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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 , 通过对儒家体育审美价值取向的反思 , 构建体育审美教育的新人文精

神 , 当代体育审美教育应塑造全面的、有文化批判精神的人。研究认为 , 儒家从人的社会性角度去规范体育的审

美价值 , 以“修身为本”、“齐之以礼”、“义以为上”作为体育的审美价值取向 , 儒家体育强调道德体验的审美价

值 , 使体育成为泛化的道德训化 , 失去了原来的孔、孟思想中自由而发的生气和严肃的认识批判立场。

关键词 : 体育 ; 儒家思想 ; 审美价值 ; 审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 : G80 - 0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2747 Ⅹ(2003) 0120049202

Research on Esthetical Value in Confucian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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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tudy and think the esthetical value in Confucian physical education by the usage of references and logical analysis. Con2
fucian standardizes the esthetical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 The fundamental thought of Confucian

physical education is regarding the excellence , rituals and propriety as the splendid things. The Confucian physical education gave

so much emphasis on the esthetical value of moral experience which made physical education a vague and general moral lecture and

lost the vitality and the position of serious knowing and criticism stemmed from the later Confucianism. The new humanism on the

esthetical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will be built by thinking the esthetical value of Confucia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people

who is literate , criticism and capable should be figured by modern esthetical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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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家体育的审美价值认识视角

儒家从人的社会生命角度来规范体育审美价值取问 ,

儒家认为人所具有的道德是人之所认为人的本性。“仁者 ,

人心也”, (《孟子·告子上》) “仁以为已任 , 不亦重亦”,

(《论语·泰伯》)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旨在道德之履践中成为

“仁” (圣贤) 人 , “仁”是道德情感上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

格。道德与生命的关系在于有道德的人能实现人的社会生

命的永恒 , “太上有立德 , 其次有立功 , 其次有立言 ; 虽久

不废 , 此之谓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为法于

天下 , 可传于后世”, (《孟子·离娄下》) “君了疾没世而名

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 个体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泽

及他人与后人 , 使个体价值在群体中永存不没 , 个体获得

比生物生命更为强旺的社会生命 , 它超越时空生存在人类

社会 , 的历史过程中。因此儒家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包含着

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觉悟 , 体育在满足主体道德美的需求

时便获得了审美价值。

2 　儒家体育的审美价值

211 　“修身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

“修身为本”既通过体育进行道德修养以此达到人格的

完善 , 强调体育所体现出的道德理性认同与觉悟的自我实

践。孔子说 :“志于道 , 据于德 , 依于仁 , 游于艺”, (《论

语·述而》 (“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 其中

乐、射、御是学校体育的内容) [4 ] ,“艺”是自我道德修养

实践的手段。“游于艺”的“游”不是一般的消遣游玩 , 而

是在“志于道 , 据于德 , 依于仁”的道德修养基础上获得

的一种精神自由 , 其主要内涵在于“养成一种艺术化的自

由精神和人生境界”[5 ] 。人的道德完善具有一种实现了自由

和现实的自由感 , 它不仅标志着技艺与事物规律的物质实

践性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自如 , 而且标志着一个由于掌握了

规律而获得自由从而具有实践力量的人格完成。这其实就

是孔子所谓的“人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即主观

目的与客观规律的统一 , 只有在现实中做到“游于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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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人格完成上“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人格的完善孔子

