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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整理晚清体育科学在中国体育学校中的整体传播,分析期刊传播体育科学的重要意义

和影响。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和考证法。结果  近代中国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军队编练和

新式学堂的体育教育;戊戌维新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力倡学校体育;体育文章和赛事报道首见于清

光绪六年 ( 1880)的 5万国公报 6,继见于 5知新报 6、5杭州白话报6、5广益丛报 6、5教育杂志6等刊。

5体育界 6是最早的中文体育专业期刊。结论  西方体育引入中国学校教育和中文体育专业期刊

的创办,是近代中国体育学科生成的社会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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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专门传播体育信息和体育科学知识的早期

体育期刊对现代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和运

动水平的提高产生过重要作用。体育期刊与体育运

动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已成为中国体育学科发展过

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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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主要媒体之一的体育期

刊,与体育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互动关系,所

以,研究体育期刊对体育相关文献的记载,并探寻其

发展规律,对体育期刊事业的发展以及体育学科的

追本溯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传播

学视野对中国体操学校创刊于清宣统元年 ( 1909)

三月初一日的5体育界 6作初步研究。

1 晚清中国体育学科建设与体育科学
在期刊中的传播

  近代中国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的编

练和新式学堂的兴办。曾国藩 ( 1811) 1872)的湘

军,李鸿章 ( 1823) 1901)的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都

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 改习 /洋枪 0、/洋炮 0、

/洋操0。当时的 /洋操 0多源自英、美,内容有列队、

刺杀、战阵与战术等。新政时期, 清政府又重建新

军, 聘请德国人为教练, 张之洞 ( 1837) 1909)的 /自

强军 0、胡燏棻 (? ) 1906 )的 /定武军 0和袁世凯

( 1859) 1916)的 /新建陆军 0, 均师从于德国军官,

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德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 也传来

了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福建船政学堂等第一批新

式学堂,更积极聘请外国人任教习和军事教练,其中

尤以德、日教习居多。从军事训练的目的出发,这些

学堂开始设置体育课。据5清续文献通考 6的记叙,

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除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

身体操练方面,也很重视, /虑其或失文弱, 授之枪,

俾习步伐;树之桅, 俾习升降之术 0
[ 1]
。 5光绪政要 6

中, 记载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 /以升降娴其技

艺, 即以练其筋力, 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

时, 兼程并课。0
[ 2]
这说明体育课的内容有练体力的

升降等活动,而且军事训练课,与中学、西学、文事等

内容区分,按时单独上课。当时, 北洋水师学堂体育

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

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

马、单扛、双扛及爬山等。其中, 一部分是德国体操

内容,另一部分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
[ 3]
。



到 19世纪 70年代后,改良维新成为一种思潮。

在当时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中,也闪烁着近代体育思

想的光芒。康有为 ( 1858) 1927)在 5大同书 # 小学

院 6一章中说: /以人方幼童, 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

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 则长大益舒展, 体操

场、游乐场无不广大适宜, 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

备 0
[ 4]
;在 5中学院6一章中,也提出修建 /体操场、游

步园、操舟渚 0
[ 4]
;在 5大学院 6一章中强调, /大学亦

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 0
[ 4]
。他自己在广州长

兴里开办的 /万木草堂 0, 也规定 /枪 0 (兵体操 )、

/体操 0及 /游历 0为必设的教学内容。梁启超

( 1873) 1929)也主张教导儿童 /习体操0,光绪二十

三年 ( 1897)他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 就注意对

儿童和学生进行体操训练
[ 5]
。

随后,在革命的声浪中, 清政府被迫实行 /新

政 0。 /新政 0中颁行的 /癸卯学制 0, 就规定了各级

各类学校均应开设 /体操课0,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

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 /体操科0时间为 2或 3

小时。规定小学 /体操要义 0, /在使身体各部均齐

发展, 四肢动作敏捷, 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

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 0。对中学和师范学堂的

/体操0则 强调 /实用 0,规定 /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

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而教以球竿、棍

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

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而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

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0高等学堂的体操同样是普

通体操和兵式体操。 5奏定学堂章程6强调, 高等小

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 /宜以兵式体操0
[ 6]
为主。 5学

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 6中,更明确指出, /凡中小

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 0, /体操一科,幼

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

整其纪律 0
[ 7]
。受军国民主义的影响, 清末民初各

学校的体操课,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械体操外,多半

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其呆

板枯燥和不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弊端, 已经受到

了时人的批评
[ 3]
。

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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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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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不会有专门体育刊物的出

