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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街舞、滑板、花式单车，或是其他极限运动形式，都追求形式美，讲求精神

放松，融娱乐于运动之中。这也正迎合了青年精力旺盛、追求个性自由、娱乐和运动的二

位一体的休闲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运动方式在中国大城市的青年中开始流行。青年人把街头、公园等

公共空间当成运动场地，三五成群，或者切磋舞艺——类似于黑人舞蹈风格，或者练习玩滑板，时不时

惊险地跳跃一下，这就是时下风靡中国青年人的Hip-Hop运动。 

Hip-Hop文化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的一种街头说唱文化，中文翻译为嘻哈。“Hip-Hop”来

源于洛夫巴格·斯塔斯凯（Love bug Stansky）的“To the hip，hop，hipped hop”的歌词，从字面上来看，

Hip是臀部，Hop是单脚跳，Hip-Hop则是轻扭摆臀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Hip-Hop的特色。在20世纪90

年代，Hip-Hop文化登陆亚洲，劲爆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并伴随“韩流”的入侵，很快在中

国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 

 

Hip-Hop运动的文化表现 

 

Hip-Hop的运动形式，我们主要介绍一下街舞和滑板。 

要说到街舞，离不开美国黑人的说唱乐。二者是互为一体的，都起源于黑人民族擅长的传统娱乐方

式。说唱乐的风格是即兴饶舌，它舍弃了音乐旋律，强调节奏感。直白的语言、单一的韵尾都要配合鼓

点的力度与节奏，再加上自始至终一个男人技术性的道白，使它宣扬一种野性的诱惑和当仁不让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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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只有这一切的说服力是很不够的，旋律是表征人们内心情感变化起伏及细腻敏感度的，被抛弃之

后，就使得情感的表达及情感本身变得简单粗糙。所以它很自然地就使用了黑人的另一种音乐文化——

舞蹈，借助于变幻的身体语言弥补情感表达的不足，于是街舞随之产生。 

街舞的种类很多，Disco、霹雳舞、劲舞、摇滚、Popping、Locking等都是。它用身体的跳跃、扭

动、旋转、摇摆，甚至一系列的空翻、倒立、陀螺转等高难度动作来诠释独立不羁的个性心志。它的爆

发力很强，很有感染力，舞姿自由，节奏强劲。它并不是只能在街头跳，它是“起源于街头”。所以，

随便车库、楼顶、舞台、甚至是家里都可以进行。跳街舞的男孩女孩叫做B-boys或B-girls。 

滑板是冲浪运动在陆地上的延伸，50年代后期美国南加州海滩社区的居民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滑

板，他们希望在陆地上体验冲浪的感觉。由于滑板运动很富于挑战性、表现力，70年代便在欧美广泛流

行，并很快风靡全球，据说本世纪该项运动还将进入奥运家族。当今滑板的主流，是特意组合各种坡度

和障碍，专业设计各种滑板公园，令滑手可以在峰口流尖“踏浪而行”。没有场地的地方，年轻人就利

用街头障碍，如带坡的路面、台阶等等来练习。今天滑板玩家已形成一个大群体，他们拥有自己的文

化、语言、运动风格甚至音乐。 

 

Hip-Hop运动的文化定性 

 

嘻哈运动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其本身不同的文化定性，使其呈现出许多独特之处。 

1、体育竞技文化。嘻哈运动是一种体育竞技文化，尤其是滑板，已成为青年挑战自我体能极限最

热衷的运动。街舞和滑板都需要技术，只是强度和耐力的程度不同而已。它不仅具有一般有氧运动改善

心肺功能、减少脂肪、增强肌肉弹性、增强韧带柔韧性的功效，还具有协调人体各部位肌肉群，塑造优

美体态，提高人体协调能力，陶冶美感的功能。因此，近来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跳街舞，权当跳健美减

