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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无法脱离历史记忆这一最为

重要的心智结构的基石，这是史学不可能沉寂的重要依据。作为我国体育科学

学会中成立最早的分会之一的体育史分会在 2012-2015 年间秉承传统，

积极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相关活动，充分发挥了其在体育史学科发

展中的引领作用，特别是举办与开展了“亚洲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族

传统体育研讨会”（2012 年淄博）、“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大会”（2013 年芜

湖）、两届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2012 年台北，2014 年成都）、“体

育文化传承与发展高级研修班（2013 年山东济南）”、“区域体育文化发展与

传播”国际研讨会（2013，西安）等等专题学术活动，较大地推动了体育史学科

的稳健发展；诸多学者坚守领域，勤奋耕耘，成果叠出，使 2012-2015 年国内体

育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有所拓展，继续彰显了其作为体育学基础学科的价

值。总体来看，2012-2015 年间体育史学如同此期间的中国体育的发展一样，似

乎波澜不惊，稳步行进；但在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涌动的“暗流”，一些研究成

果表明，国内体育史研究已处于研究内容及研究范式悄然更新的临界点，呈出一

些“新”的迹象。

根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要求，本报告着重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梳理和

总结 2012-2015 年体育史学科的发展概况、特点与成就，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未来几年体育学科发展的趋势及建议。本报告所涉成果统计截止 2015 年 5 月。

本报告是在体育史分会领导下，由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完成。课题组

成员包括：孙淑慧教授（统稿及总报告的第四、五、六部分）、张新副教授（中

国体育史部分）、潘华教授（世界体育史及奥林匹克文化部分）、崔莉副研究员

（体育文化部分）、秦俭（英文前言）。

本报告得到了国家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及体育史分会的倾力指导及成都体育

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同仁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2013 级的同学为本报告的撰写进行大量的文献搜集工作，在此对他们的付出表

示感谢，并特别感谢长期坚守体育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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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基础学科，包罗万象，闳富博大，体育史也

不例外，综合来看，近几年来，事关“体育”发展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几无遗漏地

进入到体育史研究者的视野当中。为能较为清晰地把握近几年体育史学科发展的

概貌，本报告依据本分支学科习惯的分类，按如下六方面分述。

一、 2012-2015 年中国体育史研究概况

二、 2012-2015 年世界体育史及奥林匹克文化研究概况

三、 2012-2015 年体育文化（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概况

四、 2012-2015 年体育史学理论研究概况

五、 2012-2015 年体育史学科发展特点、问题

六、 未来几年体育史学科的趋势及愿景



4

目 录

Contents

一、2012-2015 年中国体育史研究概况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二、2012-2015 年世界体育史及奥林匹克文化研究概况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World Sports History and Olympic

Culture from 2012 to 2015

三、2012-2015 年体育文化（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概况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Sports Culture (including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culture) from 2012 to 2015

四、2012-2015 年体育史学理论研究概况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in Sports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五、2012-2015 年体育史学科发展特点、问题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Properties and Iss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六、未来几年体育史学科的趋势及愿景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spect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Sports History



5

中国体育史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2012-2015）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port History

PREFACE

Neither an individual nor human being as a whole is able to break

away from its memories of the past,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rner

stone of mental structure and the important basis that the science of

history wouldn’t go silent.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science of sport history, Branch of Sport

History, one of the earliest established branches under 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 (CSSS), actively conducted numerous and effective

academic events, such as “Seminar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sia Sport and the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Zibo 2012 )”，

“Conference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uhu 2013), the 1st and

2nd “Cross -Strait Seminar on Sports History” (Taibei 2012 , Chengdu

2014 ), “Senior Workshop on Sport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gional Sport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Xian 2013), so as to promote grea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sport history; many scholars stuck to their fields and

achieved lots of accomplishments, resulting in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both width and depth of the research on sport history at home from the

year 2012 to 2015, highlighting its value as the basic science of sports .

