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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倡议的体育地理学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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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一带一路”包括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两个体系,其学理性意义指向为地理学。古

代丝绸之路的地理学理念体现在人对地理方位的感知、探测和考量层面,而其外在的意义则在于游

走、旅行、运输、迁徙层面。其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及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申请、举办、展示过程

很相似,皆充满了交流、传播、移徙等元素和多元竞争精神。从体育地理学的视角切入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历史意义与价值。海外贸易一向带有探险性质,“一带一路”也不例外,并融

合了优化生态环境的诉求。体育源于自然,且与地形、地貌、水文等地理要素密切相关,这构建出

“一带一路”的现代体育学意义。在探险心理的促动下,体育与贸易始可真实地实现融合。体育的核

心意义在于身体学,中层意义在于管理学,高层意义在于文化学,而 “一带一路”中的体育元素则同

时指向于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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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仅从语义学的角度

看, “一带一路”内涵丰富,涉及管理、经济、
贸易等,而其可供释读的学理重心在于地理学。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学术理念建立在

真实的历史本体之上,其核心功能在于提振世界

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在文化上则可以帮中

国人完成一种带有历史地理元素的集体记忆。
“一带一路”倡议还涉及文明演进的过程。古代

丝绸之路与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价值取向的一

致性,两者都蕴含有多元文化内质,其中的人本

主义精神建立在古代地理发现的维度上。正因如

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地理学意义更值得

为人释读,而其务实性价值则有可能在较长一段

时间隐含在一种观念体系之内。古代丝绸之路的

地理学理念体现在人对地缘、地貌、地况等概念

的感知、探测和考量层面,其外在的意义则在于

运输、游走、迁徙、旅行层面。从流动性文化符

号的角度看,其与奥运会、世界杯等现代大型体

育赛事的举办过程很相似,亦与崇尚交流传播的

现代体育的内在精神高度一致。

1 地理学构建出 “一带一路”的现代体

育学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体现出中国政府明确

的互惠互利的现代贸易主张,还是一种增进互信

的交际 符 号,因 此 引 起 了 学 界 的 高 度 关 注。
“Jones(2020)分析了官方文件,证明 ‘一带一

路’在基调上与全球主流秩序相一致。”[1] 刘丽

娜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 “改进了国家对全球秩

序的干预类型,并有助于说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

序中的作用”[1]。张进认为:“创意审美文化范式

无疑从最基础的思想和人文层面,为丝路话语表

述提供了新的思路。”[2]针对如此主题,西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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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带有宏观性,而中国学者更加着眼于 “一
带一路”的历史性、务实性与日常性内涵,并将

其看作一种真实的可供释读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操

作的结合体。
从概念沿革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延

伸的是历史上真实的丝绸之路的观念体系,而新

的时空语境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丝绸之路的概念

最早由19世纪末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
很快就被学术界和大众接受并得以广泛传播。德

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 《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

丝绸之路》中不仅清晰阐释了丝绸之路的意义体

系,还将此概念传播到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海

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也源于欧洲学者。法国汉学家

沙畹提出,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

之路两种[3]。丝绸之路的概念本身就体现着明确

的地理学因素,属于一种富含人类学特质的考古

发现。
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亦为世界

文化展示的中轴线,东西方不同民族与地区的政

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皆可在此网络中

得以传播、交流与融合[4]。从学理角度看,丝绸

之路的地理文化学属性更为明显。当然,关于丝

绸之路的地理形成缘由仍有不同意见,比较一下

丝绸之路的草图或地图,也能发现一些差异[5]。
从宏观的角度看,丝绸之路是一种地理大发现式

的远程行商样态,不仅具有贸易至上主义的意

义,还与人类渴望摆脱外在环境约束的探索精神

相呼应。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路程包括河西

走廊、葱岭,直达地中海沿岸[6],其地理学内涵

很丰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

是中国汉唐精神的再现方式,其所再现的是古丝

绸之路的基本理念、规制与精神。从汉唐文化构

建的角度看,古代丝绸之路可谓其中的亮点或核

心。换言之,汉唐精神的最佳空间载体便是古代

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积淀既有温和的

贸易与合作,亦有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斗争

中融合,是汉代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的特点之

一。在长期的冲突和交流过程中,乌桓、匈奴、
鲜卑等游牧民族也把它们特有的体育文化传入汉

朝。”[7]古丝绸之路沿途多长于射猎的游牧民族,
对他们而言,射猎不仅是狩猎和军事手段,还是

体育活动。这些行为习惯对汉民族的边疆区域影

响很大。
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活力下降,代之以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尽管我们可以将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源追溯到更早,汉代或者唐代,但不

