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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新式体育传入为研究对象，以宗教与体育关系为逻辑主线，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

访谈法、对位解读法等方法，从普遍主义理论、文化互动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理论视角对“新式体育

与基督教何以结合”及“新式体育传播为何顺利”等议题加以审视、归因，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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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sports as object of study,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sport as logical thread, adopting methods such as documentary, 
experts interviewing, and counterpoint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ollowing top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al theory, functionalist theory, and the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Why it’s possible for western modern sports to be introduced along with Christianity?” and “Why 
western modern sports spread smoothly?” and came to corresponding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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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 

“现在的体育，都是过去体育的一切结果”[1]。本文试图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新式体育传入为对象，

以宗教与体育关系为主线，围绕两个核心问题——1) 新式体育以基督教为载体进行传播，它们之间为什

么能够形成这种关系？2) 总体上来说，基督教在近代中国遭遇抵制，而新式体育却受到欢迎，出现这种

不同结果的原因何在？——加以展开，以期帮助解决宗教与体育关系史的一些问题，并提高我们对近代

体育发展的理解和认识。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广泛研读宗教、哲学、史学、文化学、基督教与中国研究、宗教与体育交叉领域的中外相关文献。 

2.2. 专家访谈法 

采取开放式、非结构性的访谈方式，就论文的主要议题对国内宗教学、体育史与文化学、体育社会

学、体育哲学专家进行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电子邮件访谈。 

2.3. 对位解读法 

“对位解读法”是赛义德提出的作为超越东方主义毒害的一种阅读方法。该方法要求在阅读 19 世纪

和 20 世纪西方经典作品与帝国主义实践之间关系的时候，应将文本与其产生的社会语境做对等的阅读，

既要读懂写进文本的东西，又要读出被作者有意或无意忽略，甚至刻意排除在外的东西。 

3. 结果与分析 

3.1. 相反相成：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来华何以可能 

我国学界一直信奉体育与宗教本质对立的观点。那么本质对立的两个事物为什么能够走到一起并“相

反相成”呢？ 

3.1.1. 基督教与时俱进的包容性品格是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的理论前提 
基督教的普遍性。基督教的普遍性集中体现在它的普遍救赎论及与时俱进的理性品格。普遍救赎是

《新约圣经》的基本教义：“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种不分差序的兼爱使得基督教包容体育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 
基督教的世俗化。从神圣走向世俗是宗教改革的实质。宗教战争的硝烟每每用血与火的教训提醒人

们：任何宗教都面临生存压力，高高在上、拒绝宽容没有出路。宗教改革确认了平信徒皆祭司、基督徒

个人的信仰自由和日常生活的神圣性。所有这一切，都为基督教对体育的包容提供了神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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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社会化。在基督教走向世俗化的同时，17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贫困

和严重的异化，也促使基督教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工业化使得人口从农村迁往城镇，工人在肮脏的环境

下为了工资而艰苦劳作。人们的身体健康成了一个大问题，社会改革家(很多是神职人员)认为，如果让他

们参与到激烈的体育活动中去，他们一定会更快乐、更健康、更多产。这就为基督教对体育的包容提供

了时代条件。 

3.1.2. 对力的崇拜是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的心理基础 
“从外在符号体系来看，宗教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一套仪式和规则；但从内在社会心理而言，宗教实

质上又是源于人类对自身力所不及的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崇拜”[2]。弗雷泽认为，宗教是人类讨好超人

力量并祈求与之和解的手段。换句话说，宗教起源于人类对代表“强力”的神的崇拜，人类崇拜的与其

说是神，不如说是力。这一特征便注定了它与竞技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因为竞技运动实质上正好是“力”

的展示与较量、迷恋与追求。由此，竞技比赛得以成为宗教祭祀的一部分就获得了逻辑的自洽：神既然

是非凡力量的象征，那么通过力的展示与较量来祭祀神祇、取悦并与之沟通，自然就是再恰当不过的方

式了。诗人品达就曾说过：“神明都喜爱竞技，所以敬神最好是请他们看竞技”[3]。 
而作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积极倡导者和切实推动者的基督教青年会就遥继了这一传统：“基督教青

年会是什么？是一个人格教育的青年团契运动。世界上无论何种运动，都靠着‘力’；没有‘力’来发

挥和继续，这种运动便不免失去其永久性。所以青年会运动，一切的动向在培植青年整个的创作‘力’，

或者说能力。以德智体群四育的程序来养成青年内部不可见之‘力’，彻始彻终地贯注于这运动的中心，

使之成为有用之才，为社会服务。上海青年会之有今日，就因为他能注意这个‘力’的要点”[4]。 

3.1.3. 教会学校以身育心的教育实践是新式体育搭乘基督教之舟的实现路径 
在基督教所深入的各个社会层面中，近代教会学校的设立与体育的传播关系密切。新式教育的产生

主要有三条主线：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官方所办的语言与军事技术学堂；各地士绅主办或协办的科

技学堂或变通书院。在这三条主线中，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开办早、种类全、数量多、成效大。随着

基督教学校的设立，体育也作为教学内容出现在学校教育之中。 
让圣灵进入学生的精神生活，使其皈依基督教并养成基督化人格是传教士创设教会学校的初衷。基

督教教育关心学生的道德熏陶和人格养成，希望他们具备爱、奉献、诚实、自主、谦卑、勇敢、忍耐等

等基督教的美德。这正好与体育能够培养人的自主、勇敢、自我约束、忍耐等精神具有内在的契合之处，

使基督教教育借助体育来促使这些美德的养成成为可能。 

3.2. 无心插柳：新式体育传播何以顺利 

作为基督教教会“以学辅政”举措之一的来华办学和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社会福音重要组成部分的体

