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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wit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akes "Man" in the course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after the Middle Ag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analyze man's self-consciousness, man's

body concept and man's liberation and freedom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Renaissance, the Reli-

gious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A thorough study is also made on the ontology and the ideo-

logical core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The aim is to realize the basic historical logic con-

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modern sport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 basis of the birth of mod-

ern sport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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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育的产生之源来看袁无论东西方文明均有自己的

古代体育文化遥 虽然东西方的古代体育文化各具特色袁但
大同小异袁均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尧军事战争和宗教巫术有

密切的关系遥这在前人的研究中均得以反映和印证遥然而袁
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现代体育袁为什么能够在西

方世界孕育而生袁为什么没能产生于具有五千年连续文明

史的东亚地区钥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袁虽然也有学者

进行过探索和研究袁但尚未能产生有深度尧且有完全说服

力的研究成果遥 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袁体育发展中最核心

的要素也是人遥希腊德尔菲神庙中镌刻的野认识你自己冶的
格言也证明袁 西方从很早就开始重视对人的认识和理解遥
体育史研究中如果忽视了人的研究袁而只注重体育实践活

动的发展袁就只能成为流于表面的研究袁体育思想史研究

也就无法真正抓住体育发展的核心袁更难以取得深入的研

究成果遥在西方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袁中世纪末期至 19 世

纪末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过程中袁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历史现象院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史中袁对于人之本体的

认识观念经历了由觉醒至解放的重要变化过程遥这里所谈

论的人袁既指社会个体袁也包括体育群体运动中的个体遥人
是体育发展中最核心的要素袁 所以在西方近代历史上袁人
之本体认识观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诞生有

逻辑上的必然关联遥 野人类体育乃至整个文化就其起源而

言袁它的本尧它的根在于身体袁在于我们这个有感性尧有意

识的身体袁它起源于这个有感性尧有意识的身体的自由本

性袁人的自由本性遥 冶 [1]为此袁本文以西方近代体育发展进

程中的人之本体作为切入点袁从人对自我的意识尧人的身

体观和人获得解放与自由等方面对西方的近代体育发展

进行本体论研究袁从而展开对西方近现代体育思想的深入

探讨袁探究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轨迹袁从而建构西方

近代体育的基本历史逻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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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袁基督教的原罪说和禁欲主义思想在欧洲的

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袁人处于基督教精神统治的高压之

下袁成为身负原罪的罪孽深重之人遥在基督教教义中袁人类

始祖亚当的野原罪冶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起点和前提院野把
人类始祖所犯耶原罪爷当作整个宗教神学的出发点袁并使这

