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EIJIANG NORMAL U NIVERSIT Y

第 24卷第 8期
No. 8 Vol . 24

清末明初成都近代体育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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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音乐学院 社科部,  四川  成都  610021)

  摘  要: 随着教会和在华外侨进入内陆, 近代体育也传入了成都. 1910 年,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成立, 为推广近代

体育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1920 年代后, 成都的体育推广呈现出十分明显的/ 名人效应0 , 二十军军长杨森等川内名

人大力倡导近代体育,通过修建体育场馆、组织市民运动会等使近代体育在成都落地生根, 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生活

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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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行, 使国人对体育的热情高涨.

在当下,参与体育活动已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一项重要且时

尚的内容.回望历史, 中国人的生活曾经离体育如此之远. 本

文即以成都为对象管窥近代体育是如何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

1  近代体育在成都初现

包括田径、球类、体操等在内的近代体育是在 19 世纪逐

步成形的.近代体育最初在中国受到重视是与强国强军联系

在一起的.受日德的影响, 清末就开始大力推广兵式体操, 学

堂开设的体育课就是体操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的内容. 清光绪

三十一( 1905)在成都举行了四川省第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

主要是普通操、器械操, 以及徒手竞走、武装竞走、障碍竞走

等[1]1 . 这一时期,地处内陆的成都还未能得风气之先, 普通

市民的运动形式还局限在传统的项目上,如武术、赛马、江河

游泳、踢毽、下棋、散步等.

球类等运动是随着基督教深入内陆传教而进入成都的,

其中基督教青年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基督教青年会创立于

1844 年,很快在欧美发展起来, 并随着西方列强进入中国.

起初,青年会以单纯的宗教活动为主, 后才发展以/ 德、智、

体、群0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进入中国后, 每个城市

青年会都设有体育部,以/ 提倡国人注重体育训练,体育专门

人才研究,体育最新学术组织, 体育比赛集会,借以辅助各地

方青年会体育之进行, 造成国民健全之身躯, 强盛之精

神0 [ 1] 5为宗旨,大力推广体育活动. 20 世纪初, 青年会在中国

快速发展, 到 1922 年 4 月, 遍及 17 个省, 城市青年会有 30

处,学校青年会 170处.

清宣统二年( 1910) , 青年会在成都文庙街挂牌成立, 美

国人谢安道受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进会派遣任第

一任总干事. 谢安道是美国春田大学体育专业的毕业生,他

就职后亲自为青年会设计并修建了正规的足球场、网球场、

羽毛球场、棒球场等,以便开展体育活动. 在此之前一些来蓉

的传教士和欧美人士已将足球、羽毛球等带入成都, 但尚属

零星, 青年会的球场是成都近代首次出现的正规球场, 为这

些运动的推广提供了基本条件 . 1913 年, 青年会又购买了旧

臬台衙门后百余亩地(即现在春熙路北段及南段的地方) ,新

修建了基督教青年会会所, 还修建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

排球场、乒乓球台、弹子房、浴室等,还又修了一座体育馆,市

民需购票入内. 同时这里还出售美英制造的足球、篮球、排

球、运动服装、跑鞋及运动书刊.

基督教青年会的这些措施极大地吸引了市民 ,特别是青

年人对体育的热情. 人们发现在喝茶、打牌、抽大烟之外,还

可以有新的方式消磨时间, 悠闲的成都慢慢动起来了.

受到新式体育思想的影响, 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在发生一

些新的变化,比如武术.比武打擂是中国传统的竞技项目,成

都青羊宫每年都会组织擂台赛, 最后取胜者要发给/ 金章0

(类似今日之金牌) ,所以擂台赛又称/ 打金章0 .但是, 我们知

道传统的擂台赛规则并不完全公平合理. 在现代竞技体育思

想的影响下, 擂台赛的规则在民国初变更为分组淘汰赛这种

更合理的方式, 保证了武术比赛的健康发展[ 1] 258 . 到 20 年

代,擂台赛还出现了女子组和少年组, 30 年代又制定了5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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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暂行章程6 , 进一步规范了擂台赛.

2  体育运动的日益普及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市民要求加入到体育运动

的行列中来,但是, 球类运动都需要场地,原来场地已不能满

足需要. 20 世纪 20 年代, 成都最重要的公共体育活动场所

出现在了著名的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 .少城公园始建于清

宣统三年( 1911) , 经历年扩建, 逐渐成为市民体育运动的中

心.这一场所的出现, 为市民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加速了体育与大众的融合.

