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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体育期刊的肇始与初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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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调研与考证 ,将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体育期刊发展分为发端时期、发展时期。认为体育期刊在

清代末年逐渐取代报纸、图书等媒介形式 ,成为传播强身健体、强国强种、传播体育学术、促成体育学科生长、促进体

育教育的重要媒介及科学文献 ,应还其在中国体育新闻事业和体育学中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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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arrying out investigation documents , it has been considered that there had established 114 sports periodicals

among 1909 and 1949. Especially ,there had appeared the first sports periodical“sports fields”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Xu Yibing.

It describes the method of interpreting used in the first part ;the third part uses the methond of interpreting to analyze Chinese sports

journals in the period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It gets conclusion that sports periodical gradually replaced newspaper ,book to be2
come important media to communicate the viewpoint of strengthening bod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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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体育期刊的研究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中国近代体育报刊考》[1 ] 、21 世纪初的《中国早期

体育报刊》[2 ] 和《 < 申报 > 中的上海近代体育研

究》[3 ]等等 ,在这些文献中对徐一冰在 1909 年创办

的杂志《体育界》和 1914 年创办的《体育杂志》,以及

之后的黄醒在 1918 年于长沙创办的《体育周报》、北

京体育研究社在 1918 年出版的《体育季刊》、上海中

华武术会在 1921 年编印的《武术》、上海勤奋书局在

1933 年出版的《勤奋体育月报》、教育部体育委员会

在 1941 年发行的《国民体育季刊》等等作了研究。

但笔者在查找与分析资料过程中认为 ,这些研究都

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些研究大多只从一种体育

期刊 ,或者只从一种期刊中研究体育报道。另外 ,在

姚远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中国近代科技期刊

源流》和宋应离的《中国期刊史》均未系统研究体育

期刊。因此 ,笔者在此基础上 ,参考相关文献和实地

调研 ,力图较全面地揭示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体育

期刊的发展轨迹。

1 　体育期刊产生的社会背景

近代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 ,使一批有识之

士在反省中深切地感触到强国、强种、强身健体的急

迫性。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中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体

育上他主张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试。在给光绪的奏折

中 ,康有为称赞普鲁士 :其操兵则登山跳涧 ,横野渡

河 ,遇伏遭伤无不备 ⋯⋯其兵立如山 ,其后行如水。

也就是要中国学习德国的军事体育来强兵。康有为

在 1891 —1894 年在广州长兴进而创办的学堂 ———

万木草堂中 ,也强调了体育 ,他要求学生每间一日有

体操 ,每年假时从事游历[4 ] 。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中指出 ,整个欧洲都

在推行军国民教育 ,提倡与普及体育。“除体操外 ,

击剑、跑马、足球、游泳诸戏 ,无不加以奖励 ,务使举

国之人 ,皆具军国民之资格”[5 ] 。他认为这是西欧各

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因此处于救亡图强的华夏子

孙 ,应大力提倡体育 ,以改善民族的体质和精神面

貌。

作为体育知识创造、贮存、发展、传播、扩散的主

要媒体之一的体育报刊 ,是与中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相伴而生的。例如上海的《申报》,是近代中国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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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 (1872 —1949) 、影响最大的报

纸。《申报》通过对寓沪西人体育的报道 ,一可以为

西方体育进入上海提供传播途径 ,二可以为《申报》

自身开拓了市场 ,提高了销量。每逢遇到大型赛事

的时候 ,《申报》销售量还会上升 ,全运会和远东运动

会时期报纸销量更是迅速上升[6 ] 。由此可见 ,体育

报道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 ,已经成为一些媒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

体育期刊首先是依附于综合性期刊孕育、积累 ,

逐渐分化而成的。清光绪六年 (1880) 11 月 6 日《万

国公报》第 630 卷就有大英国栏内《赛球略记》,《知

新报》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 5 月 30 日第 54 册

有《日本东京倡办东亚运动会》,《杭州白话报》在清

光绪二十九年 (1903)第 26 卷对日本西川政宪的《国

民体育学》作了连载 ,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4 月 3

日《广益丛报》第 103 期记载了四川游戏体操、建辟

操场的新闻等[7 ] 。除文字报道外 ,《教育杂志》清宣

统元年 (1909) 还登载了几幅学生体育运动会照片。

这些体育文献大多发表在综合性期刊。

以上提及的多种文献中 ,揭开了我国近代关于

体育知识、体育发展情况的记载 ,这是体育期刊诞生

的重要基础。中国体育期刊 ,始于清代末叶。以后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 ,初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