可否认,只有到了宋代,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才真

正繁荣起来。”[8]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活动也很丰

富。如闽南 “送王船”发展成为世界级 ‘非遗’
项目,其对于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文旅融合亦意义

重大[9]。人的进化过程本身就带有海洋化的特质,
人所共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放性就几乎等同于

海洋性,“一带一路”倡议鲜明的海洋性元素与

此高度契合。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

的成功,世界开始进入新型海权时代。农耕立国

让位于贸易立国,大陆思维让位于海洋思维,本

土视野让位于全球视野。海洋性开始成为人类的

中心议题。“笛卡尔把他的人类例外论建立在二

元论上,认为精神是一种非自然的东西,从本体

论上讲与人体是不连续的,而人体却与动物身

体、海洋、火山和星星处于本体论大分水岭的另

一边。”[10]美国学者卡茨也认为:“我们需要认识

到,有一个比我们更有能力的心智的存在。正如

我前面所分享的,是智慧造就了人类的身体、海

洋和花朵。我叫它宇宙。”[11]身体与海洋的关系

就此获得了意义解读、阐释与扩张的机遇。
“一带一路”的重点在于一种贸易与文化通

道的构建。 “东西方的文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 ‘通道’贯通联系,在文明交融

的同时,推进了贸易的往来,中国是这些 ‘通
道’的开辟者与推进者。”[12]中国的儒家文明体

系源于北方内陆,但中国近代化的前沿则在沿海

地区,两者合流,构建出一种富含古典主义与现

代主义元素的整体性思想。在地理文化学的视野

上看,“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彰显中国改革开放

理念,属于文化学意义上的一种全新的地理文化

规划议题。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兼容

了旅行、探险、贸易往来、人际交流的元素,其

与现代体育赛事的传播有相似之处。
体育与地理的关系十分紧密,从体育地理学

的视角切入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更好地解读其

中的历史意义和恒久价值。地理学本身带有本土

性。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一直属于农耕文明,
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围绕着乡土性

发育、延伸、扩散,本土观念、本土意识、乡土

信仰一度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符号,甚至可以认

为,本土性一度构建出中国的主体民族性。因

此,探讨中国文化必然无法脱离本土性视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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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性与地理学本就高度相似,只不过前者属于审

美意味浓厚的表达符号,后者则属于科学性较强

的理念体系。

2 “一带一路”中的体育地理学:体育旅

游和生态诉求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

了对古代丝绸之路原点的关切之情。古代丝绸之

路原本就是一种乡土性、贸易性与探险性融合的

实体,必然伴随有旅游、冒险、迁徙之类的元

素,其中不乏身体性动能。换句话说,丝绸之路

的行为学焦点在于旅行,其与人类的身体关系密

切。从根本上说,长距离的远行自带运动元素。
现代人尽管获得了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但仍对远

足类探险行为充满热情[13]。尚需说到体育旅游。
“体育旅游是旅游者较长时间离开生活地以旅游

和体育为主要目的,以休闲、娱乐、健身、探险

等为主要动机,以欣赏、观看或参与体育活动为

主要形式的旅行游览活动。”[14]其实,现代体育

原本就建立在广泛的游动性的基石之上。Ro-
danthi在阐释奥运会时曾提出了 “体育游牧民

族”的概念。“我将奥运仪式的内容放在旅游业

的背景下。传统上,旅游业被理解为一个人远离

通常栖息地的行业性迁移,……但是,仪式的艺

术意象融合了 ‘居家’和 ‘出门在外’的想法,
且成为全球观众的旅游选择。尽管作为一种经济

或社会模式令人兴奋,但旅游业主要在象征性层

面被复制到奥林匹克艺术中。”[15]Rodanthi的观

点包含了迁徙性、流动性与集团内部的再生式凝

聚模式。从体育学的角度看,远距离旅行已经成

为现代体育的基本要素,也构建出了关于远方、
未知、想象之类的意象。体育为身体游戏,源于

自然,融于自然,且天然地与地形、地貌、水文

等地理要素有关。英国学者约翰斯顿认为:“体
育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体育运动的空间变化以及体

