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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城市体育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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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专家访谈法为主袁以文献综述法为辅袁在对上海体育的过去梳理的基础上袁探讨

上海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遥 随着社会的前行袁体育也到了转型发展的时期袁大众体育尧终身

体育等以每个个体为重的体育观成为了主导袁 然而在国家意识到体育应走全民路线的时

候袁市民的体育观却尚不完备袁市民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偏差袁所以袁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尤

为重要遥 与此同时袁想要保证市民稳定地参与运动袁并从运动中获得更多的乐趣袁构建体育

社团将是最有效且易行的办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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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chief method of expert interview and the supplementary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arti-

cle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Shanghai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atus of the sports in the

city. Following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sport has come to a period of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Mass sports

and lifelong sports, which lay stress on individual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concepts. Yet, at a moment

when the state is aware of the necessity of sport for all, the citizens' awareness of sports is incomplete and bi-

ase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reshape the citizens' sport concept. The establishment of sport associations is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way to ensure the consist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in exercise and get more fun

out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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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聪袁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尧博士生导师袁
亚洲体育人类学会理事袁 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

委员会副会长遥 1973要1978 年为上海市乒乓球队运动

员袁1987 年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袁2001 年

在日本体育大学获得体育科学博士学位遥
访谈地点院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办公室

访谈时间院2016 年 3 月 30 日下午

中国的海岸线绵延 1.8 万多公里袁19 世纪中后叶袁通
商口岸也非屈指可数袁为何独上海异军突起袁受众家青睐袁
成为国际大都市遥 为什么是上海钥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学者

能够尽述遥 姑且将其束之高阁袁撇去疑虑袁但看表征遥 上海

成为西侨移居的首选袁它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遥 在侨民眼

中袁巴黎的城市规划尚有瑕疵袁而上海则是野白羽素丝袁随

其所染冶 [1]袁上海成了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尧最优秀的建

筑艺术工艺的试验田遥
体育是身体的艺术袁而城市与身体间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遥 亨利窑德窑孟德维尔认为袁城市是野身体彼此连结的

空间冶 [2]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袁城市是野有等级的身体

生活空间冶[2]遥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袁都有将身体科学引入

城市设计的例子袁好像普莱特纳的让皮肤呼吸的理论影响

到 18 世纪 40 年代后英国及欧洲的一些城市 渊如巴黎冤的
街道外观设计曰野哈维在血液循环以及呼吸方面的发现袁
噎噎启蒙运动的设计者便运用了这些观念来设计城市遥设

计者想让城市变成一个人们可以在当中自由移动与呼吸

的地方遥 冶 [2]为身体而服务的城市营造理念在上海租界的

建设中也得到了体现遥
最初主导上海租界的是英国人遥野开埠初袁英国人是在

上海人数最多尧 势力最大的外国人群体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1852 年上海已有外国侨民三百余人袁 而其中四分之三是

英国人遥 冶 [3]工业革命不仅影响到英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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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袁还令其体育有了质的跃进袁英国也便成了国际公认

的现代体育的重要发源地遥 英国人实体进入上海的同时袁
其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来袁其中就包含了日常的

休闲活动和正规的竞技比赛遥 西侨将体育视为休闲方式尧
交际手段以及挣钱工具遥 为此服务的体育场所也拔地而

起袁改变了城市的面貌遥
上海第一处跑马场始建于 1850 年袁于野南京东路河南

路往西一带袁 占地 53 333 m2冶[4]袁 市民俗称的跑马厅则是

1863 年建在野西藏中路以西尧南京路以南约 286 667 m2 土

地冶[4]上的遥 1864 年袁英国总会大楼建成并正式开放袁楼内

有 2 个弹子房尧1 个保龄球房和棋牌室遥 1870 年袁 海南路

10 号一带建起了老虎山靶子场遥 1879 年袁斜桥总会在南京

西路青海路路口创建袁 俱乐部内设有台球房尧 棋牌室尧12
个网球场和 1 个小型高尔夫球场遥 1882 年袁 张叔和建张

园袁园内设有弹子房尧舞池等体育场所袁1885 年对外开放

后袁更是市民娱乐健身的好地方遥 1892 年袁西侨在跑马厅

东北部建游泳池遥 1903 年袁德国人在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一

带建乡村俱乐部袁设有野网球场尧棒球场尧草地滚球场和露

天溜冰场冶 [4]遥 1904 年袁法商球场总会在环龙路创建袁俱乐

部设有野弹子房尧酒吧尧餐厅尧击剑室和室外网球场冶 [4]遥
1928 年袁占地约 77 333 m2 的逸园跑狗场建成袁除了 6 条

跑狗道外袁野内圈为标准足球场袁并有噎噎小高尔夫球场遥冶[4]