肥操。 

2、青年流行文化。嘻哈运动又是一种青年流行文化。青年往往是“流行”的始作俑者和最强有力

的支持者。街舞和滑板从诞生到流行，尚只有短短30年，所到之处，掀起一阵阵流行风暴，引得许多青

年持续发烧。并由这种运动形式延伸出去，形成了青年文化的新风格。比如嘻哈族服饰、嘻哈运动用

品、Rap饶舌音乐，DJ等等，当我们注目街头青年时，常会发现他们趋同的装扮风格。比如给鼻子安上鼻

环，耳朵一溜戴好几个耳环，宽大的T恤、板裤、运动靴，棒球帽，或佩戴粗粗的银质耳环、项链、手环

等饰物，戴墨镜、ＭＤ随身听、滑板车、双肩背包等，走起路来up and down(上下起伏)，编发辫、烫爆

炸头或者束发……总之，要表现出动感十足，这说明了青年对嘻哈文化的高认同性。 

3、全球边缘文化。所谓边缘文化，是指社会中少数非正式群体创造并认同的，流行于其群体内的

亚文化形式。青年文化是多元的社会文化分层中的一元，是以青年小众为唯一生息、传播和繁衍的客体

人群的亚文化形式，因此，它是一种边缘文化。嘻哈运动之所以总是在青年中流行，主要就在于其表现

出的叛逆性、非功利性、超前性、审美性和差异化，与青年的心理特征正好吻合。不论街舞、滑板、花

式单车或其他极限运动形式，都追求形式美，讲求精神放松，融娱乐于运动之中。这也正迎合了青年精

力旺盛，追求个性自由，娱乐和运动的二位一体的休闲方式。 



4、小众休闲文化。嘻哈文化是青年小众的休闲文化。它是青年在工作、学习、睡眠和其他必要的

活动时间之外进行的，用于发展完善自我、提升生活质量等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虽然滑板已开始纳入

正规职业培训，有了少部分职业选手，但大部分参加者还是将其视为业余爱好运。作为休闲文化，嘻哈

运动是青年人进行心理宣泄的重要途径。人们跳街舞时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既可摇头晃脑卖力地跳，

也可懒散地随着音乐晃悠，沉浸于毫无拘束的舞步中；而滑板运动由于它的高难度，使玩家在调剂身心

之余，更锻炼人的意志和耐力，并从运动中获得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Hip-Hop运动的文化归因 

 

1、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嘻哈运动流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青年在国家、地区之间的隔离状态被

打破，全方位的联系、沟通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加强，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弱化，使青年人成为享受全

球化成果最活跃的人群。马克思早就指出这一天的必然到来，“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

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嘻哈运动及其他衍生文化形式都是借助于现代传媒的鼓励性暗

示，和声情色并茂的传媒立体展示，才得以传播开来。其风靡之迅速，扫荡了一切有形的地理屏障的阻

碍。如果不是科技进步所提供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突破，使得超越时空的全球文化交流成为现实，这一

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2、网络化的生活空间。嘻哈运动文化的迅速传播，得益于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网络时代具有开放

性、平等性、选择性和个体性的时代特征。受其影响，年轻人按其意愿形成无权威、无硬性设置、无社

会分层的团体，嘻哈运动群体恰好满足了这些要求。它全凭兴趣联接着成员，一起切磋技艺、举行比

赛。同时他们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起各种相关网站或网页。比如“滑板大联盟”、“自由灵魂”、

“Kicker Club”、“中国极限运动网”等等。在网上同仁相互交流心得、进行网上教学、发布运动新闻、

介绍国外进展等，凡是与嘻哈文化有关的信息都能找到。因此，嘻哈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得

益于网络化的传播。 

3、青年文化的归属功能。嘻哈运动文化的流行还在于它作为青年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和归属

功能。它是一种典型的青年文化，热烈奔放，符合青年活泼天性；它的技巧性，能激起青年的探索欲和

好奇心，并磨练意志和耐力。它具有差异化的评价尺度，更容易使参与者获得各种肯定性评价；嘻哈群

体对外界刺激能做出的相应一致的群体性反应，又可以为其成员提供心理保护和心理慰藉；而群体内成

员的大量平等交流，又能激发创造力，形成自尊自信和尊重他人的观念，并获取情感的满足，青年自然

会认同Hip-Hop运动文化。 

4、青春期的生命历程。青春期阶段的主体特征，也是嘻哈文化流行的重要原因。青春期，人的自

我意识快速发展和形成，自我实现的需求和欲望不断增长。他们努力要求摆脱父母家庭的影响，获得人

格上的独立，并以摆脱对大人的情感依附作为自己成人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同龄人群体就成了他们

情感依附的对象。 

同时，此期的青年具有强烈的反叛性。这是他们争取成年人的权利和获得成年人的世界承认的特定

方式，是主体自我张扬的表现形式。嘻哈文化就是青年反叛的文化符号。可以说，它是在群体中的完全



个人活动。它没有指挥、命令、被排斥、被替换的压力，它非常自由，每个人都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因

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且都有机会展示自身魅力，也同样要尊重他人表演的权利，并予以欣赏，这意

味着自主、独立、平等、自我支配性的权利和地位的获得。而这对青年非常重要。 

5、体育竞技文化的吸引力。嘻哈运动带来了体育竞技文化的新元素，其特有的刺激性、放纵

性、宣泄性、冒险性，能释放人的心理潜能，减轻心理压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交往的物质化

