，让世界领略奥林匹克的东方

印记，有力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及富国强民的国家

形象。

1.2.1 冲向巅峰，国球荣耀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旧格局随着美苏两极争霸中苏联的解体而自然消亡，

但新格局尚未形成。我国审时度势，在 1978 年召开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强调以经济建设

为主，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对外政策也随之变动。对外制

定的“开放”政策，主要包括为外商投资和新技术转让（包

括建立经济特区）创造有利条件，使得中国的农业、工业

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中国在争取全球经济领先中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

主的基本原则，不依附于任何国家，也不与任何国家或地

区结盟。邓小平（1993）认为，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

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

士采访时谈道：“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

度。”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以国家利益

为基准，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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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充实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为开拓中国外

交新局面和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奠定了重要基础（姜安，

2003）。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国家过渡到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及巨大潜在成长性的现代化经济强

国。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

委员座谈会上，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说：“没有

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体育的今天”。从 1978 年到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我国运动员所获世界冠军及创造的世界纪

录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总数的 85%，改革开放带

来的强大国力推动中国体育快速崛起于世界之巅。

1978 年底，体育界以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

构想作为依据，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恢复我国于国际奥委

会合法权利的同时，中国台湾可在经许后改名、改旗、改

歌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这就是所谓的“三改方案”。

1979 年 11 月 25 日，国际奥委会决定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

分别可以使用各自奥委会名称，但“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

员会”需要在得到批准的前提下使用相应的旗、歌和会

徽，此做法被称为“奥运模式”，为国际体育界解决类似问

题提供了一个参照模式。为快速提高运动技术能力及水

平，1980 年对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机构设置进行了部分

改变，设立了球类司、运动司等单位，重点改革体育管理

体制、竞赛体制、科学训练体制等。1982 年再调整，乒乓

球划归至训练竞赛二司管辖范围。1984 年，国家体育运动

委员会提出的“奥运战略”要求竞技体育优先发展，中国乒

乓球运动受益于这种战略目标和系统化的选材与训练体

系，开始走向全面辉煌，自 1981 年在前南斯拉夫诺维萨德

第 3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包揽全部金牌后，在 1985 年至

1989 年 3 届世乒赛中又连续夺得 15 项世界冠军。中国乒

乓球“征服世界”的同时，也引领着中国体育全面登上世

界的舞台，乒乓球文化开始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标志与

象征。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

国乒乓球队沿袭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

1990 年前后，乒乓球事业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体制改革

被提上议程，乒乓球运动必须积极走社会化、产业化发展

道路，通过深化改革增强队伍的生机与活力。针对中国

乒乓球队“僵化的意识形态”，1992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红

山口会议开始认真反思总结，从管理及信心方面入手，从

技战术创新重点突破，加快优秀后备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后，随着业余生活的丰富，体育不再是人们

生活的主体，体育的政治功能有所弱化，在一定程度刺激

了中国体育改革及群众体育的发展，大众更加看重体育

的娱乐与健身价值。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中

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或教练员出国打球或执教，形成了

所谓的“海外兵团”，他们高额的酬劳及福利待遇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乒乓球队的稳定及运动成绩的提高；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海外使者”“文化使者”（慈鑫，

2012），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海外兵团”传播了我国社

会转型后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传播了中国文化、国

球文化及思想，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提高了国际认同

以及人民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1.2.2 乒乓改革，创新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迈进。改革

开放后一段时间，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协调导致贫

富分化及地区发展差异逐步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基于

国内外的重大转折及变化，党中央适时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强调要加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调整对

内经济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各行各业都要“坚持与时俱

进”。反映到国家体育事业上，明确要强化国家体育总局

的宏观调控与主导地位，国家依然是体育的主体。因此，

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改革思路及方向紧跟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形成国家主体管控和社会协办并存

