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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中 山 的 体 育 理 念  
——读《精武本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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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人物，其对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何种态

度，其体育思想有着怎样的渊源和特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精武本纪·序》是 1919 年 10
月孙中山先生在精武体育会成立 10 周年之际，为画册《精武本纪》所作的序。此序虽然篇幅不大，

却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言论和著述中关于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通过此序不仅反映出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视，强种保国、注重发挥体育团体作用的体育理念，也包含着这

位时代伟人在经历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对革命的某些总结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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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at-sen’s sports conceptions 
——Review of Jingwu Biography · Preface 

ZHANG J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Mr. SUN Yat-sen was a leadership character in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What is his at-

titude towards modern Chinese sport? What are the origin and peculiarity of his sports ideology? These issues are 

issues worthy of exploration. Jingwu Biography · Preface is a preface written by SUN Yat-sen for a picture album 

named Jingwu Biography,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Jingwu Sports Association in October 1919. Although this 

preface is not lengthy, it is Mr. SUN Yat-sen’s most complete and direct expression on sport in all his sayings and 

works. This preface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tense attention paid by Mr. SUN Yat-se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Wushu, 

and his sports conceptions such as that only strong citizens can protect their country and that the functions of sports 

teams should be exerted, but also contains some of this great man’s summaries and thoughts about revolution after 

he had experienced the failure of the law-protecting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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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自 19 世纪中后叶起，或遇外侮、或生内

乱，有时甚至外辱与内乱并存。那时期的中国，积贫

愈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维新变法时期，有识

之士认识到欲“强国”必先“强民”，欲摘掉“东亚病

夫”之耻，则必先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体育由此成为

有识之士眼中改造国民身体，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的一种重要手段。近代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

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体育思想。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对于近

代中国体育存在何种态度，其体育思想有着怎样的渊

源和特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1917 年 4 月，毛泽东曾化名“二十八

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而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时隔两年之后的 1919 年，孙中山先生

所作的《精武本纪·序》同样也是对于近代中国体育

的论述，却不曾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该序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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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 1919 年 10 月为上海精武体育会的画册《精武

本纪》所作。上海精武体育会(以下简称精武体育会)

成立于 1910 年，是近代中国较早以研究武术、提倡体

育运动为宗旨的社团，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武术团体。该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

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强调要以体育、德育、智育

“三育修身”，强国健身，振兴中华[1]。 

1919 年，为庆祝精武体育会成立 10 周年，该会

发起人之一的陈铁生编著了一本名为《精武本纪》的

画册，并请当时经历了护法运动失败，蛰居于上海的

孙中山先生为该书题词作序。孙中山先生慨然应允，

遂有此序。其实早在 1916 年 11 月，孙中山先生在参

加精武体育会举办的技击运动会时，曾发表演说：“技

击术为中国国粹，自枪炮发明之后国技遂微。通过此

次欧洲战争的实践证明，枪炮为冲锋之用，肉搏则非

技击术不可。况且随着科学日益进步，枪炮终将穷于

用，而中国将来与列强相周旋最后五分钟必藉技击术

为强有力之后盾。”[2]此演说可看作是《精武本纪·序》

的雏版，同时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在此序中所表达

的体育理念不是其一时之想法，是经过精心思考而提

出的比较成熟的思想。除此之外，孙中山先生还亲自

题写了“尚武精神”的匾额赠予精武体育会，并受聘

成为精武体育会的首任名誉会长。虽然整篇序文只有

短短 500 多字，但却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言论和著述

中，关于近代中国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

其成文于孙中山先生经历护法运动失败后，蛰居于上

海之时，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不仅有孙中山先生的体育

理念，更蕴含了他对革命经验总结的一些重要信息。 

 

1  对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视 
1896 年 10 月，《字林西报》上刊登了英国人的一

篇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言道：“夫中国——

东方一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3]此后，“东方病夫”

