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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体育技术化发展使运动损伤加剧的事实，论述了体育技术化对人文关怀忽视的现实；分析

了体育技术化人文困境的根源，指出体育发展的功利性，体育对预设的理论规定的僭越以及体育的技术解构

与重构而导致的体育伦理价值的颠覆是造成困境的三大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塑体育伦理价值理

念及实现的行为规范，以及重新确立体育伦理价值评估体系来消解体育技术化人文困境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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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的渗透，现代体

育已经走向了技术化的发展道路。而完成技术化的体育，其

价值目标发生了转 向，陷 入 了 人 文 困 境 之 中。因 此，探 讨 体

育技术化的人文困境及其消解之道具有现实意义。

8 体育技术化与运动损伤的加剧

在追求运动效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运动损伤在两个维度

上———运动损伤的普 遍 性 和 严 重 性———均 呈 现 出 加 剧 的 态

势。

一方面，种种证据显示，运动损伤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

困扰运动员的首要因素。例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

所的史和福对国家 集 训 队、北 京、江 苏、浙 江、山 东、湖 南、上

海等省、市 !# 支艺术体操队的 && 名运动员损伤情况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创伤患病率为 +* Q !V；樊莲香等［!］对我国 优

秀艺术体操运动员做的损伤调查，表明运动损伤率为 !""V，

且人均受伤次数达 ( 次以上。可以说，人们对运动损伤基本

上达成了共识，即运 动 损 伤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普 遍 的 体 育 现 象，

而且伴随着运动员从事体育年限的增长和运动等级的提高，

运动损伤的概率就越大，运动员所要面临的运动损伤威胁的

可能性就越高。

另一方面，运动损伤程度的不断加深也是运动损伤加剧

的表现。种种现实表明，运动损伤已经成为威胁运动员身体

正常功能乃至生 命 的 因 素。例 如，!UU& 年 + 月 $! 日 在 美 国

纽约举办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上，被誉为中国“跳马王”的著

名体操运动员桑兰在一次赛前训练中受伤，导致颈椎错位而

使中枢神经受到完 全 性 损 伤 而 永 远 不 能 站 起 来。而 另 外 一

起运 动 损 伤 的 例 子 更 是 令 世 人 关 注。$""( 年 * 月 $+ 日 凌

晨，在法国举 行 的“联 合 会 杯”喀 麦 隆 与 哥 伦 比 亚 的 半 决 赛

中，$& 岁的喀麦隆队著名足球 明 星 维 维 安·福 在 比 赛 进 行 到

+$ 分钟时突然倒地不省 人 事，抢 救 不 治 而 亡。类 似 的 例 子，

举不胜举。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 在 对 桑 兰 和 维 维 安·福 的 悲 剧 讨 论

过程中，多将目光投 射 到 与 技 术 无 关 的 其 他 环 节 上。例 如，

有一种观点认为，足球 运 动 员 维 维 安·福 的 离 世 是 由 于 运 动

不当和忽视身体警 报 等 原 因 造 成 的［$］。这 样 的 观 点 是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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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代表性的。人们 对 技 术 原 因 的 忽 视，不 仅 与“技 术 进 步