1923 年,二十军军长杨森委任卢作孚筹办成立/市立通

俗教育馆0 ( 1934 年 12 月 26 日改为市立民众教育馆) , 馆址

就设在少城公园内. 通俗教育馆是官方性质的社会教育机

构,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消灭愚昧,提倡科学

文明,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 推进体育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1924 年,该馆在少城公园内兴建了体育场, 面积达 16 亩, 有

200 公尺田径场 8 个, 球场 1 个, 乒乓室 21 间,篮球场 1 个,

健身房 2 间.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垒球、器械、国术这些运

动是常年开设的,现场还有教练指导市民的锻炼. 每年到体

育场锻炼者达 30000 多人次. 1924 年中秋节,通俗教育馆组

织 7000 余名学生, / 于少城公园公共体育场集合, 表演音乐

及体操,欢声雷动, 为本市未有盛会也0 [ 1] 376 . 这些活动大大

吸引了市民的兴趣,激起了他们进行体育活动的热情.

除公共体育场外,少城公园还设有/ 射德会0. 所谓/ 射德

会0 , 实际上就是推广射箭运动, 取/ 射以观德0之意[1]148- 149 .

1925 年,由成都知名人士骆成骧发起筹建, 并在园内修建了

较射场.早期入会者多为各界名流, 后经大力推广,吸引了很

多民众参加. 1928 年又成立了/ 四川射德总会0 , 在全川推

广.每年少城公园定期举行射箭比赛, 参赛者男女老幼均有,

平时每周、每月均有训练和比赛,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一项强

身健体活动.

平时在没有比赛的时间,体育场又被作为了自行车出租

场地.骑自行车是 1925 年由成都市政公所督办杨子惠提倡

的,允许有兴趣又不会骑车的市民在此租车练习. 1932 ~

1933 两年中,杨森及其部下捐资倡办了两次自行车比赛, 使

成都市民对自行车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兴趣, 于是租车学车

的人越来越多.从而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 ) ) ) 自行车出租

业.

有了公共体育场之后, 各项球类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

篮球、足球、排球、网球都是很受欢迎的项目. 三四十年代, 成

都的排球赛事很多,比较大型的有 1936 年的西川杯排球赛

马, 1939 年的自强杯排球赛、市运会排球赛, 1942 年省体育

会排球赛, 1944 年大学体育会排球赛等, 十分活跃[1]61 . 足球

则是更为普及的球类活动.除了各体育场经常举行足球赛以

外,街头巷尾踢/ 坝坝足球0的人也很多,成都的足球队还多

次赴省外参加比赛.

网球是 20 年代后逐步在社会上开展起来的, 由于杨森、

范绍增等人的大力提倡, 30年代以后已较为普遍. 1933 年 8

月,四川省网球锦标赛在少城公园举行, 男女单打冠军均由

成都选手获得, 显示了成都网球运动的水准.此后也不断有

各种赛事举行, 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时尚的青年男女均以

打网球为时髦[ 1] 318- 320 .

除此之外, 乒乓球、棒球、水球、台球、游泳等在成都均有

一定开展,且有赛事举行.另外, 传统体育运动受近代体育的

影响呈现出了规范化、有组织化的特点, 如国术. 1912 年,四

川武士会在成都成立, 这是四川省第一个官办武术组织.

1925 年, 在少城公园内修建了四川省武术馆, 正式成立四川

省武术总会. 1932 年,成都市国术馆成立. [1] 185- 186这些组织

的成立有利于消除门派之见, 有助于武术的传承, 为武术的

发扬光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四十年代, 成都市举办过两届市民运动会, 可以看出

体育运动的开展已卓有成效. 1939 年 10 月 14 日,第一届市

民运动会在少城公园开幕, 历时 10 天, 比赛项目有田径、球

类、国术和有关抗战之新型运动项目,以及其他运动项目.参

加者有大学、各团体、各机关及部分乡镇的代表队. 1941 年 6

月 1 日,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举行, 参加比赛的超过了 5000

人[ 1] 97- 98 .

3  体育运动在成都传播的特点

纵观近代体育运动在成都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点.

31 1 体育的推广与传教的关系密切,基督教青年会的作用

不可忽视. 青年会除了早期通过修建球场、体育馆把球类运

动引入成都外, 在以后还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和活动, 培养公

众的体育兴趣. 就笔者看到的资料, 青年会就组织过各种形

式的野营活动(内容有郊游、球类、游泳、登山等)、越野赛跑、

篮球赛、中国象棋比赛、儿童自行车比赛等, 成为体育推广的

一支主要力量. 在培养体育人才上, 青年会也有卓越贡献.

