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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racing the origin of sport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develop the sports. The current re-
search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sports through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and the method of 
logical reasoning. This paper puts sports in the earth 4.6 billion years’ evolution of species to dis-
cuss its origin i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and redefine sports on a broader dimension. Re-
search shows that sports are a process which life changes its fitness of “feel” or “response” through 
body action. Sports originate between the birth of the perceptual cognition and the rational cogni-
tion, and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origin of sports is not behavioral agent 
who creates it, but a “byproduct” during the surviva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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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追溯体育起源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体育和发展体育，本文使用文献资料调研法，逻辑推理法

对体育的起源进行了再探讨。以物演论的理论视角，将体育放到地球46亿年的物种演化史中考量其起源，

并以这个更广维度对体育进行观察并给出此维度下的概念。研究表明：体育是生命在身体活动中“感”

或“应”适应性改变的过程。体育起源于感性认知的诞生与理性认知的诞生之间。体育起源加速了人类

文明的进程。体育的起源不是行为主体创造了体育，而是行为主体在生存博弈中产生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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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从达尔文开始，“进化论”学派的学者相信生物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在

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并且遵循着一定的原则[1]。然而“物演论”将视野放得更加广

阔，认为这个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沿着一条单一的时间线逐步演化而来，任何一个时空的任何一个物种

都不是凭空而来，它必有其产生的前因后果。 

当前对体育起源有很多种假说，但这些假说都跳脱不开一个范畴，即体育是人类独有的，并且起源

于人类活动[2] [3] [4]。得到这样的结论大概源于他们在考量体育起源时取用的尺度仅限于人类的历史进

程。但须知，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人们观察事物的尺度的扩大。比如人用

肉眼观察天地，得出地心说；用望远镜观察天地，得出日心说；后来观察的尺度不断变大，才知道原来

太阳系外还有银河系，而银河系在宇宙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据此，本文试图站在一个更大的观察尺度，

将体育放入 46 亿年的地球物演进程中去再讨论它的起源，以期更加接近体育起源的客观事实。 

2. 体育的“存在” 

王东岳先生在其专著《物演通论》中将诸物存在的先衍和后衍分为三个阶段：自然存在、精神存在

和社会存在[5]。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自然存在是客观存在物，具有质量或能量属性。精神存在是

自然存在的后衍物，是自然存在演化出感知能力后具备的特殊属性，精神存在不能脱离自然存在。而社

会存在是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共生物，是物种演化的高级表达。 
从空间维度来看，体育的存在无法脱离自然存在而存在，体育的本质是自然存在物的一些特定行为

的集合，是一种质量物体的能量活动，脱离自然存在物，体育则没有了相应的载体，变得毫无意义。但

很显然体育这个概念不是自然存在物，没有存在质量或能量的观念中的体育是某一时间上人们理性思维

当中的一个概念，是对一系列自然存在行为的认知归纳，并且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当今体育

学科研究范畴横跨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也从侧面印证了体育存在的多元属性。因此，体育本身的

存在属性可以归结为是自然存在物的一系列的生物活动行为，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体育这

个概念则属于精神存在和社会存在。 
在精神存在中，已知的有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两种认知属性，在这个地球上，目前概念一物是具备

理性认知的人类所独有的，这足以证明体育的概念这一精神存在起源于人类。然而，从时间的维度去看，

体育的概念毕竟是后衍物，就像人类在意识到“生产”这个概念前，已经从事了几万年的生产劳作，体

育本身存在一定先衍于对体育的认识。至于体育的本身比体育的概念先衍了多久，体育的本身存在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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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于人类，还要回到物演的时间序列中去考证。 

3. 从物到人的演进过程 

地球上，事物到人的自然演化从时间上经过了以下几个关键阶段：首先天地间是自然物通过原子电

子等微粒之间的感应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随后反应中出现了最初级的生命——单细胞生物；由于生存

环境的变化，初级生物必须通过扩大其感知来获取生存资源，其中的一部分不得不代偿衍生出许多的感

受器，于是产生了多细胞组合的生物体(大部分植物)；多细胞组合的结构必然造成了生物体的不稳定性高

于单细胞结构，为了续存，部分生物应答能力就此产生——即生物的活动能力(这构成了体育存在的基础)；
当生物同时具备了感应能力和活动能力，面对危险而复杂的世界，一部分生物演化出最基本的条件反射，