Overall, like the China sports during 2012 to 201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sports history seemed prosaic and sta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ome “undercurrents” simmering. Som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sports history at home has come to a breakthrough

point in terms of research field and paradigm, which presented some

“new” pictures.

As required by China Sport Science Society(CSSS), from the angle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ainly the report combed through and summe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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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situation, properties and accomplishments of the discipline

of sport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and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predicted the general trend in the next few years while putting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e figures collected in the report were before April

2015.

The report is done by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port

Histo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Branch of Sport History. Members of

research group include: professor Sun Shuhui(editor and part 4-6),

associate professor Zhang Xi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professor Pan Hua

(Olympic culture and world sports history), associate researcher Cui Li

（sports culture）, Qin Ji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REFACE).

Abundant acknowledgements and thanks are due to th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and Branch of Sport History for their great

guidance, and to the colleagues in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ports History for their great support; Thanks are also given to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grade 2013 for large amounts of literature collecting;

and special thanks are given to the scholars who stuck to thei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ports history.

Part One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Chinese Sports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Part Two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World Sports History and Olympic

Culture from 2012 to 2015

Part Three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Sports Culture(including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culture) from 2012 to 2015

Part Four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es in Sports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Part Five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Properties and Iss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istory from 2012 to 2015

Part Six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spect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Sport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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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2-2015 年中国体育史研究概况

上一个 4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国人百年奥运梦圆北京，一定程度上“引

爆”了国内体育史书籍的出版热，这种“热度”持续至今，加之近年来，复兴优

秀传统文化的声浪日高，也使得体育史研究保持着相对强劲的势头，综合来看，

据不完全统计，2012至 2015年间国内出版的以中国体育史为主题的相关专著接

近 30部；2012 年到 2015年初，中文体育类十六大核心期刊发表的内容涵盖古

代、近代和当代体育史学研究的论文 132 篇。其中研究古代体育史 73篇，偏重

古代运动项目史的研究。近代体育史 41篇，选题偏重断代史及体育思想史研究。

当代体育史 18篇，偏重口述史及体育现代价值的研究。

总体来看，2012-2015年间，仅就中国体育史研究而言：古代体育史持续保

持“高热”；近代体育史势头猛增，但当代体育史相对沉寂；且科研论文多偏重

于古代、近代题材，但在科研课题立项中，当代选题所占比例较高。现撮要分述

如下：

（一） 中国古代体育史保持“高热”

1. 古代竞赛类项目研究较为深入

2012-2015 年，有关射礼、蹴鞠和龙舟竞渡等竞赛类项目的研究成果较多，

尤其是与古代奥运会同时期的射礼活动，有多篇论文发表及专著出版。综合来看，

这些“研究”的理论关怀仍然是：回望传统，为当下寻求依据，也为未来汲取前

行的力量。近年来，国内、国际体育赛事，“滚滚而来”、颇有势不可挡之态。

如何进一步完善体育赛事的管理制度，促使其健康、良性运行以充分发挥其在我

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为近年来体育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体育史学者们开始在历

史传统中寻找与西方体育同质的项目。

如，以往的学术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射礼”的体育竞赛色彩很薄弱，

主要是贵族子弟的礼仪训练。但随着柞伯簋1和作册般铜鼋2等文物出土和现世，

为古代射礼活动提供了真实的铭文记载，首先引起了历史学界对射礼的重新考

辨，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先秦秦汉史方向 2010届博士研究生袁俊杰的学位论文

《两周射礼研究》3综合了相关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

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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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史学者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张波、姚颂平论文《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

文化研究——以先秦射礼竞赛为例》4；张慧祥、张佳、朱志斌论文《柞伯簋铭

文射礼简析》5，罗时铭论文《先秦射礼运动会考》6，都强调了射礼的体育竞赛

性质，特别是张波等的论文，经过对射礼活动的竞赛规则与社会参与人群的系统

考证，得出了先秦时的射礼活动的竞赛规模“不亚于古代奥运会、甚至不输当今

赛事”的结论7。此外，张新等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对被视为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