就是社会进 步”这 一 早 已 成 为 社 会 主 流 意 识 的 存 在 密 不 可

分，而且也是人们对 体 育 伦 理 价 值，特 别 是 技 术 化 的 体 育 伦

理价值探讨不够的必然结果。

! 体育技术化与人文关怀的忽视

体育技术化发展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运动成绩

作为人体超越自我精神的替代之物，不仅替代了体育价值目

标的表现形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导致了体育价值目标

的转向。这一转向对体育本身发展来讲，影响是巨大的。对

于参与体育的人们来说，如何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来获得运

动员成绩提 升，几 乎 成 为 人 们 唯 一 的 行 为 价 值 指 向。 可 以

说，在当今的体育领 域 当 中，运 动 成 绩 优 胜 这 一 目 的 性 就 是

合理性的观念已经 深 入 人 心。运 动 员 对 胜 利 的 渴 望 正 在 成

为超越一切的根本 性 目 标，而 通 过 采 取 一 些 非 正 常 的 手 段，

哪怕这些手 段 会 对 人 体 健 康 造 成 巨 大 的 伤 害 也 在 所 不 惜。

这一点在一名美国体 育 心 理 医 生 所 进 行 的 关 于 运 动 员 对 兴

奋剂使用观念的调 查 研 究 中 表 现 得 极 为 突 出。美 国 体 育 心

理医生戈理曼［!］曾对 "#$ 名 "% & !’ 岁 的 世 界 级 运 动 员 作 过

调查，问他们愿不愿 意 服 用 一 种 假 想 的 兴 奋 剂，这 种 兴 奋 剂

能使他们在 ’ 年内有超凡表现，但是 ! 年后他们可能死于这

种兴奋剂。结果，’() 的运动 员 回 答“愿 意”。后 来，戈 理 曼

又对 (** 名运动员作了类似调查，结果近一半运动员表示愿

意。

在这样观念的影响 下，体 育 越 来 越 缺 乏 对 参 与 者，尤 其

是运动员必要的人 文 关 怀，尤 其 是 在 运 动 训 练 过 程 当 中，从

而造成了体育价值的背离［+］。

! ," 技术效益与效率原则要求人文客观性的远离

技术化的体 育，技 术 效 益 和 效 率 成 为 其 发 展 的 基 本 原

则。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体育过程必须最大限度地符合技

术规则的基本要求，在 技 术 规 范 下 发 展。也 就 是 说，体 育 必

须以一个技术系统的方式运行，才有可能获得突出的效益和

效率。而技术系统的良性运转，客观上要求必须摆脱人文意

识对其的种种影响。只有人远离了技术系统，才能够不对这

个系统的自我逻辑式的发展造成各种各样的干扰，使其获得

最大的技术效益与 效 率。所 以，技 术 规 则 的 存 在，就 意 味 作

为技术系统而存在的 体 育 必 然 要 求 尽 可 能 地 摆 脱 人 的 影 响

与干扰，才能达到效益第一和效率第一的技术价值目标。这

就客观地将人排除在技术化的体育领域之外。

因此，技术效益与效 率 原 则 的 确 立，客 观 地 造 成 了 体 育

与人的隔离，人文被作为一种对新的技术系统———技术化的

体育系统———的干扰因素就这样被抛弃了，从而使得技术化

的体育缺乏了人文的关怀。

! ,! 对优胜的过度追求导致对人文主观性的忽视

现在，优胜是被作为体育价值目标而被人们所普遍地接

受下来。当优胜成为终极目标时，人们也必然要在这一规范

下行动。为了达到这样的价值目标，人们在体育过程中往往

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例如，优秀女子体操运动员为了控制

体重，每天的饮食要 受 到 极 其 严 格 的 控 制，吃 不 饱 的 现 象 比

比皆是，很多运动员因此而患有各种消化系统的疾病。可以

说，这是一种极端缺 乏 人 文 关 怀 的 行 为。但 是，这 样 的 行 为

不仅被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而且还因被人们描绘上了

超越自我的光环而得到了人们的大加赞赏。可见，人们对优

胜的追求，是在以践踏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展开的。之所以造

成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将这些负向价值的

