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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成果

中国“体育”概念词汇的历史源流考析

张　新1，廖　雪2，周　煜2，李佳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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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念是人们认识客体对象的思想结晶，是对客体事物一般属性和本质属性的概括总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形

成的“体育”概念将人们对身体运动的认识带入全新的空间。采用文献资料法和词源法，回到 19 世纪下半叶

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探究“体育”词汇的形成过程，追溯“体育”的意义嬗变。发现：作为在中国近代危难时刻

引入的新概念，“体育”原初的语义就是“身体教育”，被定义为教育学名词；随着中国近代体育的多元化发展，

“体育”概念的外延逐渐扩大，泛化为人类一切身体运动的总称，与体操、竞技、运动、运动会、运动家精神等下

位概念共同构成近代中国体育的概念体系。虽因原初意义与泛化意义的差别不时出现概念使用一致性的危

机，但这些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传导出中国人对体育活动的理性思考与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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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的许多重要概念词汇都产生于 19 世纪下

半叶和 20 世纪初，或者直接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而来，或

者借用“日本式汉语”的现成翻译。不管以什么方式融

入汉语体系，其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回音，是新

概念、新思维在古老东方文化中的落地生根。中国“体

育”概念群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中国人开始将这些语言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要素，深度思考人类特殊的身体运

动现象。对于东西方“体育”概念的历史源流，日本学者

岸野雄三曾做过系统的梳理，中国学者周西宽、韩丹、罗

时铭、杨桦、谭华、郝勤、任海、王广虎、郭红卫等也做

过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探讨。笔者力图从东西方体育概

念的演变和对比出发，再次爬梳近代中国体育概念体系

的来龙去脉及其表述维度，查考体育、体操、运动、竞技

等近代新词的流行时间，以及“体育”与“教育”“卫生”

等相关概念的交互影响，以此揭示“体育”概念的语义变迁。 

1　西方“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概念的

产生

中国“体育”词汇是译介、借用西方“体育”概念

的结果。按时间顺序，从古代起西方“体育”概念主要

名 词 术 语 依 次 出 现 的 是 竞 技 （ athletics） 、 体 操

（gymnastics）、运动（sports）等，而“身体训练”（physical
training）、“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文艺复兴

之后相继形成的词语，是西方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学

科发展和学校教育的产物，表明现代身体运动在生理

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支撑下，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实验科

学特征的规范性活动。中国、日本的“体育”一词最初

就对应译自“physical education”和“physical training”，

直接的词汇来源是英国思想家斯宾塞的专著《教育论》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因此，

简略了解西方体育术语体系的源流，理解对中国影响

最大的英语体育词汇的准确表意，是解释中国“体育”

概念语义发展的出发点。

“竞技”（athletics）是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体育词

语，据目前国外学者考证，公元前 10—前 9 世纪产生的

《荷马史诗》中就有“竞技”（athletics）一词的原型，包含

了奖品、较量等意思[1]。“体操”（gymnastics）则是在公

元前 5—前 4 世纪时出现的词语，在希腊文版的《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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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集》中可以检索到 13 处标准的“体操”用语，其中

一个章节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阐述

了用体操训练身体的重要性 [2]。相比而言，“竞技”

（athletics）比“体操”（gymnastics）出现得更早，说明作

为游戏高级形式的竞技运动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生

活，在原始文明时期的荷马时代就已经盛行。反之，作

为满足城邦时代公民普遍健身需求的一种社会建构，

“体操”（gymnastics）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

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体育的

美尔库里亚利斯在他的《体操术》一书中辨析了“体

操”与“竞技”的差别：“体操”是在一套理论指导下的

身体养护方法，目的是使人身心达到良好状态，促进身

体的全面发展，练习者为此目的要采用多个项目进行

综合练习；“竞技”运动员为了在竞技赛会中折桂通常

专攻一个项目，着重训练单项运动的核心素质，其中体

重是摔跤、搏击等重竞技项目决胜的关键因素，运动员

要通过强制性的大量饮食来增加体重。美尔库里亚利

斯批评这种畸形发展的运动现象时说：“为了增加体

重，不断向胃里充填猪肉、野羊肉、牛肉······，使职业

竞技者陷入病态。”[3] 实际上，希腊语“竞技”一词已

经直接表明了竞技活动的特性，其前缀词根“Athlon”

