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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的身体：儒家体育观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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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从文化的视角对体育涉及的关键概念野身体冶进行了分析袁比较了中西文化体系对

于野身体冶的不同阐述袁着重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身体观遥 文章认为袁人的身体永远是被

嵌于某一文化体系中的身体袁不存在有超越文化的身体袁现代竞技体育对于身体有过于强

调自然性层面而偏离人文精神的倾向袁中国古代儒家所谈论的身体是建立在心性修养之上

而非自然性本能层面的身体袁儒家对身体的理解不是个体性的袁而是联系于他人的存在袁因

此非常重视身体的礼仪实践遥 儒家身体观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运动的基本精神指向袁对我

们当今如何看待自我身体以及运动具有很大的启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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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analyzes the key concept of human body which is related to s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t description of human body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systems and

lays stress on the views concerning human body in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The paper holds that human

body is always subordinate to one cultural system and there is no human body that is beyond culture.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 tends to place too much emphasis on naturalness and deviate from humanistic spirit. The hu-

man body talked about by the Confucians in ancient times was based on mind cultivation and not the body at

the level of natural instinct. In the eyes of Confucians, human body was not an individual only, but the exis-

tence linked to other persons. Therefore, the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body's etiquette practice. The Confucian

views on human body have directly influenced China's basic spiritual direction of sports in ancient times. They

still affect our views on our own bodies and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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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体育冶 一词是 20 世纪初由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从日语

中引进的袁 意思是对身体的教育袁 与西方在近代产生的

野physical education冶 的意思基本相同袁 但不同文化体系对

野身体冶有不同的理解袁以致衍生出不同类别的运动项目遥很
多体育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袁 往往与某一地域某一民

族的宗教信仰及相关仪式紧密关联袁 在进入到现代社会之

后袁才逐步摆脱原来其所从属的政治宗教体系袁日益获得其

独立性袁野身体冶 也随之获得解放袁 开始追求体能方面的训

练袁按照统一的规则竞赛袁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逐渐显露出

新的危机袁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对此问题做一分析遥

20 世纪德国哲学家 Ernst Cassirer渊卡西尔冤认为人是

符号的动物袁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野符号冶或野象征冶活
动袁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人的野主体性冶与相应的文化世界遥
按照卡西尔以及西方现象学的观点袁我们作为人袁一谈到

人的身体袁永远是被文化或意识形态包裹着的身体袁不存

在有超越文化的身体遥这是人类摆脱蒙昧动物状态后的宿

命袁我们只有借助语言或符号才能抵达我们的身体袁否则

身体会永远处在黑暗与虚无状态之中遥 在叶圣经窑创世纪曳
中袁亚当与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后袁首先意识到的是

野自己是赤身露体袁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袁 为自己编作裙

子遥冶这在某个层面上说明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后袁便开始

了借助隐喻对自己野身体冶进行符号化与文化编织的行为遥
有人认为袁现代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将野身体冶理解作

可以通过科学的肌肉训练而获得技能提高的生理性肉体袁
因此袁这种身体可以不指向于文化或意识形态遥 这是一种

误解袁 这种对身体的理解其实受到了科学意识形态的影

响遥 在当代很多哲学家看来袁科学也是一种人类认识世界

的语言与象征体系袁为了精准地描述自然界袁它使用的词

汇与概念只是在不断调整而已遥 Thomas Kuhn渊托马斯窑库

恩冤认为袁古希腊的天体和我们现在的天体是不一样的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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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希腊人和现代人采用的是不同的分类法遥希腊人将天体

分为 3 类院恒星尧行星和流星袁但和现代人不同的是袁对他

们来说太阳尧月亮是属于行星范畴袁因为太阳尧月亮和火

星尧水星尧金星等行星更为相似遥而我们现在是把太阳当作

恒星袁月亮当作卫星遥 因此袁套用库恩的术语袁自然科学知

识也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袁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普遍有效[1]遥
因此袁库恩指出袁自然科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解释袁刚刚加入