育活动对景观影响的学科。”[16]Donnelly在 《重
力游戏:山脉和登山》一文中曾对山脉的文化学

意义作出过阐释。“在自然界中,很少有一种地

方能像山脉那样既令人敬畏、谦卑,又令人振

奋。”[17]132 人是一种受环境高度支配的生物,体

育运动则是一种人与环境产生交集的实验性行

为。在获取无限性空间意念的驱动下,人类的运

动天赋不断被激活,人类总会在适当的时刻展示

出一种 “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情怀,人类自身的

活性往往与其本能相融合,体现出一种对空间结

构的高度敏感性。

Vertinsky在 《定位 “地方感”:体育馆的

空间、位置和性》一文中曾说:“随着全球化的

不断加速,在试图了解一个我们尚未拥有的世界

时,我们思考体育和体育文化的背景以及我们对

过去体育运动的场所和空间的叙述都会受到质

疑。在全球化现象的影响下,‘位置感’的含义

以及方法的不确定性在我们个人的职业生活中日

渐强化,体育和休闲生活的变化性景观也开始变

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17]8 这里已然勾

勒出一种人、环境、体育三者之间的依赖性网

系。类似的观点也体现了中国人所认同的带有地

理学意义的开放性。尽管人类个体和群体对环境

改造的诉求很高,但是地理环境对整个生物世界

仍具有决定性作用,也直接影响着人类进化的方

向,其中包含了个体人格与群体人格的形成机

理。强大的地理学意蕴打通了现代体育与贸易的

内在精神连接点,亦给新型丝绸之路增加了新的

认知理路。现代体育也是一种带有高度游动性、
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文化实体。既然奥运会是一种

迁徙文化的产物,那么,人所共知的北京奥运会

就等于一种外域文化在中国本土的呈现过程。其

实,大型体育赛事也就此成为体育全球化发展倾

向的一种借喻形态,其与古代丝绸之路、“一带

一路”倡议存在理念共享式的关联度。
现代体育的自然性元素十分丰沛。从根本上

说,现代体育的精华即体现在地理文化范畴内的

游动性认知层面。丝绸之路同样具有类似的特

征。古代丝绸之路属于一种带有地理探险性质的

贸易活动,其中不乏大量可感知的地理元素。如

山地、水流、沙漠、绿洲、平原、高原、草地、
盆地、湖泊等,这些特色各异的自然地貌,对丝

绸之路上的城镇、聚落、交通路线、民族迁徙、
人民生存、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18]。这已

然触及旅游生态学的问题。其实,恰是在人类游

动、迁徙、自然贸易诉求的驱动下,现代体育才

变成了一种让人怀念的文化载体,而 “一带一

路”倡议中也包含了类似的价值。
从根本上说,现代人文地理学是一种人与外

在环境产生链接的学术体系。依照人所感知到的

时间顺序,中亚是中国人认知世界的先发性地理

节点,也是 “一带一路”陆地贸易通道的重要联

系点。再以大型体育赛事为例。中国举办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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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也一度以此为触发点。2008年北京奥

运会期间,来访的国家元首就有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伊朗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元

首。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总统在任时曾指出丝

绸之路不存在地理范围的任何界限。丝绸之路在

过去发挥过国际交往的桥梁作用,当今世界已经

进入全球化时代,丝绸之路则需要具有超越性的

使命,而复兴丝绸之路则刻不容缓[19]。从宏观

体育学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 “一
带一路”倡议的先导性事项。

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本身就带有地理文化

学的符号属性。在此意义上看,古代丝绸之路体

现的是一种全球化的理念。“到近代以前,丝绸

之路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集中表

现。近代以来的大航海和全球化,正是丝绸之路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新的时代要求的激励下的延

伸和发展。”[20]地理学与生态学原本就有深刻的

血缘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就包含了地理学与

生态学的双重标准与理念,正因如此,与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 “绿色丝绸之路”的诉