意为“奖品”[4]，与中国古代“赛锦标”一词中用“锦标”

代表锦缎等奖品的构词方式异曲同工，说明这类竞赛

活动参与者都有争夺奖品的行为动机。由此可见，从

古代希腊开始，就存在 2 种价值追求迥然不同的体育

行为：“体操”讲求身体的均衡发展；“竞技”着眼于取

胜而不是健康，着力训练超强的单项运动素质。

“运动”（sports）是中世纪英国流行的词语，从词源

上看，演化自 13 世纪出现的“disport”一词，用否定前

缀“dis”表示离开工作场所进入娱乐消遣状态，其语义

在中世纪意指多种娱乐消遣活动，到文艺复兴以后才

逐渐特指体育运动[5]。相比于拥有海洋屏障的英国，地

处欧洲大陆的德国因为战争频繁，特别注重国民的身

体锻炼。1811 年杨氏沿用中世纪骑士比武中的一个

德语专用术语“turnen”代替“gymnastics”，创立了“杨

式体操”，主要由攀缘、悬垂、平衡等器械体操配以徒

手体操、兵式体操等训练方式组成，讲求实用功效和纪

律服从，落脚于身体机能、技能的培训，发展成为风行

近代世界的德国体操体系。

“身体训练” （ physical  training）和“身体教育”

（physical education）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流行的

2 个体育词语。根据在线图书电子资源检索结果，英

国学者马尔卡斯特[6]1581 年在《儿童教育论》的文句中

开始用“training”一词来表述符合儿童天性的身体训

练； 1733 年法国学者杜博斯[7] 在法文著作《诗画论》中

使用了“身体教育”（éducation physique）。在西方近代

早期语境中，这 2 个词语的语义相近，可以互用。有意

思的是，斯宾塞 1859 年在《不列颠季刊》上以“physical

training”为题发表了论文，1865 年他将这篇论文收入

《教育论》作为全书第 4 章再版时又改标题为“physical

education”，说明此时“physical  education”用来表述

“体育”更加正式[8]。之后，这 2 个产生于儿童教育领

域的相近词语日趋分离，分别表达“  身体教育”  和

“ 身体训练” 的意思。

体育活动的多元性使得体育术语纷繁复杂。郝

勤[9] 从“形态+价值”的定义出发，将体育活动的历史

源流分为 2 种社会行为：游戏与身体训练。借用这一

视角，笔者把众多体育术语分化串联为两大类型。

游戏类术语包括游戏（play）、运动（ sports）、竞技

（athletics）。游戏源于人类游戏本能，与人类相伴而

生，除了身体游戏外还包括拼字游戏、猜谜游戏等。运

动（sports）则逐渐特指付出体力的身体运动，包括休闲

和竞赛类运动，后期因为竞赛型运动的社会能见度日

益显著，运动（sports）又侧重于表意竞赛活动，与竞技

（athletics）语义相近。这一类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游戏

玩耍，游戏活动的目的是享受过程的愉悦，竞技运动

则在一般游戏基础上发生了价值偏移，参与者通过体

能、技能的较量争取奖品、名誉等激励，具有追求结

果的功利性目的。身体训练类术语包括“体操”