科学共同体的人袁需要由资深科学家解释科学符号的意义

以及科学仪器的使用遥 尤其在科学革命之后袁许多新的概

念或仪器更需要解释袁如新范式中的野波粒二象性冶尧核磁

共振等袁这些不能靠普遍定律来说明袁因为人们对定律中

的符号等还不了解遥 换言之袁普遍定律中的符号尧意义尧应
用等袁本身不能靠普遍定律来说明袁只能靠解释遥隐喻作为

改变语言和逻辑可能性空间的手段袁普遍存在于包括自然

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2]遥
因此袁将野身体冶理解作通过科学的肌肉训练而获得技

能提高的生理性肉体袁是一种通过科技文化语言的编织所

叙述到的身体袁在此袁野身体冶仍然是被嵌在某种文化或范

式之中来理解的遥 而且袁即使是现代竞技体育所关照的生

理性 野身体冶袁 也难以避开影像尧 广告等文化的侵入与影

响袁野现代人的身体冶 虽然脱离开传统宗教与文化的笼罩袁
但又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表征体系之中袁野身体冶成
为媒体影像传播与观众消费的对象遥 因此袁我们所谈到的

野身体冶永远是被嵌于某一野文化冶体系中的身体遥
野文化冶一词很重要的义项之一即是对自然性身体的

改造与训练遥 据有学者考证袁 在英文尧 法文以及德文中袁
野文化冶这个词均来自拉丁文野cultura冶遥 拉丁文野cultura冶含
有野耕种出来的东西冶之意遥 在汉语中袁野文化冶一词最早出

自西汉刘向的叶说苑曳袁当时这一词语含有文治尧教化和礼

乐典章制度的意思遥野文化冶这个词在拉丁文和在古汉语中

的词义很接近遥 拉丁文野cultura冶是指与自然存在的东西相

对立的东西袁而古汉语中的野文化冶是指与武力尧未开化的

东西相对立的事物袁两者实际上都是指通过人为的活动去

开发尧整治自然而取得的成果[3]遥 这里所说的野自然冶袁一方

面包括自然的事物袁 另一方面指的就是自然性的身体袁即
处在粗糙野蛮尧受生理本能驱使层面的身体遥

在古代文化体系中袁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自然性身体

的改造与训练遥如中国古人衡量人与禽兽根本性不同的标

准袁 就是看他的身体是否受到过礼仪文化的训练袁野人冶字
最初的篆书写法袁就是一个行跪拜礼的身体形象袁古人认

为这是人的身体与动物身体的根本不同遥
我们在谈野体育冶一词时袁一定会涉及到野身体冶所属的

文化及意识形态袁 不同的文化体系对身体的理解不同袁会
产生不同的体育范式遥现在多数人对此现象没有警惕与反

思的意识袁往往一提到体育运动袁就自然想到在操场与健

身房中的肌肉与肢体训练遥很多人受现代媒体与影像的影

响袁大多也会无意识地模仿运动员去进行强度训练袁忽视

了除了竞技体育文化之外其它文化对于身体的理解遥德国

思想家马克思窑韦伯在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曳一书中

提出袁 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宗教性统治与解释已经解体袁很
多国家已经发生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袁整

个世界已被野祛魅冶渊disenchantment冤袁由此现代社会的各个

领域逐渐分立自治袁而不是笼罩在统一的宗教权威之下 [4]遥
同理袁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对于野身体冶的理解袁也走出了古

