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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历程和特点研究 
董国建 1  路丁 2 通讯作者 

（1.云南省呈贡体育训练基地  云南昆明  650500；2、云南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是中国体育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

软实力提升做出了贡献。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具有项目带入感强、低政治敏感，行为主体亲切、感染力较强，活动受众面广、群众

基础好的显著特点，但仍然存在外交意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与交往渠道不畅等诸多问题。加强对竞技体育队对外交交流渠道研究

和对体育对外交流价值的把握，致力于建立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的双向机制，将有利于中国公共外交的深入发展。 

 

云南马拉松队是云南的优势体育项目，云南马拉松队的对外交

流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以体育技术为主要内容，人际

交流为主要交流渠道，多主体参与的，目的是提升中国软实力、促

进他国对于中国形象认知、传递中国价值观的一种对外体育交流活

动，属于公共外交。 

一、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历程 

1.“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的云南马拉松队外交流活动 1949

年-1965 年 

1950 年 2 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年月

的抗美援朝行动清楚的表明了无论中国从条约上还是从行动上，中

国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1。以中国的名义参与国际体育活动成为

中国对外政策的具体表达方式，在交流对象国的选取上偏重于与社

会主义国家间的交流与互访。云南马拉松队的苏文仁代表中国队参

加了在 1959 年在德累斯顿举办中德田径友谊赛上，获男子 10000 

米第二名及男子 5000 米第 5 名的成绩；1963 年 11 月的第三世

界国家所筹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在 1960 年 10 月由中蒙朝 

3 国田径友谊赛上，获得男子 5000 米冠军。 

2.“反帝反修时期”的云南马拉松队对外交流活动 1965 年 —

1973 年 

这一时期内，受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文革的影响，中国的

外交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国内体育活动几乎进入停摆状态。云

南马拉松队无法进行正常训练，运动环境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这一

时期内，云南马拉松队停止了所有的国际交流活动，且队员曾经参

与国的国际交流活动都出现被质疑的情况。 

3.“恢复发展时期”的云南马拉松队的对外交流活动 1973 年

—1983 年 

1972 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的交流，让所有的体育人重

新看到体育对外交流的重大意义；改革开发的春风，让中国开始以

飞快的速度展开与国外的对接，而体育成为中国表达自己愿意融入

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方针下，

云南马拉松队开始恢复训练并重返国际赛场。在这一时期，云南省

马拉松队田径耐开展了同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巴基斯坦、菲

律宾各国的体育对外交流。较为有代表的是：1975 年 2 月，苏文

仁教练带领 5 名云南马拉松队队员参加了在仰光举办的中缅田径友

谊赛；1975 年 5 月—7 月，云南省长跑、马拉松运动员彭祥生代

表中国与美国田径代表队展开交流；1980，云南省中长跑运动员许

亮作为中国马拉松代表团的一员参加法国埃松国际马拉松比赛。 

4.“快速发展时期”的云南马拉松队的对外交流活动 1980 年—

至今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成员，标志着国

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认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体育对外交

流的全新篇章。中国体育的对外交流活动迅速展开，2008 年后“走

出去、引进来“的交流方式，让中国体育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

也极大的提升了中国体育国际交流的能力。在这一时期，云南马拉

松队逐渐成长为中国马拉松的第一梯队成员，并承担着大量的对外

交流活动。较为有代表性的有：1982 年 2 月云南马拉松队队员彭家

政代表中国参加菲律宾马尼拉国际马拉松赛获得第四名。1985 年 

6 月 5 日云南马拉松队队员彭祥生与教练石砚杰、江西省长跑运

动员李兆共同代表中国赴美参加的”中美伟大友谊长跑（美国站）”。

1988 年，云南籍运动员张国伟参加了汉城奥运会，这也是中国马拉

松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由于张国伟的优异表现，中国在长跑领

域终于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二、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特点 

1.项目带入感强、低政治敏感 

马拉松运动是一项对于人意志力挑战较大的项目，同时马拉松

运动也是一项让人不断认识自己、不断挑战自己的项目。马拉松运

动有其自身的魅力，在运动中给运动者提供一种情景，使运动者扮

演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 2。马拉松

运动的过程中，运动者对于自身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不断超越，

这种超越让使得人能更为准确感受到成功并在心灵上获得巨大的

满足感。这种满足和对于不断成功的渴望是具有普适性和自由性

的，这让马拉松天然具有超强的带入感，让参与者和观看者可以突

破意识形态、文化差异而产生情感共鸣。 

2.行为主体亲切、感染力较强 

在国际社会中，尽可能地改善国家形象已成为各国努力的焦点
3。体育作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对国家形象的传播起着重大的

作用。与其他类型的公共外交主体相比，运动员本身有较强的亲切

性和感染力，对于拉近不同国家人之间的关系有较好的作用。1984 

年中国国家体委在接受美国 Stan Cottrll 对中国运动员的邀请后将

云南马拉松队的彭祥生作为交流人选之一。在这次赴美交流中，中

国运动员们所展现出的热情、质朴让美国民众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人

并改善了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据彭祥生回忆： 

抵达亚特兰大时，Stan Cottrell 和他的律师一同邀请三位中国运

动员到家里，大家在一起就餐，我还做了几道中国菜，当时我记得

让他们的太太大为震惊，都说中国菜非常可口、很好吃！ 

3.活动受众面广、群众基础好 

柯兰齐克将软实力建设目标分为“高”、“低”两个层次，“高”