（gymnastics）、 “身体训练”（physical training）、“身体

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等，人们习惯性地把这类活

动看作非对抗性的身体练习，在实施过程中讲求做了

几组练习、达到了什么样的身体锻炼效果。

西方体育概念词汇的发展从历史的时间线上呈现

了体育活动的形态变化：伴随人类历史的展开，体育活

动广泛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人群或投身

于竞赛游戏，或围绕军事、健身等需要进行身体训练，

是陪衬、补充生产劳动等例行生活的一种古老行为方

式。因此，体育最初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而作为教育

组成部分的身体运动的普遍推行得益于现代文明的

发展，尤其是中国、日本译作“体育”的“physical

education”一词，属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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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概念，是社会传承已久的“体操”与“运动”等固有

运动方式被引入身体培训场所的结果。 

2　中国“体育”概念词汇的译介与普及

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使上述体育新概念涌入东方大

地。现代汉语的绝大多数新词的出现都是为了表达近

代西方的新概念和新事物，这些概念在汉语文化圈中

都经历了一个词汇化（采用一个词来指称一个概念）的

过程。那么，众多的体育新名词是如何出现、定型并普

及的，最终编织了怎样的意义网络来解释人类的体育

现象，这是体育学术领域需要廓清的基础性工作。 

2.1　体操（gymnastics）实践与概念的词汇化

近代中国人最早接触并能理解的西方体育运动就

是体操。从 19 世纪中叶肇始，中国在军队和军事学堂

中就陆续开展了体操实践。然而，直到 19 世纪 90 年

代以前，体操的名称在中国都没有词汇化。在洋务派

军队中聘请西方职业军人担任教习，所用口令开始多

为英语、德语音译，士兵难以理解、记忆，后来为了启

用口令和术语的汉语译名，一系列的军事书籍被翻译，

其中涉及体操并且影响较大的书籍有《洋枪队大操图

说》（1868 年）、《陆操新议》（1884 年）等。查考这些书

籍的原文，均未形成“兵式体操”等后来的标准概念用

语，而是用“步伐”“列队之式”“走动操法”“泰西操演

之法”等短语或者描述性语言配以图示来说明具体的

队列操练方法。同样，1890 年译自英文的普通体操教

材《幼学操身》也未使用“体操”一词，该书图文并茂地

将当时的徒手体操和器械体操介绍得非常清楚，绘图

讲解了“木棍”和“两头铁锤”（哑铃）的器械练习，与

1887—1889 年访问日本的清廷官员傅云龙所记“体操

为学校通例······适见体操铃、棍二法”[10] 的见闻相印

证，说明木棍和哑铃是当时最流行的体操器械，只是在

中国还未形成标准化的称谓。

洋务运动之后，维新派人士开始关注体操训练。

康有为 1891 年创办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新式书院长

兴学舍时，没有“体操”一词可以借用，在他同年撰写

的《长兴学记》中用“枪”来代指体操，这是一门在校外

“择日学习”的课程。康有为将这门课程与先秦六艺

教育中的“射”“御”进行类比，认为彼此性质相同而

射、御“于今无用”，应该练习可以“经世通用”的新技

能，目的是培养国家的“干城”[11]。康有为在学校中设

置了“博文”“约礼”“干城”等学科的学长，协助教员

实施管理。 1901 年，梁启超在评述长兴学舍的文章中

直接将“干城科学长”的职责注解为负责“督率体

操”[12]64-66。可见，康有为在开办新学无所凭借的年代，

采用了“枪”“干城”2 个既有字词表意新式体操训练。

1896 年是“体操”这一词语在中国普及的节点性

时间。“体操”一词借用自日本的翻译，据岸野雄三考

证，日本早在 1873 年就将“gymnastics”统一翻译为

“体操”[13]23。显然，日本翻译分解了这个西语单词中

表意“裸体”与“训练”的 2 个语素，合成了“体操”这

一汉语文化圈的新词。中日之间汉字同根同源与表意

相通，使彼此很容易交流互鉴，至 1896 年中国也开始

普遍使用“体操”一词。梁启超在 1896 年发表的《变

法通议》文章中多处提及“体操”，并对日本的幼儿体