继而产生了感性认知；感性认知的产生使生物有了精神属性从而拥有更加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更大的活

动半径，并且开始出现了情绪、学习能力和简单社会；而后随着学习能力不断的拓展以及社会结构的不

断复杂，有一系生物演化出了理性并创造了文明，即人类。然而在物种演进的任一时间所构成的空间中，

有的物种在一定环境下进行了演化，有的物种由于没有演化的条件或与环境保持着高度的适应和稳定度，

任然保持在先衍的状态。因此我们的世界在空间上共存着先衍和后衍的物种，这也为物演论的观察和考

证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 
从物性到人性，惰性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属性之一：若不施加一个不可抗的外力，自然物是绝不会移

动半分的；后衍的物种亦是如此，若不是为了在环境中的续存，它们也是不愿意消耗额外的能量对原本

的状态进行改变的[6]。因此从人类这一系演化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事物演化的起因总是为了生存的延

续而不得已克服惰性主动求变，演化的方向总是向着感知和应答能力的不断增强而代偿演进，即：后衍

的物种比先衍的物种具备更强的感知认知能力和运动应答能力。 

4. 体育起源的前因 

正如物演论的世界观，没有事物是凭空出现的，体育的起源一定有其必然的因素和条件。并且在事

物演化的过程中，往往越趋向于圆满和适应的物种越趋向于稳定和不变，而看似越残缺和不适应的物种

越趋向于所谓的“进化”，这种“进化”不是主动的、自发的，而是为了生存的不得已而进行的代偿性

改变。这种例子在生物进化史上比比皆是，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就得到了论证[7]。那么，考证

体育的起源，就有两个前因需要明确：第一，体育的起源一定要有必要的条件保证，第二，一定有某种

事物或某种力量在推波助澜，逼得体育不得不产生。 
先从体育产生的条件说起，首先，物种产生应答属性是体育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在物种产生

应答属性之前的先衍过程就没有必要进行讨论。当物种演化出应答属性，就具备了运动的能力，然而最

初的运动形式是非常简单的动物本能，比如水母在海水中的游动，既不是学习而来，也没有目的性，单

纯是对环境做出的最基本的应激反应，这种原始反应在人类身上也有体现，比如牵张反射等。而最基本

的反射活动是非主观的应答，因此体育不可能起源于物种演化的这一阶段。紧接着，生物随着简单应答

的发生开始活动，有一部分生物就在非主观的活动中突破了原本的生存环境，进入了新的生存环境，产

生了新的不适应。先衍物种面对环境的不断复杂，生存挑战不断加剧，维持续存下来必须发展出更加高

级的感知能力。随着感知能力的发展，后衍的物种能从客观存在中提取更多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能分辨信息的物种无法续存，而能够从大量感知中提取有效的利己信息并做出正确应答运动的物种往

往得到衍存，感性认知和知性逻辑出现在这些物种当中，它们已经具备简单的学习能力，并且有些种群

形成了社会的雏形，例如蜜蜂和蚂蚁。从物演的规律来看，“感”和“应”的属性往往是同步发展的，

因此具备了感性认知的物种一定也具备了良好的运动应答能力，并伴生出简单学习能力，对利己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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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分辨能力，这恰恰已然构成了体育起源的条件。那么，在物种演化的感性认知阶段，体育是否具备

产生的必要性呢？ 
体育的一大特征是行为主体克服惰性进行有目的的身体习练，那么其起源一定存在一个起因让物种

不得不克服惰性消耗额外的能量通过有目的的身体练习来保持续存。上一段论证了体育起源的条件是物

种在演进中具备感性认知和知性逻辑，那么遵循时间的单向性，先衍于感性认知的一系列过程则不必讨

论。问题在于，感性认知和知性逻辑是否能迫使体育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物演论不相信突变，它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通过一步一步的演化而来。事实也确

实如此，即使是生物大灭绝这种物种演化史上的剧变，也是以万年为单位才最终完成的[8]。同理，感性

和理性不是某一天突然冒出来的，它们一定经过漫长的酝酿、萌芽、发展才最终形成，体育也亦然。具

备感性认知的物种已经有了相对较强的感知能力，并且能在感知到的众多信息中进行筛选来趋利避害，

这对食物链上层的捕猎者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感性认知的出现无疑增加了猎食的难度，这时候猎