速度竞赛项目——龙舟竞渡进行了解读：论文从词源学角度对“锦标”一词的历

史流变进行了探询，分析了“锦标”产生于龙舟竞渡的志性意义，认为：古代的

“锦标”、“锦标社”到近现代的“锦标赛”、“锦标主义”一脉相通地反映了

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历史变迁8。

蹴鞠，一直被视为我国古代最富特色的球类运动，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

点。2012、2013年以来，随着国内足球改革的的声浪日高，中国古代足球的发

展、消亡及相关的球会组织等研究课题倍受学者关注。综合来看，近年有关蹴鞠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形态、礼仪服饰等蹴鞠的文化特征考析方面，如任慧一论

文《宋代蹴鞠文化考究》9，对宋代蹴鞠的比赛形式、足球组织、服饰、道德思

想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考察。另有研究者对古代蹴鞠“组织”的性质作了详细考辩，

如鄢锋10通过文献考证，指出，宋朝出现的“蹴鞠打毯社”、“齐云社”等等，

并非行会组织或协会，而是当时“社火”的简称，指的是当时蹴鞠艺人为参加社

日集会“社火”活动时而结合的表演群体，到明朝后期，随着商业和手工业行会

组织的出现，这些表演群体才逐渐演变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行会性质球戏组织

等。还有学者将古代蹴鞠置于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了研究，如杨升平等《中

国寒食蹴鞠与英国忏悔节足球赛的对比研究》11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从时间、场地、参与者、活动特征以及节日间其他活动 5个方面对寒食蹴鞠与忏

悔节足球赛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整体来看，中国唐宋时期寒食蹴鞠

缺乏对抗性，而英国中世纪忏悔节足球赛则具有很强的对抗性，甚至还有一些暴

力和野蛮的行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二者所处社会环境与所承担社会功

能。

蹴鞠发展至清代衰亡乃至失传，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题。近几年，部分研究

者对此做出“解释”。徐晨杰、范春义《古代蹴鞠衰亡原因三题》12认为，竞技

性减弱、节日载体的消失是内在原因，但更具主导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根源，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5&CurRec=22&recid=&FileName=TYWS201407048&DbName=CJFD201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5&CurRec=22&recid=&FileName=TYWS201407048&DbName=CJFD201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5%be%90%e6%99%a8%e6%9d%b0&scode=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c%83%e6%98%a5%e4%b9%89&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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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球者社会地位低下、社会娱乐方式多元化加速了蹴鞠的衰亡。另一些学者则试

图在更广阔的视域来寻找答案，如黄金葵，跳过中国古代蹴鞠衰落这个难解之谜

的困扰，从与现代足球对比的角度切入来探寻更深层原因，作者认为：社会正面

认同方面明清蹴鞠遭遇的“官禁”，传承方面的古代足球圈子的封闭性，推广方

面缺乏西方公学和大学等学校机构的推动，都是东西方足球一兴一抑、命运殊途

的根本原因13。还有有学者在蹴鞠和戏曲发展的对比研究中，探究蹴鞠衰落原因，

曹广华、范春义在《蹴鞠与戏曲关系初探》一文中14，认为蹴鞠和戏曲都是中国

传统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游艺形式，二者存在着和谐共生与和平竞争的关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各自功能不同，导致了戏曲兴盛而蹴鞠走向衰弱的现

象。

除规范的学术探讨外，2012-2015年间，还有大量的有关古代蹴鞠的通俗化

的历史书写，如《足球太尉”俅与宋代蹴鞠》15 及唐代“皇家女子蹴鞠队” 》16以

及岳长志、马国庆专著《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档案：中国蹴鞠》17等。

2. 古代传统体育习俗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在中国传统体育娱乐习俗中有众多项目，过去研究者涉猎较少，诸如六博、