代宗教文化的框架袁但身体在获得解放的同时袁也逐渐滑

向另一个极端袁即过度强调肌肉与体能训练袁过度指向自

然性的身体遥 在很多现代媒体影像中袁会极度渲染拳击运

动员或篮球明星身上的雄性动物特征袁这或多或少地受到

佛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袁对身体越来越做一种动物本能层面

的理解遥此外更主要地是受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影

响袁身体开始成为一种消费对象袁广告商借运动员的身体

宣传运动鞋等商品袁或者运动员与杂志封面女郎的身体一

样满足女性或男性观者的窥视癖遥
因此袁现代竞技体育对于身体的认识有一种偏离人文

精神的倾向袁 企图以野蛮与暴力对抗现代文明对人的压

抑袁但这种偏离的企图最终会以悲剧性失败告终袁因为人

类毕竟是在社会中存在袁 人类社会的特征就是由法制尧道
德伦理尧宗教等游戏规则所构成袁人的行为要符合这些文

明规则袁即使是代表最原始力量的性行为袁也会被打上强

烈的社会印迹袁 而不同于动物的性遥 如法国社会学家

魪mile Durkheim渊涂尔干冤认为人类的性与乱伦禁忌起源有

关袁早期人类对血液的通行观念是与图腾信仰联系在一起

的袁由此产生了各种仪式袁而仪式的日常化与性的结合就

是所谓的野外婚制冶袁由外婚制衍生出来的乱伦禁忌等观念

至今仍然是人们道德性情的一部分遥涂尔干把性作为是社

会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分系统袁并且认为性是集结各种社会

现象和观念的结点袁 要解释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行为和观

念袁必须要解释关于性的社会系统 [5]遥
现代人往往把体育运动作为宣泄体内过剩能量的方

式袁 这与以上竞技体育将身体野蛮化的倾向基本一致袁导
致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身体观持的是身心二元对立的

思维方式遥有学者认为院野运动员虽然在丰富的物质条件下

从事训练与竞赛袁却感到精神空虚茫然袁丧失了自我遥 因

此袁 如何诊治身心二元论与时代物质化发展所带来的弊

病袁让真正的运动价值与意义受到理解与重视袁是个重要

的研究课题遥 冶[6]

所谓野身心对立冶袁指身体与精神尧文明层面的对立袁在
西方历史上有很多哲学家持这种立场遥 如当代学者 Costi-

ca Bradatan (科斯提卡窑布拉达坦)指出院在西方哲学中袁身
体在很多时候遭到蔑视袁它被视为比思想尧精神和灵魂低

一等的东西遥 在某种程度上袁 身体被贬低为思想的 野他
者冶袁是野肉体冶的所在袁是无法控制的本能和激情遥 哲学对

身体的敌意或许就开始于苏格拉底本人遥 在他看来袁身体

是某种需要野掌握冶的东西袁必须由理性牢牢地掌控遥 噎噎
身体只是灵魂的惹人讨厌的尧临时的避难所而已遥 从字面

上说袁 肉体就是灵魂的 野坟墓冶袁 一个必须尽快逃脱的地

方遥 柏拉图的众多追随者中的最重要的人物普罗提诺

渊Plotinus冤对因必须活在身体里而感到野羞耻冶遥 根源于柏

拉图主义袁 早期教会牧师并没有改变身体的哲学地位袁此
后中世纪的哲学家也没有改变很多遥 比如袁在影响力很大

的神学家尧教会改革家尧克勒福修道院的 Bernard de Clair-

vaux渊圣贝尔纳冤看来袁身体野不过是臭烘烘的精液袁一袋排

文化中的身体院儒家体育观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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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物和虫子的食物而已遥 冶只是到了 20 世纪袁情况才发生

了比较大的变化袁现象学家渊如梅洛窑庞蒂冤把身体渊肉体冤
置于其哲学探索的中心遥 同样袁最近有关野化身冶尧野情景性

/ 具身化冶渊situatedness冤和野涉身认知冶渊embodied cognition冤
等思考往往赋予身体在哲学中的新的尊严和地位遥 但是袁
这还不足以成功取代野柏拉图范式冶袁该范式在有关身体的

思考中占据支配地位达数个世纪之久 [7]遥
正是由于在西方古典哲学中身体处在被压制的层面袁

很多现代哲学家与思想家开始有意识地将身体从传统形

而上学中解救出来袁如弗洛伊德尧尼采等人袁但这些哲学家

在拯救古典哲学危机的同时袁又走入另外一个极端袁即片

面强调野身体冶的本能层面遥 正如李泽厚于 2015 年在叶答
野高更渊PaulGauguin冤三问冶曳一文中指出院野Freud渊佛洛伊

德冤 认为人类的文明或文化压抑了个体的动物性本能尧欲
望袁驱使它们进入无意识领域袁例如梦中实现性的欲望袁等
等遥 我同意 Freud 这一观点袁并认为这是一大贡献袁人类文