食者有两种选择：离开原本的生存环境去猎食更加容易获得的物种，或者通过观察、练习、实践来提高

捕猎技巧。而后者，已经展现出体育的雏形。因此体育产生的土壤一定是猎食者与被猎食者在长时间的

生存博弈中渐渐形成的，但目前我们仍然不好确定动物猎食者的玩耍嬉戏与身体练习是有意识而为之还

是出于动物本能，所以如果妄下定论体育起源于人类之前的具备感性认知的猎食者未免有些不够严谨。 
那我们再来看看原始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创造辉煌的文明成果，是因为人类独具理性，然而在理性

产生之前，原始人类与世界上大部分的物种就开始分道扬镳了——我们使用武器来获取生存资源。使用

武器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它一定不是人们生来就会的，而是一种使用肢体以外的自然存在中的质量和

能量来获取生存资料的技能，需要学习、练习才能掌握。原始人一定已经开始从事有目的的身体练习来

学习和传承技能。所以，不论还未具备理性思维的原始人有没有认识到体育，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最初的

体育活动和练习了。 
综上，从物演的时间序列中看去，体育起源于感性认知出现之后和理性认知出现之前。那么，体育

起源的前因归结为一点则应是：自然物种感性认知的出现。 

5. 体育起源的后果 

对于体育起源的后果，在这里只讨论它对人类产生的后果。因为第一如前文所述我们无法确定体育

是否起源于具备感性认知的猎食者，第二是这些感性动物如果有体育，也应该是它们除了本能之外唯一

具备的生存本领了。比如某些动物在人的训练下掌握了各种各样的花式技能来取悦人类以获取生存资料，

客观上这样的训练过程不能说不是体育，却实在不值一提。但是对人类而言，体育的起源确实产生了极

为深远的影响。 
在远古物种之间的生存博弈中，追求的无非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生存资源，而对于生物来说，

最不能承受的代价莫过于死亡。我们不妨回到当时当地去揣测一下原始人在面对生存博弈时的选择。最

开始，一个聪明的原始人可能在与其他物种搏斗中生死存亡的瞬间操起了手边的一个自然遗落的树枝或

尖利的石头将猎物击杀，从而开始使用武器。由于能使用武器，他的生产效率高于其他同类，死亡威胁

也大大降低，从而受到异性青睐，繁殖后的子代为了延续这种优势，也开始学习使用武器。随着时间的

推移，不会使用武器的原始人被自然淘汰，而会使用武器已经成为族群中的常态。这时，使用武器的技

巧高低则是决定生产效率的关键所在了，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和性资源，如何提高使用武器的技巧

成为原始人最重要的课题。自发的体育活动应然而生，虽然进行体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从事生产

之外的能量，但其能够降低生产过程中死亡的风险，在死亡和耗能的博弈中，从种族衍存角度来衡量，

选择体育是更符合利益的做法。这也帮助了原始人克服生物惰性，在练习使用武器和生产实践中不断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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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发现了更多使用武器的技能。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这个观点：假设原始人正常生产生

活的生存效度 S = 1，在狩猎生产中的死亡率 D ≈ 0.3，那么参与狩猎的原始人的总生存效度 R ≈ 0.7。当

原始人开始身体习练，正常生产生活的能耗加大，生存效度下降，S ≈ 0.9，但同时，狩猎死亡率降低 D ≈ 
0.2，这时总生存效度 R ≈ 0.72，较之 0.7，总生存效度提高，族群得到发展。并且随着技能的提高，死亡

率 D 降低，总生存效度 R 越来越高，相反，如果技能水平下降，提高死亡率，总生存效度 R 则会越来越

低。 
因此为了种族续存，技能的有效传承便尤为重要。尤其是狩猎技能和狩猎的分工合作逐步复杂，简

单模仿已经没法进行有效传承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音节来表意，于是语言开始萌芽。随着生产工具的

进一步复杂，原始的生产工具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于是手工业开始萌芽。生产工具的革新带动生产

力进一步提升，产生了剩余资源，人们有了交易的需求，商业、文字、社会、理性都逐步开始萌芽，而

这些一系列伟大的文明成果，在最初，客观上可能都是为了体育而发展出的衍生物。因为在原始部落时

代，体育是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减少死亡率并保障种族衍存的主要途径，可能是当时所有人类活动的重心