耶原罪爷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人的主观世界中袁成为信仰的一

种痛苦的心理保证遥 冶 [2]而且袁就当时人们的认识而言院作
为亚当的后代袁野原罪冶是一种与人的自由意志无关的必然

结果遥 因此袁源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善功和德行无助于人从

野原罪冶中获救遥 人若想摆脱万劫不复的野原罪冶袁只有仰仗

上帝的恩典遥 人欲灵魂得救袁就必须禁欲尧苦修尧放弃现世

的享乐和诸多正常的生理欲求袁方能有机会荣获上帝的恩

典袁获享来世的重生遥更关键的是袁人在中世纪被区分为肉

体和灵魂两部分袁灵魂拥有至上的地位袁肉体被视为灵魂

的监狱袁同时这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所宣扬的灵肉对立论

的主要依据遥处于此种生活形态的欧洲袁实现野人的灵魂得

救冶成为一种纯粹的信仰袁成为一种需要折磨肉体尧禁欲苦

修的生活追求遥 野在体育的世界里袁 身体是王袁 娱乐称霸

噎噎体育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身体和娱乐的自由袁没有

身体和娱乐的自由尧尊严袁便没有体育的自由尧尊严遥 冶[3]然

而袁基督教的禁欲苦修与灵肉对立哲学却成为当时体育活

动和体育思想发展的沉重枷锁袁进而导致当时的人们不敢

甚至不愿从事任何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游戏活动和体育运

动袁导致古希腊尧古罗马的体育文化被基督教的身心二元

对立观和禁欲主义思想所湮没曰使得中世纪的欧洲人匍匐

于上帝的脚下袁成为教会的奴仆袁失去了人作为社会个体

应有的地位与尊严遥 但从体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袁灵魂与

肉体的二元对立袁也为在教育领域产生体育渊Physical Edu-

cation冤的思想理念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遥 如果没有灵魂与

肉体的二元分离袁身体教育的思想就很难在基督教理念长

期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群体中产生遥正是由于肉体的地位极

其低下袁才为人体解剖学和构造学的学科发展减轻了社会

压力袁为世人更好地了解人尧为后世体育的科学发展提供

了认识论的基础遥
尽管基督教严格禁止人们从事体育游戏等娱乐活动袁

甚至将体育活动视为异端袁并规定参加体育竞技活动的教

徒不能领圣餐袁 角斗士若不放弃自己的职业不能受洗礼遥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世纪欧洲体育的发展袁导致中世纪西

方体育的全面衰颓遥 但是袁人袁终究是现世生活的人袁人在

现世生活中种种正常的生理与精神诉求更不会因为基督

教的精神统治而彻底泯灭遥
伴随中世纪后期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和教士阶层生活

的腐化堕落袁不仅在基督教内部出现了教义之争袁而且神

职人员随意编造假圣徒遗物骗取信徒钱财尧制定各种罪行

的赎买价格制度等行为袁也导致当时的欧洲人对于基督教

教义产生怀疑并对来世得救开始失望袁进而影响到普通社

会个体的宗教虔诚度袁使得社会个体对于人应该拥有怎样

的现世生活产生了质疑遥
至中世纪后期袁一些源于军事训练需要而保持发展的

身体训练和比武活动开始出现表演化和娱乐化的发展趋

势遥由于骑士比武训练中时常出现死伤现象袁导致 1130 年

开始教会对骑士比武的多次明令禁止遥但是由于十字军东

征等战争的准备需要袁骑士的比武训练又需要进行袁于是袁
为了减少伤亡尧降低危险袁骑士比武中引入了固定的比武

规则袁比武所用武器也由锐利变圆钝袁骑士的训练比武出

现了体育化的发展趋势遥 1184 年和 1188 年美因茨宫廷聚

会上的骑士比武已经高度仪式化遥 其仪式化的具体表现

为院发正式的邀请函尧有固定的比赛规则尧修建正规的比武

场地尧有监督比武的裁判尧胜出者会被颁奖[4]遥 这样的骑士

比武已经成为逐渐脱离军事训练的体育活动遥 与此同时袁
英国的射箭活动也逐渐出现了平民化发展遥 1252 年袁英国

的叶威斯敏斯特条例曳规定袁年龄在 15 至 60 岁的男子都必

须定期练习射箭遥 这虽然是出于军事备战的需要袁但是伴

随后来火药武器进入军事领域袁射箭活动也逐渐脱离军事

训练而渐渐发展成为贵族与百姓的体育娱乐活动遥
伴随中世纪后期人们信仰坚定性的弱化袁对于绝大多

数人甚至于那些自以为在信仰方面坚定不移的基督徒来

讲袁摒弃一切人性欲念的崇高境界都是难以达到的袁即便

暂时达到也难以长久保持遥体育活动作为人类现实生活中

能够给人带来健康和快乐的游戏活动袁很显然也是一种重

要的现世诱惑袁虽遭教会的反对与禁止袁却并未从人们生

活中彻底消失袁而是渐渐成为人们在宗教节日和狂欢节中

的表演和娱乐内容遥 有资料证明院12 世纪末野年轻人在节

日时都在进行体育锻炼袁如田径尧射箭尧摔跤尧铅球尧掷标

枪以及击剑冶 [5]遥1303 年曼宁在其诗作叶处罚罪孽曳中写到院
野唱歌尧 摔跤和下流的游戏袁 人人乐于这些让人蒙羞的把

戏遥在教堂里袁就在教堂的庭院里袁对于神灵也敢亵渎遥冶[6]

