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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的体育元素研究 

范冬云，刘敏华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８）

［摘　要］炎帝文化的再现，是通过建筑、文化艺术、社会活动等形式，不断整理和挖掘其内涵，融入时代精神，并使之为现代
化建设服务的文化活动。经由健身设施、雕塑、文字图案、体育活动等体育元素再现炎帝文化，是文化与体育的完美融合，体

现了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结合、严肃性与娱乐性相结合、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传承炎帝文化精神，凸显地域文化特色，与

旅游业、体育产业以及素质教育紧密结合，是利用体育元素为炎帝文化品牌服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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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历代普天下炎
黄子孙的崇敬。炎帝文化是炎帝和他所带领的原

始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所创造的丰富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文明绵延不

衰的重要源泉，它培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

斗不息。株洲是炎帝神农氏的安寝福地、全球华人

的精神家园，为充分挖掘炎帝文化资源，株洲市政

府着力将已初步建成的神农城，打造成一个“神农

文化展示和传播基地，全球华人炎帝景观中心”。

设计者试图通过建筑、文化艺术、社会活动等形式

体现炎帝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

部分。这种文化再现既是锻造炎帝文化品牌的过

程，也是形成株洲市城市文化特色的过程。

　　一　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体育元素的分类

（一）健身设施类

株洲市在打造炎帝文化名城过程中，将炎帝文

化中隐含的体育精神在现代生活中加以延续，通过

兴建一批带有浓郁炎帝文化特征的大众体育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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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满足市民多元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丰富了人

们的业余生活。

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的大手笔———神农城，总

投资超１００个亿，由炎帝广场、神农城商贸中心、神
农湖、神农大剧院和神农艺术展演中心几部分组

成，目前已经成为株洲市集旅游、购物、休闲、健身

于一体的国家４Ａ级景点。建设中的神农城包含着
各种健身设施，包括休闲广场、健身步道、游船、海

盗船和摩天轮等，这些健身设施成为喜欢晨晚锻练

市民的最好去处。

（二）雕塑类

城市雕塑是一个城市文化、经济以及社会各种

发展因素综合的产物，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缩影。

体育雕塑是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担当着传播炎帝文化价值和炎帝神农氏体育精

神的重任。

城市雕塑“必须把人作为城市的主体，坚持物

质和精神的统一和融合。特别是居民的公共行为

和城市建筑的统一和融合，重点在‘神’‘形’‘行’