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1992 年，为响应全国体委主任座

谈会发布的《关于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将部

分项目向职业化过渡（于文谦 等，2010）。1993 年，我国第

一个乒乓球俱乐部在北京成立；1994 年，我国体育项目向

职业化、市场化迈进，中国乒乓球运动管理中心在北京成

立（何强，2008），并提出了在乒乓球队中实行“双轨制”的

发展构想；1995 年 12 月，首届全国乒乓球俱乐部赛在广东

顺德区容奇镇顺利举行；1996 年，12 家全国各地的乒乓球

俱乐部相继成立，同年颁布了《中国乒乓球协会俱乐部章

程》；1998 年，全国俱乐部赛更名为“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

级联赛”，并且引入主客场制度；1999 年，联赛更名为“中

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以下简称“乒超联赛”），且在

苏州、本溪、哈尔滨、南京、郑州和北京 6 个城市同时举行。

乒超联赛的举办标志着中国乒乓球运动的职业化、市场

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前一阶段不少乒乓球高手相继

出国所导致的人才流失现象，同时吸引了国外优秀运动

员来我国参赛交流，为有效提升乒乓球运动水平提供了

世界级别的舞台，刺激了乒乓球技战术创新与发展。但

中国乒乓球改革也受到诸多质疑，如国内乒乓球运动人

群比例的下降，一家独大面临“逐出奥运”的风险等。为

扩大乒乓球的全球传播，“养狼计划”启动实施，开始帮助

其他协会及国家培养乒乓人才，众多世界知名乒乓球运

动员的“中国制造”让全世界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同行的担

当与作为。

21 世纪后，中国乒乓球运动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在世

界范围内已难觅敌手，乒乓球国际赛事的奖项被我国运

动员大包大揽，为国家和人民争得了巨大荣誉。随着我

国乒乓球事业步入一个新阶段，作为综合国力及“软实

力”的代表，关系到国际声誉的乒乓球文化传播开始提上

议程。中国乒乓球水平已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完

全能够引领世界乒乓球发展的潮流。然而在国际乒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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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乒乓球硬实力绝对强势，但在软实力方面还未

很好地挖掘及发挥，也缺乏高素质的国际组织人员以及

应有的话语权，中国乒乓球的软、硬实力的失衡，一度导

致对未来乒乓球可持续发展的迷茫。2008 年北京成功举

办夏季奥运会，人们的观念更加开放，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我国群众体育锻炼热情也迎来了历史性高潮。在这

一历史时期内，乒乓球运动的锻炼价值被充分认识与挖

掘，乒乓球所引起的全民乒乓热潮对惠全民、促健康、筑

强国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

作用，开创了全民健身新局面。

在《奥运争光计划》的激励下，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

赛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法

律、法规保障和激励措施，群众乒乓球赛事在全国风起云

涌、遍地开花，有力凸显了乒乓球项目的价值及优势，最

大范围地调动了社会乒乓球组织的积极性，促进了竞技

乒乓球和大众乒乓球协调平衡发展，多方位展示了中国

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多元发展的体

育大国新形象。

1.3 乒乓球展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形象 （2012 年

至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处理国际

事务中的影响力及话语权越来越重。2012 年党的十八大

报告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世界和平发展、

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乒乓球

作为中国影响较大、参与较广、优势明显的体育运动项

目，在新时代以“放眼世界、回馈社会”的精神，以“中国乒

乓，世界共享”的理念，开创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新模式，已

经成为我国“元首外交”新亮点，发挥着传播中国文化、展

示大国形象的重要作用。

1.3.1 创新引领，体制探路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自党的十八大顺

利召开后，中国体育砥砺奋进，破风前行，坚持走中国特

色体育强国之路，走体育改革创新发展之路，重点聚焦体

育产业开拓，使体育产业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朝阳产业

及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体育产业的爆发式增

长也带动了我国群众体育的跨越式进步，群众体育走上

快车发展道路。2015 年 3 月，中国足球再次吹响我国体育

体制改革的冲锋号，中国体育改革真正进入深水区，协会

实体化和社会团体改革的逐步落实与推进，为新时代中

国体育事业的再一次腾飞注入了蓬勃生机。竞技体育开

始转变思路，在赛事、赛制上取得新突破，释放了自身的

多元化功能，并与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不断融合，激发了

群众体育的热情，为加快实现全民健康与完成体育强国

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乒乓球队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

中全会精神，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转换思想及观念，

加强乒乓球体制创新力度；注重爱国主义及集体主义精

神的宣传与弘扬，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双轨制”运行

机制的完善与成熟；坚定决心与信心，坚持竞技体育与群

众体育、乒乓球事业发展与乒乓球产业协调发展战略方

针，完善乒乓球社会体育组织的健全以及公众服务体系，

统筹规划全民健身活动；积极推进乒乓球社会公益活动，

大力开展“乒乓走世界”“国球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

等，回报国家与社会，通过这些行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乒乓球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中

国乒乓球调整对外战略，突出重点，加大乒乓球市场开发

力度，切实贯彻乒乓球国际推广计划，重视援外与海外基

地、培训中心建设，加强与国际乒联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乒

乓球协会的联系与多领域合作，践行体育强国战略建设。

2017 年中国乒乓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乒协”）创新

体制机制，锐意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减少

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废除以往的总教练、主教

练岗位，重视队伍的综合管理效益，分别设立男、女两个

教练组，全面负责运动训练及队伍的管理，同时对中国乒

协的组织架构及成员进行了再分配调整。2018 年 12 月，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协会实体化改革的要

