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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恰恰

缺乏科学精神，大大迟滞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精

神缺失的主要因素有：经典理论中科学成分的先天不足，重直觉轻实证的思维模式对科学的疏远，

重人伦轻科技的价值观对科学的压抑。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在创新中求发

展，确立科学精神的主导地位，构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关  键  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传统文化；科学精神；体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5-0073-05 
 

Scientific spiri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ZHU Jia-x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Putian Institute，Putian 351100，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spirit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whereas there is 

an exact lack of scientific spirit i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delay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 the lack of 

scientific spirit i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include the followings: Congenital deficiency of 

scientific constituents in classical theories; the intuition valued and demonstration disvalued thinking mode estrang-

ing the theories from technology; the oppression of the ethics valued and technology disvalued view of value on 

sc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we should seek for develop-

ment in innovation, establish the guiding status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build up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 in 

which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are un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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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教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

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

中成长？”这一问题未必准确恰当，但却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把这个

问题概括为“李约瑟难题”，并把它摆到了历史和其

他社会科学的面前，也同样摆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研究者的面前：为什么中国有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古代

体育，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却未能在当今世界体坛上

占一席之地呢？这个问题虽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

科学价值，但是它却启发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特征的再一次思考。传统体育是在古代产生、发

展，并保留下来较为固定形式而影响至今的体育及近

似的体育活动。因此，传统体育虽存在于现代社会，

却产生于古代社会，要让它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就

需要以现代人的理解方式对传统文化重新进行诠释，

赋予它新的意义和形式。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

化进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它自身存在的阻碍它健康

发展的因素，进而从科学精神视角来重新认识它，使

它走上一个健康发展、良性循环的道路。这对于一个

在努力发展和平、建设民族本位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

来说是一个严峻而且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1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科学精神的不足 
何祚庥曾经放言：“中国传统文化有 90%是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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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这句话曾引起一场笔战。前段时间，一些学者

发布“告别中医”的言论再次引起了何祚庥对中医的

关注，并撰写《中医理论，伪科学》的文章，顿时一

石激起千重浪，引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科学性的大讨

论。也许这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并非空穴

来风，也为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敲起了警钟。

在本土文化中处在边缘地位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虽

然见证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和衰微，像土壤一样

培育着自身的主体意识，在封闭和自给自足的社会环

境中以特有的品质与风貌一直屹立于东方，并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在世界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是，随着时

代的变迁，民族传统体育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1]，甚至许多伪科学的东西掺杂

其中，使它蒙上了神秘主义色彩。然而在科学技术高

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缺乏科学的判

断力，因此我们必须直面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不足。 

1.1  经典理论中科学成分的先天不足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绵延不断历史文化的