操课程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读：“一下钟复集，习体操，略

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师指授，操

毕听其玩耍不禁。”在梁启超的同一篇文章中，“教

育”还是一个没有流行的生僻词，以至于他在介绍日本

课程设置的“教育”名目后面特别加按语解释—

“言教授及蒙养之法”[12]1-63，而“体操”已经无须注解，

说明已经被国人普遍接受。

1898 年变法失败前的梁启超并没有去过日本，他

是从何处接触到“体操”一词的呢？原来此前黄遵宪、

傅云龙等人的日本游历见闻中已经介绍了“体操”，尤

其是黄遵宪 1887 年成书、1895 年刊行的《日本国志》

对维新派人士影响巨大，梁启超曾经通读该书并为之

作后序，所以“体操”一词通过这些记述日本风情的书

籍传递到了中国。同样是从 1896 年起，中国开始大量

向日本官派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除了学习相关专业知

识外都要学习体操。1899 年，四川省官员丁鸿臣去日

本考察时恰逢张之洞的子孙在此留学，他在记录他们

的学习状况时说：“张芗帅文孙、刚孙在此中学校，于

时亦负皮囊、习兵操初级也。”[14] 张之洞在黄遵宪《日

本国志》尚未刊行之前就读过黄遵宪的手稿，1899 年

或许由于亲属留学日本，张之洞对于“体操”的了解更

加深入，他同年上书朝廷对“体操”概念进行阐释：“又

体操一事，为习兵事者之初基，即与旧传八段锦、易筋

经诸法相类，所以强固身体，增长精神，必不可少。”[15]

无论以古代的“射”“御”还是八段锦、易筋经来

类比认知现代西方体操，“体操”一词 1896 年后已经

固化流行，并逐步以“器械体操”“徒手体操”“兵式体

操”等名词构成了体操的门类。 

2022 年 5 月　第 46 卷　第 5 期 原创成果

51



2.2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与“教育”概念的同时

传入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是比“体操”稍晚流行的

词语。在日本，“体育”一词的定型比“体操”一词晚，

到 1876 年才第一次将“physical  education”译作“体

育”，至 1886 年逐渐成为通用词语[13]24。在同时期的

中国，“教育”“卫生”“体育”等概念的翻译都还没有

固化，黄遵宪在 1895 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共

有 4 处提及“体操”，却无一处使用“体育”这一概念[16]。

深受《日本国志》影响的梁启超，在 1898 年流亡日本之

前只使用过“体操”一词，对于“体育”一词似乎并不

熟悉。

中日两国对“体育”概念的深度理解都得益于英

国思想家斯宾塞的《教育论》。斯宾塞不是“德、智、

体”三育观念的首创者，却是对中日影响较大的代表性

人物。1880 年日本译员尺振八就全文翻译了斯宾塞

的著作《教育论》，他将“三育”（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翻译为“心智教育、品行教育、体躯教育”[17]。

至 1886 年，有贺长雄在其所著的《标注斯氏教育论》一

书中正式将“三育”翻译为“智育、德育、体育” [18] 。

1882 年，中国留美学人颜永京以“肄业要览”的书名翻

译了斯宾塞《教育论》的总论部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知识”，翻译内容尚未涉及斯宾塞著作第 4 章“论体

育”。由于斯宾塞英文原著的总论部分没有出现

“ physical  education”一词，文内只有一处使用了

“physical training”，加之颜永京采用创作式翻译，故难

以查证译著中的汉语对应译词。不过书中内容已经涉

及体育，颜永京用“嬉戏”“养身卫身之计”等传统术语

来指称身体运动[19] 。1895 年 3 月开始，严复通过发表

《原强》等文，加上 1897 年在其所译《天演论》中的按语

备注，重点介绍了斯宾塞的教育学说。严复造词讲求

音韵，文体接近骈文，尽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朗朗

上口流行一时，但将“卫生”译作“保身”，将“教育”译

作“明民”，并未作为标准概念用语流行。特别是严复

将“三育”学说译作“民智、民德、民力”，发出了“鼓民

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时代呼唤[20]，影响了当时的一

代中国人。但作为概念用语，严复的翻译偏于“古雅”