版来刊载体育知识。因此,晚清时期,体育活动只流

传于民间,并无任何固定形式出现在社会上。当时

与体育有关的动态讯息和体育理论文章也都刊登在

综合期刊上,作为体育类的文章并无专业期刊刊载。

体育类文章最早发表于综合性期刊, 而逐渐分

化、积累、形成专业的体育期刊。早在清光绪六年

( 1880) 11月 6日5万国公报6第 13年 630卷大英国

栏内就记载了 5赛球略记 6;清光绪二十九年 ( 1903)

2月底 169册中有 5体育伟观6的描述; 5知新报6清

光绪二十四年 ( 1898) 5月 30日第 54册 5日本东京

倡办东亚运动会 6; 5杭州白话报 6在清光绪二十九

年 ( 1903)第 2年第 26卷对日本西川政宪的 5国民

体育学6作了连载;清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4月 3日

5广益丛报 6第 103期记载了四川游戏体操、建辟操

场的新闻等等。除文字报道外, 5教育杂志 6清宣统

元年 ( 1909)还登载了几幅学生体育运动会的照片。

这些体育文献大多发表在综合性期刊
[ 5 ]
。

2 5体育界 6和 5体育杂志 6的创刊以
及体育学科雏形的形成

211 5体育界6和5体育杂志6的创刊及其科学传播

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 /新政 0中各学堂的

体操教员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 他们的不能胜任和

学校的不断增多, 使体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的一项急务。光绪三十

二年 ( 1906)清廷学部通令全国,要求各省于省城师

范学堂 /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 授以体操、

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

教习 0。在此前后, 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

也纷纷回国举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
[ 8]
。

光绪三十一年 ( 1905)后, 除了一些短期训练

班、传习所外, 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

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 ( 1905)、江

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 ( 1906)、四川体育专门

学堂 ( 1906)、王氏树人学堂体操科 ( 1907)、四川耀

梓体育学堂 ( 1907)、河南体操专科学堂 ( 1907)、浙

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 ( 1907)、奉天师范学堂体操

科 ( 1907)、中国体操学校 ( 1909)、中国女子体操学

校 ( 1909)等。它们的教学内容有:体育学、教育学、

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
[ 3 ]
。

这些学校和专科大都在辛亥革命前夕停办, 办

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

子体操学校。前者由留日学生徐一冰 ( 1881)

1922)、徐傅霖 ( 1873) 1958)和王季鲁创办于上海

( 1920年迁浙江吴兴 )。其修业年限为两年, 至

1927年停办, 共毕业学生 36届, 1 500余人,很多学

生毕业后,又在各地创办了一些体育学校。中国女

子体操学校也设于上海, 后改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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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校,抗战爆发后停办, 共毕业学生 46届, 1 700

余人。这些体育学校和专修科创办后, 虽然体育师

资仍供不应求,但多少有所缓解。

以徐一冰为首的一批东渡扶桑专攻体操专科的

先贤们陆续回国之后, 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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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的樊笼, 有了

学术的意味。体操既然已是一门学问,研究、介绍它

的体育期刊也应运而生。

清宣统元年 ( 1909)三月初一日,徐一冰创办了

我国第一份体育杂志 ) ) ) 5体育界 6, 16开本,铅字

排印。其内容有论文、专著、体育史、体育教授法、体

育资料、游技资料、生理卫生、译文、小说、文苑、杂

谈、体育新闻等。其宗旨是 /为在备广长之舌, 振如

椽之笔,举我所经验而心得,以播种而远行。互相讨

论,亦足为临证指南一助, 他日万本万遍, 风行远地,

广播种子0
[ 9 ]
。

5体育界 6为不定期学术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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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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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刊创刊初期出版宗旨是宣传近代体育, 提倡