明尧文化对个体心理的确有压抑的负面作用遥但片面夸大袁
就引起后现代对理性的全面否定袁 而导致动物性的行为尧
心理的耶解放爷遥 文化心理结构说更重视文明尧文化对人类

心理的塑造尧构筑的建设性方面袁即院人类不同于动物袁除
理性尧语言尧思维尧逻辑外袁也包括情感尧欲望袁例如使性变

成爱袁使动物的快乐感觉变为人的审美需要袁如此等等遥这
就是中国儒学讲的陶冶性情遥 冶 [8]现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杜维明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院野面对 21 世纪袁 哲学这个领

域中袁会有一种精神转向的潮流曰而这个精神转向和儒家

心性之学有很密切的关系遥 冶[9]

李泽厚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儒学对于拯救当今文化

危机的重要性袁在对野身体冶的认识上袁中国儒学提供了一

个不同于现代竞技体育与西方哲学的阐释体系袁对我们当

今如何看待自我的身体以及运动具有非常大的启示遥

由于中国哲学是以野气冶论为基础袁注重从整体的视角

对待人及事物袁讲究野天人合一冶袁不同于西方哲学以野原
子冶论为基础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袁因此袁在中国儒

学中袁野身冶与野心冶不是对立的袁而是统一的关系遥 台湾学

者杨儒宾认为院野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观乃是一体的两面袁
没有无心性之身体袁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遥 冶 [10]在他看来袁
野人身自当有精神性尧宇宙性曰反过来说袁人的意识也当展

现到形体的末梢袁并延伸到自然的隐微处遥 刘宗周言院耶仁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袁乃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噎噎人合

天地万物以为人袁犹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为心遥 今人以

七尺言人袁而遗其天地万物皆备之人者袁即不知人者也遥以
一膜言心袁 而遗其耳目口鼻四肢皆备之心者袁 不知心者

也遥 爷刘宗周的话语极为透彻袁但如实说来袁它只是为孟子

的耶形要气要心爷的身体观作注脚而已遥 耶耳目口鼻四肢皆

备之心爷袁此语意指意识主体与形气主体是重合的袁人的身

体是精神化的身体袁所以一切感官知觉都是心的展现遥冶 [10]

杨儒宾借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此做出分析院野意识所以和身

体一源袁乃因现象学地来看袁此世之内没有无身体的意识袁
也没有无意识的身体袁而在这两者中居间起作用的袁乃是

耶气爷遥 所以身体一活动袁即有气的流行袁也就有潜藏的意

识作用遥意识一活动袁也即有气的流行袁也就有隐藏的身体

作用遥 冶 [10]

因此袁中国古代儒家所谈论的野身体冶袁一定是建立在

心性修养之上的身体袁 而非指自然性的本能层面的身体遥
如在叶论语窑泰伯曳中曾子所言院野动容貌袁斯远暴慢矣曰正
颜色袁斯近信矣曰出辞气袁斯远鄙倍矣遥 冶在叶周礼曳中袁国子

须有野六仪冶要要要野一曰祭礼之容袁二曰宾客之容袁三曰朝廷

之容袁四曰丧纪之容袁五曰军旅之容袁六曰车马之容遥 冶这
些在特殊场合对身体容貌的训练袁都是对原始自然性身体

的修正与约束遥 对此袁杨儒宾在叶儒家身体观曳中谈道院野人
如果处在前乎社会的阶段袁耶人爷此一生物自然也有生物性

的身体遥但严格说来袁这样的身体只是躯体袁它不能算是人

身袁因为它没有内在地彰显构成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遥 冶[10]