樗蒲、击壤等。但近几年有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投向此，如薛新刚、林飞飞

论文《中国古代休闲体育之社会对待——以六朝樗蒲为例》18详尽研究了樗蒲这

样一个古代棋戏的形制、规则，分析了樗蒲作为赌博手段带来的社会影响，侧面

描述六朝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娱乐生活画卷，是一篇近年研究樗蒲项目的代表性论

文。曾小松论文《六博形式研究》19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报告，研究了六博

的形制以及与占卜、射猎、投壶的关系，认为这项博弈活动虽然在古代就已失传，

但它的部分器具分别流传到了后来的象棋和麻将中，对研究古代游艺活动的演变

具有重要价值。张宝强《中国古代击壤文化初探》20对击壤活动的器物、制度进

行了再探究，为保护这项行将消失的古老游艺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些研究显得相对“冷僻”，正因如此，也更加富有意义，

其延伸与拓展了传统的古代体育史研究主题，对发掘整理传统体育民俗、展示中

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完整风貌具有重要意义。

3. 地方与区域体育史的研究呈趋“热”之势

关于地方与区域体育史，前些年，已有近代上海体育、古代丝绸之路体育等

地方类体育史专著出版，近年中国体育史学会通过召开区域体育史研讨会等方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6%9b%b9%e5%b9%bf%e5%8d%8e&scode=
http://epub.cnki.net/KNS/popup/knetsearchNew.aspx?sdb=CJFQ&sfield=%e4%bd%9c%e8%80%85&skey=%e8%8c%83%e6%98%a5%e4%b9%89&scode=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65&CurRec=11&recid=&FileName=TYWS201405054&DbName=CJFD2014&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5&CurRec=14&recid=&FileName=SHIJ201328116&DbName=CJFD2013&DbCode=CJFQ&pr=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5&recid=&FileName=SHIJ201427079&DbName=CJFD2014&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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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继续引导更多的学者注重地方和区域体育史的深度挖掘，曹守和著《浙江体

育史》
21
系统梳理了浙江一省从古至今的体育发展历程，而方奇编著的《闽台民

间体育传统习俗文化遗产资源调查》
22
整理了地方体育史料和文化遗产。徐国富,

宋义增编著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体育史 1931-2011》
23
则锁定一所大学进行个

案研究，展现了近现代历史风云变化中一所大学的体育变迁。区域体育史研究，

为当代地方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也在一定程度

上使体育史研究有了“接地气”的存在意义。

4. 古代体育史的“解释”初现多样化

除断代、分项的微观研究外，仍有诸多体育史研究者注重对古代体育史的

宏观把握。如有学者
24
指出，长期以来，体育历史发展分期问题以及体育发展的

一般规律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针对此，其提出了文化形态体育史观。刘媛媛论

文《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实意义》25，尽管是从先

秦断代史入手，但揭示了儒家、道家、医家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三个指向性引导，

即形成了儒家社会化身体观、道家自然化身体观、医家实体化身体观，三者从不

同的方向对中国体育文化施加了长远影响，共同构筑了古代中国人身体观的理论

大厦。高亮、麻晨俊文章《解释学视角下的我国民俗体育本质解构》26，引入解

释学的方法，来“完满理解”民俗体育的本质，他们研究认为我国民俗体育有四

个基本维度：健身性是我国民俗体育的元本质，是其区别于其他民俗事相的根本

维度；竞技性是其作为体育的本质属性；原生态是其作为民俗事相的内显；社群

性是其作为民俗事相的外显。这四个维度构成了我国民俗体育的三维关系，从而

能够在构成一种空间状态的整体上对相应的民俗体育事相进行理解。等等，这些

研究成果跳出了前些年“中国古代有没有体育的理论纠结，对我国古代体育进行

了较为全新的解释。

5. 部分学者开始采用体育文物印证文献资料的方法

传世与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资料素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历史研究的“鸟之双

翼”、“车之双轨”。近年来，博物馆的普及和流行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

在其推动下，古代体育史研究中采用体育文物印证文献资料的相关研究增多，如

刘雪凯《中国古代体育雕塑写意性研究》27等一系列文章；再如 2014年成都体

育学院博物馆会同南京、四川、河南、陕西省博物院等单位调研统计并出版了

《博·戏 中国古代体育文物》28拓展丰富了体育文物资料。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5%BE%90%E5%9B%BD%E5%AF%8C&search-alias=books
http://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AE%8B%E4%B9%89%E5%A2%9E&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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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中国体育史研究势头猛增

