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社会变革与中国体育现代化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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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化结构层 面 分 析 近、现 代 中 西 社 会、体 育 现 代 化 变 革 历 程，认 为 西 方 顺 序 是 精 神———制 度

———物质，而我们的恰恰与之倒置。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体育现代化探索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 精 神 资

源的缺失。找寻中国体育现代化精神资源首先应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同时不应割断传统，并

应该对传统自我批判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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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现代化可有两种理解，静态的理解即现代体育达到

的一定水平，动 态 的 理 解 则 为 体 育 从 传 统 向 现 代 的 转 变 过

程［%］。本文所指为后者。

中国社会、体育开始艰难的现代化探索从鸦片战争后就

开始了［"］：从经济改革 的 洋 务 运 动 到 制 度 更 新 的 戊 戌 变 法、

辛亥革命，再到思想文化层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 "$ 世纪

+$ 年代昙花一现的中国现代 化 研 究 热 潮 到 改 革 开 放 前 以 阶

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革命史观”对现代化研究的排斥，再到

’$ 年代中后期思 想 现 代 化 研 究 的 重 新 被 认 识，充 满 了 曲 折

与艰辛。本文从文化结构层面分析中西社会、体育现代化的

变革过程，找寻中国体育现代化的精神资源。

9 近现代中西方社会变革与体育

9 L9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中西方社会变革与体育

西方近代社会变革 首 先 是 文 艺 复 兴、宗 教 改 革、启 蒙 运

动三场思想革命［+］，期 间 或 其 后，英、法、美 等 革 命 导 致 资 本

主义制度建立，然后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即工业革命，之后资

本主义基本确立。西 方 现 代 体 育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逐 步 发 展 起

来［Q］：从中世纪大加“否 定 人”转 向“尊 重 人”，从 英 国 绅 士 体

育、法国《爱弥尔》中 的 自 然 体 育、德 国 博 爱 体 育 到 以 欧 洲 大

陆体操及英国竞技、户 外 运 动 为 代 表 的 现 代 体 育 手 段 形 成，

从学校体育制度确立、竞技体育大发展到伴随体育科学化的

西方体育世界传播，进而这一斗艳的奇葩吸吮世界各地养料

并不断巩固、完善。

中国，明朝时一度繁 荣，种 种 原 因 促 使 朝 廷 断 绝 同 邻 邦

往来，然而，%’Q$ 年被敲开国门后，先进人士意识到要敞开国

门，学习西方。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人力主坚船利炮，“师夷长

技以制夷”，洋务派认为朝廷失败是“器物”不如人，并非中国

“道德文章”低劣，倡 导“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开 辟 渠 道，但

只兴练洋式兵操，盼能御“夷”于国门外。%’R! 年，中日一战，

国人哗然，发现制度比器物更重要，因而开始“戊戌变法”，虽

以失败告终，但人们却开始全面审视西方体育，虽实践付诸

甚少，却也使政府略有举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体操列为

必修课。辛亥革命后，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差在精神文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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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于是爆发“五四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砸碎孔家店”

等运动，体育在这场 以 胡 适、陈 独 秀 等 大 家 倡 导 下，“实 用 主

义”观念大为盛行。当 时 政 府 也 努 力 想 办 好 体 育，聘 洋 人 编

写教科书、颁布体育法等，但却是“放羊体育”、“选手体育”横

行。

建国后，全盘苏化，实行集中型管理体制，一穷二白的中

国体育取得一定成 绩。!" 世 纪 #" 年 代 中 苏 断 交，与 原 苏 联

及西方人停止接触，体 育 也 断 绝 往 来。从 全 盘 西 化 到 苏 化，

又回到闭国状态。然 而，原 苏 联 那 种 教 条 主 义，反 映 在 体 育

领域的印痕久 久 未 能 抹 去。$" 年 代 国 人 有 所 认 识，国 家 的

发展没有定式，光学 一 头 不 行。于 是，邓 小 平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使我们弃废扬帆。

西方近代改革顺序是精神—制度—经济，三场思想革命

对西欧从中世纪转 向 近 代 至 关 重 要，它 影 响 西 方 国 家 至 今。

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民族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勤奋、