而难以普及，后来严复在他自己文章表述中也改用了

“体育”一词。

1897 年，中国出现了“体育”一词。康有为

1897 年完成编撰和刻印《日本书目志》，在第十卷“教

育门”中列有一册由毛利仙太郎、神保涛次郎合著的

《体育学》书目[21]。康有为本人当时并不通晓日语，主

要依靠其女儿康同微帮助翻译。在此，已经采用了“教

育”“体育”的标准译词。日本的快速崛起使中国人倍

加关注，随着游学日本的人员和相关译介的增多，一时

之间形成了“西学东来”的局面。1898 年，姚锡光接受

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专程赴日本考察学制和学校选材

授课之法，回国之后所著文章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

较大影响。姚锡光 1898 年 6 月在《时务报》发表文章

《日本各学校规则》解释说：“日本教育之法，大旨概分

三类，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故虽极之盲哑，推及女

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22]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

间，开始在多篇文章中使用“体育”一词，1901 年在《南

海康先生传》中通过文字和图标明确表达了德育、智

育、体育三育并重的思想[12]66。同年，朱树人在《南洋

公学蒙学课本二编编辑大意》中说：“泰西教育之学，其

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

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

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23] 在此，又将“体育”作为

“卫生”的关联概念进行定义解读。 1902 年项兰生以

“岚僧”的笔名在《杭州白话报》分 8 期翻译了日本作

者西川政宪的《国民体育学》，体育的概念词汇日益普

及[24]。在洋务派重臣张之洞 1904 年撰写的《学堂歌》

中出现“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 [25] 的歌

词。可见，“体育”由此逐渐成为官方接受的流行

用语。 

2.3　竞技运动（athletics sports）话语体系的建构

竞技运动（athletic sports）是近代英美国家风行的

体育活动方式，主要通过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传入

中国。相关的英语单词在中国出现较早，《字林西报》

1868 年 4 月 21 日就有一则以“The Athletic Sports”为

题的报道，介绍了旅华西方人一场比赛的跳远、跳高等

项目成绩[26]。有中国人参与的运动会早期主要在学校

开展。1879 年美国圣公会创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是

举办运动会最早的学校，自 1890 年起，学校就每年

定期召开运动会，学校创办的双月刊杂志 St.  John's
Echo 持续报道了这些竞赛活动，例如，1891 年就以

“SPORT RUN”（赛跑运动）、“HIGH JUMP”（跳高）等

体育名词术语记录了优胜者的姓名和成绩。遗憾的

是 St. John's Echo 1905 年才出中文版，因此，在这之前

看不到相关报道对应的中文译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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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埮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将“运动”“竞

技”“运动会”等体育词语都列为从日本引进的外来

词，从现有资料看，事实也的确如此。查阅李鸿章、张

之洞等洋务派人物早年涉及体育活动的文献，均未将

“运”与“动”连用形成概念性词语。1886 年由李鸿章

作序、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西学启蒙十六种》丛

书中的《希腊志略》，将“Olympic Festival”和“Olympian

Games”对译成“俄伦比亚会”，没有使用“运动”一词[28]。

日本使用相关词汇的时间较早，至少 1887 年中国外交

官员傅云龙游历日本时就已经广泛使用。在傅云龙后

来撰写的《游历各国图经》一书中就出现了“帝国大运

动会”“胜者之金牌”等体育概念用语[10]。到 1904 年

前后，“运动”“运动会”等已经是中国传播度较广的通

行用语。上海的杂志《女子世界》1904 年以“大运动

会”为题，报道了“日本女子大学第四回秋季大运动

会”的盛况[29]。这个时期众多新式学校陆续开始定期

举办运动会，1904 年保定师范学堂、1905 年京师大学

堂都在其学校运动会的文告中使用了“运动会”这一

标准用语。

日制汉语的新概念造词偏爱从中国典籍中寻找词

源，如“运动”取自董仲舒《雨雹对》中的“运动抑扬，更

相动薄”[30]，由此很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接受。当然，

中国古代已有一套游戏竞赛类的体育词汇，例如“玩”