求，确保 2020 年“奥运战略”的顺利进行，按“专业人做专

业事”的改革思路，中国乒协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

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的乒协领导班子及成员，首次成立运

动员委员会，打通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自主双向选择机制，

使乒乓球朝向职业化、产业化、国际化不断迈进。2019 年

4 月，中国乒乓球运动管理体制改革再出重磅，确定中国

乒协为中国乒乓球运动管理最高领导机构，全权负责、决

策和统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组织管理工作，原国家体育

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彻底退出管理结构，其

与中国乒协“一套班子、两套牌子”的体制至此终结。中

国乒协相应设置了 6 个内设机构，分别部署了相应负责人

并明确了具体工作。中国乒协的真正实体化，将推进我

国乒乓球各项工作在新时代、新背景、新发展中有力进

行，也将奏响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旋律，谱写中国体育事业

改革发展新篇章。

1.3.2 乒乓文化，世界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乒乓球以其辉煌的战绩、优良

的竞技传统及其强大的群众基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

特征，已成为我国国家认同及集体记忆的重要象征与符

号。2017 年德国杜塞尔多夫世乒赛期间，国际乒联主席

维克特对中国球迷数量增长的“井喷”现象给予肯定，同

时多次在不同场合就中国乒乓球教练在世界各地传授乒

乓“真功夫”表达敬意与鼓励，认为未来对标国际足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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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发展，做大做强世界乒乓球运动，就必须与中国合作。

在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基础

上，乒乓球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项目发展提供了针对性的软硬件

支持和帮助，助力了我国体育外交事业的蓬勃发展，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贡献力量。2014 年，中国乒乓球

学院卢森堡分院在欧洲成立；同年 9 月，中国乒乓以突尼

斯为起点走进非洲，这是一次中国乒协推广计划与国际

乒联“筑梦计划”相结合的公益活动，受到当地群众和媒

体的高度关注。2015 年 8 月，中国乒乓球走进拉美，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波多黎各，相

互交流了乒乓球技战术，波多黎各乒协主席伊万·桑多斯

也表达了与中国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的愿望。这项拉美筑

梦行动作为体育文化传播的平台，促进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发展，中国乒乓球文化也在这个

过程中远播至更加广泛的区域。

在国内，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系列“小球推动大球”

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16 年 9 月 9 日，由中国乒协

组织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在新疆乌鲁木

齐体育中心举行，吸引了 20 多个国家的加入。 2017 年

8 月，四川成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公开赛吸引了

包括美国、瓦努阿图等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乒乓球爱好者

参加，瓦努阿图甚至派出奥运参赛队伍，而塞尔维亚以国

家队班底出战。随着“一带一路”乒乓球国际赛事的影响

不断扩大，其举办地也扩展到我国敦煌、西安等城市，仅

2017 年就有 18 个国家与地区的 712 名运动员参加了该赛

事，在 2018 年通过创新赛制和细化组别吸引了东盟 10 国

的 111 名运动员参与，一些欧洲和非洲国家（如德国、瑞

典、埃及、克罗地亚等）的运动员及乒乓球爱好者也纷纷

加入到成都、西安和鞍山等站的赛事交流中。由此，乒乓

球领域不断拓展，品牌效应逐步形成。与此同时，活动内

容与形式也不断得到充实与丰富，成都国际乒乓球公开

赛首创“比赛＋论坛”的结合形式，邀请到来自 9 个国家的

33 名专家以及 200 余名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出席论坛，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产业”“健康中国”“大健康”等热

门话题，赛后还发行了《“一带一路”乒乓球公开赛成都倡

议》研究成果，依托乒乓球的深厚底蕴及优势，有力地促

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及

交流，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形象。2016—2019 年，

中国乒协及各省市乒乓球“一带一路”赛事规模不断扩

大，内容不断深化，赛事服务对象逐步从专业运动员扩展

至乒乓球业余爱好者，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表 1）。

2016 年中巴建交 40 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会见巴新总理奥尼尔时强调，“双方要积极拓展务实合作”

“双方要扩大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2018 年 6 月 21 日，

习近平再次接见巴新总理奥尼尔时指出，要“积极拓展

‘一带一路’框架内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2018 年 5 月，上海体育学院派出代表