所在。当前出土的原始人洞穴壁画中以人物狩猎动作和场景占大多数也能佐证这一观点[9] [10]。 
以上种种，是体育的自然存在属性带来的后果。须知体育还同时具备精神存在属性和社会存在属性，

而人类文明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其内涵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这两个文明维度传承的方式不

同于物质文明的步步演进，而是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来实现。从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三个维

度去再考量教育的本质时，可以推测，教育源于体育，并且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身体教育：教育源于体

育，按照物演序列中的先衍和后衍，人类的适应性改变首先从自然存在的适应性改变开始，而后才是精

神存在的改变，因此体育先衍于教育，教育是相对于体育自然适应而后衍生的精神适应的衍生产物。一

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身体教育的观点则对应精神属性离不开自然属性而单独存在，教育的对人的改造过程

客观上仍然是对人大脑中记忆、逻辑、决策等能力的改变，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训练改变大脑的内部工

作构造从而达到教育效果，与体育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作用于大脑，一个作用于身体。但归根结底，大

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 
体育的起源就像煽动翅膀的那只小蝴蝶，带来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大风暴。可以说，体育起源的后果

就是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6. 体育起源的“副产品”性 

借用郑也夫先生在《文明是副产品》一书中的观点，体育在起源的过程中，脱离不开“副产品”的

属性[11]。 
一如前文所述，物种的惰性是其固有属性，而体育的产生必须依靠行为主体克服惰性主动进行身体

练习。而主动进行身体练习是要额外消耗许多能量的，在生产资料不发达的远古时期，额外消耗能量的

行为无异于加速死亡的进程。然而在死亡和获取生存资料的博弈中，原始人类由于主动的身体练习和技

能练习能在狩猎中大大降低死亡率，因此从总体的收益来看，进行体育锻炼的收益大于不进行锻炼。但

是，当原始人在从事身体练习，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是体育，也不会意识到锻炼和

技能的练习可以增强体质，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原始人进行体育活动的初衷只是知道这样做能够更好

地维系生存并减少风险。因此，体育的起源可以说是原始人为了提高生存生产收益而产生的“副产品”。 
不仅体育最初的起源是“副产品”，当代风靡的体育项目，体育后衍出的无数变种大多也跳脱不出

“副产品”这一行列。诸如球类运动的起源大部分都是游戏，后来随着规则和参与人数的变化，演化成

如今的球类竞技运动；冰上运动项目往往起源于高纬度地区人们出行的需要；散打武术等搏击类项目起

源的初衷往往也是实战需要；就连体操这一与体育相关度可能最高的体育项目，在产生之初也是以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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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作用于祭祀仪式[12]。 
体育起源，或者说体育的创新，不是人们需要体育所以创造出了体育，而是在面对其他生存挑战或

者生活需求的时候，为了解决当下的困境或满足当下的意愿时，寻求一种不得已的代偿行为。而体育，

甚至文明，正是这些代偿行为产生的“副产品”罢了。 

7. 体育起源和概念的再探讨 

行文至此，仍然有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没有阐述，就是体育的概念。如果没有厘清体育的概念，那

前文只能是白费功夫。当然，在体育学界，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维度考量体育并给出了概念，这些学者

有一个共同点：观察并且定义的维度仅限于人类本身[13] [14]。须知，观察的尺度变大，考量的维度更广，

得出的结论便会更加接近于事物本身的客观事实。本文所借用的物演论的观察尺度是地球 46 亿年的演化

史，在这样的尺度下，拟将体育的概念定义为：生命在身体活动中“感”或“应”适应性改变的过程。

在这个概念中，“感”指的是感受感知能力，“应”指的是运动应答能力，“适应性”指的是主体在某

一环境中“感”和“应”的协同工作状态。为什么使用“改变”而不使用“增强”，是由于主观上我们

虽然愿意通过身体活动增强“感”和“应”，但也有在体育中受伤等事与愿违的状况发生使客观上“感”

和“应”衰减。 
总结全文，结论大致如下。体育在物演论维度下的概念可以看作：生命在身体活动中“感”或“应”

适应性改变的过程。体育起源于感性认知的诞生与理性认知的诞生之间。体育起源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

程。体育的起源不是行为主体创造了体育，而是行为主体在生存博弈中产生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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