求就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工作[21]。人类向来有探

索身体性和超身体性事物的本能,这便构建出身

体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全球观念,而现代体

育赛事本身就是生态的试金石。
现代体育中的绿色和平主义理念带有终极性

价值,且以奥运会为例。1992年,国际奥委会、
夏季奥运会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和国家

奥委会协会代表签署了 《地球的保证》,旨在保

护地球环境。1996年7月18日生效的 《奥林匹

克宪章》将保护环境列为国际奥委会的常规化任

务,环保成为申办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重要指

标。雅典之所以落选第26届百年奥运会举办权,
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环境的恶化[22]。由此可见,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体育得以存在的基

石,还是现代体育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奥

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北京地区的生态环

境,这也再现了自然体育的本体价值。
进入21世纪,回归自然的理念再度兴起。

奥运会举办城市也纷纷举起了 “绿色奥运”的旗

帜。在高度商业化的现代体育体系内,体育最终

回归自然环境的序列,体育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再

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北京举办夏季和

冬季奥运会,均以生态环境为保障。“绿色奥运”
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

视程度。万楠等人认为,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

会的重大理念,绿色奥运是由良好环境提供保障

的奥运会,带有让奥运会回归大自然的意向[22]。
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情况看,优质的生态条件构

建出一种体育与生活品质的关联度。北京夏季奥

运会的主体仍旧是体育行为,而体育的终极意义

在于人员的自然往来,其现实助推力是人性的自

然性,后续助推力是经济与贸易活动,而沟通体

育与贸易的桥梁则是文化。在文化属性层面考

量,北京的夏季奥运会理应属于一种 “一带一

路”倡议的先期基石,而北京冬奥会则属于其后

续行为。

3 “一带一路”中体育与贸易的联结:探

险主义和多元竞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经贸兴国的

思想逐渐普及。时至今日,工业立国、贸易立

国、文化立国的理念已逐渐成为中国民众的共

识。其实,“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体育战略

有相似性、匹配感与呼应度,其中自由贸易的哲

学意义都十分明确。从崇尚互惠的角度考量,体

育与经贸活动很相似。
熟知现代体育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现代体

育原本就是资本造就的文化与娱乐产品,其与工

业、商业、贸易的关系十分紧密,甚至就是现代

工业、商业、贸易的内在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在

此领域的宏观性探索值得关注。Bale认为:“体
育是少数几个大型、复杂、与个人无关的以及主

体功能结合的单位 (例如城市)可以整体团结的

场合之一。同样,世界杯和奥运会之类的国际一

级体育赛事,除了可以提供有限的国际比赛的机

会外,已成为整个国家能够定期团结的为时不长

的时间节点。”[23]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体育的

实用性很强。Bale所关注的体育地理现象带有

明显的人类学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棒

球和板球的物理环境都可能唤起人们迷失的牧草

世界,但同样令人信服的是,此类运动的吸引力

在于 它 们 与 诸 多 运 动 相 似,而 不 是 与 众 不

同。”[23]借助迁徙自由的大前提,现代体育与贸

易自由再度联合,构建出一种理想的生存图谱,
而与之相关的生活美学也就此诞生。

中国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解读了新丝绸

之路的内在活性。探索贸易空间的人士认为,从

大历史观及大地理观的视域来审视,西域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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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异质空间,其中不乏东西方文明交叉重叠、各

民族文化混杂融合、多层面力量角逐竞争的内

容。其所彰显的是政治、民族、文明、文化、地

理、环境所构建出来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网,是

一个多维度生产性的活态空间,它有实践价值,
亦不乏想象意义,两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张力足