团正式访问巴新，并与巴新商讨正式援助事宜，在巴新成

立了中国乒乓球学院巴布亚新几内亚训练中心。2018 年

11 月 16 日，中巴两国最高领导人出席中国乒乓球学院巴

布亚新几内亚训练中心启用仪式，并观看了中国乒乓球

学院施之皓、张怡宁指导巴新运动员的训练实践。新时

代的中巴乒乓外交，有益地配合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

活动以及援建项目的进行，促进了两国的深层次接触及

全方位协作，树立了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也为“一带一

路”的国际舆论环境奠定了前期基础。

2 我国乒乓球运动的主要贡献

2.1 守护中国体育荣光

中国乒乓球队于 1952 年成立后，逐步从弱到强，全面

走向卓越，以骄人战绩始终伴随新中国的砥砺奋进。世

界乒乓球运动从起源发展至今，其竞技格局经历了 5 个不

同的发展阶段，除缺席第一阶段（1926—1952 年）的赛事

外，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傲立世界乒坛之巅。1959 年新中

国乒乓球开始在摸索中迎来第一个春天——容国团获世

乒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乒乓球队 1953 年参加世

乒赛以来获得的首次荣耀，也是新中国在 1949 年后的第

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开始不断成长壮大，逐步打破

了日本称霸乒坛的局面。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欧洲强队

的崛起，中欧对抗成为当时世界男子乒乓球赛的主要格

局，但中国女队傲视群芳，将所有冠军收入囊中。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乒坛男子群雄并起，中国男队衰极而

盛，又盛极而衰；20 世纪 90 年代，男队痛定思痛，重登巅

表1 2016——2019年间“一带一路”乒乓球赛事情况

Table 1 The Belt and Road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s from 2016 to 2019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站点数/个

1

8

7

16

参赛地点

乌鲁木齐

乌海、宁波、成都、乌鲁木齐、敦煌、迪拜

白银、乐山、南充、成都、湖州、鞍山

邛崃、绵阳、上海、宝鸡、贵阳、成都、乌海、兰州、黄

石、余杭、内蒙古、九江、呼伦贝尔、金边、扬州、湖州

参与国家及地区/个

40

27

40

120

参与人数或队伍数量

近200名运动员

196支参赛队

1 100多名运动员

698支参赛队

形式

对抗赛

选拔赛＋比赛

比赛＋论坛＋体育App

分站赛＋总决赛＋论坛＋

体育App＋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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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而中国女队始终执掌世界乒坛牛耳。进入 21 世纪，在

世乒赛的赛场上，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了 2003 年巴黎世乒

赛男单冠军外的所有团体和单项冠军，豪取男团 9 连冠、

女团 4 连冠、男单 9 次冠军、女单 10 连冠及男双、女双 10 连

冠，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纪录。从 1953 年克罗地亚布加勒

斯特第 20 届世乒赛至 2019 年第 55 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

男队已经获得了 21 次团体冠军，女队获得了 22 次团体冠

军，中国乒乓球队成为其他国家难以撼动的大山。在奥

运会的赛场上，自 1988 年乒乓球运动成为奥运会项目以

来，在 8 届奥运会的 32 枚金牌中，中国队豪夺 28 枚。从

2000 年乒乓球世界杯至今，在 21 届比赛中，中国队获得了

17 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中国女队更是蝉联了全部 21 次

冠军。

2.2 引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面临各种外忧内患，体育成

为中国外交破局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当初唯有乒乓

球成绩最好，潜力最大（中国体育年鉴编辑委员会，1964）。

1958 年中国奥委会退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中断与

15 个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后，乒乓球是唯一留在国际赛

场的项目，以其独特性成为我国打破国际体育封锁，展示

中国独立自主国家形象的显著代表。1961 年北京首次承

办世界体育大赛——第 26 届世乒赛，并获得成功，为中国

竞技体育注入了活力，也为忍辱负重、艰难前行的中国人

民带来了巨大鼓舞，激发了全国人民体育锻炼的热情。

1971 年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促使中美关系解冻，协助

中国重回国际社会，并成功加入联合国。此后，我国以乒

乓球为主要优势项目引领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交流，积

极与世界各地互动，不断拓展对话通道，延伸对外交流空

间，打开世界友谊的大门（孙淑慧，2019）。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在国际体育舞台得到贯彻与

实现。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现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于