国家，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保留了丰富且重要的文化典

籍，为研究各种历史文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

料。有的历史文献资料在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形成过

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也被研究者冠以

“元典”的美名[2]，这些“元典”精神仍深刻地影响

着我们今天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思维。而我国古代

的养生学术著作均以语录体见长，如《周易》、《老子》、

《庄子》等先秦诸子“体育元典”著作是语录体，即

使体育技术类的著作也具有这一特色，如宋代的《齐

云社观》、《丸经》，明清时期的《纪校新书》、《剑经》、

《摄生论》。它们是我国古代体育和养生领域的优秀

成果，但也只限于记录、归纳、总结经验，未作理论

方面的概括与升华，许多语义晦涩难懂、模棱两可，

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东方文化之所以会有神秘

主义的称号，乃至被曲解，很大程度上是和它缺乏科

学的话语系统有关。历朝历代的注释经典者要么完全

出于己意，要么屈从于统治者的淫威，乃至于对元典

的研究虽然众多，但最终是众说纷纭，各为其说，各

执一辞，同时过分注重价值理性的思维特点也是其陷

入神秘主义泥沼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古代乃

至近代以前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理论研究方面难

以形成科学的体系，始终停留在实用经验的水平上并

融于各种体育项目之中，明显表现出科学精神的不

足。 

1.2  重直觉、轻实证思维模式对科学理性的疏远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孕

育成长的，传统文化对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

接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大陆型农耕文化为主

要特征，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比较单纯，变化缓慢，

产生的那种封闭式和循环式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体育思想和活动方式，由此

形成了儒、道“贵在静虚”的时空观，以及对周易哲

学观的推演，产生了有关身体运动的理论。特别是由

于气血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养生

保健方式，这就是养生导引术。它讲求腹部丹田运气，

讲究吐呐、调息，主张动静结合、型神兼备、内外俱

练、刚柔相济，强调意、气、体一致，注重“气”在

经络系统中的运动，以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这种“气

一元论的生命哲学”和“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整体健

康观”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观，在思维方式上重体悟，

即重偶感、顿悟和直觉，轻理性分析、实验检验和系

统阐发、论证，带有浓重的主观臆测成分，和科学精

神所强调的理性的、实证的精神特质背道而驰。 

早在清代，《四库全书》主编纪晓岚就已看到解

《易》的书中充斥“末流猥杂”的错误思想。阴阳五

行说也因缺乏科学判断的五种原则而具有非科学性，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证实阴、阳两气的存在，近、

现代化学就说明了五行构成万物元素的说法是错误

的，相克论也是谬误不少。梅森特博士在评述《内经》

对于人体结构认识的成就时，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关

于气之上下循环的猜想，只是把血的运行和自然界的

周期运动、天体的运动、四季的往复交替进行比拟而

得出的结论，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实验来证明

它确实如此”[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正是在这种特有

的自然环境格局、宗法社会格局和伦理型的文化格局

的文化背景中生成的，因而它的精确程度和规模是以

满足自然经济的发展和宗法社会的稳固而定。一旦它

的需要基本满足，科学技术的发展就缺乏动力了。 

1.3  伦理至上的健身价值观忽视对人体科学的探索 

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

人生首要，“治国平天下”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重中

之重。对知识分子来说，“治人”为本，“治物”为末，

儒家经典《礼记》上甚至提出“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的主张。出仕是唯一正途，所学的东西都统一在“四

书五经”范围内，而其它则被视为旁门左道，体育和

养身更是被归为“玩物”之列。“学而优则仕”的教

育理念把广大知识分子引入了一心钻研儒家经典的

死胡同，导致整个学术界唯科名为尚，“重道轻器”，

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不屑闻问，它助长了中

国封建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奴化教育”的人才理念和

“重人伦”、“轻科技”的学术传统。发展到明清时期

更甚，按八股取士，以是否通晓朱熹所注的“四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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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作为判别人才优劣的标准，进一步取消了知识分

子自由思考的余地，这与西方科学界所倡导的怀疑批

判精神、探索求知精神和自由宽容精神完全是背道而

驰的，形成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重人伦文化、

轻科技文化”的内在品性，也导致了传统文化中科学

精神的式微。 

这种注重伦理的人性论及人格论催生了古代以

伦理为中心的体育价值观，其基本内容是重视体育的

教化作用，重视用伦理道德礼法来规范体育活动，对

体育的健身价值及审美（尤其是形式及形体的美）价

值评价偏低甚至被忽视，偏重于追求神韵、气质之美

而不重视力量与竞争之美。对体育养身讲究“礼”、“中

庸”、“天人合一”的指导思想，未见有从探求细胞等

生理实证科学的角度去分析运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研究发端。然而，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科学精

神的不足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充分的重视。在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方面，主流方法都是在“挖掘、

整理”的范畴内。“这种方法在初期是必要的，在保

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等方面也无疑是有意义的，

如果挖掘、整理出来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能被进一

步转达为现代社会的科学理念并为现代社会所用，那

它就永远只是历史”[4]。科学在求反思真的过程中，

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这种勇于怀疑的

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构成了科学精神的实质和核心，

是科学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2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提倡科学精神 
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尊重科学、发展

科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昌盛的希望之所在。当

今中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在新时期的作用，制

定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切实把科学和教育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大力发展

教育和科学事业，并把“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

知为耻”写进了“八荣八耻”，成为新时代人们的道

德标准之一，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尚科学、鼓励创新、

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气氛。而作为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精华和糟粕共

存，因此在科技高度发达、人们科学意识普遍增强的

今天，我们只有树立科学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看待民

族传统体育，才能使它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2.1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必须走科学化的道路 