以消解文明与文化界定中的中外二元对立,进而

生成一种开放多元的辩证关系。

Bale认为: “政治对体育的影响 (反之亦

然)可能是国家外部或内部关系的一部分。如果

将体育视为其对外关系或活动的一部分,即与其

他国家打交道,那么体育在国际关系中就具有明

显的作用。实际上,这种体育政治关系并不新

鲜。古希腊的泛希腊节日包含了类似体育的活

动,已成为体现城市国家的知名度、威信和力量

的工具。”[23]中国学者提出了线型文化遗产保护

的理念。“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欧非各国人民贸易

与经济、文化与艺术、思想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

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物种传播

之路,商贸流通之路,文化、艺术、宗教和科技

交流之路,更是沿线诸国各族不断增进了解和友

谊之路。”[24]这里已然涉及包括宏观性体育活动

在内的诸多人际交往现象。“一带一路”的概念

原本就包含了商业模式革新的成分,其中包括城

市、港口、货栈、交通之类的元素,亦包含有人

情、人性与人心的交流诉求。孙壮志引用 “五
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概念来解读 “一带一路”倡议的

落实机理,落实 “五通”为的是给本地区提供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25]。“一带一路”的理念源于古

代丝绸之路,然而,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 “一带

一路”仍有区别,前者属于一种富含人性自然性

的群体行为,后者具备了更多的规划性及概念性

元素。长途贸易与地理探险现象很容易达成一种

整体性文化诉求,借以展示人类积极而合理的行

为学意志,其与现代体育的链接关系足以构建出

一种新型的知识体系。体育与贸易都高度依赖人

性的本然性特质,两者都属于人性自然性的集约

呈现形态。恰是在探险心理的促动下,体育与贸

易始可真实地实现融合。从这一点上说,“一带

一路”与体育的旅行精神相契合。
其实,与跨地域贸易的实用主义相匹配的是

跨地域的地理探险活动,后者本身就带有浪漫主

义的美学元素。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记述:

“1895年,当斯文·赫定第一次探访塔克拉玛干

时,就进入了一 个 欧 洲 人 全 然 无 知 的 偏 远 世

界。……今天,同样的自然条件依旧吸引着游客

来这 里 一 睹 那 个 曾 经 兼 容 并 包 的 世 界 的 风

采。”[26]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古代丝绸之路本

身就带有很强的探险性。在此意义上可更好地理

解 “一带一路”的时代意义。关注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体育现象的人士看到了其中的多元文化

网系形态。当体育与贸易上升到学理高度的时

候,许多原先不为人知的原则、理念、意识符号

都会展现出来,体育也由此构建出一种关于地

理、时间、记忆及互信关系的复合性图谱。
当贸易的实用主义与探险的浪漫主义高度融

合的时候,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随即呈现。正因如

此,站在文明史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看到古代丝绸

之路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体价值。“在近两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条穿越亚欧大陆的线路不

仅是沿线各地区间的商贸往来通道,同时也在政

治邦交、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推动作

用,为人类文明 的 共 同 繁 荣 作 出 了 重 要 的 贡

献。”[27]时下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虽然视角各异,
但核心则是身体主义、生态主义和探险精神。其

实,这里也显示出了由古代丝绸之路所缔造出的

高度宽容性的系列文化工程。包括体育在内的多

元性的文化事项已然带给人类诸多活跃性能量,
现代奥林匹克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的口号,重在参与的名言,对和平、发展、和

谐、进步的追求都与 “丝绸之路精神”密切相

关,皆对人类文明有重要贡献[25]。海上贸易时

代到来后,“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海外经济利益

的维护和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实际上是大国崛起

战略选择的核心要素。”[28]Grix等人看到了 “一
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性意义。“这表明了中国发

展经济的很大胆的雄心,其目的是通过对陆地和

海上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来恢复昔日的贸易路

线,以改善该地区内外的贸易关系。”[29]从海外

贸易学、地缘经济学及体育地理学的角度看,
“一带一路”带有大纵深的贸易至上主义的元素,
充满了探险精神及自然主义的积极元素。“‘丝绸

之路’早已蜚声全球,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 ‘东
方绚丽的朝霞’的美称。然而,‘丝绸之路’的