1952 年，允许中国台湾以“中华台北”身份参与奥运会，这

是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处理与解决中国台湾问

题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开创了处理中国台湾问题

的“奥运模式”，这是任何体育运动所不曾成就的历史奇

勋。诚如美国尼克松评价中国乒乓球队所言：“乒乓球虽

小，但是力量大”（钱江，1997）。

此外，中国乒乓球最先形成了完备、系统的训练体

系、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中

国乒乓球积极进行竞赛体制改革，在举国体制的基础上

结合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俱乐部运行管理体制，为我国其

他运动项目体制创新做出了示范。现阶段，中国乒乓球

更是以“中国乒乓，世界共享”的理念，排除绝对民族观

念，引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

2.3 丰富中国体育文化内涵

精神是体育文化的内核。乒乓球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与自豪，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是国人最为擅长的体育项

目，“乒乓精神”更是激励着国人敢打敢拼、用努力和实力

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乒乓精神”就是不放弃。在 1959 年多特蒙德世乒

赛男单决赛场，几乎所有人都预测曾夺得过 9 次世界冠军

的匈牙利名将西多将轻松获胜。在先失 1 局的不利情况

下，容国团绝地反击，血战到底，连扳 2 局逆转西多，最终

为新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在乒乓球的国际赛场，

中国运动员永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言败。专注的

眼神、灵活的身影、利落的进攻防守和娴熟的反击技术，

这是乒乓球运动员最美的姿态，也是他们对不放弃、坚持

到底的最佳诠释。

2）“乒乓精神”就是敢拼搏。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每

一次夺冠都是在千百万血与泪的日常训练中拼搏出来的，

他们不畏战、不怕战，来之即战、战之必胜。无论是 26 届

世乒赛容国团“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待何时”的豪

迈壮志，还是现今 31 岁依然活跃在赛场上为国争光的大

满贯选手马龙，他们人前冠军，人后拼搏，以一股敢拼敢

闯的劲头对待每一次回合及每一个对手，不断突破不断

超越。

3）“乒乓精神”就是善传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传承着不怕困难、不

畏艰险和讲实力、拼本事的精神。中国乒乓球队不断探

索、不断钻研、不断创新努力，经过 9 年的“火线侦查”“秘

密出访”“模仿对手陪练”等付出与摸索，终于在 1961 年首

次夺得了世乒赛男子团体斯韦斯林杯。2019 年世乒赛，

马龙夺得男单冠军后接受采访时激动地喊出“I am made

in China”，道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和自

豪感。

不放弃、敢拼搏、善传承是“乒乓精神”最为显著的特

征，乒乓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场场视听盛宴，更是一股

强大的精神力量。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乒联不断修改

规则，中国乒乓球队始终保持着常改常新的创新意识、竞

争至上的内部机制、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及过硬的战斗

作风，以开放的胸怀和视野迎接改革，牢牢把握乒乓球的

制胜规律，用实力说话，当好国际乒联改革的先行军，勇

做创新发展的排头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乒乓球运动便在中国

竞技体育发展中异军突起，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

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勇气与信心。在改革开放时期，被

誉为“国球”的乒乓球运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及文化

生活，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国

球精神”广为人知，成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21 世纪以

来，中国乒乓球队求新思变，俨然成为我国体育勇攀高峰

的标兵和中国精神的重要代言。乒乓球文化蕴含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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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及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全民走

在文化自信道路上的今天，作为我国传播范围广、影响巨

大的体育运动，发展先进的乒乓球文化，不断创新乒乓球

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王杰恩，

2008），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形象塑造的主要

路径。

2.4 搭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政治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是其他一切事物发

展的基础性影响因素（戴维·伊斯顿，1993）。从历史来

看，体育一直受政治的主导与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体

育背后孕育的内涵和情感与政治经济关系愈加密切，是

政治影响力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在与周边国家及亚非拉等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中，乒乓

球等项目就被作为中国对外友好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

虽然我国乒乓球发展较快，水平相对较高，但运动竞赛并

非战争，团结、友谊、共同提高才是乒乓球运动比赛的最

高目标，因此中国乒乓球队在比赛过程中一直秉承“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及理念，在中国体育对外交往中

起到了催化及引领作用。1971 年震惊中外的“乒乓外交”

更是打破了中美 20 多年的坚冰，1965 年第 28 届世乒赛

后，在日本乒乓球协会的力邀及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

下，日方表明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并与中国乒乓

球协会签署了会谈纪要，最终连续缺席两届世乒赛的中

国乒乓球队参加了第 31 届名古屋世乒赛（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1998）。日本报纸报道“今后不仅是体育，在推进

文化和经济方面的交流时，也将继承这次‘乒乓球方式’”

（窦忠霞，2006）。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中国运动员、教

练走出国门，以“海外使者”的特殊身份服务世界各地的

乒乓球协会及国家队，扩大了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影响，传

播了中国文化，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世界传播。随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具体实施及推进，中国乒