时期 ,而发达于抗日战争前 10 年间。抗战烽起 ,各

种报刊陷于停顿状态 ,至抗战中后期 ,稍有起色 ;随

着胜利后内战爆发 ,体育报刊逐渐走向衰退。因此 ,

笔者按照中国体育期刊的刊物种类、出版总量、出版

地、主办单位 4 个因素 ,将论述中国晚清至五四期间

体育期刊发端、发展的历史阶段。

2 　体育期刊的发端时期 (清末民初 1909 年

—1919 年)

　　自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兴办新学 ,设置体操

一科 ,最初国人大多以为此科仅为“军国民”之训练 ,

内容只以兵士操为主 ,而教习也多采自武备学堂毕

业生。此时学堂的体操 ,既无术科而言 ,也无学科之

谈 ,当然不会有什么体育刊物出版了。

1915 年后 ,随着一批东渡扶桑专攻体操专科的

先进们陆续回国 ,引入普通体操和游戏等新鲜内容 ,

并创办正规化的体育师资学校 ,开设各种学、术科 ,

使体操一科逐渐步出“兵式”的樊笼 ,有了学术的意

味。体操既然已是一门学问 ,研究、介绍他的体育杂

志也因此应运而生 (见表 1) 。

表 1 　晚清民初的体育期刊

刊名 创刊时间 主办者 出版地 出版总量 停刊时间

体育界 1909 - 03 中国体操学校 上海 不详 不详

体育杂志 1914 - 06 中国体操学校 上海 2 1914 - 07

体育界 1915 - 05 中国体操学校 上海 8 1915 - 12

体育季刊 1918 - 03 北京京师体育研究社 北京 1 1918 - 10

体育 1918 - 03 京师体育研究社 北京 2 1918 - 10

体育周报 1918 - 09 长沙体育周报社 长沙 60 1920 - 10

体育周报 1918 - 12 上海 上海 48 1919 - 02

上海东亚体育学校校刊 1919 - 12 东亚体育学校校刊编辑 上海 2 1920 - 11

　　《体育界》是迄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体育期

刊 ,创刊于 1909 年农历三月初一 ,主办人为徐一冰。

《体育界》属于学术性期刊 ,出版周期不详 ,每期 30

页左右 ,内容以倡言体育、介绍现代体育知识为主 ,

分论说、研究资料、教授资料、问答、批评、小说诸栏 ,

主要就体育的有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和

评论 ;刊登关于体育活动的报道和介绍体育知识的

栏目。

《体育杂志》是徐一冰主办的另一种体育刊物 ,

月刊。《体育杂志》在内容上比《体育界》更丰富 ,兼

有学术、科普、新闻等内容。设论说、体育史、体操资

料、游技资料、教授法、生理、校外纪事、本校纪事、时

评、问答、文苑、译林、短篇小说等栏目 ,是以学术为

主的综合性体育期刊。该刊较注重于对中国传统体

育的研究和介绍 ,并开始介绍欧美国家的学校体育。

徐一冰 (1881 - 1922) ,浙江吴兴人 ,体育教育

家。作为中国最早体育期刊 ———《体育界》以及中国

体操学校的创始人 ,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徐一冰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 ,赴日

本大森体操学校留学 ,其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学

成回国 ,先在高阳里设华商体操会。光绪三十三年

底 (1907) ,与王季鲁、徐傅霖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

校 ,这是中国早期体育教育中较规范的学校。徐一

冰希望通过改变国民的体质以争取国家的强盛和进

步 ,他在《体育界》创刊号上说到 :“此残弱不支之身 ,

而今而后使与他强国强健不屈之男子竞争于天演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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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其可得乎 ? 故吾为此危 ,吾为此惧。”寥寥几笔 ,

近代中国渴望强国的理想与该刊“敢为天下先”的勇

气跃然纸上。

据统计 ,1909 年到 1919 年这一时期作为中国体

育期刊的发端时期 ,上海、北京、长沙、南京等地先后

出现过至少 8 种体育期刊。这些体育期刊是研究近

代体育史的重要资料 ,其中在上海创刊 5 种 ,在北京

创刊 2 种 ,在长沙创刊 1 种。这些体育期刊中出版

总量较大的有 :在长沙创刊的《体育周报》,共出版

60 期 ,在上海创刊的《体育周报》,共出版 48 期。其

余 6 种期刊出版均不到 10 期就纷纷停刊。这一时

期的体育期刊大多为体育学校和体育社团所创办 ,

其中体育学校创办的期刊有 4 种 ,由体育社团创办

的期刊有 2 种 ,还有由报社创刊的期刊 1 种。

根据以上数据 ,不难看出 ,早期的体育期刊数量

较少 ;出现时间也较短 ;并且出版地域主要集中在上

海一隅 ;大部分为体育学校和体育社团创办的期刊 ,

其主要面向体育科系的师生 ,社会影响也相当有限 ;