务实、积极进取”的新 教 理 性 精 神 及 其 相 应 的 行 为 对 近 代 资

本主义发展作用巨大，而没经过宗教改革的民族则相反。如

果说经济层面的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人们思想变化，那么资本

主义萌芽中国春秋战国时就有，资本主义萌芽无非就是商品

经济，中国明朝商品 经 济 就 非 常 发 达，为 何 都 没 发 展 成 资 本

主义，原因是缺少思 想 源 泉。赵 晓 博 士［#］也 提 到，中 国 历 史

悠久，经济也一度繁荣，但却未发展成市场经济，可见产生市

场经济的关键因素并不一定是生产力，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在

西方国家发韧是由于人们为了信念而工作，即在精神层面上

有所寄托。由此可见，中 国 社 会、体 育 现 代 化 缺 失 的 正 是 孕

育西方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 &" 中国改革与中国体育现代化

’()$ 年后，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较短时间内又经历了典

型的倒置顺序。最先是物质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政治

体制改革，之后人们发现中国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经常

与外来东西撞出“异类”火 花，遂 开 始 文 化 讨 论 热，$" 年 代 中

后期达到 高 潮，这 是 精 神 层 面 的 变 革。(" 年 代，人 们 醒 悟，

完全走西方等别人的老路不行［)］。体育在这一过程中，一脉

相承，颠前倒后。物质方面的东西早已学来不少；制度层面，

不少东西也已或在 大 力 引 进，如 市 场 经 济 办 体 育、产 业 化 道

路、体育法权关系等；精神领域，却显得尤为滞后且常偏颇执

词，或认为早以西化，或 认 为 改 革 送 尽 中 国 优 势，如 此 种 种，

不一而足。然而，为什么我们在这追求“大社会小政府”的改

革中步履艰难，为什 么 在“行 政 不 行 政、服 务 不 服 务”的 足 缝

间求生，为什么在场外贿赂、场内黑手的迷雾中百折不前，为

什么丑闻见到者装聋做傻，耳听者又大缺求实意识呢？细理

中国近现代 文 化 层 面 变 革 时 序，发 现 在 传 统 根 本 不 同 情 况

下，有些东西是根本 无 法 学 的，精 神 层 面 的 东 西 是 不 能 完 全

“拿来主义”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如赵晓博士［#］直

言，我们道德、信念等主要精神资源本质上变化都不大，我们

是为物欲工作，官、商都可，只求有利。

" 中国体育现代化的精神资源

!’ 世纪初叶 是 中 国 实 现 小 康 社 会、走 向 现 代 化 的 关 键

时期，高度国 际 化 背 景 下 体 育 现 代 化 必 须 回 答 包 括 文 化 融

合、冲突、选择、变异等 一 系 列 问 题，必 须 在 精 神 源 泉 方 面 有

所找寻。诚然，我们不是要求人们去文艺复兴那里寻找精神

资源，也不可能从那里找到所要的东西。实现人的现代化及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是我们的着眼点。

" &! 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现代化

社会、体育的现代化 归 根 到 底 是 人 的 现 代 化［$］，现 代 体

育要求人勇敢、坚韧、公 平 竞 争、尊 重 对 手，这 些 都 意 味 着 没

有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任何的社会、

体育现代化都是空谈［(］*)。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

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 这 些 制 度 以 真 实 生 命 力 和 广 泛 的 现 代

心理基础，如果执行 和 动 用 这 些 现 代 技 术 的 人，自 身 还 没 有

从心理、思想、态度和 行 为 方 式 上 都 经 历 一 个 向 现 代 化 的 转

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

度和管理方法，再先 进 的 技 术 工 艺，也 会 在 传 统 人 的 手 中 变

成废纸一堆”，“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

副产品，而是⋯⋯先决条件”。

中国未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式的、旨在全面彻底塑造新

型人格的人的革命，在人的内心深处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格塑

造并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在我们这样

一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微弱的资

本主义积累的双重 压 力 之 下，首 要 的 前 提 是 民 族 解 放、政 权

统一［(］% +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 想，其 实 质 就 是 解 放 人 和