总体而言袁中世纪对于西方的体育发展史来讲袁由于

人被置于上帝之脚下袁所以在教会身心对立观和禁欲主义

说教的影响下袁近现代体育思想的萌生尚未发生曰对于体

育思想的发展而言袁当时的欧洲确属于近代体育思想肇始

之前的黑暗时代袁是欧洲的前体育时代遥 这一社会发展时

期袁既是文艺复兴中人之觉醒的客观历史基础袁也是西方

近代体育思想滥觞的真实土壤遥

正是由于人们不堪长期忍受教会的精神统治和经院

哲学的思想禁锢袁 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孕育而生了一场声

势浩大尧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遥这场运动从 14 世纪初

期开始袁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 30 年代袁长达三百余年遥文艺

复兴运动时期袁但丁尧薄伽丘尧彼特拉克等人文学者大力抨

击教会的封建统治和教会对人的精神摧残袁开启了西方近

代人文主义对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深度影响时期遥文艺复兴

时期袁 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象征是人文主义遥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袁 恢复人的本体地位与价值袁
把人视为一切事物的前提和最终的本质袁 反对把人边缘

化袁强调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袁肯定人是权利和责任的主

体遥 原本在意大利的知识精英中就孕育尧传播的人文主义

从觉醒到解放院西方近代体育发展进程中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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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袁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

化遥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袁导致保留希腊罗马古代文化较多

的东罗马学者纷纷流亡至意大利袁促进了意大利学者对希

腊罗马古典文化的研究袁也进一步促成了当时的社会精英

借助于对古代文学尧艺术的复兴袁展开了一场以复兴古典

为借口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遥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袁精英学

者们充分利用古典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尧利用自然

科学和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袁来反对封建神学体系

和经院哲学袁在继承和利用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

新文化遥
人文主义者在哲学观上表现为人本主义袁在伦理思想

上表现为反对禁欲主义袁肯定现实世界和现世生活袁主张

发展人的个性尧才智与能力袁通过文艺作品描述人性的美

好尧赞美健康的人体尧树立人的自主意识袁导致了近代西方

社会人的觉醒遥人文主义者的作品和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

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袁甚至有学者认为袁野文艺复兴运动

之所以成为西方历史的里程碑袁就是由于它改变并重新创

造了一个新欧洲尧新西方冶 [7]遥
人文主义盛行导致人的觉醒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

佐窑瓦拉提出了野灵肉一致冶的观点袁认为人的肉体生活之

价值并不亚于人之灵魂的获救袁其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当

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遥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袁拉斐尔尧波提

切利尧达芬奇尧米开朗基罗等人的宗教绘画和艺术雕塑充

分借助于宗教故事的内容展示了人体健康之美袁使得世人

感受并喜爱人体的健康和健美形象遥这一时期对于健康肉

体的喜爱和对人体协调发展的思想追求袁为近代体育思想

的肇始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前提遥 同时袁人文主义者在复兴

古希腊尧古罗马的文化时袁也开始注意古代的体育文化和

教育思想袁开始接受并宣扬古罗马诗人尤纳利野健全的精

神寓于健全的身体冶的身心健康观遥 这些身心观与健康人

体观的发展与当时社会个人的需求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情

趣相结合袁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教育思想的变革和健

康思想的发展袁为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开拓了最早也是最重

要的发展领地遥 人文主义者对于古代雅典体育精神的喜

爱袁 对古希腊丰富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教育的赞许和惊叹袁
更为西方近现代体育观念的形成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

找到了可资学习借鉴的蓝本遥

在社会生活领域袁当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尧威尼斯尧曼
图阿以及归属教皇的罗马等富庶城市里袁教皇尧枢机主教尧
银行家尧富商等阶层居住于豪华皇宫尧别墅之中袁享受一切

能用钱买来的奢侈品袁这些社会上层的人生态度袁渐渐倾

向于重视世俗袁教会的世俗化趋势加剧袁一些接受了人文

主义影响的教会高层袁甚至于一些教皇已经在自己的思想

中开始重视人的健康和现世生活的幸福与快乐遥在教育领

域袁人文主义新教育以对人的崇拜为基础袁开始重视青少

年的身体健康和成长发展袁 形成了当时影响社会各阶层

的尧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思想遥 这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

性的是教皇庇护二世渊Pius II袁1458要1464 年在位冤遥 庇护

二世的教育思想中不仅对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袁甚

至已经包含有丰富的体育内容遥
在叶论自由教育曳的文章中袁庇护二世认为院野人是由精

神和肉体两部分构成的袁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应得到发展遥 冶[8]

他相信袁健全的精神必须寓于健康的身体之中遥 庇护二世

曾专门讨论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方法和条件遥 他认为袁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身体健康的首要保障遥 贪吃贪睡尧暴饮

