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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长株潭三大中心城市,其适度的人口规模与密度以及一体化的体育基础设施与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网络设

施, 为长株潭城市群构建都市休闲体育圈创造了基本条件;这一体育圈的构建可以充分发挥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

闲体育在整个湖南省的示范与辐射功能。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可构建为内圈层、中间圈层和外圈层三个

部分。为了实现三个圈层之间的互动,长株潭城市群必须选择合理的空间发展模式, 打破城市群内行政区划界限,

优化体育资源配置, 打造城市群快速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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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快节奏、高效率

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人们身心的高度紧张与疲劳。为缓解

这些紧张和疲劳, 越来越多的都市居民自主参与各种休闲体

育活动。这些休闲体育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利用都市内部

的零散化、点集式、短期化等体育资源, 而越来越是一种自然

特色与健身项目结合, 环绕都市形成空间一体化、大型化、跨

地区、综合性的都市圈体育形态和体育结构。[ 1]我国体育界

由此开始关注都市体育圈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珠江

三角洲体育产业圈、环青海湖民族体育圈、环太湖体育圈,环

东湖体育圈、西湖体育圈、长三角体育圈以及天津天河体育

文化圈等。相对于上述都市体育圈的研究热潮,长株潭城市

群都市体育圈的研究至今仍未见诸于文献。随着改革试验

区的确立, 长株潭城市群如何从实际出发, 根据资源节约和

环境友好的  两型社会!要求构建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

育圈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 � 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构建的基本

条件
(一 )三大中心城市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确定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

框架为 3个主中心组团, 即长沙、株洲、湘潭 3个大城市, 这

三个城市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成了湖南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以 2002年为例, 三市 GDP达到 1428亿元, 占了全省 GDP总

量的 32. 9%。[ 2]这 3个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 具有较强的城

市幅射功能, 对周边城镇和地区有较强的极化和扩散效应。

(二 )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 湘江下游, 包括 12

个县市, 177个建制镇, 面积 2. 8 ∃ 104km2,人口 1238万, 占

全省总人口的 18. 70%。其中核心市区人口 400多万, 占三

市总人口的 32. 3%。[ 3]城市群所覆盖的周边城镇和地区都

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并与中心城市形成通勤上

的密切关系, 能够依托中心城市形成体育健身、旅游、休闲等

活动相互融合并呈一体化发展的关系。

(三 )体育基础设施及通讯和交通网络设施

长沙、株洲、湘潭都建有比较完善的体育和娱乐场地与

设施, 有大大小小的广场、公园、健身场馆、歌舞厅、洗浴保健

中心、 农家乐!和度假村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湘江生态风光带

等。同时, 该区域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山体体育休闲资源和水

上体育休闲资源,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名胜区, 国家及省级的

森林公园, 各种峡谷、温泉、江河湖泊等应有尽有。三市交通

便利, 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一应俱全,轻轨建设也正在准备

实施。目前, 三市基本上实现了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

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城市群内一体化的体育基础设施

及发达的通讯和交通网络设施,能够支撑都市体育圈内休闲

体育的发展。

二 � 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构建的功能

要求

(一 )示范功能

 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长株潭城市

群率先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要素集聚能力强、

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促进经济发展

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为推动

全国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因此, 长株潭城市群要充分利用在都市休闲体育发展方面存

在诸多方面的集聚优势, 发挥其城市的内核效用, 对全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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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全国都市群众体育的开展起到示范作用。