意义却不止于此。”[30]古代中国在丝绸之路上所

获得的文化性实惠要高于物质性实惠,而 “一带

一路”倡议则有望让类似的交流活动再度活跃

56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38卷

起来。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古代

的角抵、百戏、弈棋、舞蹈传输在丝绸之路沿线

各国。与此同时,波斯以及东罗马帝国的杂技、
马戏、幻术、舞蹈以及其他身体运动形式亦陆续

传入中国[31]。从人类体育生发史的角度看,体

育的原始形态中不乏艺术、自然表演及身体交流

的诸多元素。落实到体育领域则需要实现微观领

域的三重均衡性。首先,共享项目与特色项目的

均衡。共享项目包括摔跤、“节子”、曲棍球等项

目,而特色项目则包括乒乓球、武术、羽毛球等

中国优势项目[32]。其次,地域性项目与国际性

项目的均衡。这里需要说到哈萨克族的鹰舞和现

代性的跳水项目,两者都在试图展示一种高空作

业的审美情调,但前者是还原式模拟,后者是抽

象式戏仿。再次,原始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均衡。
其重点在于仪式性体育与记录性体育的差异,如

远古射箭与现代射箭。由此可见,从文明到文

化,从艺术到体育,直至具体的身体运动项目,
这种逻辑链环已然形成一种文化生态的均衡。
“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不妨先

做出一些微观性设计,从丝绸之路的体育类别中

提炼出具有现代性活力的体育项目,以充实到

“一带一路”体育项目集群当中,同时完成一种

从仪式到记录式的二元性创新。其实,“一带一

路”倡议中体育工作的落实还有身体主义更新的

内涵。旅行是一种文化地理学的最大实验方式,
远足本就是一种最为朴实的体育运动,改善社交

环境是体育运动的基本功能,其关键是旅行者对

空间的感受力。在空间主义的意义上,“一带一

路”倡议会展示出其更为深广的构架。身体与空

间、旅行与感知、交流与贸易构筑起一种文化复

合体,而深藏其中的则是一种全新的体育文化的

创新能量。

4 结束语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属于一种建构性话语

体系,但其原型仍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整体性文明

本体。客观而言,当今世界已然步入一种全新的

变革期,其中国际竞争的非确定性因素不仅依然

存在,其竞争强度还在提升,然而,人类的命运

却有其联动性、共享性与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提示大家,坚持相互联通、开放包容的

态度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最佳选择,而 “一带一

路”所提倡的国际合作模式不仅具有历史的延伸

价值,还具有现代性意义。从体育地理学的角度

看,“一带一路”倡议显然具备了更多的超越国

界的空间合作的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

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的现实延伸,它为中

国和相关参与国创造了更多的合作机遇。体育原

本就是深度合作性游戏,其对特定空间与时间内

的经济与人文合作发挥着显著作用。体育的核心

意义在于身体学,中层意义在于管理学,高层意

义在于文化学,而 “一带一路”倡议中体育元素

的意义则同时指向地理空间学。体育本身带有助

力人类自然情感交流的功能,体育可以促进政治

互信,也可以提升经济融合度,更可以促进世界

各国民众的情感、信仰与理念的融合。当人们从

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视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体育

元素,其广阔性维度就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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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transportation
 

and
 

migration.
 

It
 

is
 

similar
 

to
 

the
 

application,
 

holding
 

and
 

display
 

process
 

of
 

the
 

Olympic
 

Games,
 

the
 

football
 

World
 

Cup
 

and
 

other
 

major
 

sports
 

events.
 

It
 

is
 

full
 

of
 

elements
 

such
 

as
 

communication,
 

dissemination,
 

migration
 

and
 

multi-competitive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geograph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better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verseas
 

trade
 

has
 

always
 

been
 

of
 

an
 

ad-
venturous

 

natur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s
 

no
 

exception,
 

and
 

it
 

integrates
 

the
 

demands
 

of
 

optimiz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ort
 

originates
 

from
 

nature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ographical
 

ele-
ments

 

such
 

as
 

topography,
 

geomorphology
 

and
 

hydrology,
 

which
 

constructs
 

the
 

modern
 

sports
 

signif-
ic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Under
 

the
 

impetus
 

of
 

adventure
 

psychology,
 

sports
 

and
 

trade
 

can
 

be
 

truly
 

integrated.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sports
 

lies
 

in
 

the
 

science
 

of
 

body,
 

the
 

middle
 

level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science
 

of
 

management,
 

and
 

the
 

high
 

level
 

significance
 

lies
 

in
 

the
 

science
 

of
 

culture,
 

while
 

the
 

sports
 

elements
 

in
 

the
 

Belt
 

and
 

Road
 

also
 

point
 

to
 

geographic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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