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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老了”，但他的《强国梦》却历 22 年之久

而弥新。这不值得赵瑜庆幸，而是他的悲哀，又何尝

不是我们体育人的悲哀？ 

现在《强国梦》依然拥有那么多读者，这并不是

赵瑜所愿意看到的，反而他更愿意看到他的文章和批

判的体育现象一起消失，就像鲁迅当年所说，希望自

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但这何

其难哉! 批判性文章和它所批判的现象一旦速朽，那

么他著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强国梦》一出，谁与争锋 
以前的体育报告文学，基本都是“冠军文学”：运

动员经受挫折，经过顽强拼搏最终战胜困难，取得胜

利。这种报告文学主题(如祖国荣誉、团队精神、拼搏

意识等)先行、公式化、说教。正如书中批评的“写矛

盾无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然后关键时候想起党，

困难时候想起祖国，荣誉时候想起人民”[1]，这和事实

情况严重不符。而《强国梦》的批判性、思想性的文

章适逢其时，如一声春雷，让人振聋发聩，所以它能

流行社会各阶层。颇有《强国梦》一出，谁与争锋的

味道。 

6 万字的《强国梦》一经《当代》(1988 年第 2 期)

刊出，就洛阳纸贵，人们排队争购。北京体育大学的

墙报也登出该文摘要，并大量复印全文以满足广大师

生之需要。作家出版社一次就印了 7 万册单行本，后

又加印 8 万册。此外，《强国梦》还获得 1988 年中国

潮报告文学奖、1992 年《当代》文学奖。 

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

汇报》等均全面肯定《强国梦》，认为它是一曲冷峻的

体育之歌，是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是对体育文学的

历史性突破；突出特点是作者跳出体育看体育，以文

化的意识统摄，将体育与政治(主要是改革)、文化与

人联系起来思考，通过批判过分强调金牌导致比赛对

人的压迫和异化，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在体育中应

有的地位[2]。而《中国体育报》等报纸却认为：“它对

体育工作——无论是竞技体育、金牌战略、训练体制，

还是群众体育、场地建设、体育科研都妄加否定，对

广大体育爱好者、运动员、教练员、体育领导干部无

不攻击、指责或嘲讽，严重歪曲中国体育的实际，实

为一株全盘否定中国体育的毒苗。”[3] 

读到这里，我们会问：赵瑜是何许人也？这部报

告文学写了什么？为何它如此风靡而又饱受争议？ 

 

2  问题的发现者 
赵瑜，1955 年生于山西，1978 年开始发表作品，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他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

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反

响，成为文学界知名度很高的报告文学作家。此后，

赵瑜接连推出 《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

二国策》以及《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

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都在社会各界几度轰动，

引起争议，影响深远。进入 21 世纪以来，先后写出长

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牺牲者》、《晋人援蜀记》、

《开眼》等，同样是受到各方好评，为不太景气的报

告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4]。他的作品获得过中国作协第

3 届“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中国潮’报

告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国首届环境文学奖”

和“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这样一位作家为何对体育界如此了解，剖析体育

现象为何又如此入木三分？原来此人为体育学者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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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生前挚交，热爱体育、关注体育，平时喜欢和李力

研一起针砭体育现象和社会时弊。年轻时参加过篮球、

自行车、游泳等项目比赛，且拿过大奖，可谓半个体

育人。由于他长期把玩体育，游于其中，集思考、调

查、访谈于一体，对体育的认识自然高于多数体育人，

写体育类文章受欢迎自是理所当然。 

其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

家军调查》的出版对当时中国体育界内外都是一个冲

击。《兵败汉城》算是强国梦续尾之作，水准稍有下降；

《马家军调查》挖掘问题深入，但语言略显啰嗦。而

《强国梦》涉及的体育面广，问题意识强[5]，见解独到。 

焦灼的关怀终有沉寂之日，冷静的思索却可源远

流长。赵瑜对中国体育的是是非非经过一番认真采访，

深入探究挖掘，结出自己理性思考之果——《强国梦》。

它一反此前体育写作大唱赞歌或者只是揭露体育界黑

幕不同，从举国体制给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

育带来的危机和忧患入手[6]，列举一系列的相关事实和

确切数据，对中国体育进行了反思，有一种推动中国

体育体制改革深化的使命感，其中渗透着的理性精神、

冷静思考及批判力度让读者知道它会经得住时间的打

磨。 

托克维尔[7]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说，谁要

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由此足见对比思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者正是通过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发展现状对比，总结出由

于当时中国在体育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8]上存在的重

大误区，进而形成了诸多非体育的观念：在浓烈政治

功利观念与民族情结的支配下，将体育视为表达民族

意志和国家强盛的符号，并因此构建出官办的、封闭

的，以竞技体育为主要特征，以夺取金牌为目的的“一

条龙”体育发展模式。 

陈平原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及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的共同点是：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跨越学科背景的表述[9]。赵瑜就很有代表性，从《强

国梦》中可感受到这种特点。该文分 3 个部分反思：

“盛事？”、“超人？”、“强龙？”，分别思考举国体制

下的荣耀成绩并非盛事，它危机重重；运动员和教练

员不是超人，他们也会舞弊、贿赂、使用兴奋剂；中

国也非体育强国，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严重滞

后，群众身体素质也大幅下降。“盛事？”分为 9 小节，

论述举国体制下的强烈民族色彩的体育迷、“一条龙”