的目标面向精英，“低”的目标在于吸引大众 4。中国普通大众和国

外普通大众的有效沟通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环节。伴随人一生的

“跑步”大约于一岁左右形成。作为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几乎所有

健全的人都会进行。早在古希腊时期的奥运会，长跑就成为一项展

示人速度、耐力与强大的坚韧力且受人敬仰的项目，带有极大的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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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性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与其他项目不同，马拉松比赛通常是在城

市中或穿越不同城市来完成，在比赛过程中，不但参与者能用脚步

丈量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同时也让这个城市的人能近距离真实、直

观的接触到跑者、感受跑者的身心状态、建立平等的交流。这种真

实的体验感是无法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的，能形成较好的形象塑造和

人文精神传递。云南省马拉松队多次赴日本、美国、捷克、南斯拉

夫、新加坡、意大利、新西兰、日内瓦、哥本哈根、西班牙、瑞典

等国家进行体育对外交流活动，为传递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做

出贡献。 

三、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的掣肘因素 

1、观念与意识的制约 

纵观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历程，对于动作技术的交流成为首要

内容，而淡化了体育交流最为重要的文化互动，进而在交流过程中

只见技术而无文化的现象，对于国家体育交流“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偏差，还未完全实现从“宣言”式话语到“对

话”式话语的思维转化。首先是国内体育对于金牌的诉求和求胜的

心理在对外交流中的体现；其次是竞技体育的竞争性内涵和对于胜

者才有发言权的逻辑，让体育外交限定在“宣传”的传统思维中，

交流效果无法深入。 

2、重视程度的有限 

长期以来，由于主观认识上对于体育民间外交的重视力度不

够，加上中国传统对于体育的弱势倾向，缺乏体育外交意识与长远

的战略眼光，对于体育外交功能的解析还浮于表面，投入力度不足，

未看到体育外交所带来的双边和多边外交价值。但也要看到，由于

体育的全球影响力的增大，特别是奥运等大型体育赛事带来的高形

象回报，让体育外交的重要性逐渐凸显。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来

自全球的 98 名男子马拉松运动员为北京奥运献上了精彩演出，期

间，中方代表团中的云南选手邓海洋成为各国纷纷关注的焦点，虽

然最终没能如愿但这次奥运的失利却加大了云南马拉松运动国际

化发展路线，为促进中国体育公共外交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的积

极贡献。 

3.媒体运用能力不高 

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是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中介，优秀运动员的

形象和事迹通过媒体传递到国外受众，而在信息时代，媒体成为受

众获取信息、认识事物的重要来源。但云南马拉松队的对外交流中

对于媒体的运用能力还有待提升，具体表现在几乎不主动在国外媒

体上表达自己、媒体形象感不足、没有构建面对国外受众的媒体传

播平台。如，云南马拉松队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几乎没有国外媒体

报道，而队员也只有小部分国外生活的照片，国外交流情况鲜有认

知。 

4.人才不足 

体育外交中运动员是极其重要的外交资源。美国旧外交大使—

—卡尔-普瑞金就曾经被被美国国务卿赖斯任命为美国公共外交特

使。可见运动员有巨大的外交潜质，是很好的公共外交大使。但作

为重要的公共外交资源其自身对于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和对外交

流语言的掌握尚有明显不足，在交流中存在语言障碍，不利于畅通

交流渠道，无法深入的进行文化交流，难以形成文化互鉴, 也不利

于达成有效共识。 

四、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的策略 

1、转变观念，注重双向沟通 

实现“宣言”式话语到“对话”式话语，深刻理解我国当前的

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充分了

解自身的优势，借助当前国际马拉松运动热潮、城市马拉松的发展

机遇，发挥云南马拉松的强劲优势，注重双向沟通，打造对等式的

交流平台，实现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从务虚向务实的转变。 

2、提高重视，拓宽交流手段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重新审视云南马拉松对外交流活动，丰富云

南马拉松对外交流的组织形式与机制。在保持国际重大体育比赛的

同时，可以在政府的推动下，积极争取各类型的体育援助活动；国

际高原马拉松培训的云南省落地，采取国家主办、云南省承办的形

式，邀请国外知名马拉松运动员的参与，进而提高活动本身及其云

南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品牌，以点带面地逐步提升中国的国

际形象。 

3、借助媒体，加强形象塑造 

树立媒体合作意识，学会与媒体的有效沟通，开展与媒体特别

国外媒体的合作。掌控云南马拉松运动员的信息发布权；加大对马

拉松运动内涵与中国精神契合的研究、队云南马拉松队运动员成长

故事及其背后的制度力量和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梳理，争取国外媒

体对中国运动员正面形象的塑造同时，讲好中国故事，诠释中国政

策，传递中国友好、和谐、发展的中国形象。 

4、人才培养，深化交流效果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打造“懂外交、能交流”的世界级马拉松

运动选手，扎实云南马拉松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提升其中华文化素

养，加大其语言特别是国际语言的掌握能力，真正让云南马拉松运

动成为中国马拉运动技术领跑者的同时，成为中国与国外民众之间

展示中国形象、阐述中国政策和实现双边或多边文化互鉴的“公共

外交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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