还说 :“文之以礼乐 , 亦可以成人矣”, (《论语·宪问》) 礼

乐是培养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手段。日本美学家今道友

信坚信“孔子认为可以因艺术而完成自我的形成”[6 ] , 傅佩

荣则认为“礼乐可以延伸开展人的生命向度”[7 ] 。孔子认

为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

也》) 完善的人格修养是将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

灵愉快的满足 , “乐以治性 , 故能成性 , 成性亦修身也”,

(《乐记·乐本篇》) 儒家将体育娱乐性的功用价值同自由愉

快的审美价值统一起来 , 孔子还提倡“以文会友”, (《论语

·颜渊》) 这些直开中国数干年人文风流之先河。

212 　“齐之以礼”的审美价值取向

孔子主张“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论语·为政》) 即

用德政去引导感化人心 , 用礼去规范人们的行动 , 礼是人

具有道德的外在表现。孔子创造性的采取了以“仁”释

“礼”的方法 , 在孔子看来礼并不是人的强制性的东西 ,

“而是建立在以世俗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之爱 , 是人性的

内在欲求”[8 ] 。“不知礼 , 无以立也”, (《论语·尧曰》) “礼

者人道之极也”, (《荀子·礼论》) 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表

现。孔子向勇 , 他说 : “仁者不忧 , 知者不惑 , 勇者不惧”,

(《论语·宪问》) 同时又说 : “勇而无礼则乱”, (《论语·泰

伯》) 不论多勇必须服从礼。孔子倡导“遵礼的体育思想和

扬礼的体育实践”[4 ] 。礼射是我国古代较为典型的竞技与体

育活动 , 它要求各种射法和练习过程符合礼的规范。礼之

所以被看作人的美 , 荀子说 : “容貌态度进退趋行 , 由礼则

雅 , 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 (《荀子·修身》) 礼要求

进退俯仰的表现形式有一种合宜的、能给人以庄严肃穆的

美感的动作姿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 : “在礼节、礼仪的

意义上 , 礼有另一种功能 , 就是使人文雅 , 使人情感雅化 ,

净化。[9 ]”体育之所以成为礼的表现手段 , 在于礼的实行包

括着一套琐细而严格的规范 , 带有“技艺”的性质 , 从掌

握动作的技巧的角度看 , 它同体育活动中的技艺密切相关。

儒家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活动 , 并将这种礼作为人的美的

表现。现代体育运动会上各种礼仪活动 , 如升旗、奏乐、

致意等都体现竞赛本身就是一种礼仪形式 , 即“用一个意

味深长的方式将人们汇集在一起 , 通过人们之间肩并肩的

表演和比赛 , 使友谊得以建立和导致相互的尊敬、信任和

真诚相待”[10 ] 。

213 　“义以为上”的审美价值取向

“义”表现为意志判断和主观动机。孔子主张“义以为

上”, (《论语·阳货》) 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符合道德理性的

原则 , 自我价值观体现为一种包含个体价值在内的群体价

值观。义的最高层次可解释为天理正义 , 所谓“仗义疏

财”、“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便是这种义利观的世俗

化表现。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精神与体育和人的美的关系 ,

在于个体通过自觉努力去施行义的行为 , 便能达到一种人

格的精神美。孟子说 :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 ,

至大至刚 , 以直养而无害 ,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 ,

配义与道 , 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 , 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谦于心 , 则馁矣”,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养气

说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人的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 , 物质