而且袁在中国儒学中谈论到的野身体冶往往不是个体性

的袁而是联系于他人的存在袁如叶孝经曳所谓野身体发肤袁受
之父母袁不敢毁伤袁孝之始也遥 冶又如在叶礼记窑祭义曳中载院
野天之所生袁地之所养袁无人为大遥 父母全而生之袁子全而

归之袁可谓孝矣遥 不亏其体袁不辱其身袁可谓全矣遥 冶可见儒

家所理解的野身体冶是与家庭成员尤其与父母有密切关系

的存在遥 在叶大学曳中袁野修身冶被放在野齐家治国平天下冶的
宏大格局中袁这样袁野身体冶被儒家阐释为是一种社会性的

存在袁而非自然性的各种生理感官与肢体的组成遥因此袁学
者李宪堂指出院野对于儒家来说袁身体不是一种私人性的生

理肌体袁它是一种关系中的功能性存在院既是展示真理的

感性符号袁又是示敬作则的礼仪之具曰既是交通天人的媒

介袁又是承续族类之永恒的结点遥 通过对身体的敬持与统

筹袁儒家将他们作为道德个体的当下生存系连于宗族的延

续尧天道的永恒遥 冶 [11]

正是基于野身体冶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的认识袁中国儒家

非常重视身体在不同社会场合中的礼仪实践行为袁在中国

古代儒学中袁野体冶与野礼冶有直接的关系袁两个词可以互

训袁如叶礼器曳云院野礼者袁体也遥 冶叶太平御览曳载院野礼也者袁
犹体也遥 冶可见袁野礼冶是借助野身体冶呈现出的文化遥

在儒家思想中袁自然性的身体需经过礼仪方面的熏陶

与训练袁才能参与到人类社会之中袁摆脱其动物性的野蛮

成分而成为人身袁这个过程是一生不断实践改造修习的过

程遥在古典经典文献中将此过程形容为野如切如磋袁如琢如

磨冶的治玉器的过程袁不可丝毫松懈遥如明末清初的儒家颜

元十分注重每时每刻对于礼仪的践行袁从来没有不穿好衣

服就走出房屋袁甚至在深夜仅仅只从床上起来到厕所去的

时候也是这样袁杜维明在叶人性与自我修养曳中说院野仪礼

的实践需要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努力遥 这是一个每日的袁
更确切地说是每时的事袁它必须要采取一种具体形式遥 当

然袁像早起袁衣著得体袁饮食适度袁抑制不必要的谈话袁走
路不慌不忙袁直坐袁一贯坚持写日记这样的小事是枯燥乏

味的遥但是袁这像训练一个琵琶演奏家一样袁要把所有这些

表面上琐碎的行动与礼仪的品格的表达结合起来则需要

终身的努力遥 噎噎学弹琵琶是获得一种技能袁但从事礼仪

实践则是控制自身遥一个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艺术就是

修身的艺术遥 和学弹琵琶不一样袁一个人一分钟也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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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礼仪实践遥 一个人放弃了一瞬间的礼仪实践袁他就已经

偏离了修身的道路遥 冶[12]