1930 年袁回力球场建成袁除了回力球比赛袁还举办拳击比

赛遥设施完备后袁比赛便得以开展遥 1858 年袁西侨在跑马场

举行了板球赛遥 1890 年袁圣约翰大学举行以田径为主的运

动会遥 1902 年袁西联会组织第一届野史考托杯冶足球赛遥 同

年袁张园出现自行车赛遥 1904 年袁上海万国竞走赛和越野

赛跑开赛遥
面对来势汹涌的现代运动项目袁中国人的反应各有不

同遥由于金钱和身份的局限袁普通民众没有更多的选择袁或
置之不理袁或去观看比赛遥中上层市民多西化袁逐步将竞技

体育和休闲运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袁叶清末民初中国城市

社会阶层研究渊1897-1927冤曳就以买办梁炎卿的家族为例袁
讲述他们接受西人的生活理念袁将打网球和骑马作为日常

的娱乐方式 [5]遥 还有一部分热血人士选择了效仿西人进行

运动袁组建俱乐部并建筑属于中国人的体育场所袁且尝试

在体育方面超越西侨袁尤其是在强身健体尧保家卫国思想

的激励下袁中国体育得到飞速发展遥
1905要1910 年间袁体操会爆发式成立遥 1923 年袁程贻

泽组织了野三育体育会冶袁并用自家南京西路胶州路附近

几十亩地为体育会建造了小型足球场遥 1924 年袁为摆脱

西人对体育的控制袁 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袁 总部设在上

海遥 同年袁沈嗣良发起中华足球联合会遥 1926 年袁李惠堂

等成立乐华足球队遥 同年袁范回春等建远东公共体育场遥
1927 年袁程贻泽又组织了野优游体育会冶袁并在北京西路

泰兴路东一带建造运动场袁运动场包括 4 个草地网球场袁
1 个硬地网球场袁1 个单壁墙手球场袁 还有篮球房和游泳

池遥 1928 年袁陆礼华等组建中国游泳会遥 1930 年袁第一届

全市运动会在中华运动场举行遥 不仅民间人士为上海体

育做出了贡献袁政府同样提倡人们参与运动袁野1930 年代

国民党的宣传就明确指出袁 民族的振兴取决于每位公民

的强壮体魄遥 噎噎大众杂志上为了迎合妇女健身的口

味袁也刊登身着泳装的明星或为脚踏车打气的女郎的大幅

照片遥 冶 [6]