体制下“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

管理体制、运动员文化水平的低下、运动员的退役问

题、有技术没文化的“半拉人”、教练员训练的不科学

不清醒、训练的急功近利、轻视科研、金牌背后的人

才滞留等问题。“超人？”分为 5 个小节，论述了运动

员爱的压抑、争夺金牌运动员、运动比赛中的种种作

弊、公开的秘密兴奋剂、体坛上的复杂内耗、运动员

的离国而去等问题。“强龙？”分为 5 小节，论述了群

众体育落后、全民体育意识薄弱、学校体育的轻视、

民众体质下降等问题。在这些危机面前，作者不禁呐

喊：“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终极目的，究竟是夺取金牌，

还是强化民族体质、提高民族素质？” 

作者文风主要以庄重、沉稳而又富于哲理思辨的

政论式叙述为主，这种 20 世纪 80 年代传记文学典型

的叙述方式(又称“晓康体”)，更能传达出客体的危

急情形和创作主体的忧患意识，由此引发的反思才能

更强烈，达到更能震撼人心的目的。论及畸形的体育

迷时说：“体育本是一种充满了享受、充满了趣味、特

殊的文化的高尚的和平的文明的产物，何以在他看来，

竟成了某种敌对情绪的宣泄？”再如，在论及体育科

研备受轻视时说“体育科研并不能直接产生金牌，搞

体育科研必定要有一定的时间，咱先抓住了眼前这阵

子再说！这就是致使体育科研长期以来在中国举步维

艰的症结所在。”这些问题、这些反思都促使读者思考，

进而达到顿悟之目的。 

有人会说这种文章批判一切，却无丝毫建构，会

导致人们形成一种虚无主义的观念。仔细想想，《强国

梦》虽只破不立，没有给竞技体育开出一剂良方，但

作者在许多人正处在自我陶醉之中和大多数人处在茫

然之时，发出的时代呼声和激情呐喊，警醒世人、促

人思考，就足够了。 

作者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理性分析

与深入思考，使体育当局对该文难以足够重视。再者，

由于作者对体育界情况的了解不够深入，比如在书中

将增强人民体质和“为国争光”绝对地对立起来、把

体育金牌平均化、对一些体育问题的挖掘不够深入等

等，影响了该文在体育学界的地位。 

 

3  要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 
问题提出来了，它们确实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所以赵瑜期待引起体育主管部门、社会各界重视，进

行深化改革，解决问题。但由于当时社会改革处于“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初期，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也掩

盖了矛盾和危机，体育体制的改革未能引起体育界的足

够重视。古希腊国王皮洛士曾于公元前 208 年在赫莱克

来亚击败罗马的军队，然而自身伤亡极大，致使皮洛士

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智慧希

腊人的箴言已经融入西方的语言中，“皮洛士的胜利”

自然成为一句成语，意为代价巨大的胜利[10]。体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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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是我们所追求的，但不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部，我

们不能为它牺牲太多[11]。 

22 年过去了，书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已经解决或减

轻，虽然各方面都有所改善，但总体的形势却依然不

容乐观，举国体制这块自留地依然存在，中国体育制

度的重心依然放在极少数人的身上，在满足人民对体

育的公共需求方面存在先天缺陷[12]。该文揭露的许多

问题反而随时代发展凸显出来，这也许就是今天人们

阅读该文还怦然心动的缘故。 

写完《马家军调查》后，赵瑜不再涉足体育。近

期别人问及原因，他说，除了局部有些许改变外，体

育界并无根本变化，甚至金牌战略更加加强[6]。如高度

激烈的竞争和高度功利性的结果追求造成运动员心态

失衡乃至行为失范；职业化造成体育界的拜金主义和

锦标主义盛行，从而给体育道德带来严峻挑战；过早

专门化使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和退役后生活难以得到应

有的关照；职业体育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使运动

员缺失团体乃至国家的荣誉感[13]。一种对体育的失望、

无奈之情跃然而出。 

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问题让我

想起马克斯·韦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

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工具

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

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

大化的角度考虑。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

为前提[14]。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工具理性，而中国体育

的发展是价值理性，中国体育的发展以竞技体育的发

展为前提，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体

育。但目前现状是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手段成了目

的，举国体制的金牌指向，扭曲了体育发展的目的，

把竞技体育的发展作为目的，中国体育的发展滞后，

这必然导致中国体育的发展畸形。体育界虽然进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但还是没有处理好中国体育发展中价

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依然没有恢复价值理性的

首要地位。 

如何进行改革，才能在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前提

下，使学校体育及大众体育与其协调发展，这是《强

国梦》留给我们的问题。以竞技体育的发展(工具理性)

为前提带动中国体育的发展(价值理性)，这是中国体

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它事关中国体育的兴衰成败。改

革者要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而不是全

面否定举国体制——这如同在倒洗澡水的同时，不把

婴儿一起倒掉。否则，这样的改革者和保守者持这样

一个逻辑思维方式，实施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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