开发人。如今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对此问题的认识

加深。但是，这还远远 不 够。我 们 必 须 认 识 到，不 具 备 文 明

健康的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是不可能顺利

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稳健发展的［’’］。

" &" 继承传统、改造与更新

（’）承前启后继承传统。

中国近代以来甚至现在都有人鼓吹“全盘西化”，以为抛

弃了传统便会有出路，其实不然。任何民族文化都有优秀与

落后二重性，正如列宁［’!］所言：“每一个民族文化 中，都 有 两

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

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

列汉诺夫的 名 字 为 代 表 的 大 俄 罗 斯 文 化 ⋯⋯”中 华 传 统 文

化，优秀的一面占主导地位，如果不是这样，中华民族强劲的

凝聚力和生命力从何 而 来，他 的 文 明 史 怎 么 可 能 历 经 % """

年延绵不绝？有人认 为 西 方 从 文 艺 复 兴 发 展 起 来 的 现 代 化

只是继承了古希腊、罗 马 的 传 统，中 世 纪 是 个 断 层，“事 实 上

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 兴 的 文 明 比 一 般 人 所 认 为 的 有 更 多 的

共同点”［’*］，成为现代西欧各国体育形式胚胎的都是缘 于 中

世纪城乡群众 体 育 的 发 展［’,］。中 国 传 统 文 化，对 世 界 进 步

起过巨大影响，明清 之 际，欧 洲 耶 稣 会 士 介 绍 中 国 文 化 给 欧

洲，“⋯⋯本在说明彼 等 发 现 一 最 易 接 受‘福 音’之 园 地 ⋯⋯

不意儒家经书中原理，竟成为欧洲哲学家取为反对教会之资

料”［’,］’"%$，欧洲启蒙运 动 的 主 要 人 物，如 迪 卡 尔、莱 布 尼 茨、

狄德洛、伏尔泰、孟德斯鸠等都不同程度地倾慕中国文化，莱

布尼茨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伏尔

泰称“中国为最公 正 最 仁 爱 之 民 族”，“哲 学 家 则 发 现 一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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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曾呼吁欧洲人对中国“应赞美，惭愧，

尤其应模仿”［!"］!#$%。可 见，欧 洲 思 想 家 从 中 国 文 化，尤 其 是

儒家思想吸 收 养 分，成 为 他 们 倡 导 理 性 主 义 的 思 想 源 泉 之

一。如今，面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欧美各国面临社会

制度破绽、社会伦 理 崩 溃、人 生 观 变 质［!&］等 问 题，英 国 史 学

家汤因比［!$］指出“世界史的主导权，将从西方文明向非 西 方

文明转移⋯⋯以中国 为 主 轴 的 东 亚 文 明 将 成 为 未 来 世 界 的

关键”的情况下，发 展 中 国 社 会、体 育 的 现 代 化，怎 可 割 断 与

传统的联系。不仅不能割断，还应从中寻找更多养分。中国

人清净淡薄、朴实无 华，渗 透 着 的 真、善、美 是 我 们 永 远 取 之

不尽的精神养料；他 们 寻 求 天 地 合 一、身 心 统 一 的 生 命 观 是

世人研究的知识基 础；阴 阳 五 行、相 生 相 克 等 朴 素 的 唯 物 辩

证法是我们通用的真理。

（%）自我批判，发扬光大。

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文化发展

变化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而是在不断融合中外文化的过

程中创建中国的新 文 化 的［’］，现 代 化 并 不 等 于 西 方 化、全 球

化，而是国际化，我们不只是文化的“输入”，而是要在对自我

文化不断自我批判 的 基 础 上，使 之 不 断 发 扬 光 大。同 样，体

育的现代化，更是一个不断吸收优秀文化，改造旧有文化，并

使之最佳融合的过程。林怀民创造的云门舞蜚声国际，他的

作品就是深入地研究 中 国 的 古 典 与 台 湾 生 活 的 基 础 上 与 西

方现代舞融和的 结 晶。是“魅”的 原 始 文 化 和“去 魅”的 理 性

追求相互碰撞之果，是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批判与更新基础上

吸纳外来文化的成功典范。

中西体育现代化是 在 中 西 社 会 文 化 物 质、制 度、精 神 不

同时序下进行的，西 方 的 顺 序 是 精 神、制 度、物 质，而 我 们 正

好与之相反。中国体 育 现 代 化 缺 失 从 文 艺 复 兴 开 始 孕 育 西

方体育现代化的思 想 源 泉。实 现 中 国 体 育 现 代 化 的 途 径 是

人现代化的实现及对传统的继承、改造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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