尚武精神,研究和介绍近代体育内容,抨击当时文弱

之风。在该刊首篇5敬告教育界6中指出 /体育占教

育中最大部分,与德智二育并列者也。重视教育者,

应如何使三者相辅而行,不稍偏废。 , , 国人精神

不振, 疾病靡已, 而死亡相继者有之, 考其原由,无非

废弃体育之害。 , , 一顾我国教育界人, 则耸肩而

驼背者总总也。头重若大斗,面色如死灰,稍处于劳

苦之境遇,则心悸亢进,头眩目晕矣! 呜呼! 此残弱

不支之身,而今而后使与他强国强健不屈之男子竞

争于天演界中, 其可得乎? 故吾为此危, 吾为此

惧 0
[ 9]
。第 1号刊登的内容还有: 5体育史 65各种体

操主动之筋肉6 5坪氏改进连续徒手体操第一部6;

问答 4条、批评 2则、杂录 4篇等。其中, 刊登了由

中国体操学校二期生程鸿声撰写的 5中国体操学校

黑夜行军记 6, 并记载了关于天津列国军人竞技会

的消息,小说 5体操教员 6讽刺当时不学无术, 嗜好

成性, 除只会喊 /开步 ) ) ) 走0的口令外, 其余皆不

知的兵井教员等。另外, 还刊有用于教学交流的

5体育理论考题6,又转载了 5河南杂志6刊载的文章

5武士道 6,介绍日本武士道的道义精神
[ 10]
。

1914年, 作为 5体育界 6的延续, 5体育杂志 6在

上海创刊。徐一冰在5体育杂志 6卷首语5整顿全国

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6中指出: /强国之道, 首重教

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 0。 /民强则国强, 古今中

外一也,故谋国民身体之健康, 乃国家富强之久计,

是则普及全国教育 0。 /体育不讲, 人种不强。人种

不强,国将安赖 0。这正是从教育救国、体育救国的

认识出发, /坚强学子之体魄,健康学子之精神0。

5体育杂志 6中刊登的内容有 5体育史6、5中国

式普通体操6、5新豆囊 6、5编辑潭腿浅言 6, 介绍中

国式普通体操和豆囊在游技中的应用方法、潭腿的

招式说明,并在文中附照片详细介绍。游技资料中

对音乐游技法、竞争游技法、运动乐三种游技法在教

学中的运用作了详细介绍。另外, 还有教授法 5体

操教授上之过程 6、生理 5尿论 6、本校纪事 5六周纪

念会志盛 6、5省长补助本校临时经费6、5部视学莅

校调查6、5第十期本科生毕业案6等
[ 11]
。

212 体育学科雏形的形成

现代体育学中所反映的体育学科的结构被划分

为 3个层次和 3大门类。体育学科的 3大门类即体

育基础学科、运动技术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

3大门类中的基础学科是指哲学、数学、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等各种学科在体育领域里的运用,如运

动形态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

学、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体育哲学、体育统计学、

体育史等。

运动技术学科包括各个运动项目和相应的理

论。例如各个运动项目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体育手

段、体育教学身体锻炼、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等共性

的原理与方法都属于这个门类中的已有学科, 而运

动学、运动效能测定方法等则是这个门类中有待创

立和发展的学科。运动学是研究人体运动动作的产

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学科。运动效能测定方法是

对从事锻炼、教学或训练的质量进行定量分析的学

科。

体育社会学科是指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学科,

既研究体育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 (如与经济、社

会制度的关系等 ), 又研究体育内部活动的社会关

系。其中学校体育是人们都熟悉的学科
[ 12]
。

在5体育界 6杂志的篇目中,有介绍运动基础学

科的 5体育史6一篇,文章以连载的形式从体育之起

源开始对体育的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和分析。文中

第一章中提出体育源于中国说。因为 /欧洲之文

化, 何一非自东洋之潮流所输注哉。印度不具论,彼

火药也,罗盘也,制纸与活版术也。固皆以我国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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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者也。然则发明体育法, 即谓导源于我国也亦