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正以坚定的步伐行进在现代

化道路上，将要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社会法治、科学

昌明、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与之相应的，中国需

要建构一种汇通中西古今优秀思想资源的、全新的多

元文化体系。以科学谋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就

决定了中国新型文化无疑应该是以科学理性为主导

的文化。当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说仍未

摆脱“以人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范式，其儒家人伦

中心意识、工具实用取向、科技的政治依附性乃至经

验论的思维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观。为了真正实现

近代以来起步的、当前我们仍未完成的民族传统文化

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必须实现中国文化转型，弘扬科

学精神，构建中国新型科学文化。 

我们要大力弘扬科学，尤其要积极倡导崇尚自然

和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理性精神，创造自由宽松的环

境以保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独立性，注重发挥科技精神

层面的价值。对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心理结构、

思维传统，我们要认真地清理和反思，注入科学精神，

摆脱以“人伦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模式，摒弃以往非理性的传统。我们要全面改造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尤其要彻底清除“伪科学”这种不利

于科学研究正常发展的价值取向。同时，我们还要培

养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工作者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鼓

励民族传统体育科技工作者耐得寂寞、潜心于探索求

知的科学研究，营造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科学工作者

进行科学研究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在专业领域内不

断探索前进，把研究视角转移到民族传统体育科学化

的方向上来。 

2.2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需要科学精神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

要动力和标志，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是近、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科学的社会化就是科学知识及

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科学思想和

科学精神等，通过特定的方式如教育等传播到社会之

中，为广大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并内化为自觉行

为规范的过程。通过科学的社会化，科学也同步完成

了与传统文化的兼容同构[5]。科学精神及其方法渗透

到社会文化革新运动之中，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进

行解构和建构的过程。 

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认

识到阻碍它健康发展的因素。作为转化的发展对象，

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历史的积淀，构成体育要素的成分

是非常复杂的，由此，我们应该承认，它自身结构中

存在着精英文化和糟粕文化、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

化，存在着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

化，也存在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分。今天的民族

传统体育已经不同于 19 世纪前的纯民族传统体育，

它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在经历 20 世纪西方体育理论和

方法的影响和改良后，形成了既包含有本土体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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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分和精髓，又包含有外来文化的因子。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必须求助于现代科学的异化与重

构。任何时代的变革，本质上都是一场文化变革，时

代的转换根本上也是文化的转换。新时代文化一旦确

立，旧时代文化的社会应用价值也就必然地要让位给

新时代文化。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得西方体育中

占主导影响的早已由神话色彩让位给科学，也使得科

学逐渐渗透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领域的各个层次。今

天以现代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之所以能

够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体育的强势文化，不仅仅是经

济优势和政治优势，而是由于蕴藏在其背后深层次并

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科学精神。因此，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离不开科学精神。 

 

3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思路 
今日中国的文化与古代文化已有惊人的变异，与

50 年前相比也大不相同。所有这些变化发展，都是传

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彼此交流适应的必然结果。因

此，我们再也不能以古代文化所固有的世界观、价值

观、思维习惯来指导当今社会语境下的民族传统体

育。 

3.1  确立科学精神的主导地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大

力促进整个民族传统体育在精神层面的理性化。既要

重视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方面的创新，更要看到精神

层面、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理性化在现代化达成中的

核心地位。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由于传统人伦文

化、实用工具取向和现实社会环境等诸多制约因素的

影响，科学精神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加上我国长期

以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不够，科普工作又极为有

限，精神层面的现代化长期滞后，自然造成了现代化

运动中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始终没有

完成，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极为低下。时至今日，在

中华大地上仍然出现某些令人感到悲哀的与现代文

化背道而驰的奇怪现象：传统体育活动中封建迷信沉

渣泛起，甚至非法宗教活动，各种伪科学、反科学活

动戕害现代体育科学文明，这一切与体育科学精神的

匮乏不无关系。 

在现代化运动中，人观念的科学化与理性化的实

现居于核心地位，否则根本不可能全面真正地推进器

物、制度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化，这已为近、现代

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各国现代化实践所证明。因此，我

们要培养传统体育工作者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科学

精神，抵制工具理性的不良影响，确立理性精神统摄

下的怀疑批判、探索求知的科学精神在传统体育文化

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重建当代民族传统体育科学精

神，必须克服虚妄的文化心态和僵化的思想观念。中

国要真正实现体育强国，必须吸收以科学精神为特征

的西方体育文化。人类社会已步入科技、经济、社会

整合为一体的时代，全球化浪潮在不断推进，全世界

的经济、文化以及信息、资源在高速流动，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要有全球观念，不失时机地把握发展机遇，