(又称“东亚病夫”)便成了列强对中国人侮辱性的称

呼。 

孙中山[4]1904 年就曾指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

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

洲野心的地方。”为了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许多

有识之士都把希望寄托在弘扬中国传统武术上。在他

们看来，武术在近代中国不仅仅是洗雪耻辱、振兴中

华的良药，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因而被奉

为“国术”之尊，备受推崇。在民国初年就有人主张

将“中国旧有武技”的有关内容列入学校体育课之中，

并做了一些尝试。1915 年教育部采纳上述建议，明令

“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

校养成之。”[5]将中国传统武术正式纳入近代教育体制

之中，对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时的一些

著名教育家(诸如蔡元培、章士钊)等也都赞同推广武

术。 

但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是反对宣传、

普及武术的。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进步思想

家将反对“国粹体育”作为反对旧思潮的一种手段。

所谓“国粹体育”就是指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

育。1918 年 10 月至 1919 年 2 月期间，鲁迅与精武会

的陈铁生在《新青年》上就是否该提倡武术等问题展

开了辩论[6]。这场辩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武术发

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对者认为武术只是一种

中国传统的技艺，在枪炮发明之后已无作用，应该让

其自然消亡，况且武术易于与装神弄鬼的“神拳”之

流混淆，所以没有必要普及推广，更不该应用于学校

教育和军队训练中。赞成者则认为，武术强身健体之

作用胜过西洋体操，于强种保国都有莫大的关系，反

对那种有枪炮就不要武术的论调。 

就在陈铁生与鲁迅关于武术发生争论的这一年

(1919 年)10 月，陈铁生请孙中山先生为《精武本纪》

作序，也是希望借助名人效应来扩大武术的影响。孙

中山先生[7]在序文中指出：“自人类日进于文明，能以

种种经验，资用器具，而抵抗自然。而至于今日人智

所发明者，几为古人梦想拟议所不到，盖云盛矣。然

以利用种种器具之故，渐举其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

循用进废退之公例而不免于淘汰，此近来有识者所深

忧也。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

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

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之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

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

奚不可？而我国人囊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

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 

孙中山先生从人自身身体的进化和武术的社会功

用两方面，来说明中华武术不可废之道理。其一，无

论科技如何进步，“体育之技击”绝不可丢弃，因为世

间万物都是遵循“用进废退”的自然规律，身体若不

“用”，则“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就会被“淘汰”；

其二，“体育之技击”是中国固有之技能，是中华民族

的自卫之道，如果因“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而

丢掉根本，其结果便是“积弱愈甚，为近来有识者所

深忧。”这显然是针对鲁迅等人武术无用论的观点而发

的。孙中山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国

民身体素质衰弱等问题，充分肯定了武术在保家卫国

和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方面的作用，发出了提倡武术的

呼吁。这对当时将武术视为“封建旧文化”而力主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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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批驳，也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

于武术的重视和期望。 

 

2  强种保国的体育思想 
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思想萌发于戊戌变法时

期，其产生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由此

而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迫使国人认识到自强保种

的重要性，进而希望通过体育来达到改造国民，最终

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进入 20 世纪初叶，中国依

然面临着一个内政腐败、外强入侵及国民体质羸弱的

危机，当时许多社会人士认为“国势衰微，欲弱为强，

必须先谋种族强盛”[8]。因此强种保国这种体育思想仍

然具有很高的社会认知度。 

1912 年 3 月，孙中山先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名义颁发的政府公报《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

缠足文》中，明确提出强种保国的体育观。文中首先

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9]，

阐明了体力与国力的辩证关系。护法运动失败后，孙

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深居简出，总结革命的过往经验

与教训。《精武本纪》作序也是在此期间完成，其中所

表达强国保种的体育理念。孙中山先生在序文中首先

对重火器而轻视技击提出了批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就是要唤起国民重视技击术，参加技击运动，以达到