暴食尧无所事事都是人体健康的敌人袁而生活规律对于保

持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遥他还建议年轻人到艰苦的环境中

去剥离自己的意志力袁培养自己朝气蓬勃尧不畏艰难的精

神遥 对人们来说袁掌握一定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技能非常

重要遥 各种球类尧游泳尧体操尧骑马尧游戏等都应该是学生

每日的必修课遥 他认为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袁可以借助于

参与军事技术的训练来实现袁如学习使用弓箭尧长矛尧投石

器尧驾车等实用的军事技能袁既能满足野圣战冶时的需要袁
还可以切实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遥 此外袁在修

身养性方面袁他认为要奉行适度的原则袁做到张弛有度尧劳
娱结合遥适当的休息和放松是调节人体生理平衡的重要手

段袁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方法遥 这种对于人之健康十

分科学的思想和体育观念是教会领域对于体育宽容的突

出体现袁也是在当时教会世俗化发展中对人宽容的真实反

映遥 教皇庇护二世对于人的宽容和对人健康的重视袁客观

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已开始觉醒袁同时带来了西方近代

体育思想的肇始遥
不仅文艺复兴时期有庇护二世这样的宗教界领袖人

物开始重视人袁重视人的世俗生活与身体健康袁而且也产

生了一大批拥有虔诚基督教信仰并大力倡导人文主义教

育的社会精英袁如弗吉里奥尧菲尔特雷尧卡斯底格朗等袁出
于对人的赞美与重视袁从人之教育培养的需要出发袁首先

恢复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袁同时通过提倡个性发展和思

想自由袁来使基督教的野原罪说冶和禁欲主义教育思想濒临

瓦解袁充分表达出对人的重视和对体育的重视遥
弗吉里奥渊Pietro Paolo Vergrio, 1349要1420 年冤是第

一个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运用于教育实践的教育家遥他在

叶论绅士风度和自由研究曳一文中提出博雅教育渊Liberal E-

ducation冤的主张遥 弗吉里奥认为院博雅教育野是一种符合自

由人的价值的教育袁是一种能唤起尧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

趋于高贵的身心和最高才能的教育冶 [9]曰 教育应该培养充

满世俗精神的尧全面发展的尧身心俱健的人遥 为此袁弗吉里

奥提出教育需要两根支柱院心智训练和身体训练遥 其博雅

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对人的身体和心灵进行有效的训练袁
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身心俱健的人遥

意大利教育家维多里诺窑德窑菲尔特雷 渊Vittorino da

Feltre袁1378要1446 年冤袁继承了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袁并将

之应用于他的学校野快乐之家冶中遥他的办学宗旨就是要培

养身体尧智力和道德和谐发展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遥 他

认为袁身体是灵魂的皈依袁强健的体魄是塑造灵魂的保证曰
理想的人应具有强健的体魄尧丰富的知识尧良好的品德及

虔诚的宗教信仰遥 菲尔特雷在教育过程中坚持德智并重尧
身心兼顾袁 重视发展儿童个性与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遥
菲尔特雷要求 野快乐之家冶的学生们不仅学习骑马尧射箭尧
角斗尧击剑等可以用于军事战争的体育技能袁而且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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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尧跳跃尧踢球尧游泳等的学习和训练遥 学校还根据四季

气候和环境条件的变化袁 为学生编排不同形式的体操尧舞
蹈活动内容遥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袁 在共和制社会政治背景下袁意
大利社会要求在人文主义教育中培养野公民冶的思想袁巴尔

达萨窑卡斯底格朗渊1478要1529 年冤认为袁完美的朝臣不仅

应具有勇敢尧正直等美德袁而且应该是擅长战争艺术和体

育活动的实干家遥 所以在叶廷臣论曳中袁卡斯底格朗要求朝

臣的培养既要学习军事技能袁还要练习游泳尧跑步尧摔跤尧
投掷石块尧打网球等内容[10]遥 历史学家巴伦认为卡斯底格

朗教育中的理想野廷臣冶也就是文艺复兴的野一般人冶 [11]袁他
的朝臣培养思想所反映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一般人的