乓球队提出“第三次创业”，以“中国乒乓，世界分享”的全

球观念，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广乒乓球文化及赛事交

流，大力促进乒乓球活动在各个国家及地区不同人群中

的开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繁荣发展、文明包容、和平和

谐的大国形象。

乒乓球运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尖兵，在国家政治交往

中做出了积极贡献，让中国文化、中国风范及中国特色传

播至更大的世界空间，从历史到现今，乒乓球俨然成为

“讲好新中国故事，担当新时代使命”的政治代表。

2.5 开创体育强国的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之路

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乒坛崛起后便逐步转变观念

和思想，认识到乒乓球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世

界，以胸怀世界的目标和眼光与时俱进，以“大乒乓球观”

来促进中国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全面提高及可持续发

展。徐寅生 1999 年担任国际乒联主席后，针对中国“一家

独大”的现象推行乒乓球规则改革，试图打破中国对世界

乒坛的垄断，树立了敢为人先、海纳百川的大国形象。中

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乒坛崛起后便逐步转变观念和思

想，认识到乒乓球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世界，以

胸怀世界的目标和眼光与时俱进，以“大乒乓球观”来促

进中国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全面提高及可持续发展。中

国乒乓球队自 1952 年参加第 20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进入

国际乒坛后，一贯严守规则、遵守制度、严格自律，积极响

应、大力支持国际乒联改革，率先进行人才培养体制改

革，创新训练方式，弘扬世界正能量，同时秉承“世界共

享”的理念，毫无保留地进行技战术输出、教练输出，树立

了敢为人先、海纳百川的大国形象。2019 年以来，中国乒

乓球协会继续加强协会建设，完善组织体系，通过简政放

权、管办分离，完成了与国家体育总局的全面脱钩改革，

设置了竞赛委员会等 10 个专项委员会及 6 个内设机构，

建立了权责明确、有效互动的优化路径。中国乒乓球协

会还大力发展以乒乓球超级联赛为龙头的俱乐部赛事，

推动品牌体系建设，完善监督机制，走企业化、市场化发

展的管理模式。同时立足更高发展格局，加快国际化步

伐，实施国际推广计划，坚持职业联赛向海外运动员开放

的基本政策，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乒乓球学院欧洲分院

建设，从战略高度审视及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可持续

发展，全面提升我国乒乓球运动的综合能力和国际引领

能力。

3 新时代中国乒乓球对外传播的战略分析

3.1 面临的国际政治局势：多极化及复杂化

中国乒乓球队通过一系列自觉性、专业化、针对性的

战略行为以及乒乓球比赛及友谊往来等活动，提升了国

际公众对中国的评价，全方位深层次地改变了世界对中

国的认知，为我国不断前行和发展提供动力及支撑。

但进入 21 世纪后，新霸权主义开始显现，针对中国的

各种不利言论进入类似“麦卡锡主义”时期。国外部分公

众仅依靠片面信息和主观标准便认为当下中国乒乓球

“一家独大”导致了国际乒乓球运动的萎缩，进而矮化或

丑化中国形象。随着中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

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必然带来国际关系压力的增大及

相应国际关系战略的调整。在如此局势之下，需要捍卫

贡献于全球发展和世界和平的大国形象，促进我国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拓新局面、取得新成就（关锋，

2020），中国乒乓球运动在新时代国家形象建设中也应担

负起更重的历史责任，作出新的发展战略抉择。

3.2 中国乒乓球文化对外传播瓶颈：“软硬”实力不均衡

客观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乒乓球运动

发展迅速，社会影响巨大，成绩斐然。中国乒乓球队对技

战术及制胜规律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但公众对中国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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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球运动的整体性了解及连续性认识不足，即使是熟悉

中国乒乓球辉煌战绩的国内公众，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在

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在对外交流中的贡献，以及在国家建

设中的战略位置等也不甚了解。

在全球乒乓球文化产值中，中国贡献率及份额毫无优

势。近年来，我国虽然意识到了乒乓球文化创新力、渗透

力、感召力的重要性，但实践思路有待梳理和落实；与乒

乓球文化软实力息息相关的乒乓球传播力、感召力、结盟

力和交易力尚未普遍形成；乒乓球产品形象、运动员形

象、文化品牌形象等也都存在明显不足；乒乓球文化的传

播渠道过于依赖官方，民间力量薄弱，对外传播的专业

性、系统性和公信力有待提升。如何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进一步通过乒乓球运动塑造新时代中国形象，为坚持与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打造良好的软环境，无疑