2012-2015年，有关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主题的研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已呈

现出超越“古代史”的趋势。从内容来看，学者们关注点有：近代西方体育在我

国的传播、近代我国学校体育、公共竞赛、体育思想、妇女体育、体育立法、体

育场馆发展等等，几乎涵盖了体育的全部边界。近几年诸多以中国近代体育为主

题的研究，使近代体育发展的轮廓与实际社会样貌更加清晰。

这些研究当中，有综合运用历史学与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结合

的视野而从宏观视角整体把握近代体育的发展历程：如武海潭、季浏论文《中国

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范式的流变——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审视》29、何叙、律海涛、

那述宇论文《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传承与演变的轨迹与特色》30等，前文拨开学

校体育思想范式流变的芜杂现象，透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总结出近代以来到

当代学校体育思想范式的八次流变，实际上是把近代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划

分了 8个阶段。后文认为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是在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中

西方思想不断碰撞、融合而产生的，其传承与演变，始终围绕着“健身强国，以

实现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主题而展开，且始终贯穿了两条基

本线索：一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二是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与融合。这两条

线索又始终相生相伴、相互依存、相互缠绕地向前发展着。此类研究都是在较长

的时间跨度上解析近现代体育的阶段性变化。但由于引入社会学视角，研究更多

地由原来的体育现象学转入体育本质学。张新在《论近代中国体育转型的本质意

义》31一文中对近代体育转型作出了定位评价，认为中国近代体育是由公共教育

培训、公共场地、公共体育竞技共同支撑的社会公共体育形态，与古代碎片式民

俗体育活动不同，与当今公共体育形态同构，并且在体育活动内容与构成体系方

面一脉相承。

除宏观解析外，近几年有关近代体育研究当中的亦出现一些个案专题的微观

考证：这些微观研究的对象范围，或为一所学校，一个赛会，均从较小的切口入

题，获得了典范性的意义。吴昊发表的论文《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运动会考》32落

笔于近代开展体育活动最早的官办学校，对近代中国“最早”的运动会进行了时

间上的考证和内容方面的厘定；再如陈衍和、林玫君、陈丽娥等《清末上海〈图

画日报〉“女界”运动片影初探》33，通过对一短暂存在的画报：即刊行于 1909-1910

年的《图画日报》中所出现的“华人女子运动图像”作为“证史之要”，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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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人妇女参与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进程。这些研究从“窄而深”的局部研

究着手，其最终所呈现的“历史场景”却更加丰富、精深。

此外，近年近代体育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些不为以往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如关吉臣等考察了犹太人对我国近代体育发展推动作用。作者认为，从 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中叶，曾经有数万名欧洲犹太人来到中国的哈尔滨定居，他们通过

建立社区体育组织、开展社会和学校体育活动、建设体育设施等，为西方体育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文章还特别强调了，近代的犹太移民是唯

一不是以殖民者身份来到中国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外来民族
34
。

综合来看，2012—2015年国内近代体育史研究，除内容丰富多彩，涵盖面

广愈加趋广外；还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多数研究多注意使用一手文献资料：除

传统的档案文献外，近代报刊、杂志、图画等均被视为“证史之要”。这可能和

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开发的《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大成老旧期刊数

据库》等电子资源的不断面世并向公众推出，研究者们可以便捷地获取资料有一

定关系。二是研究视角有所突破，以近代女子体育史研究为例。早在 20世纪 80

年代，近代女子体育发展的问题，就受到了体育史学者的关注。但多数的研究停

留在对发展历程粗线条的描述，一些研究尝试去分析与解释，但是正如学者王云

在其专著《社会性别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35所说，以往的多数研究，“体

育往往成为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尺”，这种“‘解放叙事’有意无意地隐

瞒和遮蔽了近代体育领域中的较为复杂的平等和不平等关系”，在其研究中引入

了“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的视角，努力将女性带回到她们过去几乎被“遮蔽了”