教育思想遥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袁带来了人对身体健康和人之

教育的重视袁为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开启了最早的宽容环

境袁也从身体观念尧教育理念等方面为体育思想的肇始提

供了内需动力袁从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形成了支持追求身体

健康和支持体育教育的社会思潮遥在基督教依然占据统治

地位的时代袁在文艺复兴思潮影响较大的地区袁社会大众

的体育活动渐渐成为了能被宽容尧可被接受的生活娱乐和

偶尔的快乐享受袁这些地区的人开始有机会品尝到体育带

来的益处遥

15 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跨越阿尔卑斯山逐渐

将其影响发送到西欧的其他国家遥然而袁对于 16 世纪初期

德国和北欧国家的人们来讲袁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

潮仍然只是一种无聊而昂贵的精神奢侈品袁他们对文艺复

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反应极其冷淡遥此时的德国和北欧

国家的人们袁 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与 10 世纪

时期并无质的不同袁较之于黑暗时代并无太多的改善遥 闭

塞和落后的环境使处于欧洲内陆的德国人保留了无比的

信仰虔诚遥 16 世纪教会的腐败和教士的堕落不仅动摇了

日耳曼民族对罗马天主教的虔诚之心袁而且 14尧15 世纪欧

洲各地的宗教野异端冶思想袁如神学家约翰窑威克里夫渊John
Wicliffe, 1328-1384 年冤 和约翰窑胡斯 渊John Hus, 1373-
1416 年冤对正统天主教观点的批判袁以及罗拉德派尧圣杯

派等野异端冶教派的影响袁都逐渐汇聚成为 16 世纪宗教改

革的滥觞之源遥

野许多历史学家把西方近代的信仰自由尧宽容精神尧民
主政治尧经济发展尧国家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归功

于宗教改革遥 冶[2]历史发展也的确显示袁那些因宗教改革而

改信了新教的国家渊它们大多属贫瘠之地冤袁如英国尧荷兰尧
德国尧美国后来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袁而那些极力

抵制宗教改革的国家如西班牙尧意大利等袁尽管 16 世纪时

在政治尧经济等方面强大而繁荣袁但在近代西方的竞争发

展中都日趋没落遥 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基本格局是南方富

庶开化而北方贫穷落后曰宗教改革之后袁逆转为北方发达

繁盛而南方落后衰颓遥 对于社会发展袁宗教改革意义重大袁

之于体育思想的发展袁宗教改革也影响深远尧意义非凡遥
1517 年袁马丁窑路德的叶九十五条论纲曳掀起了宗教改

革的大幕遥这场运动声势日渐浩大尧影响不断扩大袁几乎波

及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遥路德尧加尔文尧茨温利等人的改

革思想不仅为西方世界的人们带来了信仰的自由和精神

的解放袁而且带来了宗教对体育的宽容袁甚至是需要袁从而

在思想领域为体育思想的发展开启了方便之门和发展空

间袁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遥
路德将叶圣经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袁他继承威克里夫

和胡斯的神学思想袁否认教会和宗教会议的权威袁反对教

阶制度袁反对禁欲主义和教士独身袁反对教会干预世俗政

权的事务袁还要求确立世俗政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权

原则袁使教会和国家在职能范围上分立开来遥路德强调叶圣
经曳的权威袁宣扬野因信称义冶宗教观袁认为野只是信袁不是

行为袁才使人称义袁使人自由袁使人得救冶 [12]遥 路德认为袁灵
魂获救完全是信徒个人的事情遥 只要心中有信仰袁人的救

赎不需要教士作为中介袁也不用求助教会和教皇袁不用借

助圣礼仪式和善功袁而是直接向自己的良知呼吁遥 只要信

仰虔诚袁坚信上帝和热爱上帝袁就可以获得救赎遥路德宣扬

基督徒的自由与灵魂得救的自主袁获得了世俗统治者的大

力支持和世人的广泛拥护袁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路德宗新教

派别遥
瑞士教士茨温利赞同路德的改革思想袁 也主张奉行

叶圣经曳为唯一的信仰权威袁否定罗马教皇的权威袁否认教

会赎罪券的功效袁主张废除繁琐的教会仪式和教士独身制

度袁并于 1523 年在苏黎世发表叶六十七条论纲曳袁宣扬信徒

的福音来自于叶圣经曳而非教会袁得救的依据是信仰袁并对

弥撒的献祭性质尧善功的救赎作用尧圣徒代祷的价值以及

隐修誓愿的约束力等天主教教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遥
法国人约翰窑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体现于他的著作

叶基督教原理曳中遥 在书中袁加尔文宣扬野预定论冶袁奉行叶圣
经曳为信仰的唯一依据袁主张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度袁建立