同时由于大多期刊为体育学校和体育社团创办 ,也

就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较强 ,并且有一定程度上的

理论创新 ;它们为后来体育期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3 　体育期刊的发展时期(五四运动前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和发动 ,促使中国近代

体育从思想观念一直到内容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

革 ,形成这种变革当然有着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背景 ,但变革的趋向 ———从日本式

体操转向欧美体育 ,却有相当成分取决于基督教青

年会在华体育事业的发达及其派华体育专家们所施

加的影响。因此 ,这一阶段的体育刊物从以体操为

主要内容 ,转向更广泛的体育项目领域 ,并出现了迄

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武术刊物。刊物总数比上一阶段

多出 2 种 ;出版地领域也有所开拓 ,武汉和香港也出

现了体育刊物。

表 2 　五四运动前后的体育期刊

刊名 出版时间 主办者 出版地 出版总量 停刊时间

体育杂志 1921 - 10 中国体操学校第二十六期同学会 湖州 1 1921

体育季刊 1922 - 05 上海东南大学体育季刊社 上海 7 1924

中央 1922 - 07 卢昌炜 (发行人) 上海 29 1923 - 10

体育与卫生 1923 上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上海 7 1924 - 12

全国运动大会特刊 1924 汉口青年会体育部 汉口 1 1924

体育丛刊 1924 - 01 北京体育学校 北京 1 1924 - 01

体育月报 1924 - 05 上海中华体育师范学校 上海 1 1924 - 06

体育汇刊 1925 - 06 上海爱国女学校体育研究会 上海 1 1925

精武杂志 1925 香港 ,李宝翰编 香港 10 1926

新银星与体育 1926 - 09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上海 32 1931 - 05

　　在这一时期的体育期刊出版总量普遍较少 ,出

版总量最大的为《新银星与体育》,共出版 32 期 ,《中

央》共出版 29 期 ,《精武杂志》共出版 10 期。其余 7

种均出版不到 10 期就纷纷停刊。这一时期的体育

期刊主办者主要是体育学校 ,共创刊 5 种 ;体育社团

共创刊 1 种 ;政府部门创刊 1 种 ;报社创刊 1 种。

这个时期体育报刊出版的数量依然不多 ,特别

是定期刊物少 ,并且发行时间不长 ;但出版的形式有

所增加 ,如特刊、月报、汇刊等 ;随着出版形式的逐渐

多样化 ,受众也不像第一阶段中单纯的体育科系师

生 ,慢慢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社会影响有多扩

大 ;主办者除了体育学校、体育社团和媒体 ,还出现

了个人主办者 ———即由卢昌炜主办的《中央》和李宝

翰主办的《精武杂志》;主办者的多样化也带来了期

刊内容的多样化 ,期刊内容不仅局限于体育理论 ,逐

渐出现了社会体育新闻记录 ;同时 ,在这一时期 ,出

现了单项运动杂志的创办 ———《精武杂志》,这是迄

今所知我国最早的以武术为特色的专业体育期刊 ;

出版体育报刊的地区开始有所扩张 ,新增了湖州、香

港和汉口等地。与上一阶段 ,体育期刊在这一时期

内有了开拓式的发展。

(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体育思想对军国民

体育思想的颠覆。从 1915 年开始 ,以陈独秀、李大

钊、鲁迅等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高举“民主”和

“科学”的旗帜 ,同封建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掀起

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进步的体育思想在斗争

中应运而生。他们反对复古倒退的逆流 ,纷纷发表

文章与演说 ,以近代科学的观点研究和提倡近代体

育 ,对“军国民主义”的体育、“国粹体育”进行了猛烈

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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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西方先进的思想通过传教士和国外

学者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进行传播 ,使得

西方先进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譬如此时期

由杜威来华讲学及他的弟子在中国介绍的“实用主

义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实用主义体育”思

想对我国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体育在

此时期主要表现为 :以兵操为主的军国民体育思想

的衰退和以欧美运动的田径、球类、游戏类活动方式

的“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开始兴起。这表明中国体

育已经由模仿德国、日本转向了模仿欧美、最典型的

是篮球运动 ,最早的就是由西人通过基督教青年会

带入和推广的 ,随后棒球、垒球、网球、乒乓球等也相

继传入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对我国的体

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8 ] 。

这一时期出现了主要以学校为主要办刊力量的

体育期刊。如上海东南大学体育季刊社创办的《体

育季刊》、北京体育学校创办的《体育丛刊》、上海中

华体育师范学校创办的《体育月报》等 ,都主要研究

欧美各国体育的最新成就 ,把最好的材料介绍给同

行 ,同时宣扬科学体育精神[9 ] 。

(2)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与中国近代第一

份女子体育刊物的出现。在这一时期 ,另一个引人

注目的成绩就是女子体育的长足发展。五四新文化

运动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 ,对人的生存目的 ,人在社

会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作

了详尽的阐发。从人格独立、个性自由这一基点逐

渐引发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问题。

对于如何解放妇女这一问题征集过社会意见 ,

主要反映在“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结果很多人主

张妇女解放应从男女平等教育着手。蔡元培一贯重

视体育 ,把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1902 年 ,他创设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时 ,就设了体