“赛”“游嬉”“赛锦标社”等，与西方“运动”系列词汇

的表意相近，可以互用。于是在中国运动比赛的报道

中就出现了“锦标赛”“赛会”“夺标”“折桂”等本土

习惯用语与“运动”“金牌”等日本借词夹杂使用的状

况。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代运动竞赛的发展，一些反映

运动精神的词汇也开始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并逐步完

善了其翻译。“Sportsmanship”被意译成“运动君子精

神”“运动家精神”，“fair play”被林语堂音译为“废厄

泼赖”（公平竞争），说明中国近代形成了一套表述“运

动”行为实践与精神价值的话语体系。 

3　中国“体育”概念的本义及意义嬗变

近代西方概念译词一旦融入中国的语言知识体

系，就可能脱离原来对应的西语词汇，衍生出新的语

义。中国体育概念词汇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在本源意义之外又附加新义，发生了意义的连续嬗

变。人们不断改变概念定义的目的是更好地从主观上

去命名和解释外在体育现象的变迁。 

3.1　“体育”的原初定义及其与“体操”“运动”之

关系

中国“体育”概念始发于“physical education”，而

斯宾塞所论“体育”主要针对初等教育体系中的儿

童。中国近代自严复的翻译肇始，就将“体育”范围扩

大到了全体国民，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应对环境压力的

警醒与努力。所以，早期“教育”“体育”的定义背后都

充满了民族竞争的社会进化论思想。1915 年中国出

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国语辞典《辞源》就将“教

育”定义为：“助人类之发达，以适于世界进化之作用

也。”《辞源》将“体育”释义为：“教育学名词，所以辅

助身体成长发达者。” [31] 1915 年蔡元培提出的“体

育”定义为：“体育者，循生理上自然发达之趋势，而以

有规则之人工补助，使不致有所偏倚。”[32] 归纳近代

中国众多“体育”定义的表述，均将体育看作是一种后

天人为的活动事项，即按照先天自然的生理结构，有计

划地通过身体运动促进国民身心健全发展。这些“体

育”概念的原初定义界定了体育活动的性质和范围，

“体育”是立足国民教育目标所开展的身体运动的

总称。

那么“体育”与“体操”“运动”之间又是何种关系

呢？特别是 1922 年学制改革之前，中国学校体育课程

均称作“体操科”，很容易让人误解“体操”当时为“体

育”的同义词。事实上恰恰相反：一方面，自 1901 年

起，“体育”与“体操”二词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日益普

及且并行不悖，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均在一篇文

章中同时使用了这 2 个词，二者表意不同可谓一目了

然；另一方面，课堂上教习体操也不是中国的特例，在

1918 年“一战”结束之前，无论日本还是美国等西方国

家，在学校课程中进行体操教学几乎是国际通例，甚至

连上海圣约翰这样以课外竞赛运动出名的教会大学，

1895 年之后都要求学生按时参加早体操和军事训练

课，进行兵操、哑铃操以及持枪练习[27]。1915 年，孙掞

在《体操要义》一文中阐明“体操”“运动”的词义实指

具体的课程名称与身体运动方法，他说：“视为正科者，

即为体操科。体操科者，即学校体育中练习身体之一

种方法。若以此体操科命之为身体练习之课业，其名

称也殊适当。”孙掞同时认为课外体育运动也不可或

缺，体操课程教学与课外运动游戏相结合，可以实现学

生身体“完全发达”的目的[33]。“一战”后，德国衰败一

时，德国体操体系的弊端遭受非议，英美国家的国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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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占据上风，盎格鲁-撒克逊的运动体系由此成为世