长老制教会管理体制袁让信徒来管理教会曰提倡节俭袁鼓励

经商致富和经营获利袁认为正当的经济活动是增加上帝荣

耀的重要途径遥 在加尔文的改造思想中袁作为社会个体的

人应该通过自己现世的努力和信仰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

选民遥这就为喜爱体育竞技的人通过自己的勤奋训练和在

运动场上努力获胜来证明自己也是上帝的选民提供了信

仰的依据遥
新教各教派的改革主张袁其初衷是为了革除天主教的

积弊和陋习袁清洁教会内部袁清新精神救赎之风袁但却打破

了西方天主教在精神信仰领域一统全局的状态袁带来了教

会的分裂尧 天主教自身的改革以及教会的深度世俗化袁并
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遥 尤其是马丁窑路德的改革思想袁以
人的境况为出发点和目的袁 人的获救是他关注的首要问

题袁他认为上帝创世是为了人袁基督蒙难更是为了拯救人曰
在他的神秘主义宗教体验氛围的中心是一个大写的 野人冶
字[2]曰他的野因信称义冶理论是为了人的获救和精神的自由遥

西方近现代体育的大发展袁必须以大多数人能够享有

平等的体育权利为前提袁而野这一点又以现代民主国家形

成尧所有人都成为法律上完全平等的公民为条件冶[13]遥宗教

从觉醒到解放院西方近代体育发展进程中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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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成果是 1555 年叶奥格斯堡合约曳规
定的野教随国定冶的原则遥该原则极大地增强了欧洲各地人

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心袁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

主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遥如德国的宗教改革推动了德意

志民族意识的觉醒袁 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袁借
助于资产阶级革命袁打破了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袁使绝大

多数的人成为国家公民袁逐渐获得了法律上的民主权利和

自由从事体育活动尧平等接受体育教育的权利遥 欧洲的其

他地域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袁使得昔日王公贵族所玩的某

些娱乐游戏活动袁 以及一度难登大雅之堂的民俗体育活

动袁也渐渐有机会发展成为全民族共同的体育生活方式遥

新教领袖的改革主张袁不仅带来了新教世界人们精神

的解放和信仰的自由袁为人的进一步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袁而且袁他们的教育思想和体育的观念袁也促进了西方近

代体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遥
路德认为世俗统治者应当重视兴办教育并推行普及

的义务教育遥 他认为野保持健壮的身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

天职袁身体健康结实袁才能从事生产劳动袁才能救济和帮助

贫困者冶[14]遥路德的初等教育主张中袁不仅包括叶圣经曳和历

史尧艺术的学习袁还包括体育的内容遥在拉丁语学校和大学

的教育中袁路德还主张应该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体操

练习遥 他认为体操锻炼可以保持人的身体健康袁还可以有

效地防止人们参加卑鄙的活动曰他还说过野人们应该拥有

高尚尧有用的运动训练噎噎因此袁我赞成噎噎音乐以及击

剑尧摔跤等骑士类的体育运动训练袁它们不仅能够消除人

们的烦恼袁还能让人的四肢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冶 [15]遥他
的教育主张袁不仅极大地改革了中世纪以来学校教育的体