建国后袁上海的学校体育尧职工体育尧农民体育以及残

疾人体育都办得有声有色袁1958 年尧1988 年尧1989 年 3 次

大型体育活动周和 1949 年 尧1957 年 尧1958 年 尧1965 年 尧
1969 年大规模的渡江游泳活动是其中的佼佼者遥 综上所

述袁上海有优秀的体育基因袁而且有很多的体育文化遗产遥
想洞悉上海体育如何行未来之路袁 就要先了解其往

昔袁野明镜所以鉴形者也袁有妍蚩刚见之于外曰往事所以鉴

心者也袁有善恶则省之于内遥 冶[7]尽管笔者在书籍上看过相

关的材料袁但仍然希望从面前这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口中

得到印证和拓展袁所以袁我们的讨论就从上海体育的生发

开始遥
陆小聪渊以下简称陆冤院德国的体操尧英国的户外运动

和美国的球类运动是现代西方体育的主要来源遥而西方体

育在中国的传播袁首先是通过德国体操的衍生产品袁即兵

式体操在洋务派开办的军事学堂中作为正式科目得以实

现的遥最初主要聘请英国尧法国和美国军官担任教习袁内容

为英美兵操袁1896 年以后袁则以德日兵操为主袁先后在天

津尧上海尧广州和福州等地得到推广渊熊晓正等袁1997冤遥 西

方现代竞技体育在上海的传播则有两个重要的途径袁一是

通过教会学校开展多种竞技体育活动袁二是藉由当时在中

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力量袁组织各类体育竞赛活动遥 上海

曾经是重要的通商口岸袁华洋杂居袁出现了众多的教会学

校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从 1840 年至 1900 年的 60 年间袁外国

殖民者在上海共创立学校 61 所袁其中小学 33 所袁中学 25

所袁大学 3 所袁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学遥西方的现代体育

首先通过这些教会学校得到最初的开展遥 另外袁基督教青

年会在早期的西方体育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袁除培训体育人才袁引进体育项目外袁在组织各种体

育竞赛袁 包括大型的体育运动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遥
1919 年由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艾思诺为主筹办的 野全国

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冶袁 辛亥革命后被追认为民

国时期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遥早期的上海在西方现代体育的

引入和传播的过程中袁成为重要的桥头堡袁相比其他地区

而言袁体育活动在当时上海的一些有闲阶层中间袁得到了

较快的发展遥
乔冉渊以下简称乔冤院建国后国家的体育政策有哪些变

化和发展钥
陆院建国初期体育的基本国策是推进国民体育袁这也

可以看做是对之前在教会学校中盛行的选手体育进行反

思的结果遥因此袁国民体育政策实施的对象是国民全体袁主
要目标是强身健体袁基本手段是体育活动的经常化和普及

化遥 比如在 1951 年推出的野广播体操运动冶等遥 1952 年以

后袁国家的体育政策以赫尔辛基奥运会为契机袁有了较大

的调整袁首先正式组建了作为政府机构的国家体委袁在野体
育与普及相结合冶的政策目标下袁以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为

目的的三级训练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袁到了 20 世纪 80 年

代基本形成了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遥
乔院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袁

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念院与体育社会学学者陆小聪谈城市体育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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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上海的体育发展得怎样钥
陆院20 世纪 70 年代袁野文化大革命冶还没结束的时候袁

高校都停止了招生袁初中或高中毕业就是意味着要插队到

农村去遥 城市的孩子不想去农村怎么办呢袁一个是做文艺

兵袁一个是做体育兵袁但是你必须要有天赋袁首先要能够进

入校队袁成绩优秀的才有可能被选拔进各级体校袁最后才

能进入省市体工队遥 我是 13 岁那年成为上海乒乓球队的

一员的袁 一年转正以后就可以每月像大人们一样领取工

资袁而且免费的伙食标准比工资还高一点遥你想袁在当时经

济短缺尧供给匮乏的年代袁这么小年纪袁在众多同龄孩子中

脱颖而出袁穿的运动服上写的野上海冶两字袁足以让你有一

种自豪感遥那个年代袁电视还没普及袁学习工作之余的娱乐

就指望体育活动了袁所以袁那时的体育倒是有一种全民参

与的性质遥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袁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

化遥 以前是读书无用论袁后来变成千军万马过高考这一座

独木桥遥 曾经有过一个研究袁专门探讨家长对于子女从事

体育运动的态度问题袁较高比例的家长不鼓励子女参加体

育训练袁原因很简单袁因为相比成为优秀运动员袁参加高考

有更高的成功率袁子女的前途更有保障遥特别是进入 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袁读书风气是出奇的好袁几乎是全民读书袁
尤其在城市里遥 读书最早热的是美学袁后来大家又热衷于

文化研究袁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遥
乔院改革开放后袁大家的注意力又转到商业上袁运动在

市民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钥
陆院大约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袁大家都忙着挣钱袁你

穿一身运动服出来袁人家会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呀遥 大家都

被物质主义淹没了袁没人会放慢脚步想一想生活究竟该怎

么过袁很少有人会把体育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遥
乔院那现在呢袁大学扩招导致现在的读书风潮没有当