身体由于自身生理层面的需要袁 很容易受到诱惑尧胁
迫与恐吓袁而中国儒家极为重视野人禽之辨冶袁强调人的身

体不应像动物的身体那样袁 人的身体有本应具有的尊严遥
在叶礼记曳中记载了一个十分饥饿的人袁见富人黔敖设食于

路袁这个饥饿的人过来时的表现是野蒙袂辑履冶袁意思是用

衣袖蒙着脸袁他听到黔敖带有轻蔑意味的唤声袁野扬其目而

视之冶袁最终饿死遥 叶论语窑泰伯曳中载院曾子有疾袁召门下弟

子曰院野启予足浴 启予手浴 冶曾子以为身体受之于父母袁不敢

毁伤袁因有疾病而担心死掉袁故召其弟子袁使他们开衾而

视袁以明示自己的身体没有毁伤遥 又如子路在临死时还要

把帽子戴正袁这样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袁儒家强

调的是人性的力量袁这种礼义廉耻层面的人性力量可以将

人在面对诱惑与死亡时的自然动物性反应击败遥
当然袁以上所说对待身体的方式如果走向极端就容易

导致教条化等问题袁理学家程颐所说的野饿死事小袁失节事

大冶历来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袁这很容易使人对儒家产生认

识上的误区遥 其实袁儒家对待此问题是讲究尺度与弹性处

理的遥 如关于上面提到的饥民见黔敖轻蔑地呼唤他袁拒绝

吃嗟来之食袁黔敖心中有愧向他道歉袁但这个饥民最终没

有吃他的东西而饿死袁在叶礼记曳中记载曾子听说这件事

后袁感叹道院野其嗟也袁可去袁其谢也袁可食遥 冶曾子认为饥民

在黔敖道歉后是可以吃饭的遥又如在汉代刘向的叶说苑曳中
记载院曾子在给瓜苗培土时不小心把瓜根锄断了袁他的父

亲拿起大棒把他打昏过去袁 曾子苏醒过来后宽慰父亲袁并
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袁不使父亲感到难过遥 孔子知道后对

曾子的做法非常生气袁说院野汝不闻瞽叟有子名曰舜钥 舜之

事父也袁索而使之袁未尝不在侧袁求而杀之袁未尝可得曰小
棰则待袁大棰则走袁以逃暴怒也遥 今子委身以待暴怒袁立体

而不去袁杀身以陷父袁不义不孝袁孰是大乎钥 冶在孔子看来袁
曾子随便委身让父亲暴打的做法是不对的袁这样反而陷父

于不义袁由此他提出野小棰则待袁大棰则走冶的主张遥 可见袁
儒家虽然认为孝义等人文精神比自然性的身体地位要高袁
但并不是走极端的遥

人的身体客观上确实存在生理本能层面的需求袁儒家

并不否认这点袁如叶礼记窑礼运曳中载院野饮食男女袁人之大欲

存焉遥 冶孟子对告子所说的野食色性也冶也未直接反对袁而提

出野与百姓同之冶的思想遥 虽如此袁但儒家不主张无节制地

纵欲袁而提出野修义之柄尧礼之序袁以治人情冶 渊叶礼记窑礼

运曳冤袁即认为人的身体与情欲袁需要相应的礼仪来规训疏

导遥 在此层面上袁荀子提出野化性起伪冶的观点袁即用人后天

的礼仪文化来改变人先天的自然本性遥 杨儒宾认为院野荀子

谈及礼与人身的关系时袁分别从消极面与积极面言遥 从消

极面言袁礼被视为一种禁制的力量袁它用以规范学者袁使学

者生物化的野性日益驯化袁终至于其一言一行皆能符合礼

之要求曰亦即学者可藉着礼改造人的耶自然爷渊nature冤袁以成

就社会所需要的耶文化爷渊culture冤遥自另一方面而言袁礼却又

不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力量袁礼是文化价值体系袁它有机

的促成了学者的人格成长遥 事实上袁学者的意识如果没有

经由礼的滋润尧血肉化袁它即不可能有任何的内容遥 冶 [10]

野五四冶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者袁大多认为传统礼仪束

缚了人的本性袁提出野礼教吃人冶的说法袁这确实道出了礼

仪对身体约束性的一面袁但综观人类一切宗教袁都不主张

人的身体放纵而为袁都有各自的戒律来约束人的自我遥 另

外袁长期从事礼仪实践的人不会觉得礼仪是对他身体的约

束袁而是会获得特有的愉悦感袁如梁溯溟在叶中国文化要

义曳中说院野抽象的道理袁远不如具体的礼乐遥 具体的礼乐袁
直接作用于身体袁作用于血气曰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

化于不觉袁而理性乃油然现前袁其效最大最神遥 这些礼乐袁
后世久已不得而见袁其流传至今者不过儒书渊如叶礼记曳尧
叶仪礼曳等冤上一些记载而已遥 在把它通盘领会以后袁我们