存在等同于合目的性价值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的、客观的

代价，其实质就是人们对人文的主观性忽视。

# 体育技术化人文困境产生的根源

# $" 难以逾越的客观功利性

体育原本是承载着人类不断进取、超越自我的精神这一

基本任务的。因此，可以说，体育作为人类的产物，是将超越

人类自我作为其基本的伦理价值目标的。然而，伴随着人们

对体育优胜结果愈加渴望的心理不断地强化，加之现代技术

的巨大作用被人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体育最终不可避免地

走上了技术化的道路。体育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不仅使得现

代技术的威力得以 展 现，而 且 更 为 重 要 的 是，当 体 育 依 据 技

术的基本规则重构自身发展，并使得其成为一个新的技术系

统的时候，体育的效益和效率就有了根本性的保证。这不仅

满足了技术自身对结果的功利性要求，而且更满足了体育对

功利性结果的渴求。当 现 代 技 术 在 体 育 领 域 中 获 得 了 权 威

的核心地位之后，现代技术的逻辑不仅成为了体育功利性发

展的基本逻辑，而且更成为推动体育进一步功利性的决定性

的力量。

# $! 对预设的体育伦理规定的僭越

对技术化的体育价值目标转向考证的结果表明，体育价

值目标原本是为了体 现 人 类 不 断 进 取 基 本 精 神 和 超 越 人 类

自我的基本理想而设立的。但是，技术化的体育却逐渐地将

这一价值目标转换 为 这 样 的 一 种 复 合 的 价 值 目 标：（"）在 公

平原则规范下的竞 争 过 程；（(）由 竞 争 获 胜 和 竞 争 超 越 人 类

自我极限所 构 成 的 竞 争；（!）获 得 优 胜 和 超 越 量 化 的 记 录。

这不仅为我们考证体 育 的 伦 理 价 值 预 设 了 种 种 虚 幻 的 前 提

条件，而且更使得我们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以下的基

本结论：在保证公平 原 则 实 现 的 基 础 上，为 了 获 得 竞 争 优 胜

或超越量化的记录而 采 取 的 各 种 手 段 和 方 法 是 符 合 体 育 的

伦理规定的。很显然，这 个 结 论 的 获 得，为 我 们 毫 无 限 度 地

采取行动来发展体育本身，乃至对其实施价值目标转向的改

造等，寻找到了一个 基 本 的 伦 理 保 证。在 这 样 的 前 提 下，人

们对已经被理解为客 观 的 价 值 的 追 求 就 是 一 个 善 的 追 求 过

程。由于善是适合选择或追求的客体［’］，所以这不仅使体现

人类不断进取精神的价值目标的追求成为善，而且也使得对

记录的超越与获得优胜都同时为善。

当然，对这样 的 伦 理 前 提 及 其 最 终 结 论 的 深 入 考 究 之

后，我们就会发现：在 这 里 存 在 着 一 个 明 显 的 错 误 观 念———

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 所 采 取 的 功 利 手 段 或 不 正 当 的 手 段 是

合理的。这是因为，人 类 在 获 得 优 胜 和 自 我 超 越 的 时 候，内

在地存在着一个重 要 的、前 提 性 的 伦 理 规 约：体 现 人 类 不 断

进取的精神 和 超 越 自 我 的 理 想，其 实 质 就 是 要 体 现 人 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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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说，体育价值本身的构成就是以这一前提性的内在

价值为基本 内 核 的。因 此，体 育 必 须 以 人 为 基 本 的 关 注 核

心，时刻体现对人文的关怀。这个前提性的伦理规定是深层

次，它潜藏于体育内 部，这 就 为 人 们 认 识 这 一 伦 理 前 提 制 造

了很大的困难。实际上，人们确实是没有清醒而深刻地理解

这个伦理价值的客观存在。因此，这一预设的体育的伦理前

提的存在，非常容易被人们忽略。

! "! 技术解构与重构导致伦理价值的颠覆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体育技术化的本质：作为主体的体