年那么强劲了袁人们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袁开始有提高生

活质量的诉求了袁身体主义是否已经开始回暖钥
陆院我觉得现在多少有了一些回归的迹象袁但还不是

主流遥 现在推进全民健身袁我们首先必须想清楚老百姓究

竟需要的是什么遥我们要想根本地解决市民体育参与的问

题袁首先应该去分析的是市民的生活态度问题遥 现在上海

参与体育的人的确是多了一些袁 但更多的人还是不会运

动袁离将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还差很远遥 这不单是体育

问题袁也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遥 2016 年中国社会发展蓝皮

书有一个关于中间阶层的调查袁结果是虽然具有中间阶层

的职业及其收入袁但中间阶层的自我意识及其相关的生活

方式尚未形成遥 也就是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从职业尧收入上

来看已经是一个成型的阶层袁但与下一阶层之间在生活态

度上却差别不大遥
近年来袁 体育作为一种休闲方式也被越来越多的市

民所推崇遥 而政府也致力于在今后的 10 年间把申城打造

成一流的赛事之都尧 体育资源的配置中心以及体育科技

创新的平台遥 上海网球大师赛尧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尧F1 中

国大奖赛尧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高水平国际赛事的引进

和举办袁满足了市民的观赛需求遥 平均每月十多家体育机

构到工商局注册体现了体育产业的繁荣遥 沪上的商业资

本也开始利用明星效应带动体育的发展袁例如袁2015 年 9

月 23 日袁国际传奇冠军赛在虹口足球场打响袁中国元老

队与皇马元老队正面交锋遥 2016 年 4 月 17 日袁中欧全明

星嘉年华足球赛在上海举办袁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同场竞

技遥 以明星吸引市民眼球袁带动市民参与运动未尝不是一

种办法遥

体育空间和设施的完备是市民参与运动的促进器遥现

在关于体育空间的建设面临着两个问题袁一个是建袁一个

是拆遥一座城的城市体育记忆可能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体育

空间袁一个标志性的时间段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遥标志性体

育建筑的价值在于其精神象征袁它是城市的风向标袁是市

民的集体记忆袁其长久的仪式价值远远高于即时的实用价

值遥 但上海要不要建设标志性的体育场馆袁场馆建成后主

要的服务对象是谁袁 还有巨额的维护费用由谁来承担袁这
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改建或者拆除现有的不合时宜的体育场所是另一个

恼人的问题遥 很多体育设施和场地闲置在那袁在资源配置

的角度上看袁似有些浪费袁但尘埃下深藏的花纹是市民尘

封在心底的珍贵记忆袁所以对这些处在冷宫中的体育资源

的重新安排需要格外的谨慎遥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窑希克梅

说院野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袁就是母亲

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遥 冶 [8]体育场域和实体里有市民对这

个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遥
体育是市民城市记忆的一部分袁然而袁很多标志性的

体育场所已从上海消失袁人们只能从繁冗的档案中去追寻

他的身影袁从积压如山的报纸中追忆他的故事遥 城市的体

育记忆随着体育建筑实体的消失而逐步淡出人们的脑海袁
不免让人惋惜遥 无为而治是中国千年的智慧袁如果不能看

到改建的体育场百年后的面貌袁那么一动不如一静遥 丘吉

尔说:野我们塑造了建筑袁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遥 冶[9]

保护老建筑是每个国家都在做的事袁1882 年袁 英国出台

叶古迹保护法案曳袁而后又成立了野国家信托冶机构以便保

护老建筑遥 1913 年袁法国出台了叶历史建筑保护法曳袁法案

规定对受保护的建筑做出任何的变动都要经过严格的审

批袁并征求公众意见遥幸而袁上海市政府对此也有了积极的

态度袁2007 年袁叶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曳 得到批准袁12
个风貌区尧64 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将不需再接受变更的