强种保国的目的。孙中山[7]指出：“我国民族，和平之

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于竞

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

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弱国为问题。倘以和平之民族，

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

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和平，我民族

之责任不綦大哉？《易》曰：‘慢藏诲盗，治容诲淫。’

《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

后人伐之。’此皆为不知自卫者警也。” 

孙中山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是民族的“自卫之道”，

并引用《易经》中的“慢藏诲盗，治容诲淫”加以说

明。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收藏财物如不谨慎，等于诱

人偷窃；女子装饰妖艳，则容易招致奸淫。他认为一

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卫之道，则有被弱肉强食之危险，

要自卫首先要自强，只有“强种”才能“保国”，如果

不求自卫之道，则不能生存。 

孙中山先生所阐述的技击有益身体、技击与强种

保国有莫大之关系的观点，也体现了在民族激烈竞争

之时他关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思考。他曾指出：“要恢复

中华民族的地位，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

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

长。”[10]81 而中国传统的武术显然是属于他所指的民族

“固有能力”之列。他提倡以武术作为提高国民身体

素质和民族自卫的手段，来达到自强保种、救亡图存

的目的，不仅是其体育观念的体现，还是其民族主义

思想的体现。 

 

3  注重发挥体育团体的作用 
在此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孙中山先生[7]指出了之所

以为精武会体育作序的原因，他说：“精武体育会成立

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

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

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致力于世界

和平之一基础。会中诸子，为《精武本纪》既成，索

序于余，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故书

此与之。” 

将体育团体的作用提高到强种保国，甚至是维护

世界和平的高度，足见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发挥体育

团体的作用。究其原因，大致有 3 点： 

第一，民国成立后至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

前，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没有实际意义上

全国性的统一政府，更谈不上专门管理体育的政府机

构，因此体育团体在推动体育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呈现出这样一

种局面：每当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落时，体育团体

便会盛行，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政权逐

渐稳定、中央集权力加强时，体育团体的作用便会退

居其次，而由政府充当推动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

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为弘扬“体育之技击”，

重视和发挥体育团体的作用，是明智而合乎时宜的选

择。 

第二，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是孙中山先生一贯的

思路。社会团体是为着同一目标或者共同利益而组织

起来的一群人，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利用，可以成

为推动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

的过程中，与社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过“我们

想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

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

有的团体。”[10]7120 世纪初，也正是近代中国新式社团

开始大量涌现之时，各种商业团体、政治团体、教育

团体、学术团体、体育团体等纷纷成立。体育团体的

参与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是社会团体的重要力量，

而以演讲、撰文等方式在体育社团中宣传革命理想[11]，

是孙中山先生赢得这部分人群认同的手段之一。 

第三，体育团体能够为革命储备军事人才。民国

成立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体育团体进行军事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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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革命活动中一种较为流

行的做法。诸如精武体育会最初成立的主要原因即是

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每期招选志向坚定，体格健壮

的青年五十名，进行拳术及军事训练，六个月毕业。

毕业后分派到各地去，组织同样的精武分校，每人再

教授五十人。这样，经过几年就可以训练出一批有志

向、有胆识、有军事知识的青年，作为革命运动的骨

干”[12]。体育团体不同于政治、学术等团体，它以身

体训练为主要内容，最接近于军事训练，能够培养出

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而这正是大规模

革命运动和军事改良所需要的军事人才。此外，体育

社团还往往具有良好的领导和组织能力，能够更好地

发动民众，为革命推波助澜。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将体育团体的作用与强国保

种、维护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恐怕不仅是希望体育团

体能够在弘扬“体育之技击”方面发挥作用，在军校

尚未建立之时，其中更含有希望体育团体成为革命主

力军和革命力量培养基地的用意。 

 

《精武本纪·序》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言论和著

述中关于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其中所透

露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关于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提高国

民身体素质、发挥体育团体作用的体育理念，在今天

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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