是新时代要努力解答的重要议题。

3.3 对外传播切入口：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逐

渐形成，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旧格局，探寻各国合作应

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和应对

21 世纪的各种挑战的必然选择（《求是》杂志编辑部，

2019）。因此，中国乒乓球运动与国家形象建设的战略问

题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为国家形象的传播找到面向世

界的切入点。让“乒乓球文化”走出去，实现国家形象对

外传播，要紧跟世界大趋势，得到世界认同。在当今世界

乒坛实力发展严重不均之际，中国乒乓球以“中国乒乓，

世界共享”的理念，采取诸多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以实

际行动充分展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在全球面临新的世界格局及各种危机的时刻，乒乓球

作为世界的通用语言，能够有效克服不同种族、文化、社

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隔膜，实现求同存异，缓和利益冲突。

世界各国/地区都应以人民健康为基本发展方针，可通过

大力开发乒乓球的锻炼价值，重点保护青少年视力、老年

人协调能力及认知能力等，守住人类可持续发展及保障

生命健康的基本底线。

4 新时代中国乒乓球运动的使命与责任

4.1 凸显“国球”地位，助力国家建设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

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

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中国乒

乓球运动的未来发展而言，要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高度审视自身的社会责任及历史使命，要不断转

换思路，跳出乒乓看乒乓、立足全局抓乒乓、围绕中心干

乒乓，充分挖掘及全方位展现乒乓球运动的价值和作用，

回应公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建设健康中国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生活需要和体育资源提

供不平衡所带来的矛盾依然是体育发展的重大课题，推

进全民健身发展，夯实体育强国基础，打造系统完善的全

民健身服务体系是乒乓球运动“应有之义”。中国乒乓球

运动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乒乓健儿攀登巅峰、冲向世界的

荣耀，同时也是国家发展、社会文明、人民健康的真实写

照，立足更高格局及视野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应该在未来

给国家及人民带来更多的荣誉与传奇。

4.2 充分发挥育人功能，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全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维护人民健康水平早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作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项目，乒乓球有能力也有

义务在推动全民健身、发展体育产业、弘扬体育文化、建

设健康中国的大潮中担当起排头兵的角色，让更多的群

众享受乒乓球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乒乓球具有改变个体命运和影响社会变迁的力量，中

国乒协应有序高效推动我国乒乓球运动可持续、全方位发

展，倡导科学宽容精神，恪守健康意识、规则意识和文明意

识，突出勇担责任的主动意识。同时还需要重点关注青少

年乒乓运动参与，举办乒乓球校园联赛，储备乒乓球后备

人才力量，推动体教融合的深化，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4.3 借助乒乓球运动平台，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重视公共表达

与交流能力，提高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乒坛的话语权，

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在欧美发达国家，许多乒乓球

运动员及官员能运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从容面对记者或公

众的提问，这与其国家话语能力的培养及个人学习习惯

息息相关。反观我国的相关负责人和运动员，面对媒体

和记者采访时羞涩、拘谨及语言能力欠缺的表现相对差

强人意。必须加强中国乒乓人的整体素质，才能在参与

各种形式的乒乓球国家交流活动中顺畅、流利表达意图，

在国际舞台充分展现中国乒乓球文化的内涵、特征及优

势，为人类发展提供一种独有的视角及思考。同时，中国

作为乒乓大国与乒乓强国，近年来在国际乒乓球组织中

几乎不争不鸣，缺乏领军人物，硬实力与软实力不能齐头

并进。只有更多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上发挥更大的能量，

才能提升中国乒乓球文化的号召力及感染力，引起世界

关注中国并聚焦中国，进而理解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

还要处理好不同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异同，进一步研

究与分析历史与现实、对内与对外、传播动机与受众期

望、媒体传播与民众传播、国家意志与公众意志等关系

（陈汝东，2012），以及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所导致的“政

治宣传”误会等。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重在真诚互信、

合作共赢，因此需要从教育战略角度，加深相互之间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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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交流，拓展公共外交的多种渠道，建构立体传播网络，

建设多元国家形象，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整体认知。

4.4 淡化政治因素，充分发挥乒乓球的民间交往作用

目前中美双边关系处于关键期，政治属性在很长一段

时间成为了中美体育交流的主旋律。随着中国国力的不

断增强，体育的政治属性不再那么迫切与关键（慈鑫，

2016），体育人才的世界流动早已司空见惯。国际赛场上

经常出现中外对阵全是中国教练指挥的场景，他们将中

国先进的技战术运用方法、人才培养机制、训练方法等带

到国外，为中国优势运动项目在国外普及，以及扩大海外

影响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散布世界各处的“海外使者”