命运考验遥
上海有着完整且成熟的市民阶层袁几乎每一项体育运

动都能在上海找到生长的土壤遥 现在很尴尬的一种境遇

是袁政府将体育设施尧体育资源派送到市民身边袁但市民却

置若罔闻袁不理睬袁不使用遥
当人们有了运动诉求袁体育的生命力就会变得异常顽

强袁非外力所能阻挡遥种族歧视缔造了巴西足球的精巧袁囹
圄的铁链成就了形意门中的半步崩拳袁而寸土寸金的上海

也形成了独特的弄堂体育文化遥空间的不足没有扼杀民众

的体育热情和实践袁反而塑造了上海体育的特性遥
现在上海的中年人几乎没有不会打乒乓球的袁这不因

野上海是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遥冶 [10]它是那个特殊年代

缔造的产物遥 野凡是无拘束的游戏袁也就是嬉戏袁往往产生

45



Sport Science Research

于条件简陋尧管束不严的时代遥 在 1960 年代袁中国乒乓球

异军突起袁在叱咤风云的五虎将中袁上海就有徐寅生尧李富

荣尧张燮琳占了三席遥 噎噎乒乓球是最符合当时上海少年

的理想袁也最符合上海的弄堂尧小马路的市井文化袁也最符

合当时经济极不发达尧文体设施一片苍白的生活环境遥冶 [11]

从中可以看出袁体育空间和设施是贫乏还是丰富并不能有

效地左右市民的身体行为袁唯内心拥有运动意识和运动冲

动才能令市民参与体育活动遥对体育的认知问题也是陆小

聪一再提及的遥
陆院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袁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袁

也有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袁那么袁我们建设国际著名的体

育城的价值取向和诉求究竟是什么袁我觉得最终的诉求应

该是让体育惠及市民袁 通过体育使上海成为一个有活力

的尧充满生活意义的城市袁市民可以从中充分享受到体育

带来的生活乐趣遥国际体育赛事的意义在于重要的观赏价

值袁同时给予市民一种体育示范作用遥 明星的榜样是和市

民的体育参与正相关的遥 其实建造一个体育场所袁培养几

个冠军还是相对容易的袁最难的是让市民都动起来遥 现在

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袁要改变体育的发展方式遥 那我们首先

就要考虑袁为什么老百姓的体育参与度这么低遥
乔院在您看来袁为什么外在的条件具备了袁但市民还是

没有运动的热情钥
陆院 我们从政府公共服务的层面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袁

要提高百姓的体育参与度袁 是不是让市民出来了就行了遥
第一届市民运动会袁统计下来有 600 多万人次参加袁事实

上袁这种比赛对市民参与体育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袁最重要

的应该是市民对体育的态度袁包括他的基本生活态度有无

根本的改变遥 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间压缩袁比如中国用 30

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需要花几百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遥物
质条件改变了袁生活水平提高了袁但在人的精神意识层面

却由于这样的时间压缩来不及消化袁来不及回味袁跟不上

物质的发展速度遥苏格拉底讲袁野未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

过的冶袁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袁也许是忙得来不及去想袁
因为太快了袁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袁所以就跟

着惯性走袁以前怎样就怎样袁尽管现在生活已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遥 以现在人们的经济条件袁花点钱打个球是没有问

题的袁问题是在很多人的词典里袁没有体育这个词袁即使

有袁也可能是与负面的意义有关遥 因此袁根本的理念不改袁
你搞再多的设施尧场馆尧项目尧活动都无法根本解决问题遥
只有市民对体育有内在需求的时候袁外在的东西才是真正

有意义的遥
乔院您在日本留学多年袁日本市民对体育的态度是什

么样的呢钥
陆院我 1992 年去日本留学袁刚去的时候要读书袁还要

打工袁到星期天总算是有一天休息袁就穿着西服出去逛街袁
结果一上电车袁发现日本人都穿着运动服或休闲服袁挎着

球包打球去了袁有的人拿着赛马的报纸在看遥 日本人把工

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袁下班以后袁他就转换成一个生活的

角色袁怎么开心怎么玩袁节假日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爱好袁打
球呀尧爬山呀等等袁体育活动成为日本人度过余暇时光的

重要内容遥

乔院 您也曾到英国利兹大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袁英
国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体育呢钥