性的气 (生命感性) 是由精神性的义 (道德理性) 的集结

凝聚而产生的 , 道德主体理性凝聚在自然的生理中而成为

“至大至刚”, 无比坚强的感性力量和物质生命。这种精神

就其构成内容来说 , 它是以人的生命血气为基础 , 就其方

法来说 , 就要先“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饿其体肤 , 空乏

其身”, (《孟子·告子下》) 在逆境中磨练自己顽强的意志 ,

养成大无畏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性格 , 通过磨练使个体跃升

到一个极高的人生境界。有此精神便能成为“富贵不能淫 ,

贫践不能移 , 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 的人物。

这种人物曾被鲁迅比之为“中国的脊梁”[11 ] 。同时孟子又

指出这种内在精神可以通过人的外在形体“卒然见于面 ,

盎于背 , 施于四体 , 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告子上) 而

表现出来 , 使自然的形体具有道德精神意义而成为可直观

的东西。近代气功界有本“邪不侵正”的观念 , 认为我正

气壮则邪气 (病邪) 不能侵 , 以孟子所谓“ (气) 以直养而

无害”作为养生的方法原则 , 以“养吾浩然之气”作为养

生的目的[12 ] 。

3 　儒家体育的审美价值反思

儒家体育强调人的道德价值追求 , 使传统体育十分重

视体育伦理和社会价值。从个体心理欲求与社会道德规范

的统一中寻找体育的美 , 使体育的形式具有了社会伦理道

德精神上的情感和意义。孟子的养气说肯定了个体为社会

勇于牺牲的崇高道德观念 , 赋予传统体育一种理性和人文

主义精神。同时儒家体育对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的重视又

使传统体育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性特征 , “一如艺术般自始自

终追求审美的倾向”[13 ] 。孔子的“游于艺”,“成于乐”的观

点将体育技艺的掌握看作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 而更重要

的是对情感的陶冶和感染 , 把体育的最高境界从技术自由

引入道德体验最终达到审美的境界 , 为养生和消闲娱乐性

体育在大众生活中的普及奠定了基础。然而强调体育审美

的道德价值追求的决定性 , 也就阻断了体育审美价值多样

性的实践途径。在现代审美教育表现为道德教育的感情形

式普遍异化 , 使审美教育成为泛化的道德训化和道德教养 ,

其根本指向不在于整体人的全面发展 , 而是在确信人的道

德缺失这一前提下对道德主义的一元价值理想的认同和守

护 , 体育所具有的“乐”被强化为社会道德体系的特殊延

伸。“游于艺”、“成于乐”的观念 , 则在现代审美教育中表

现为对体育必然是精神陶冶活动的认同 , 即从事体育活动

必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陶冶 , 而无须个体自我经验的知识 ,

使精神陶冶成为一个不断远离人的现实处境、不断否定个

体自我经验能力和成果的信仰知识的自我延续。同时对

“游于艺”的认同又往往被理解为艺术技巧、能力的学习和

训练 , 在强化自身知识的同时也就从根上失去了对人生命

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儒家所追求的审美价值本身并

没有不好 , 只是当这些传统变成教条后 , 大多数人只能不

(下转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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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体育院校与师范院校体育院系论文研究内容比较表

(篇)

研究内容 体育院校 ( %) 师范院校 ( %)

体操教学 18 12108 14 58133

动作分析 66 44130 2 8133

运动训练 17 11141 1 4117

其它 48 32121 7 29117

总计 149 24

从表 3 可以看出 , 体育院校研究生论文研究的重点是

技术动作分析 , 其次是体操教学与训练。而师范院校体育

院系的论文研究的重点是体操教学 , 这一地点明显地反映

出两类学校的办学特点。技术动作分析与体操训练次之。

3 　结 　论

(1) 1981 ———2000 年我国体操研究生论文的基本状况

反映了我国体操研究生教育发展呈高低起伏的波浪式变化

特征 , 形成了初步发展、低谷、次高峰、相对下降和高峰

五个阶段。

(2) 我国体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技术动作分析、体操教学与训练三个方面 , 而运动医学、

运动生物化学的研究内容较少 , 有关运动损伤、疲劳与恢

复、运动员营养及实用补剂等问题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

强。

(3) 体育院校与师范院校体操研究生论文研究的侧重

点不同 , 体育院校研究的侧重点依次为动作技术分析、体

操教学和体操训练 ; 而师范院校主要研究是体操教学 , 而

其它方面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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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甚至盲目的接受 ,因此失去了原来孔孟思想中自由而

发的生气和严肃的认识批判的立场。

体育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儒家所追求的人的

社会生命价值 ,同时也体现人对自我生物生命的人体美价值

和精神生命的自我超越的价值追求。因此现代体育审美教

育应以综合开发生命意识来构建新的人文精神 ,通过审美教

育来激发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生命意识 ,以便能够肯定人

的全面发展之于有限生活形式的超越要求 ;充分而具体地关

注人的现实处境 ,重视人的现实生活权利。“教育的目的应

该是培养反思的人”[15 ]当代体育审美教育应塑造全面的、具

有文化批判精神和能力的健康的人、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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