宜 0
[ 10]
。

同时,还刊载有运动技术学科的 5各种体操主

动之筋肉6、5坪氏改进连续徒手体操第一部 6两篇

文章。 5各种体操主动之筋肉 6中介绍了上体向前

屈、上体向后屈、上体向左右屈、上体向左右旋、头向

前后屈、头向后屈、头向左右屈、头向左右旋、上唇下

唇回旋、呼吸运动这 10种运动中所需用的筋肉,作

者还在文中指出如何更好地利用相对应筋肉完成体

操动作; 5坪氏改进连续徒手体操第一部6从预备起

势开始,对徒手操的 /准备运动 0、/弧状运动 0、/悬

垂运动 0、/平均运动 0、/肩胛运动 0、/腹部运动0、

/躯干运动0、/全身运动0各节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

说明。在批评一栏中, 对当时日本著名体育学著作

5体操全书6、5兵式体操教范 6、5高初等小学体操教

科书6、5兵式体操 6 4本书作了评价。同时, 还对当

时的体育事件作了详细记录,如天津列国军人竞技

会、南浔女学校运动会等。

5体育杂志6刊载的 5体育与武力辨 6中提出对

当时军国民教育的质疑,认为 /学校之注重运动,社

会之鼓吹尚武, 民国光复以来, 政府盛倡军国民教

育,为全国教育之主义,朝野同心, 共识体育为立国

之本, 乃年复一年,试问所谓正当之体育上究有如何

之进行 0,并指出 /正常体育者何, 普及教育之根本

也,在能养成人人具有健全之体格, 活泼之精神,得

永久享受康强之幸福。可以研究学问, 可以经营事

业。0这为今后体育学科的建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5体育史 6一文对体育作了如下定义: /体育之道,有

广狭两义,由广义言之,人类初生,榛榛 r r ,各竟所

生,自卫为急,体育乃兴,盖考生物发达之原则,必具

有天演争存的自卫良法,可以战胜外物之侵虐,排斥

外界之障碍者也;至自狭义一方言之,则以规定各种

运动, 发扬尚武精神为主 0
[ 11]

,并从 /田猎0、/御射 0

角度描述了古代体育之发展。

在运动技术学科方面有 5中国式普通体操 6、

5新豆囊 6、5编辑潭腿浅言6、5游技资料 6等篇目。

5中国式普通体操 6一文开始就指出 /中国式体操三

种计分徒手、哑铃、球竿各二部 0, 刊发此文目的为

/以便我体操家之亟于应用也0。

在体育社会学科方面有 5体操教授上之过程6、

5中国体操学校章程 6等文章。 5体操教授上之过

程 6中关于体操教授对于特定教授对象应采用不同

的教授方法作了初步的介绍,带有学校体育教学理

论的雏形。 5中国体操学校章程 6中对学校所教授

科目、学期与修业目、学额、学格和纳费、入学和退

学、试验各项细则作了规定, 说明中国体操学校已初

步具有规范化的科学教学体系。

3 结  论

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 100多万

年以前,当人类的社会活动还只能勉强区分为求食

和攻防,就发展了走、跑、跳、投、浮水等基本的技能。

甚至在 4万年前, 远古人类就用上了 /飞石索 0, 在

28 000年前弓弦箭的发明,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

来了重大的影响。那时,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开

始以教育 (从手段和内容上 )或雏形娱乐的面孔登

上了人类历史的大舞台。社会借此始有萌芽状态的

体育。清中叶以后,大量鸦片的输入,毒害广大人民

的身体, 加上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 /禁民习

武0,致使民族体质日衰, /国力弱, 武风不振0,被外

人辱为 /东亚病夫0,体育也由此一蹶不振。

5体育界6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体育期刊, 其灵

魂和精髓正是其主办者徐一冰的体育救国思想。甲

午战争的失败,实际上也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洋

务运动中所主张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0, 学习到的西

方技术显然并未起到效果。这一结果使当时中国的

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 而甲午战争的战胜

国日本,成为他们继欧美的德国、英国的又一效仿对

象。大批青年纷纷东渡日本,学习日本的技术成果、

治国方针等。光绪二十七年 ( 1901)清廷诏谕实行

/新政0, 以学堂为新政之大端, 接着颁布 5癸卯学

制6,废除科举制度。同时, 大批留学生纷纷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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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创各体育学科,

亦为宣统元年 ( 1909)创办体育期刊打下了基础。

5体育界 6的主办单位 ) ) ) 中国体操学校培养

了一批体育专门人才。 5体育界6的创刊, 推动晚清

民间体育活动逐渐社会化, 也促使体育逐渐形成学

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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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ana lysis and textua l research. Resu lts Inmodern Ch ina sports originated in the period ofW 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armed forces to tra in a new school of physica l educat ion; theHundred Days Reform ofKangY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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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r newspaper, GuangyiCong Bao, Educa tion Journa l and pub lished Sports fie ld is the first Ch inese sports profes2

siona l journa.l C on clusion Western sports introduced in Ch ina and Ch inese sports education became the physic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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