陆院刚到英国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熟人袁所以就参加

了一个网球俱乐部袁在俱乐部里结交了一些球友遥 我曾经

问一个球友袁你们英国人业余时间都在干嘛钥 他说只要不

下雨袁天气好袁谁都不会待在家里面袁每个人都会出门去袁
大致有两种选择袁或者在室外打球袁或者去酒吧喝酒遥为什

么要去酒吧喝酒袁一来是因为英国人爱喝啤酒袁二是因为

在酒吧里看球赛不要钱袁 英国的电视节目是要付费的袁而
在酒吧看球则是免费的袁一扎啤酒才两个英镑袁在酒吧既

喝了酒袁又看了球袁还可以和朋友聊聊天遥
乔院您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尧收入的提高袁现在市民对

待体育的态度有没有进步钥
陆院中国百姓对体育的认知问题袁我认为这几年已经

好很多了遥 如果人家问你今天干嘛去了袁你说打网球或者

打高尔夫去了袁人们都觉得野高大上冶袁要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袁你穿着运动衣袁跨个球包出去袁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

有点游手好闲袁不务正业遥 现在人们对于体育的看法已经

改变了很多袁尤其是年轻的白领袁经常去健身房呀袁一起打

球呀等等遥 在闲暇时间里有人喜欢玩游戏袁也有人喜欢玩

体育袁或者有人喜欢睡懒觉袁各玩各的袁可以认为这是价值

多元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遥
乔院现在媒体和政府都在积极地引导人们参与体育运

动袁您认为他们现在做的事能够影响到市民的体育观吗钥
陆院现在这么多媒体传播体育信息袁我觉得媒体不应

仅报道一场比赛而已袁而应该围绕比赛展现更多的体育精

神及其美感遥 记得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袁有一个在当时很

有名的足球明星叫中田英寿袁 在意大利拉齐奥踢过球的遥
由于媒体对他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全面报道袁包括他的足球

技术尧个人癖好尧他对生活的理解袁甚至时尚品位等袁中田

英寿成了当时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袁也因此激励了大批

的青少年参加到足球活动当中遥 由此可见袁媒体是可以引

导人们对于体育的态度的遥
乔院 现在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提高市民的体育参与度

呢钥
陆院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袁 提出要推进国民体育的

发展袁它的实现途径是促进国民体育活动的经常化袁经常

化这个提法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袁它与

现在提倡的体育生活化有一脉相承的含义遥我们现在很多

事情是用项目制的方式来做的袁通过一个一个项目活动来

配置资源袁这些项目结束以后袁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袁
这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种现象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袁话虽老但却有道理遥 媒体为在竞

争中得以生存自然会提高节目的质量袁商人为获得更多的

市场配额会主动推陈出新袁而政府需要做的是提高市民对

体育的认知遥纵然民众的体育意识提高对所有从事与体育

相关的事业的人员利好袁但这件没有即时利益可谋的百年

大计袁只有少数民间人士愿意为之付出袁所以袁政府应有此

担当袁有耐心行此事袁将对体育的认知纳入义务教育体制

内袁从小培养人们的运动意识袁植根于幼小心灵的理念将

左右人的一生遥

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念院与体育社会学学者陆小聪谈城市体育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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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竞技体育是出戏袁那么袁他是悲剧袁因为一将功成

万骨枯袁因为他要书写英雄史诗袁这与现代主义提倡的每

个个体皆有价值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袁 但这就是竞技体

育袁人们观看体育的初衷也是如此遥市民体育则恰恰相反袁
他更适合以大团圆结局的家庭剧做比袁因为每个参与的个

体皆有价值袁运动是他们慰藉灵魂的方式遥 体育在这个场

域下不再是竞技袁更多的是游戏成分遥
有组织的体育社团是契约制在民间体育上的表现袁一

般都采取会员制袁缴纳会费并享有权利遥 老上海的西侨们

就是参加体育俱乐部来忘记羁旅之愁的袁叶上海的英国人曳
中有位英人回忆说院野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袁便要

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遥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袁每个国家和每

项运动都离不开俱乐部遥 冶 [5]那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的总会袁像英国总会尧斜桥总会尧法国总会尧德国乡下总