同时，我们的认识态度、文化判断价值也应具有全球

意识。用人类的、世界的、科学的标准去审视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就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借鉴

西方体育文化的精华，唯此，我们民族传统体育的科

学精神才能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我们要吸收西方科

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更要培植以理性为核心特征

的科学精神，以完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新型体育科

学文化的转型。 

3.2  在创新中求发展 

历史上的文明不可能是简单的复制，真正的振兴

应该是不断的创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华

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传统文化

创新的过程[5]。文化创新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文

化的本质和功能决定了文化必然具有某种保守性，决

定了文化注重或强调自身传统的稳定、延续、继承，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观念的创新，势必成为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等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条

件。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是文化创新的基础。而通过理性判断，分析那些已沉

淀下来的文化糟粕，剖析并扬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

那些与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

的东西，并借鉴外来文化，学习异域文化的经典，结

合中国国情，沟通历史与未来则是文化创新的形式和

内容。文化的创造、继承与发展，是要有自己的根基

和诸多生成因素的。先进文化的诞生，离不开传统文

化的丰厚积淀，也必然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

成自己的传统风格和民族文化特色。事实上，世界上

许多国家都保留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体育文化传统。

因此，确立民族文化振兴的远大目标，形成精神凝聚

力与自信心，提高整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

性、能动性、创造性，成为现代体育文化发展和先进

文化创造的重要内容。 

就体育的发展趋势而言，应当对民族传统体育从

形式、作用、内容等多方面进行发掘、整理、阐释、

转化，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世界体育一个有机的

组成部分，它在显示其民族特性的同时，显示出鲜明

的世界特性，这应该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追求

的必然过程和结果[6]。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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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程所表现出的对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进

步的依存现象，以及民族传统体育在吸收自身精华与

借鉴现代体育优秀成果基础上综合创造而形成的强

大生命力，说明了传统体育要在新时代获得生存与发

展，就必须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在不断吸收—

—扬弃——再吸收——再扬弃的过程中实现新的综

合与新的创造[7]。同时，这种创新应当是一方面以西

方现代体育为基本的参照系，实现基本价值取向和思

想框架的现代转换；另一方面又必须以面向世界和面

向未来的眼界和胸怀，发掘东方传统体育所独具的优

秀特质，创造出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东方民族特色

的超越“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新型现代体育，为世界

人民贡献东方民族的智慧[8]。 

3.3  建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现代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 

由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缺乏科学精神，而科

学精神在现代化运动中又具有独特的地位，因此在未

来中华新型民族传统体育科学文化的建设中，我们必

须确立科学精神的核心地位。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科

学精神绝不是近代西方体育科学主义的简单移植，而

是要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弘扬符合现代体育科学

发展趋势的、与人文精神融为一体的现代民族传统体

育科学精神。由于科学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支

配，人类才不断地在更深层次上规范了人与自然以及

人与人的关系，各种社会现象的形成、调整或重组，

各种政策、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才有了合理的可

能和发展的空间。 

民族传统体育科学的人文价值还表现在伦理价

值方面。一方面，体育科学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就

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健康、和谐和不断完善；另一方面，

在体育科学活动中，人们在错误中认识真理，人们愈

是接近自然，就愈会发现自己的无知。科学精神与人

文精神是体育现代化发展的两翼，应该给以同等重

视，同时二者也必须达到平衡。然而，当代体育发展

的客观历史进程中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对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提出了客观要求，重大科学技

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所具有的高度综合的性质，

决定了体育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趋势。

可以说，在当前的体育现代化发展中，文化的核心问

题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无论在西方

还是在中国，体育现代化过程中都面临着科学精神与

人文精神由断裂到交融的趋势。 

有志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的有识之士应

当倡导对民族精神进行新的启蒙。21 世纪的启蒙，将

是在保持民族性，并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

发展以人类关怀为中心的文化建构，其中思维方式的

转换无疑是主要内容。因此，新型民族传统体育科学

文化的基本点应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理性

思维方式的培养应与情感式、行为方式和人格追求方

式的培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我们应脚踏实地地弘

扬科学精神，转换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融入世界体育的大家庭，展示五千年古老文

明的精神魅力，促进世界体育的协调发展，从而建立

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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