育事工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新式体育。这种影响固然重要，但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外部原因，如果没有内因

的作用，新式体育还是无法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内因的作用主要表现如下。 

3.2.1. 新式体育的传入给参与者带来了独特的身心体验 
基督教传教士将体育作为传教的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因为新式体育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给

人带来独特的体验。 
与体育参与者的接触使我们完全确信这种独特的心理体验在体育运动中经常出现。如径赛选手解释

说他毫无感觉地就从 A 点到了 B 点，因为他全神贯注于某个超日常、更深远的东西；又如国家级摔跤选

手毫不羞涩地将自己的垫上体验解释为一种与自然的完全融合，这种感觉使他超越了日常的时空。 
尤金·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射箭艺术中的禅宗》就可以充当理解体育作为激发终极体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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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秘的一手资料。“这种体验与宗教如此接近，以至于我们不能用其他的术语来对它进行描述。生命的

意义上升到最高顶点。它不止是兴趣或者着迷，它是一种不能为理性和身体所左右的动态的唯意志论……”

[5]。 
体育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心理，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那些不屈不挠

地进行训练的运动员，他们将其他一切抛之脑后，全神贯注于当前的体育参与之中。或者，我们也可以

看看体育参与是如何使人们克服对毒品、香烟甚至是暴饮暴食的依赖而追求更神圣的使命的。我们不会

怀疑当我们在严寒酷暑中挥汗如雨而产生的快乐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快乐，我们不会怀疑周一早上某位足

球前锋得知自己要参加某项重大赛事而嘴角上扬、踌躇满志，当我们观看博·杰克逊(Bo Jackson)对可能

的阻截队员非凡的躲避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质疑他表情的真实性……体育带来的改变太多太多、不

胜枚举，但改变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而且呈现出惊人的规律性。结果就是，所有的一切——态度、价值

观、参照系、人际关系、社会参与——都发生了变化。 

3.2.2. 新式体育的传入迎合了当时的尚武思潮 
身体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意义，是一个社会符号的标志系统。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历程，各种力量都试

图支配身体的生产与消费。“身体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充盈着政治敏感性

的场域”[6]。新式体育的传入并逐渐获得民众的接受，与当时身体观念的变化直接相关。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炮舰的轰击下空前式微，传统教育已无力支撑救亡图存的政治使

命。传统教育的重文轻武、学优则仕的功能无济于时艰。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撰文，认为中国走向衰败，

备受欺凌，“原因中的原因”，不外乎文风、风俗、教育、学派、体育、武器、音乐、国势“八端”。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柔弱文化也是深恶痛绝，认为国人之弱在于不倡武、轻体力，进而成为弱民，终至挨

打受侵，实为民族之大耻辱。他的《新民说·论尚武》，开宗明义地指出“柔弱文明，终不敌野蛮武力”，

认为非“尚武之国民”，无“铁血之主义”，将“无以立国”。 
社会名流的尚武思想，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社会关于“尚武主义”的言论和事迹充塞报端，

一些有影响的杂志也竞相摘录或转载此类文章，一时使尚武思潮蔚为大观，声势日隆。在这种历史背景

下，洋务派开办的西式学堂和军事学堂，引进外籍教师、讲授西式军事技术和军事体育。 

3.2.3. 新式体育的传入满足了当时的民族主义需要 
“事实上，在体育运动中，政治化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7]，民族主义与体育的关联

可谓情投意合： 
一方面，民族主义借助体育比赛来实现对大众文化的再造，使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自然的

惯习和内化的秩序。随着认识的加深，国人看到了体育的力量，在竞技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对敌人的

胜利多少抚平了些许真实战场上失败造成的创伤。如，早在 1908 年，民族主义就与奥运会织下了最初的

“中国结”。1928 年宋如海的观摩奥运，1932 年刘长春的单刀赴会所反映的恰恰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民族主义抬头过程中体育在振奋民族精神方面的独特作用。中国运动员在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上足球比赛

九次夺冠，篮球、排球成绩优异，得到国内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国人加深了对体育的了解，更看到了

体育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运动员的拼搏精神感染着每一位爱国者。 
另一方面，体育又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上的取向和基础。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

运动，本身也会不遗余力地发挥控制力与整合力，并将触角伸向任何可能的领域，包括体育。体育的这

种基础作用体现在：运动员是国家的代表和代言人；国际惯例根据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划分国家体育组织；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接纳的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也必须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组成。运动员是“不戴盔甲

的武士”，“在整个 20 世纪，体育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手中最有价值的武器之一”[8]。更有学者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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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体育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认同的媒介，主要原因在于体育英雄

们充当了国民“想象社区”的代表和象征。一国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可以作为该国在社会、政治、经

济方面具有优越性的隐喻[9]。 

4. 结束语 

基督教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中国近代体育风气之先，为新式体育的传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式体育入华的载体，离不开基督教与时俱进的包容性品格这一理论前提；离不

开体育与宗教对力的共同崇拜这一心理基础；离不开教会学校以体育心的教育实践这一现实路径。新式

体育顺利传播从社会个体的角度可归因于体育带给参与者的独特体验；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则可归因为新

式体育对当时尚武思潮和民族主义的迎合与满足。上述种种，最终导致基督教遭抛弃而新式体育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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