和金钱化，紧张的都市人越来越感到生活的负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运动方式来调剂。青年人本就是体

育运动的爱好者，对新奇刺激的运动方式更是一拍即合。对自己喜爱的运动方式如嘻哈运动的热爱，也

成为青年锻炼身心的一种很好的途径。 

 

Hip-Hop运动的文化功用 

 

1、青年社会化方式的自我选择。参加嘻哈运动群体，是青年自我选择的良好的社会化方式。个

人的社会化是通过人际交往而产生的，尤其是社会上和自己地位、条件、年龄等相类似的人，更是人际

交往的首选对象，青年也是如此。嘻哈运动作为青年文化，其作用机制是提供青年群体的行为范本，对

青年个体做出最具体、形象和颇有说服力的引导，潜移默化地指导年轻人，形成本文化及其所属的上位

文化所容忍、赞同的社会行为和人格特征，并通过成员的社会互动，提供交流、磨合机会，最终达到青

年塑性的结果。 

齐美尔认为，人们有两种需要。一是要顺应社会，满足“社会相符需要”，二是要与周围人有所不

同，以满足“社会差别需要”。参与到嘻哈文化中，是青年追逐潮流的从众表现，这反映了青年对同龄

人群体的心理依赖性和认同性。而在群体内竭力锻炼技术，以期臻于完善，又是其成就动机和“社会差

别需要”使然。这正是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常反应。它融生活情趣、相互合作、信任、支持以及自我

实现的成就动机于娱乐、运动和竞技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逐渐学会解决冲突、合作及其他社会生

存技能，这是家庭和学校教育有所欠缺的。 

2、青年生命价值观的表意性符号。嘻哈运动是一种流行文化符号。作为运动文化，它传递出青

年的渴望、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实践；作为流行文化，它展现青年的丰富个性和独立不羁的叛逆精神；

作为休闲文化，它是肯定和享受生命的表现，它能将对生命意义的体验融于娱乐之中，将价值准则融于

健康趣味之中。参加滑板运动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渴望不断获得高峰体验，因此他们让自

己的生活中充满着挑战，这是他们的生命价值观所决定的。 

嘻哈运动文化是青年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化生存空间，它是在不断打破旧有的不适合人性发展的文化

规范与生存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青年新文化，它将促使人的生活及生存状态不断发生新的变异、

融合、转型与发展，呈现出无限开放的趋势，这是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所特别需要的一种过程和方式。  

3、客观上对社会消费的强力促动。现代消费具有社会、心理和象征的意味，成为个性、身份和

社会分层的建构手段。纵观青年对嘻哈文化的消费也是如此。嘻哈运动流行之初，敏锐的商家就捕捉到

了其将来火爆的必然性，并很快借鉴起国外将运动纳入商业化机制的做法，开始培养极限运动的职业选

手。时至今日，广州、上海、北京、深圳等很多城市举行了各种级别的嘻哈运动赛事；嘻哈音乐组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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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乐唱片都已出品。北京、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地纷纷建立专门的极限运动场地。专业

经销滑板的商店、嘻哈文化网站、街舞培训班、Hip-Hop晚会、嘻哈服饰店等更是遍地开花。这一切都在

客观上促进了青年消费的热潮，形成一种新的、以青年为消费主体，以嘻哈运动器械和服饰为主打产

品，并带动相关行业，表现为强烈的个性化消费色彩的商业文化热潮。 

4、有利于社会整合。嘻哈运动文化在中国青年中的流行，一方面表明社会认同发生了危机，因为

社会认同来自于文化认同，传统主流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作为一种文化导向，不能取消各种丰富

多彩的边缘文化取向的合理性。文化导向只是对社会生活原则的规定，它并不排斥在此原则指引之下，

具体生活内容的多样性表现。另一方面，嘻哈文化恰恰又反映社会整合度的增强。因为这种本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文化系统的风潮在中国的风行，表明了社会和政治系统对青年建立适合本群体的异质文化的认

可，是对青年创造新的文化空间和选择个性化生存方式的尊重，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敢想象的。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个个体化的时代，在个人化的社会，各个亚文化群体联接形成了充满活力

的微观基础，并通过特定群体的文化纽带维系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宏观结构。社会结构早已不能只由集体

主义一元文化来整合，作为其微观基础的个人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差异性、平等性和独立个性，一旦排

斥，则会加剧对主流文化的离心力，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松散化和断裂脱节，所以人们对异质性亚文化

越来越宽容。而通过各种亚文化对自己成员的塑造功能、凝聚功能和陶冶功能，产生认同和归属感来凝

聚人心，最终必将会促成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有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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