三个方面做文章”。［１］株洲市神农城城市雕塑主要

包括武术雕塑、射箭雕塑和渔猎雕塑，这些作品神

形兼备，风格质朴粗犷，非常完美地把历史生活片

段与现代精神特质结合在一起。

（三）文字图案类

文字图案是一种文明标志、一种供人们识别的

文化符号。株洲市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的文字图

案设计，汲取了炎帝文化的精华，延伸了炎帝文化

内涵，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塑造炎帝

形象以及弘扬炎帝神农氏自尊、自立、自强的体育

精神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文字图案充分

利用了株洲源远流长的炎帝文化，既有历史的厚重

感，又赋予文字图案以时代特色。

神农塔前的大道两旁，镶嵌着两排玻璃标牌，

上书“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字样，标牌文字忠实地

记录了炎帝时代先民在原始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场

景，集聚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并透露出一种积极

向上的体育精神。炎帝广场“福”字地砖图案集中

国传统的篆刻和书法艺术于一体，通过“福”字的不

同变体表现汉字的历史演变，独特的设计造型幻化

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欢呼着迎接胜利的体育

运动健儿形象，既渲染出厚重的历史感又流露出鲜

活的时代气息。

（四）活动类

近年来，株洲市为弘扬炎帝文化，推出了一系

列纪念炎帝的大型祭祀活动，如举办了“神农艺术

节”“神农烟花节”“中国株洲炎帝节”等活动，尤其

是炎帝陵百龙祭祖活动，延伸了炎帝文化内涵，丰

富了市民文化生活，提高了株洲市炎帝文化活动的

影响力。庞进认为“龙的精神和炎帝的精神具有本

质上的一致性；龙的精神，也就是炎帝的精神。”［２］

炎帝文化再现过程充分运用舞龙等民族体育运动，

吸收了炎帝文化的精髓，表达了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的体育意识。

　　二　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体育元素的特征

经由健身设施、雕塑、文字图案、体育活动等体

育元素再现炎帝文化，是文化与体育的完美融合，

体现了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结合、严肃性与娱乐性相

结合、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

（一）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结合

人的神化都是民众的现实需要造成的，炎帝由

人向神的渐变经过长期的历史演绎，关于炎帝的种

种传说均是由民间口耳相传和文人创作共同作用

的结果。这些传说往往都寄予世人的种种愿望，于

人性中赋予了一定的神化内容，表明中国历史上百

姓对圣主明君的崇拜与呼唤，对无私奉献、以苍生

为己任的廉政官吏的偏爱。史书记载炎帝“作耒

耜，教民耕种”“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

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炎帝神

农氏开启民智、大公无私的种种义举，正是其获得

历朝正史和民间尊崇的最好理由。

株洲市在新城建设中，充分利用炎帝文化资

源，发扬炎帝“尝百草”的创新精神，追寻炎帝“故

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的广阔胸襟，与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激励着株洲市

民为打造美丽和谐株洲做出应有贡献。把历史题

材融入富有时代特色的体育元素当中，提升城市的

文化品位，是株洲人民集体智慧和创造力的表现，

也是这座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在现代产业升级中转

变发展思路开启城市崭新未来的明智选择。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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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为实现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需要有浑厚的

传统文化做基础。正如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所

说：“文化即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

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

关键。”［３］

（二）严肃性与娱乐性的结合

文化传承是一个沉重而严肃的主题，城市发展

进程中的文化建设同样也是一个严肃的主题。体

育特别是休闲体育具有明显的娱乐功能，在形式各

异的活动项目中获得愉悦身心的切身体验。

体育元素中的娱乐性不只停留在适合于儿童

群体的游乐项目中，更体现在每一类元素的视觉效

果里。雕塑和图案类元素以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娱

人身心，给人以无限想象力。龙狮祭祖活动则完全

是一场视听盛宴，这种古老的祭祀活动兼有参与者

虔诚的敬畏心理和欢快的喜庆气氛，娱神的宗教信

仰与享乐的现实需求并存。体育元素中的严肃性

体现在其承载的社会教化功能上。文化是形成民

族凝聚力的基础，城市文化则是培养市民认同感的

核心，炎帝文化是株洲市城市建设的名片，因此，以

体育元素为载体，寓教化于轻松的声色体验之中，

实现传承文化的严肃主题。

（三）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结合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体育全球化主要是西

方体育向东方文化圈的传播过程，现代奥运会是这

一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在经

历单向的西风东渐后，目前已经呈现出国际性与民

族性融合的新倾向。陈青在《跨文化融合的城市体

育文化》中提出：“人类社会需要体育文化，通过人

体文化可以有效传承人类文化，生动形象地灌输族

群意识和展示民族精神。”［４］借助西方体育文化中

的一些普世价值如奥林匹克精神，再结合中国千百

年积淀的传统农耕文化特质，是炎帝文化再现过程

中体育元素表现出的又一个明显特征。

国际性与民族性结合集中体现在表现内容的

民族性与表现形式的现代性上。雕塑和标牌文字

所反应的主题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传统，或截取古

人生活场景片段，或反应先民战天斗地的艰难创业

史，或展现国人为之骄傲的传统文化精粹，无论是

取材于历史传说还是现实生活，均具有浓郁的民族

特色。而这些元素的表现形式都借助了西方文化

中的艺术手法或现代化的工业媒介。几组雕塑作

品带有明显的西方雕塑造型风格，体积感强，线条

分明粗犷，造型逼真，特别是渔猎雕塑强调的肌肉

感，更是具有西方古典雕塑的神韵。神农城的标牌

图片采用了现代工业材料，利用先进的玻璃画技

术，借鉴中国传统的浮雕艺术，完美地实现了民族

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三　体育元素服务炎帝文化品牌的趋势

（一）与旅游业结合，凸显地域文化特色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劳动福利制度的变革推