育的解构（主要是价值体系的解构）与技术建构（价值目标的

技术功利性转向）的 过 程。这 样，体 育 价 值 体 系 的 解 构 过 程

必然要破坏原有结构的平衡与和谐，而受到破坏的体育价值

体系必然要发展出来 与 原 来 价 值 目 标 设 定 不 相 同 的 某 些 东

西，也必然会因为解构过程的存在而丢失某些原来本质的东

西———内在的以人价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所以，技术的解

构过程必然会造成体育内在伦理价值的丢失。

同时，由于技术建构是体育依据技术规则重新规划和建

设的过程，所以技术规则和技术逻辑必然要合乎情理地成为

体育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技术理性的加入，使

得体育客观地拥有 某 些 技 术 价 值 性———一 种 属 于 技 术 属 性

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是与体育伦理价值重新整合为一个物

体。这就使得技术价 值 的 某 些 功 利 性 目 标 发 展 成 为 体 育 的

伦理价值目标成为可能，并最终转化为现实。体育的伦理价

值就在技术性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被颠覆了。

# 体育技术化人文困境的技术异化本质

在技术哲学领域中，人们一般将技术应用过程中技术给

人类带来危害，成为 敌 对 力 量 的 现 象，或 者 技 术 反 过 来 控 制

人类本身的现象，或者使人类原来建构的东西受到破坏并向

与其本意严重背离等现象，称之为技术异化。根据这样的定

义，我们是否能够认定体育技术化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的

本质就是技术异化呢？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地分析运动损伤

的加剧与人文关怀的缺乏这两大伦理困境的产生过程。

首先，体育技术化伦理困境是现代技术应用过程的产物

吗？显然，我们通过对 体 育 技 术 化 过 程 的 研 究 之 后，我 们 可

以这样来描述体育技术化伦理困境的产生过程：在功利性目

标的影响下，体育为 了 达 到 效 益 和 效 率 的 最 大 化，不 仅 与 现

代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完全地依据技术的逻辑和规

则对自身进行了重新的建构，其结果是使自身技术化了。而

技术化的体育反过来 又 要 求 人 们 必 须 依 据 技 术 的 逻 辑 和 规

则行事，否则无法达 到 效 益 和 效 率 最 大 化 的 目 标，因 此 技 术

的要求至上的理念 已 经 成 为 体 育 发 展 的 基 本 规 范。尽 管 这

一规范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体育发展过程当中的，但

是这却丝毫没有影响这一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由此，我

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技术功利性的目标已经成为体育价值目

标的核心，人 们 的 行 为 也 完 全 地 根 据 技 术 的 规 则 和 逻 辑 行

事。当生动的、充满感性的人体运动必须无条件地满足生硬

的、毫无感觉的技术 规 则 和 逻 辑 时，运 动 损 伤 的 加 剧 就 成 为

一个必然的结果；当 人 们 在 技 术 规 则 和 逻 辑 的 规 范 下，以 一

种技术方式来完成训练和比赛时，人的感觉和地位就必然地

被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人文关怀的缺乏也就难以避免。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来，无论是运动损伤，还是人文关