其示范作用的实现,必须从增强都市居民对体育的健身

意识、参与意识入手,使健身休闲在都市蔚然成风, 成为引领

都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时尚,从而通过都市居民健康向上

的时尚休闲方式影响周边人群。同时, 不断创建都市群众性

体育文化活动品牌。目前, 长株潭城市群依据城市及周边环

境特色, 创建了规模较大的群众体育文化品牌活动。  潇湘

城运情, 北京奥运心!,  迎奥运万人沿湘江长跑大赛!、 迎

奥运万人拨河大赛!、 奥运向前冲!等群众性体育文化活动

声势浩大。这些群众体育文化品牌可以很好地整合各类社

会公益性文化资源, 形成规模效益, 扩大参与面和社会影响,

成为巨大的无形资产,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都市群众体育

的良性运行将不仅使周边地区受益,而且为全省乃至全国体

育人口的增长、体育人口质量的提高、群众体育组织管理方

式的转变、现代文明病的防治及体育产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

提供示范作用。

(二 )辐射功能

随着都市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就业、居住条件、资源消

耗量、交通及环保等诸多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因此中心

城区必须向周边地区转移发展。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

瓦% 佩鲁的城市增长核理论,当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 (增长

极 )的聚集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后, 中心城区会通过价格、流

量、规模等渠道向外扩散, 即通过  扩散效应!推动非中心城

区的发展, 并达到带动周围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4]城市群

这种辐射扩散的发展态势也必然会对周边地区的群众体育

产生重要影响。

都市群众体育向周边地区中小城镇与乡村群众体育的

辐射作用, 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来实现。如在周边

地区加大体育健身意识、参与意识的宣传力度, 派社会体育

指导员下乡进行健身指导。在开展规模较大的群众体育文

化活动时, 适当考虑城市周边环境特色和农村群众体育特

点, 使这些群众性体育文化品牌活动参与人数更多、覆盖范

围更广、辐射面积更大。体育场馆的规划与建设应突破行政

界限, 在城市群内统一规划,按项目类别集中财力、物力进行

集中建设。在中心城区通过  扩散效应!推动向非中心城区

发展的过程中, 体育设施等的空间发展也要沿着中心城区向

周边地区方向逐步提高体育资源设施的级别和档次, 特别是

综合性的大型体育场馆在向周边地区方向发展过程中可以

起到更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这种辐射扩散的发展态势必

然会对周边地区的群众体育产生重要影响, 也必然会加大我

国体育人口比例, 促进中小城镇与乡村群众体育的发展, 实

现真正的城乡群众体育统筹协调发展。

三 � 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的圈层构建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确定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

框架为: 3个主中心组团、4个次中心组团、15个片区组团和

29个小城镇组团。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的构建以

此为参照, 本着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原则,

合理进行休闲体育资源配置。因此,根据上海体育学院李建

国和苏州大学任平等学者关于都市体育时空地理学特征的

观点, [ 5- 6]将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构建为内圈层、

中间圈层和外圈层。

(一 )内圈层

指 3市市区,即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居民的日常体育生活

圈。内层体育休闲圈应该提供多层次、多结构的体育设施、

体育条件, 使居民能够在平时的生活中主要以社区内的体育

场地设施为活动点, 辅之以社区附近的学校、广场、公园、体

育场馆、健身场馆、保健中心以及湘江风光带等作为健身、休

闲、娱乐的场所。学校、体育场馆、企业的体育场地、设施应

该向社会开放 ,相邻社区的体育资源也应该相互开放, 以达

到体育资源的社会共享。要注意实施并完善日常体育休闲

圈内多功能、短距离、短时间的各项健身娱乐设施, 设置或增

添全民健身路径, 强化服务功能。湘江风光带两岸居住着大

量的居民, 在布局景观时也应该考虑附近居民的日常体育需

求。同时, 城市体育进行空间布局时, 要考虑到城市发展中

不同区域的进程,并针对不同级别的城区布置相应的体育资

源, 满足不同居住人群和区域的体育发展要求。

(二 )中间圈层

包括都市经济带和城市群  绿心!, 主要指在长株潭近郊

区和三市结合部空间地带及交通便利地区, 如 107国道、京

广线、京珠高速沿线等地带, 可作为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居民

的周末或节假日体育休闲圈。在时空上, 市民利用公共交通

或自备车, 0. 5小时可以到达市区体育活动场所, 1小时以内

可到达郊区体育活动场所。由于都市的近郊区比中心区拥

有更多的体育休闲资源,故越来越成为都市居民周末进行健

身、休闲、娱乐活动的近距离场所。这个圈层的体育休闲资

源主要有处于城市群  绿心!地带的石燕湖生态公园、韶山风

景名胜区以及横贯三市的湘江风光带; 长沙的黑麋峰森林公

园、天际岭森林公园、沩山景区与灰汤温泉; 株洲的大京水库

风景区; 湘潭的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与韶山水库; 还有分布

在三市近郊的度假村及  农家乐!等。中间层体育休闲圈的

项目设置要和都市居民的生活及体育活动的特点相适应,利

用特定的空间区域、山峦险峰、水面河流等构成的特有的自

然资源, 开展划船、拓展训练、登山、踏青、垂钓等体育休闲、

度假及娱乐活动,形成都市居民周末或节假日近郊康体休闲

娱乐圈。

(三 )外圈层

主要指离长沙、株洲、湘潭 3市较远的小城镇和乡村地

带。主要是长株潭城市群都市居民的节假日体育休闲圈。

在时间上, 车程 1~ 3小时左右; 在地域空间上处于都市的远

郊区, 是都市居民利用长假进行体育健身、体育旅游和休闲

度假的场所。这些资源主要有: 长沙的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与浏阳河; 株洲的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云阳山森林公园与

酒埠江风景区及炎帝陵风景区的洣水; 湘潭的水府庙水库

等。由于这一圈层在城镇或乡村带,人口和自然环境受工业

污染相对于都市或近郊区来说比较少, 自然资源也非常丰

富,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户外运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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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圈层的主要特征。因此, 外圈层应成为都市居民利用