知道乐礼设施之眼目袁盖在清明安和四字遥冶[13]在叶礼记窑乐

记曳 中则将这种礼仪实践带来的效果描述为院野耳目聪明袁
血气和平袁移风易俗袁天下皆宁遥 冶这种由身体在礼仪实践

中的运动所获得的野清明安和冶与野血气和平冶之感袁与现

代体育人士所说的身体由运动而分泌多巴胺带来的快感

大不相同遥
在现代文化体系中袁身体是被异化的机器世界中的一

环袁西方现代戏剧叶等待戈多曳尧叶秃头歌女曳以及卡夫卡尧
加缪等人的作品都体现出现代人孤独焦灼尧无家可归的境

遇遥 中国传统儒家所理解的身体不是无处安顿的袁在儒家

文化中袁 人的身体被安顿在礼仪实践的各个环节之中袁这
就是古人所说的野安身立命冶袁身体获得了栖止之地袁不仅

在血气层面保证了自身的健康袁而且在心理与精神层面也

获得了安顿遥
因此袁中国儒家对于野身体冶尤为重视袁因为野礼冶需要

身体践行袁圣者气象可以借助身体呈现遥 儒家对野身体冶区
分得非常细微袁如在叶礼记曳中对身体应如何坐尧立等姿势

都有着明确的要求袁孔子将身体的呈现分出野视听言动冶4
个方面袁认为君子需有野九思冶渊叶论语窑季氏曳冤要要要野视思

明袁听思聪袁色思温袁貌思恭袁言思忠袁事思敬袁疑思问袁忿
思难袁见得思义遥 冶在叶论语曳中描述了孔子进入朝廷后身

体的表现院野入公门袁鞠躬如也袁如不容遥 立不中门袁行不履

阈遥 过位袁色勃如也袁足躩如也袁其言似不足者遥 摄齐升堂袁
鞠躬如也袁屏气似不息者遥 出袁降一等袁逞颜色袁怡怡如也曰
没阶袁趋进袁翼如也曰复其位袁踧踖如也遥 冶儒家的理想是让

身体呈现出有野威仪冶的圣王气象袁如叶左传窑襄公三十三

年曳载院野叶卫诗曳曰院耶威仪棣棣袁不可选也遥 爷言君臣尧上下尧
父子尧兄弟尧内外尧大小皆有威仪也遥噎噎故君子在位可畏袁
施舍可爱袁进退可度袁周旋可则袁容止客观袁作事可法袁德
行可象袁声气可乐袁动作有文袁言语有章袁以临其下袁谓之

有威仪也遥 冶

儒家对于身体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运动的基

本精神指向袁如在叶礼记窑射义曳中言院野故射者袁进退周旋

必中礼袁内志正袁外体直袁然后持弓矢审固曰持弓矢审固袁
然后可以言中袁此可以观德行矣遥 冶在清人所编的叶蹴踘

谱曳中谈到选择学习蹴鞠者的标准时袁明确将野礼冶作为标

准之一院野凡教徒弟袁有三不可教院一者袁具性于沙村袁不通

情性曰二者袁不听师教袁不达圆情曰三者袁人无礼乐袁失其信

文化中的身体院儒家体育观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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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遥 此三者不可教也遥 有三可教院一袁性格温柔袁为人常情曰
二袁身村聪俊袁诸事通遥 三袁敏达时务袁知进退遥 此三者可教

也遥 冶并提到学习蹴鞠者要有野十紧要冶院野要和气尧要信实尧
要志诚尧要行止尧要温良尧要朋友尧要尊重尧要谦让尧要礼

法尧要精神遥冶 [14]这其中主要强调的是道德礼仪对于蹴鞠学

习的重要性遥
由于儒家所理解的野身体冶是社会性的存在袁而非个体

性与自然性的存在袁因此袁儒家对于身体保健与养生的论

述自然也不同于道教袁一般不提倡人出离家庭去隐僻地方

独处或炼丹食气袁更反对一个人闭门塞户袁而是倡导个人

要参与到群体之中袁乐群利群袁将身体放在社会中修炼袁把
个人的野修身冶放在家国与天下的体系之中袁注重野以文会

友袁以友辅仁冶袁注重家人朋友的会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袁
如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叶春秋繁露曳中说院野能以中和养其身