动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特别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后，旅游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专家预测，到

２０２０年将是中国旅游业爆发性增长阶段。株洲市
是传统的重工业城市，曾经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

自获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后，通过

几年努力，已经打造成一座崭新的生态宜居城市。

为完成两型社会建设第二阶段目标，进一步推动产

业转换升级，发展旅游业成为理想和合乎理性的

选择。

美丽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是旅游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充分发掘旅游资源不断

推出新的旅游服务项目是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手

段。体育与旅游的结合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典范，许多旅游景点通过对民俗体育的挖掘和整

理，为地方旅游事业发展增添了光彩，极大地提升

了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株洲市可以借鉴其他旅游

点的成功范例，在整合旅游资源时恰当地运用体育

元素，特别是利用现代歌舞形式再现炎帝时代先民

的劳动生活场景。神农城晚七点左右的水上秀节

目已经有了初步的尝试，歌舞表演节目可以考虑扩

容，增加民俗体育表演，与音乐喷泉光影声色的奇

妙变幻结合，能提升水秀表演的观赏性水平。龙是

中华民族的图腾，舞龙是重要的民俗体育活动，炎

帝陵祭祖的舞龙活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祭祀活动，

应该作为炎帝陵旅游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旅游景点

吸引游客的一项常设节目。

（二）与体育产业结合，打造株洲赛事品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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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指出，发展体

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

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

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

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

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意见》的出台，为株

洲市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可以预

见国内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张，能否分得与

株洲城市地位相称的一块蛋糕，将成为考验株洲市

城市治理者和民众智慧的试金石。

发展体育产业应有属于城市自身的赛事品牌，

正如江西宜春因农运会扬名天下，福建厦门以举办

国际马拉松比赛推广城市形象，株洲市应利用炎帝

文化的影响，打造属于株洲市的赛事品牌。株洲市

曾经成功地举办过中超乒乓球联赛、手球四国邀请

赛、中新国际足球对抗赛以及全国男排联赛等多项

赛事，但是这些赛事并没有成为株洲市的赛事品

牌，更谈不上形成有效的体育产业规模。随着株洲

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市

民对体育的需求更加旺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赛

事日益增多，把体育赛事品牌打造成株洲市城市名

片也成为现实的需求。以广场舞大赛为例，这一群

众性体育赛事已经在株洲市民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可以“炎帝杯”或“神农杯”等冠名形式，把这一赛

事变成株洲市百姓的年度体育盛典。

（三）与素质教育结合，传承炎帝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个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文化传承

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教育是文化传承依靠

的主要途径。推行素质教育，加强人文素养的培

养，教育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

努力实践其社会价值，是新时期教育的重要任务。

传承炎帝文化，发扬炎帝文化精神，是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学生不仅仅是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

者和创造者，更应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精神财

富的继承者。

体育运动是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青少年

能在体育运动中体验炎帝文化情境，学习炎帝文化

精神。体育运动中提倡的奥林匹克精神与炎帝文

化中的思想精髓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奥林匹克精神

强调的友谊、团结、公平、竞争所具备的普世价值，

在炎帝精神中表现为：爱国统一的凝聚认同精神，

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刚健有为的自强进取精

神，“贵和尚中”的公平和谐精神。

炎帝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既具有无可

比拟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又具有博大精深的精

神内涵。株洲市炎帝文化再现过程中渗透的体育

元素，折射出炎帝文化中孕育的自强不息、百折不

饶、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是传

统文化的回归，株洲市在建设现代化新城的过程中

遵循了这一规律，利用炎帝故里的地理文化优势，

把炎帝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品牌，充分挖掘炎帝文

化的精髓，使之为城市发展服务。这一进程中表现

出来的大量体育元素既充分体现了炎帝文化的思

想传统，又展现出了现代人的生活理念，是中国传

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完美融合的典范，这种做法值得

各地政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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