界主流体育项目，并以竞赛为核心形成了覆盖全球的

赛事体系。受到世界体育潮流影响，1922 年以后中国

“体操科”更名为“体育科”，运动游戏项目进入了学校

体育教学的正课。可见，“体育”是揭示身体运动属性

的“形而上学式”的抽象概念，“体操”与“运动”则是

形而下的具体概念。简单而言，人类的一些具体运动

形式自被创造出来后，逐渐体系化和模式化，具有了历

史的传承性，使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按固有规范进行

习练。“体操”和“运动”即被包纳到近代中国“体育”

概念的范畴，成为辅助“身体教育”的具体运动方式和

练习手段的称谓。

取自于汉语字库的“体”与“育”二字，合成之后被

赋予了现代语义，逐步在西方原初概念的基础上加入

了中国人自己的主观理解。 “体育”一词也逐渐脱离

了“physical education”的原始对应译词，“athletics”和

“sports”也时常被译作“体育”。例如，1914 年前后成

立 的 相 关 体 育 组 织 “ St.  John's  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被汉译为“圣约翰大学体育协会”，“East
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被汉译为“华

东六大学体育联合会”[27]102-106，显示了“体育”一词在

中国语言体系中的泛化使用。 

3.2　“体育”概念与实践的疏离及变化趋向

对比东西方“体育”概念生成的历史进程，中国近

代“体育”概念经历了一个逆向生长的过程。由于在

西方社会生活中历史久远的运动游戏传统，加上古代

军队、体操家、骑士贵族的身体训练传统，在学科

发展和学校兴盛的 18 世纪交汇形成了“身体教育”

（physical education）的概念。近代中国则是基于“强国

强种”的强烈愿望，高倍放大了“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的观察视角，成为近代中国人理解身体运动

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国近代的“体育”概念明显带有目的论色彩，把

一切身体运动都纳入了国民身心培养的总目标。这样

的主观理解，为提倡体育运动形成了强大的理据和社

会共鸣，表明近代中国人在教育、卫生、生理等新学科

思维的引导下，对人类身心极强的教育可塑性有了清

楚的认知，使体育运动超越其古代形态成为制度安排

和公共事业。但体育单一功能属性的强调与外在事物

的对应关系产生了疏离，作为教育范式的“体育”无法

囊括身体运动广泛的社会性存在，“运动”的价值内涵

就往往超越“体育”本义的框架边界，产生概念使用的

矛盾与冲突。1915 年，蔡元培曾经评论学校体育运动

员专攻某一项目的现象：“而专门演习，则生理上一部

分偏于发展，而其他部分不能与之适应，失体育之本义

矣。”[34] 显然，蔡元培是从身体平衡发展的标准出发去

批评竞技运动员的行为背离了体育本义。事实上，近

代中国已有人意识到了定义与现实之间差距，鹤镇在

《运动竞技之传统》一文中就说：“并非所有现代化的竞

技组织，皆具有教育的目的，例如职业化的运动和竞赛

显然是在达到商业的目的······”[35] 近代中国人在体育

实践中已经感受到了“词”与“物”不对应的困惑。

一个时代的“体育”概念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体育

现象的理解。体育活动客观上是一种多元的社会性存

在，在不同的社会场域有不同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指

向。中国近代“体育”概念始发于国民“身体教育”的

驱动，在“人类体能性身体活动”的广义概念中加上了

“教育”的前缀限定。然而，“体育可以作为教育的一

种形式与资源，而非先天便隶属于教育，二者不存在包

含与被包含关系”[36]。因此，中国近代“体育”概念的

内涵变化是从狭义向广义延展，因为人们总是试图把

合适的名词赋予给被表象的事物，面对外在事物的不

断变迁和发展，“体育”的语义也随之嬗变。1944 年，

袁敦礼在《谈谈体育一词如何解释的问题》一文中针对

“体育是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这一

观点的局限，提出了“从身体活动中来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的概念[37]，这一细微变化虽然没有