系和内容袁而且为学校的体育教育提供了合理的发展场所

和发展理由遥
加尔文认为人们应该参加诚实的游戏活动袁不能禁止

人们参加所有一切娱乐活动遥他并不绝对禁止新教信徒参

加体育活动遥 在日内瓦执掌新教教权时期袁加尔文也非常

重视举办学校教育袁学校的课程安排上袁野带有明显的文艺

复兴思想的特色袁包括拉丁文法尧词汇袁还专为孩子们的体

育锻炼做出计划冶[16]遥 加尔文本人晚年也参加一些保持心

情愉快和身体健康的必要的体育活动袁如投铁圈尧打地滚

球尧散步等遥
在叶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曳一书中袁茨温利认为袁体育

活动的目的是要增进人的身体健康袁所以他赞成任何能起

到锻炼身体效果的体育活动或游戏活动遥对于学校的课程

设置袁茨温利提出了多种不同的体育活动内容袁包括跑步尧
跳跃尧投掷类的运动练习袁以及摔跤等课程内容 [17]遥

马克思认为袁是路德所掀起的宗教改革把人从外在的

宗教中解放了出来袁并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 [18]遥 宗

教改革时期产生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自由尧 个人努力奋

斗尧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袁带来了人的信仰自由和人

的解放袁 不仅为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

力袁也为近代体育价值观和现代体育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

础遥于此同时袁各教派为了争夺青年信徒袁都重视对年轻一

代的教育袁也开启了世俗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遥 在路德等人

教育思想的影响下袁体育在教育领域获得了重视和必要的

发展空间遥在宗教改革时期袁不断加深的教会世俗化趋势袁
也形成了更为宽容的社会氛围曰各教派在加大对青年人的

吸引力度时袁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青年人娱乐活动的

宽容和支持袁这为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较之前代更

为宽松尧相对广阔的发展氛围和发展空间遥
路德提出的由国家推行强制义务教育的建议袁也逐渐

获得了各国的认可与接受遥加尔文主政瑞士政教合一的新

教政权时袁也非常重视举办国民的教育遥 耶稣会领导人罗

耀拉的教育主张也极大推动了天主教统治区的学校体育

活动的发展遥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体育在教育领域的实践

发展和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进一步丰富遥

宗教改革运动最终带给西方世界的是一个可以被称

为宗教宽容和信仰较为自由的时代遥此时的所谓的信仰自

由时代充其量也只是个信仰多元化的时代袁还不是一个拥

有无神论的时代遥当时即便是最激进的思想家也仍然披着

一件宗教信仰的外衣袁他根本不敢否定上帝的存在遥所以袁
此时人的解放所获得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遥 然而袁17尧18
世纪影响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对宗教和神性的冲击则更

加巨大袁给人带来的解放则是更加彻底尧更加理性也更加

无畏的遥

启蒙运动中袁教皇变成了骗子袁科学埋葬了神学遥狄德

罗认为世间根本不存在上帝袁 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曰
霍尔巴赫则认为袁欧洲宗教的基础是上帝的存在袁而这个

基础却是最不足以相信的袁而基督教就是建立在野最下流

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冶 [19] 的基础之上的产物遥
孟德斯鸠认为袁教皇颠倒黑白袁指恶为善袁是个骗子曰老百

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遥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梅叶在其

死后才敢发表的著作叶遗书曳中表达了自己对宗教真实的

看法院一切宗教袁尤其是基督教都是荒谬和虚伪的产物袁它
们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论点都是违反自然和理性的曰野灵魂

和任何肉体一样是物质的和有死的噎噎它渊灵魂冤同肉体

一样会死亡冶 [20]遥 正是这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将教会批

驳得体无完肤袁在思想领域把天上的国王要要要上帝送上了

断头台遥伴随 17尧18 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们自然观的

进步袁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袁从哲学上借助于严密

的数学方法精确描述了整个宇宙体系按照严格的自然法

则在和谐运行袁 虽然还为上帝保留了宇宙的 野第一次推

动冶袁但同时也将上帝置于自然界之外曰法国唯物主义者已

经认识到袁物质运动的源泉是物质自身袁运动是物质本身

的固有属性袁无需上帝的野第一次推动冶遥 狄德罗还运用当

时自然科学的知识论证了运动的原因在于物质内部的吸

引和排斥袁而不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21]遥 唯物主义者的物质

运动观成功地批判了神的野第一次推动冶论袁沉重打击了欧

洲的神学思想袁彻底解放了人袁并给人认识世界提供了科

学尧理性的工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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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中袁理性击败了神性袁人性获得了进一步的

解放遥 启蒙运动继承文艺复兴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硕

果袁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袁他们高举理性

与科学的大旗袁宣扬自由尧平等尧博爱尧人权和法制袁强调

法制科学尧张扬人的个性尧享受现世生活尧建立野理性王

国冶遥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应运而生袁并经

历了由自然神论到无神论的发展历程遥发展到 18 世纪袁法
国的唯物主义已经把无神论和唯物论相结合袁成为了战斗

的唯物主义袁充满人道主义色彩院它以人为中心袁维护人

性袁赞扬人的伟大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袁争取人的自由尧
平等和解放遥 爱尔维修认为袁人是能够感觉肉体的快乐和

痛苦的曰霍尔巴赫则说袁人野都是爱慕自己的幸福尧忙于自

己的保存袁营社会生活以便更可靠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冶[19]遥
狄德罗认为袁人不单纯是动物袁而且是有理性的动物曰自爱