1926 年成都基督教女青年会音乐体育专科学校, 招收了 20

名女子体育专科生, 开了女子学体育的先河[1] 17 .

31 2 体育推广过程中的/ 名人效应0十分突出. 新式体育的

推广主要是靠民间力量进行的,川内名人起了很大作用,如

国术的推广与清代状元骆成骧分不开.他虽为文状元, 但热

爱武术, 不仅发起筹建了/ 射德会0 ,组织青羊宫擂台赛,还推

动建立省武术馆. 而他去世后, / 射德会0的继任者是二十八

军军长邓锡侯, 省国术馆的馆长是当时的省主席刘文辉.而

二十军军长杨森对成都体育的发展影响更为深远 .杨森提倡

体育强军, 他本人也喜欢网球等运动,所以在他主政成都期

间,兴建了公众体育场(少城公园内)、发起和组织了多项体

育赛事.因为这些人的声望和地位,使得响应者云集. 受到这

些人重视的项目往往也是在成都影响比较大的. 这是因为许

多运动的开展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

况下, 名人出面容易解决经费问题.

31 3 公共体育呈现出近代体育与传统体育共同发展的局

面.近代体育进入人们的生活后,传统运动并没有消失,反而

经过规范后获得了新生. 由于近代体育项目的用具相对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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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场地又少, 这就给传统体育运动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四十年代,成都成立有武术会、中国象棋协会、踢踺队、围

棋协会等,这些团体经常组织培训、比赛等集体活动, 并积极

发展会员,吸引了很多市民加入.

31 4  近代体育的推广其意义不仅在于强身健体, 面且对改

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开放社会风气也有积极的作用. 随着近

代体育的深入人心,传统的静态、闲适的体育方式受到了挑

战,遵守规则、团结协作、对抗竞争、顽强拼搏这些新运动理

念带来的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追捧, 积

极、健康、朝气蓬勃代替了少年老成、孱弱、萎靡不振, 为古老

的成都吹入了一阵清风.社会风气也在此过程中悄悄发生着

变化,最典型的就是对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 最初, 女子

是被排斥在运动比赛之外的, 1922 年, 青羊宫擂台赛开设了

女子打擂组; 1926 年, 基督教女青年会招收女子体育专科

生,打破了旧俗; / 射德会0 在第五届比赛后有了女子参赛;

1932 年,女子踢毽队成立; 1933 年, 为参加第五届全运会而

举行的网球选拔赛上出现了两名女选手.两届市民运动会都

设有女子组.甚至在 40 年代的南虹游泳池里还出现了摩登

女学生表演跳水[ 1] 147 . 这些一次次地挑战着旧的习气, 使人

们的观念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逐渐接受了男女平等这一理

念.

31 5  体育运动的推广呈现出由学生到市民、由小众到大众

缓慢推进的特点.由于受观念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近代体育

推广的过程十分艰难.首先是在教会学校和上流社会中的一

部分开明人士中流行, 其后慢慢深入大众, 自始至终青年人

始终是积极投身体育运动的主力. 总体而言, 由于政府投入

不足,整个社会经济基础较差, 本文所述的体育运动受众有

限,对于人口占大多数的城市贫民仍显得十分遥远.

近代体育在成都的传播可以说是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缩

影,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 政府重视体育更多的是出于强

国强兵保种的目的, 但在客观上起的作用主要是丰富了人们

的文化生活, 并对社会风气的开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直到

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开始有意识地大力发展群众体育, 推广

全民健身运动, 使体育成为人们休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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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dern Sports in Chengdu

SUN L-i xia
( Ministry of Social Science T eaching, 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iusic, Chengdu, Sichuan 61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flux of Chr istian chur ches and for eigner s into mainland China, moder n sports began to be intr o-

duced into Chengdu. Chengdu Young Men. s Chr istian Association( YM CA) was founded in 1910, and thereafter made effor ts to

popula rize modern sports in Chengdu. After 1920s, Celebr ity effect has been a noticeable phenomenon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spor ts in Chengdu. Such celebrities as Yang Shen in Sichuan promoted modern sports: stadiums were established, sports meet

wer e organized for common people. M oder n spor ts therefor e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 s daily life.

  Key words: Modern sports; Chengdu; popular ization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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