怀的缺乏，二者确实都是现代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过程的

必然产物。或者确切 一 点 地 说，是 技 术 应 用 的 失 范，是 技 术

应用过程的失范，这也是技术强权式的发展与体育对功利性

价值目标的过度追求完美结合的必然结果。

其次，技术成为了危害人类或异己的力量了吗？对这一

问题的回答是件非 常 容 易 的 事。现 代 技 术 的 过 度 应 用 使 得

体育技术化了，而技术化的体育对人的忽视和对功利性价值

目标的追求，使得原本产生于人类自身的现代技术从根本上

忽略了体育 本 来 的 价 值 目 标，忽 略 了 人 的 价 值，忽 略 了 人。

这样，运动损伤与对人自身人文的忽略就被技术功利性价值

目标完全地遮蔽起来，从而使之以一种超越自身运动极限和

获得优胜过程的面目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对已经成为普遍

现象的运动损伤加剧 和 人 文 关 怀 的 缺 乏 的 认 识 也 被 这 样 的

展现所误导，这就造 成 了 这 样 的 结 果：这 些 严 重 脱 离 了 原 来

价值目标引导的现实不仅获得了合理的地位，而且反过来又

强化了种种人文困境。也就是说，技术化的体育所面临的种

种人文困境，并非如有些体育学者所说的是由于竞争性所引

起的。 !"#$% 认为，体育 中 的 竞 争，其 基 本 内 涵 是，竞 技 的 技

能在知性的控制之下向着挑战的相互追求。换言之，人们追

求挑战的过程要远远地重要于对最终结果的获得，这实质是

对体育原本价值核心地位的一种确认方式。

我们可以合乎逻辑的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技术在体育

领域中的应用，或更为确切地说技术化的体育发展模式的形

成，使得人类自我的 价 值 被 技 术 所 忽 视，并 由 此 造 成 了 种 种

人文困境的发生。因 此，技 术 已 经 成 为 危 害 人 类 的 力 量，成

为生动的、感性的人 类 发 展 的 敌 对 的 异 己 力 量，而 且 技 术 化

越充分，人文困境表现得就越突出。

最后，正如本文前面 所 论 述 的 那 样，体 育 技 术 化 模 式 的

发展使人类原来建 构 的 东 西———体 现 人 类 不 断 进 取 的 精 神

和超越自我的理念———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以人

们将体育价值目标转向为超越人体运动极限，并最终转向为

打破量化的记录和获得优胜为基本内涵的价值目标，从而使

得体育越来越只注重对功利性结果（胜利）的追求，而忽视或

遗忘其原本承载的价值。所以，技术化的发展使得体育价值

体系与其本意产生了严重的背离现象，并最终使其自身陷入

了种种的人文困境之中。

总之，从这 & 个方面 的 论 述 可 以 得 出 这 样 的 结 论：体 育

技术化发展所面临的人文困境，其实质就是一种技术异化。

$ 体育伦理价值体系重构与人文困境的消解

$ "% 体育伦理价值理念的重塑

克服体育技术化的人文困境，其主要做法就是重新确立

体育伦理价值理念，或更为准确地说如何促进体育价值理念

的合理回归，这是人 们 必 须 首 先 要 解 决 的 一 个 核 心 的 问 题。

我国有的学者在探讨 竞 技 运 动 中 技 术 应 用 的 限 度 问 题 时 认

为，竞技运动中技术应用必须遵循尊重生命、增进健康、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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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平竞争和促 进 和 谐 的 伦 理 规 范［!］；有 的 学 者 则 提 出

了现代竞技运动应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正是竞技运动可持

续发展的主线和基点［"］。由是观之，一些体育学者也已经对

体育价值理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且这些思考对促进体

育的合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思考显然还没

有将人们的视线引 导 至 解 决 核 心 问 题 之 处。当 务 之 急 是 要

解决人们对体育技术 化 伦 理 困 境 认 识 上 的 模 糊 这 一 关 键 的

问题，而要完成这一 任 务，就 必 须 要 对 体 育 伦 理 价 值 内 涵 进

行深刻的思考，厘清 体 育 技 术 化 伦 理 价 值 目 标 所 在，将 体 育

价值目标与技术化目标分离开来，重塑体育价值体系。

! "# 体育伦理价值实现的行为规范

促进体育伦理价值理念回归的根本意图在于，如何使之

成为规范人们行为 的 准 则。体 育 技 术 化 所 导 致 的 种 种 伦 理

困境，实际上是由于 人 们 在 日 常 行 动 过 程 中 缺 乏 必 要 的、显

而易见的伦理价值 规 范 造 成 的。体 育 伦 理 价 值 目 标 之 所 以

转向，就是由于人们 对 其 伦 理 价 值 内 涵 认 识 不 清，对 自 身 行

为规范理解不够，而伦理规范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等客观上

存在的原因造成的。因 此，树 立 清 晰 的、操 作 性 强 的 体 育 伦

理规范，使之成为人们在体育领域当中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

范，是促进体育合理 发 展 的 基 本 方 法，也 是 合 理 再 现 体 育 伦

理价值内涵的基本途径。

! "$ 体育伦理价值评估体系的确立

必须建立对 人 们 在 体 育 领 域 中 行 为 规 范 的 评 估 体 系。

这一体系，应该体现出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体现出对体育

伦理价值内涵变化的测量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对体育伦理价

值目标的变化来直接 地 反 映 出 人 们 对 体 育 伦 理 价 值 内 涵 理

解上的波动情况；一 方 面，必 须 要 体 现 出 对 人 们 具 体 的 行 为

过程测评的可能性。体 育 伦 理 价 值 内 涵 是 通 过 对 其 进 行 伦

理价值目标设定来直接展现的，而对这一设定的价值目标的

直接展现则是通过人们日常行为来完成的。所以，必须对人

们日常行为是否符合体育伦理价值规范进行客观的、及时的

跟踪式的评估。可以 说，体 育 伦 理 价 值 评 估 体 系 的 建 立，是

体育伦理价值内涵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客观基础。

总之，体育技术化的转向导致了体育伦理价值目标的转

向，当效率被人们列 为 第 一 要 素 的 时 候，一 切 干 扰 的 因 素 都

必须为这一设定服务，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体育陷入人文困境

之中，而消解这一困境的根本做法就是必须重塑体育的伦理

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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