操课。1916 年特创办了上海女子体育科 ,为社会所

注目。该学校于 1925 年创办了《体育汇刊》这一女

子体育刊物 ,研究体育理论并介绍女子生理卫生

等[10 ] 。

(3)五四时期经济发展与新兴私营体育期刊。

20 世纪初 ,中国社会上渐渐出现一些相对于独立政

治、流派之外 ,只一心地做商业性经营 ,以盈利为目

标 ,这就是中国正在兴起的民营商业性报刊。

1921 年全国定期报刊共 1 137 种 ,其中以民营

商业报居多。这是中国民营报业向现代化迈进的关

键阶段 ,主要大报都是在这个时候完成其资本主义

企业化的 ,也因此出现了一些民族报业资本家[8 ] 。

在这一阶段也第一次出现了以个人和民族报业

公司出版的体育期刊 ,如香港李宝翰主编的《精武杂

志》,其发表关于精武会的言论 ,刊登武术示范图和

文艺作品 ,介绍音乐知识 ,报道该会会闻等 ,上海民

营报业公司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新银星

与体育》,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四大刊物之

一 ,其中刊有大量国内外电影明星照片、剧照和运动

员照片 ,文字部分包括影剧评介、明星轶事、国内体

育事业评述 ,以及有关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

报道等。

4 　结 　语

中国体育期刊从诞生起就成为促进体育事业、

促生体育学科、传播体育学术成果的主要媒体 ,在我

国新闻传播史上也逐渐成为独树一帜的新方向。其

作用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

(1)自徐一冰主办的我国第一份体育期刊《体育

界》1909 年创刊以来 ,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

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其发展屡有起伏。1901 年清廷

诏谕实行“新政”,以学堂为新政之大端 ,颁布《癸卯

学制》,废除科举制度。同时 ,大批思想激进留学生

纷纷回国 ,他们大多主张加强国民素质 ,以抵抗帝国

主义的侵略。他们创办正规化的体育师资学校 ,开

设各种学、术科。这为 1909 年创办体育期刊打下了

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科学和民主思想广

泛传播 ,民间社团积极探求中国教育 ,包括体育教育

的革新道路。处于这种急剧变革的时期 ,宣传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体育报刊业因之而迅速崛起。

(2)中国的体育期刊与中国的体育运动相伴而

生 ,相互促进 ,是中国体育事业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

部分。作为体育知识创造、贮存、发展、传播的主要

媒体之一的体育期刊 ,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影响

更加明显。因此 ,本文中对于近代体育期刊的调查

和观察 ,实际上是对我国体育新闻事业的一次较为

彻底的追根溯源。从开始的综合体育期刊 ,后来演

变到单项体育杂志、运动会特刊 ;从开始的体育学校

办刊 ,后来出现了体育社团、政治部门和书局、报社

的创刊行为 ;从开始的创刊地集中上海一隅 ,后来发

展至全国范围 ;这些都记录了从 1909 年以来中国近

代体育的发展趋势。

(3)体育学术期刊承担着体育科研成果后序转

化的任务 ,是科研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学术

期刊提供了大量材料和信息 ,在此基础上 ,体育科研

人员才能形成科研选题 ,再研制成初始成果 ,而这些

初始成果只有通过期刊、图书等出版物的出版 ,才能

转化为社会承认的知识产品。因此 ,只有确认和摆

正体育学术期刊在科研工作中的地位 ,才能将体育

学术领域的知识有效转化。 (下转第 6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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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和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形成、成熟和

发展 ,其基本内容也在不断概括总结中国革命实践

经验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从韶山冲到延

河 ,各时期的体育思想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地

域文化相适应 ,各阶段的体育思想具有不同的、明显

的特征 ,呈现出一种继承和发展的递近关系 ,并由此

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育思想体系。如果说韶山

冲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萌芽阶段 ,陕北则是其思想

的逐步成熟和实践阶段。研究、探讨毛泽东的体育

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体育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对于推动当今体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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