的历史中。无独有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游鉴明女士的专著

《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36一书，也着力跳脱

旧有的被国家化了的体育史和身体史研究，且对于线性进步观点、族群分离或女

性自己的声音等研究取径，都提出了批判性的检讨。为近代妇女体育史研究另辟

蹊径，值得重视。

（三）新中国体育史研究相对沉寂

当代体育史研究，主要是对新中国 60多年体育历程的梳理，也是对当今体

育现象进行历史思考。当代史是历史学园地中距离现实时代最近、社会关注度最

高、政治敏感性最强、历史借鉴意义最直接的学术领域。2008-2011年，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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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 30周年暨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等事件，新中国体育史一度颇受学者关注。

但在近几年，体育史学者们对新中国体育史的关注度并不高，仅有一些零星的研

究成果：梁晓龙、杨卫东的专著《当代中国体育概述》37具有代表性：以新中国

成立 60 多年来体育的发展为背景，以当代中国体育理论和体育实践中最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从当代中国体育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出发，对当代中国体育

发展中所形成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炼和总结了中国体育改革和发展

中形成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并对当前人们关注的举国体制和建设体育强国等

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从论文发表数量的角度来看，学者对当代体育史相对较少，缺少学术回应与

讨论的热度。但是，历史学的鉴世价值决定了人们总是要努力在回到历史现场中

去把握规律。尤其当下，我国体育事业已行进到了进行改革的关键之际，如鲍明

晓研究员指出：“我国先期的体育改革是渐进方式演进，其模式并不是以增量改

革带动存量调整，而更多的对存量的直接调整……后发的体育改革阻力更大、难

度更大，这一“现实”使得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新中国体育的种种“经

验”或“教训”？如刘玉的《论新中国 60年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与转变》38一

文，从宏观上把当代体育演进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国家投

入的赶超型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为核心的发展导向型方式，构建和谐社

会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进步导向型方式，力图从经济社会与体育发展的

比对中找到对应的规律。熊晓正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决策的历史

审视》39及陈元欣、王健、刘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场馆供给的历史回顾》

40，尽管这些研究的切入点与学术关怀在于新中国的体育外交和体育场馆，但也

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年的体育变迁。此外，另有一些综合性

与专题性研究课题中，学者们也多涉及当代体育史的话题。如鲍明晓研究员于

2013 年所完成的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委托项目《我国体育改革研究》

41
开篇即系统梳理了我国体育改革的发展历程，有较为独到的见解：认为，1949

到 1978 年间，新中国体育处于一个形成、发展、挫折和重建阶段，主要是生成

和发展的任务。回顾和总结我国体育改革的历程，起点不应是 1949 年，而 1978

年至今的 30 多年，此 30 多年可分为：准备期（1978-1991 年）、启动期（1992-2000

年）、微调期（2001 年至今）几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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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2-2015 年世界体育史（含奥林匹克文化）研究概况

（一）世界体育史研究概况（2012-2015 年）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通过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

录（2011）》，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故本报告将以往习惯的“外国体育史”

改称为“世界体育史”。

总体来看，2012 至 2015 年国内的世界体育史研究比之以往，无论是量还是

质均有所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文献大致有文献 60余部（篇）。总体呈现

出传统话题不断深化及历史叙述不断多样化的特点。分述如下：

1. 世界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有所拓宽，传统话题不断深化

古希腊、罗马体育历史是倍受体育史学者关注的领域。2012-2015年，该领

域相关话题不断深化。

（1）关于古希腊体育。诸多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多哲学、美学、

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政治学、性学、社会学和神话学等不同的学

科视角，开展了对古希腊体育的全面研究。如《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盛与殇——哲

学人类学式的追问与对“现代解读”的反思》42和《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实践智慧

及其当代意义》43二文从人类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审视了古希腊竞技；《论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哲学基础及其发展——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研究视域》44