会尧美国哥伦比亚总会尧俄国总会遥每个项目也有自己的联

合会袁像板球总会尧打靶总会尧杓球渊高尔夫冤总会尧拍球总

会尧曲棍球总会尧勒搿别球渊英式橄榄球冤总会尧游泳总会尧
西联会渊上海足球联合会冤等遥俱乐部是人们运动的基本组

织形式遥
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体育好坏的重要标准有 3 个袁

一是职业竞技联盟是否成熟袁因为有联盟自然会有俱乐

部之间的比赛袁体育产业也便应运而生曰二是看本国或

者本民族的赛事是否兴盛曰三是看是否有体育嘉年华活

动袁 这象征着一个国家体育和城市文化的对接和融合遥
打专业比赛的队伍被称为俱乐部袁民间组织的小团体同

样叫做俱乐部 遥 有共同爱好的人自发地组织在一起 袁
稳定地进行运动袁 这是陆小聪认为城市体育未来该走

的路遥
陆院2005 年袁全国的体育人口是 29%袁2015 年袁全国的

体育人口上升到 33.9%袁上海的体育人口是 38.4%袁这个

数据的基础指标是一个人一周运动 1 次袁1 次半个小时遥
还有一种叫组织体育人口袁 我觉得这才是具有实质意义

的遥散兵游勇式的运动是有时间就去玩袁没时间就算了袁找
不到一起玩的人也就不去了遥组织体育人口是指通过参加

一个俱乐部袁或者体育团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人袁这样

的体育人口袁有固定的团队成员袁相对稳定的活动时间和

场所袁这样就能保证在这个团队中的成员经常性地参与到

体育活动之中袁同时也将体育爱好者尧体育场地尧教练等资

源得到高度的整合遥 体育参与的基本要素是要有时间尧场
所尧伙伴和一定的经费袁其中袁伙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遥 有

一个研究体育原理的日本老教授袁 他 70 多岁的时候对我

说袁他研究了一辈子体育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袁体育的重要

功能在于社交遥 市民的体育团体是非功利的袁团队成员只

是因为有共同的体育爱好袁因此可以为陌生人成为朋友提

供一个契机袁 增强互相之间的社会信任感和团队归属感袁
这对社会生活十分重要遥政府要做的首先是给这些体育社

团或者俱乐部一个组织上的合法性袁然后通过政策上的激

励袁培育发展这些体育社团袁让更多的市民通过参与体育

团队的方式开展体育活动袁成为体育组织人口袁从而实现

体育活动的经常化和生活化遥

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化发展袁使其拥有了不断流动的

过客袁来自全世界无根的驻者袁以及土生土长的居民遥这些

人在经济尧身份尧文化上都是有差异的袁唯一没有差异的是

他们所拥有的体育权利遥 用现代主义的理念看体育袁无论

水平高低袁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都是有价值的袁需要被尊

重的遥 市民体育关乎民生袁应得到更多的关注遥
生老病死是人类尚不可抗拒的事袁正因无法左右所以

产生恐慌袁而运动则是人们积极应对恐慌的方式遥 道教之

所以被几世帝王之家崇尚袁多因其养生之术和长生不老之

理念遥 当死亡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母题之时袁对抗身体衰

老尧疾病和死亡随之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遥 运动因能强身

健体尧减少疾病尧延缓衰老袁甚至延年益寿袁所以将伴随人

类终生袁一件相随终生之事当然值得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遥
如何让市民享受运动的快乐袁野如何让社会中具反应

力的身体能找到感官上的舒适点袁尤其是在城市里袁身体

就会变得不安而且孤独遥 冶 [2]人们用眼睛去搜寻赛场上的

激情袁用耳朵去倾听运动后的呼吸和心跳袁用嗓子为自己

的英雄呐喊袁用脚去丈量和体味居住的城市遥 美国人钟情

于在街道上跑步是出了名的袁很多国家的人也都有这个习

惯袁上海喜欢在道跑上慢跑的人也越来越多遥然而袁当身边

的汽车呼啸而过袁 跑步就变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行

为袁人们需要的是 6 车道的马路旁袁一条由橡胶颗粒铺设

的步行道袁还是一条像武康路般静谧安宁的永不拓宽的街

道钥 当身体游走在不规则的城市空间中袁眼睛更愿意看到

自由生长的绿袁而不是中规中矩的灰袁一座体育城应该是

一座宜居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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