者袁其寿极命遥 冶
中国道教养生主要是关注身体精气神方面的修炼袁而

儒家更为重视道德礼义对于身体的重要性袁如孟子提出养

野浩然之气冶的思想袁他所说的野气冶不同于道家所说的天

地自然之野气冶袁而是来自人心袁明显带有了伦理色彩袁如
其在叶孟子窑公孙丑上曳中所言院野其为气也袁至大至刚袁以
直养而无害袁 则塞于天地之间遥 其为气也袁 配义与道曰无
是袁馁也遥是集义所生者袁非义袭而取之也噎噎行有不谦于

心袁则馁也遥 冶杨荣丰认为院野耶浩然正气爷是集耶义爷而生的袁
不是简单地从外在因素中袭取遥如果人不知按照耶义爷的原

则来调节自己的欲望和言行袁那么耶浩然之气爷便会消散遥
这就是说袁耶浩然之气爷是一种藏于人心的正气袁它既不是

自然界的天地之气袁也不是人体内的阴阳之气袁而是一种

道德精神遥 冶[6]

当然袁中国古代儒家对于身体的论述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袁在某种程度上袁道家弥补了儒家的一些缺陷袁道家更为

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 反对人为控制与刻意干涉袁如
庄子在叶天地曳篇中提出对于野机心冶的否定袁认为这种身体

执着于难易巧拙袁会形成主客对立的思维袁有学者认为院这
野是有意向性的粘滞之心袁执着于是非之辨尧物我之分袁必
然有主体与对象的分界袁 以一己之心去测度评判他者袁自
然陷入耶日以心斗爷的局面袁这是人文化成之中对耶本心爷的
遮蔽袁一己之心因其疏离道体袁以形在意向性自我为本袁与
道的关系呈现为背道而驰的状态袁所以要做的工夫是耶解
心释神爷袁耶知忘是非袁心之适也爷渊叶山木曳冤袁剥除耶有蓬之

心爷对本心的遮蔽袁耶以心复心爷方可使生命不离其本遥 冶[15]

总之袁儒家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野身体冶的视角

和描述方式袁 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当代竞技体育运动

在对身体认识方面存在的不足袁如果引起足够重视袁这种文

化是可以逐步渗透到现代体育以及当代人生活之中的遥 具

体原因有以下 3 点院首先袁世界上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来自

于某一种文化袁 在儒家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了一些有益于建

构当代世界体育文化的运动项目及其特有的体育观念袁忽
视这些或者刻意剥离这种文化袁 只能使得中国体育文化慢

慢迷失自我遥而且袁未来世界的文化发展趋势是多元化的格

局袁 如果失去自己的民族语言甚至很难与世界其它民族相

沟通袁中国体育在与世界通用规则接轨的同时袁还需要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出中国人独有的文化与传统袁 才能真正

让世界认识中国体育袁丰富全人类对体育的认知和体验袁也
才能真正推进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之

中遥 其次袁在对中国运动员精神气质的培养层面袁儒家文化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袁 但由于我们长期缺失此方面的人文

教育袁以获得金牌为首要目标袁导致很多运动员将自己的身

体单纯看作是获得功利性目的的手段与工具袁 丢失了体育

人文关怀的维度遥 再次袁在百姓生活方面袁近年来人们在慢

慢对与各民族传统宗教紧密相联的运动项目产生兴趣袁如
瑜伽尧跆拳道等袁同理袁贯彻中国传统儒家精神的很多运动

项目也能够被百姓接受袁 跆拳道等运动之所以能被广泛传

播袁 并不在于它们抛弃与遮蔽其本有的文化传统袁 恰恰相

反袁它们都有意保留与激活了自身所从属的文化遥
对于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土壤中的体育运动项

目袁如何在今天进行传播与推广袁使之进入到世界体育运

动体系之中袁影响当代人的生活袁是时代赋予我们并亟需

回答与解决的命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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