或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的本能产物遥这些唯物主义者关于

人的学说袁以反对宗教神学出发袁野把带着耶原罪爷枷锁的

罪人从上帝那里夺回来袁 复归为像生物一样具有感受性

的尧活生生的自然人冶 [22]遥洛克则通过自己的哲学和政治学

著作批判 野君权神授冶袁 抨击君主专制袁 宣传社会契约思

想袁为野自然人冶争取各种自由和平等的权利遥 启蒙思潮

中袁自然的身体和活动尧自由的人逐渐挺立于世界中袁身体

和体育再次获得了发展所必须的思想基础与哲学支持袁走
上了近现代的发展轨道遥

启蒙运动中袁教育思想获得了极大发展袁并带来了体

育教育的累累硕果遥启蒙运动时期袁爱尔维修的野教育万能

论冶尧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和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袁不仅极

大地推动了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袁同时也推动

了体育教育思想的丰富袁为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奠定了扎

实的认识论基础遥
洛克在继承弥尔顿等前辈教育家思想的基础上袁 形成

了绅士教育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遥在其著作叶教育漫话曳中袁
专门有野论体育冶的章节袁将体育确定为绅士教育的基础袁将
体育的目标设定为野培养强健的身体冶袁并从体育锻炼习惯

的养成尧 体育生活制度的建立尧 身体锻炼要适应自然等方

面袁为西方近代体育文化提供了绅士体育思想体系遥
卢梭在继承夸美纽斯等人的自然教育思想基础上袁提

出了更加完善的西方近代自然教育思想体系袁并在对学校

教育的具体指导中袁提出培养身心发达尧体脑两健尧天性发

展的野自然人冶的教育目标袁从而形成了西方近代体育发展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自然体育思想体系遥
爱尔维修的野教育万能论冶虽然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

用袁 使自己的理论陷入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袁
但是他重视体育对人身体健康的作用袁认为健康强壮的身

体是人们获得幸福和民族获得幸福的重要保障袁 并提出袁
学校应该像古希腊时期那样建立体育馆袁为儿童提供体育

活动的场所等思想袁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

体育教育实践的发展袁为西方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遥
由此而始袁平等尧自由尧博爱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

价值追求袁也成为西方体育价值观的发展基础遥 顾拜旦复

兴奥运会袁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的公平竞争尧体育平

等尧教育青年等竞技体育价值观的源头袁均可追溯至该时

期遥 故此袁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体育思想的轮廓成为近

代西方体育思想的基本理念袁也成为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后

来发展成熟的核心精神内核遥

西方近代历史上人由觉醒到获得较为彻底解放的过

程袁是西方近代体育发展的重要基础遥如果没有人的觉醒袁
人就不会获得追求世俗生活的认识和追求身体健康的欲

念曰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袁人们就会依然处于中世纪基督教

的精神控制和经院哲学的思想统治之下袁更谈不上对体育

活动的热爱和对体育教育的需求袁也不会有西方近代体育

发展史上体育教育和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与渐趋成熟遥正
是有了中世纪被神踩在脚下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觉醒袁
才有了人们对世俗生活的重视和对现世享乐的追求袁从而

开启了西方近代人对健康身体的追求袁成为西方近代体育

思想的肇始曰同样袁正是有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两次人

的解放袁 才有了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繁荣和多流派发展袁
并形成了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的思想基础和实践

支持袁才有了影响当今全球的西方竞技体育运动和科学理

性的体育思想系统遥 人是体育活动的主体袁是体育活动中

的核心要素遥 回顾西方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史袁西方近代

体育思想肇始的前提是中世纪被踩在神之脚下的人袁其肇

始与发展的历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尧宗教改革

时期人的精神解放和启蒙运动时期人的彻底解放等重要

的历史过程遥西方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人由觉醒到解放的发

展历程袁切实地告诉当今的人们袁在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的

今天袁我们对于体育的作用和体育发展的重视依然有诸多

不足袁甚至于我们对待体育的认识有逊于数百年前西方近

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们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遥 这是我

们对西方近代体育发展史中由人的开始觉醒和解放带给

体育的价值认识不足尧重视不够的结果袁并直接导致了我

们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始终未能获得令人

满意的成果遥 鉴于此袁对于西方近代体育发展中人的本体

论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今人必须予以关注的课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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