翻越教育学名词的藩篱，但内涵更加宽泛，意图加强职

业化、商业化社会体育的教育价值。到 1952 年国家体

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采用了“体育运动”一词，对外

的英语名称中突出了“sports”的位置。究其缘由：①国

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竞

技体育加入以奥运会为核心的世界运动竞赛体系；

②国际权威体育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sports”作为身

体运动的上位概念，“体育运动”表达了中国与国际接

轨的意向，也拟通过这样一个复合名词涵盖人类身体

运动的多维价值指向。时至今日，人们只要在中国语

境中用口语说“这个人喜欢体育”，听者就会明白其

意，并直观地浮现出此人生龙活虎喜欢运动的形象，约

定俗成且不会产生歧义，说明“体育”已超越教育领域

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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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起点，人们在概念的基础上建

立起解释外在事物的知识网络。近代中国人从国民

“教育”和“卫生”的本旨出发认识身体运动的价值内

涵，进而抽象出“体育”这样一个上位概念，把“体操”

“运动”“竞技”等一系列身体活动用语都集合到该词

语的名下，形成了表意身体教育活动的概念集群。但

国民身心塑造的单一表述维度无法涵盖身体运动事实

上的多维价值取向，其中竞技运动的价值追求就超越

了狭义“体育”的边界，运动竞技除了间接衍生的身心

锻炼功能之外，更多展现了消遣、竞赛和社交的功能，

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公平竞争”“为国争光”等价值意

义。尤其是国际运动竞赛与职业竞赛表演的日益繁

荣，改变了体育的实践样态，使中国的“体育”概念逐

渐从原初狭义的教育学名词向表述整体社会体育现象

的广义界定转化。最终，人们不仅把促进身体均衡发

展的身体练习活动看作是“体育”，也把有益心智健

康、融洽社会交往的运动消遣或在各级竞赛中夺标的

体能活动均看作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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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of Wushu Sanda

LI Xinhou

Abstract：Based on the alienation theory of Marxism,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of Wushu Sanda is analyzed,
such as the alienation between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and athletes, the one between human relations, and between
Sanda athletes and their initial motivation for Wushu practice. The major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include the
softening of moral restraint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over-worship for the pursuit of "gold med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unsound  competition  regulation  system.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adhere  to  the  ethnic  spirit  of
"being vigorous, self-improvement and social commitment", and the "root" and "soul" of Chinese Wushu culture;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  and  education  to  form  a  multiple  dimension  of  "all-round  human  cultiv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ng role of Wushu culture, which helps to shape the athletes' moral awareness and
complete  personality;  promote  "Wushu  rule  by  law"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ushu Sanda. The references are provided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mbative Wushu events.
Keywords：Wushu Sanda; alienation; Wushu culture; cultivation; Wushu rule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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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Origins on the Lexical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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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cept  is  the  thought  product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an  object  and  also  the  summary  of  the
general  and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object.  After  the  Opium War  of  1840,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ame  into  being  in  China,  which  brought  people's  comprehension  to  physical  movement  into  a  whole  new
dimensio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etymology, it goe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wor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ce  its  meaning
evolution.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original semantic mea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a new concept introduced to
modern China at  the time of crisis,  was "the 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  defined as a pedagogical  term. With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  in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seen  changes  in  the
meaning of  expansion,  implying a  general  term of  all  human physical  activities,  forming a  conceptual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together  with  subordinate  concepts  such  as  gymnastics,  athletics,  sports,  games,  and
sportsmanship.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generalized meaning has caused the
crisis of consistency in the use of concepts from time to time, the rational thinking and value judgment of Chinese
people on physical activities are conveyed by the words of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Keywords：physical  education;  concept;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  gymnastics;
athletics;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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