节假日进行体育健身、体育旅游和休闲度假的场所 ,并成为

山林文化及自然观光体育休闲旅游度假的地方。

四 � 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的圈层互动策
略

(一 )选择合理的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

做大做强长沙、株洲和湘潭 3个主中心组团的群众体

育, 将 3个主中心组团发展到合适的规模,以空间上的合理

规模带动城市功能提升;同时强化 3个主中心组团的功能作

用, 使其更有效地辐射周边次中心组团、片区组团和小城镇

组团, 带动区域群众体育整体发展。 4个次中心组团、15个

片区组团和 29个小城镇组团应定位为城市群的卫星式功能

进行发展, 依靠完善的快速路系统进行组团间的交流。这种

合理的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可以大大加强各个组团间群众

体育的联系, 最大限度地实现三个圈层间群众体育的互动。

(二 )打破城市群内行政区划界限, 优化体育资源配置

城市群一体化的群众体育发展受到区域内行政区划界

限的限制, 如城市群中的  绿心!地带在中间圈层中占有很大

比例, 可是长沙、株洲和湘潭的行政界限恰好在这个地带相

交, 如何配置体育资源是个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 必须打

破都市圈内行政界限的束缚,把几个城市的行政区视为一个

整体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调整与建设, 使土地资源在空间

上合理配置以达到使用的最大效益。从全局的角度, 各地政

府科学合理地确定区域整体定位和发展战略, 明确各地区的

功能分工, 打破地区行政分割, 统筹考虑城市群内域群众体

育面临的问题。在体育场馆建设上尽量避免盲目投资和搞

低水平重复建设; 在体育项目设置和体育产业结构方面应避

免出现大量的趋同现象。群众体育开展所需的人力、资金、

设施乃至信息等资源都应在城市群所辖城市进行充分整合,

并借助国家和省里的一些政策扶持, 广泛吸引社会投资, 在

充分发挥多元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配置。

(三 )打造城市群快速交通圈

快速交通圈在城市群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起着重要

作用, 交通圈实际上是城市群一体化的先导。各个圈层之间

以及各圈层内部的交通是否便捷,是否同城市群交通圈连接

在一起, 成为城市群内交通圈的有机组成部分, 往往直接影

响着各圈层的发展水平。因此, 提高三市城际干道建设等

级, 在城市群内建设高速公路网、轻轨、地铁、高速铁路等迫

在眉睫。通过建设四通八达的快速交通网, 把三个圈层有机

的联系起来, 这样不仅使都市居民能充分利用日常、周末和

节假日的余暇时间在三个圈层中自由开展各种休闲体育活

动, 而且能让中间圈层和外圈层更多地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

和聚集, 实现三个圈层的良性互动。

都市休闲体育作为一种都市文化或一种都市社会中的

大众文化, 是  人类着手建造的美丽的精神家园!, 是一种文

明、健康、科学的休闲生活方式。[ 7]都市休闲体育的发展, 必

须对城市群的体育资源进行整合与重组, 使其在各自的区域

发挥最大的效益。长株潭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的建设应

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现状, 坚持一体化的基本理念, 把体育

资源配置的空间布局与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优化并很好的衔

接起来, 将城市群都市休闲体育圈的建设融入到长株潭  两

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的总体工程中去, 充分发挥其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推动全省乃至全国改革, 实现科学发

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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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eelings of F loating in DU Fu 's Poetry ZHOU Yan�Ju

Fujian Institute of E conom icM anagemen t, F 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 DU Fu s' poems, especia lly those w ritten in his later years, are characterized by fee lings o f floating

as w ell as a sense o f so litude, wh ich are caused by his trag ic consciousness due to his disenchantment for the

po litical system, h is suffering from poverty and his be ing unab le to return to h is home town, but on the other hand

by h is status of be ing aw ay from the turmo il of the w orld and of being back to nature, wh ich are either conveyed

throuhg some unequivocal expressions, such as "w andering about", " sw ay ing", " a floating journey" and "

rema in ing days" or confided by some particu lar im ages, such as " duckw eed ", " erigeron ", " seagu ll", "w ild

goose" and " sma ll boat".

Key words: DU Fu; fee lings o f floating; f loating image

( 13)On Construction of a Le isure Spor ts C ircle in Changzhutan Region ZHONG L i�ping

School of Sports, H 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roper popu lation density, integrated sport ing fac ilities and developed commun icat ion and

transportation make it possib le to construct a leisure spo rts c ircle in Changzhutan reg ion, w h ich consists of an inner

c ircle, an intermediate c ircle and an outer circle. To stimu lat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c ircles, Changzhutan

groups should fo llow a proper deve lopm entmode, break the adm instrative bounds w ithin the c ity g roups, optim ize

the distribution o f spo rt ing resources and build a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Changzhutan groups; leisure sports; sports c ircle

( 14)On L inguistic and CulturalUntranslatability in Sino�English Translation LOU Run�qian

Foreign Languages S chool, H 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Zhuzhou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In S ino�English transla tion linguistic untranslatab ility ex ists abso lutely wh ile cultura l

untranslatab ility does re latively . Under certain cond itions, untranslatability in culture can be transform ed into

translatab ility. It appears that there are more feasib ilities and convert ib ilities in so�called " comp lex" cultura l

translatab ility compared to lingu istic one. A ctua lly lingu istic translatab ility w ill not in it iate a more comp lex

condition rather than that raised by cu ltura l translatab il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language; culture; translatab ility; untransla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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