最终不但没有削弱及威胁到中国队，反而推动了世界乒

乓球运动的整体进步，如今，中外体育交流全方面展开，

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体育本身。

顺应国际形势和时代发展趋势，努力寻求友好交往和

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及进步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及

向往。“民相亲”才能有“国之交”，民间体育交流是国家与

国家之间体育发展的基础与根基，应高瞻远瞩，为中外体

育交流的可持续发展构建条件并扫除障碍。随着中国体

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文化自信建设和体育多元化发

展的推进，乒乓球势必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城市

之间交流合作的深入实践中书写新的篇章。

4.5 强化文化表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精神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不断战胜各种困难挑

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体育事业快速进

步，产生了“国球”精神、女排精神、奥运精神等具有民族

特色的中华体育精神文化，也是国际奥林匹克精神的核

心因素。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的体育发展与强

国梦紧紧相连，经常以体育为话题及“载体”，向世界彰显

了中国的真诚、友好与宽容（刘洋，2019）。

中国乒乓球运动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

义和创新求变精神，激发了国人的体育热情，催化了中国

体育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彰显了奋斗、进取、拼搏、团结等

优良中国文化基因，强化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

民族凝聚力，承载着中国政治、文化、外交方面的国家时

代使命。中国“乒乓人”应大力继承和弘扬乒乓球的宝贵

传统，在国际赛场不断为祖国获得荣誉，发挥中国竞技体

育及奥林匹克精神，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

的践行者、创造者，为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思索并付诸实践。

4.6 打造乒超联赛平台，形成特色品牌

国家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需要平台来展现自身强大

的实力，高水平、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不但能够促进世界各

国体育交流、文化交融、经济合作，还能够提升主办国影

响力，“赛”出城市“新名片”。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

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的意义早已超越篮球运动

本身，反映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与实质，成为美国展示自我

的大舞台。1994 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下发《乒乓球竞

赛改革的设想》，提出要创办俱乐部比赛；1995 年，中国开

始建立乒乓球俱乐部体制，促进了中国乒乓球队人才培

养体制的改革创新以及市场人才机制的完善。乒乓球市

场的不断开拓，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普及，使中国乒乓球

运动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乒超联赛创造了一个最高

水平的交流舞台，中国乒乓球优良的训练条件、精湛的技

术、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各国运动员

对中国的认知，在乒乓球项目的对外推广和国家形象建

设与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乒超联赛遇到

一些发展瓶颈，还需要多方谋划，尤其注重品牌建设，走

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包括创新赛程赛制、凸显娱乐与观

赏性、扩大联赛影响空间等，使其成为展示乒乓球文化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舞台。还需要加强我国乒乓球

运动员的个人形象建设，不断提升运动员对自身使命的

认识，引导及规范我国乒乓球运动员的行为，切实提高职

业道德和对外交流等能力，将中国的自信、自强、团结和

理性以乒乓球文化传播的形式展现给世界。

5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乒乓球始终走在

中国对外交往的前沿，服务国家外交大局、领跑中国体育

改革发展，为国家形象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新时代，随

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家形象建设更是一项

长期的战略工程。乒乓球要发扬光荣传统，不断转变文

化传播思路，从国家战略出发，强化乒乓球文化教育，提

升我国在国际乒乓球组织的话语权，加大乒乓球文化内

涵的挖掘与整理，不断增进对外文化传播，促进文化认

同，谱写乒乓球文化事业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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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on Retrospect and New Era Responsibilities of Chinese Table Tennis

LI Ron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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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tex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uses time as the context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image of table tennis in our country, and summarize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various situations and missions of China’s table tennis in foreign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mage in the new
era.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China’s table tennis sports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showing
our country’s national image: 1) From 1949 to 1978, table tennis changed the world’s impression of China’s “sick man in East
Asia”, showing China’s independence, hard work, and great entrepreneurial spirit; 2) From 1979 to 2012, table tennis rushed to the
top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entire world, which has shown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revitalization,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3) From 2012 to now,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table tennis culture has continued to innovate, leading the world table tennis with the concept of “sharing with the
worl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shows the image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able tenni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re: 1) guarding the glory of Chinese sports; 2)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3)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4) setting up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5) creating a road of explor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a sports power. In the new era, the spread of
China’s table tennis culture should: 1) highlight the status of “national game” and support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3) use the table tennis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sports in the world; 4) play down political facto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able tennis in non-
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5) strengthen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add spiritual motivation 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6) build
a platform for the Table Tennis Super League and form a distinctive brand.
Keywords: New Era; national image; table tenni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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