一文，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产生的精神哲学基础在于人类表现自身身体的美丽形

态的精神冲动力。另有学者从公共空间视角论述古希腊体育活动，认为古希腊的

公共空间是一种平等、自由、公正的象征，它不同于私人空间，是开放的、集体

的，其体现着一种城邦意志与公民权利：其中，文体活动场所构建起古希腊人体

育活动的物质世俗空间；习俗信仰构建起古希腊人体育活动的文化宗教空间；公

民意识构建起古希腊人体育活动的政法制度空间45、46等等。学者们还从德性之维

讨论了古希腊体育，探讨了德性培养作为着眼点的古希腊体育教育思想的基本内

容以及这种体育教育思想与人的德性塑造之间的关系。47、48、49等，此外，有学者

从体育自由思想视角探讨古希腊体育，体育不仅是古希腊城邦自由意识的内在要

求，同时还是古希腊人实现自由的文化途径50。 尤值一提的是，项亚光副教授

的《荷马史诗葬礼体育竞技存疑》
51
，对流行于学界的一个“定论”，即“古希

腊葬礼体育竞技活动”进行了质疑，强调，“考古”不能确定荷马史诗“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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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故仅从荷马史诗来确定古希腊葬礼体育竞技活动的存在是不可靠的。

（2）关于古罗马体育的研究。古罗马角斗仍是近几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尽管数量不多，但对历史诠释的视角较新颖。赵岷，李金龙等从文化学视角揭示：

罗马角斗活动导源于墓地葬礼仪式，而后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逐步演变为一种表

演活动，其实质是罗马征服文化的一种社会映射，在角斗表演中掺杂了许多政治、

文化、习俗和人性因素，角斗表演在罗马不仅是一项娱乐表演活动，同时它也承

担着教化作用
52
；赵岷等还剖析了古罗马角斗表演中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参与角斗

活动的动机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53
。王结春，刘欣然等从黑格尔的《历史哲

学》中探寻古罗马角斗竞技的历史片段，指出：古罗马的欢娱来自于观赏奴隶们

之间的角斗竞技，是一种实用的手段，是体育适应罗马精神抽象自由的结果，是

战争景象的预演和再现，是一种异化的体育
54
。

此外，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法的学者赵毅，依据古代罗马法原始文献，驳斥

了目前体育法学界长期惯用的“体育法近代产生说
55
，认为体育法在古代社会就

已客观存在，公元前一世纪之前是其萌芽时期，之后便随着罗马法的成熟而步入

成熟。赵毅通过罗马法原始文献的解读
56
显示，古罗马体育法律主要表现在规定

运动员的特殊法律地位和运动伤害责任认定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免税、免监护义

务、免服兵役、免接待军队、可以取得骑士身份和免受社会唾弃等内容，但仅限

于生来自由人可以取得以上优待；后者包括在体育比赛中发生的对比赛者或非比

赛者的过失伤害免责。这从侧面反映了古罗马体育的发展状况。在研究古罗马法

的过程中，通过阅读罗马法史札，赵毅还勾勒了古罗马体育与城市变迁的关系
57
：

在古罗马，体育与城市共享神性，信仰成为观念上连接两者的枢纽；体育为古罗

马城市生活的必要元素，且在体育比赛、体育设施和城市体育生活的多个向度中，

体现了强烈的国家管控性。古罗马的体育与城市文明是良性的互动发展关系，但

观念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它的变异导致了体育与城市文明在古罗马的消亡。

（3）关于中世纪体育研究。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时期，世界体育史

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如学者认为，中世纪的“骑士比武”，像古代的奥林匹

亚一样影响着现代体育比赛的理念
58
。从 2012-2015 年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者

多是从身体观视角来探讨骑士体育和欧洲中世纪体育观。如高强提出，在身体关

系论的视角下，中世纪体育运动并不呈现出或为积极或为消极的非此即彼的面

貌，却更以社会、群体、自然等外在于身体的元素与身体之间亲疏关系的此消彼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7%bb%93%e6%98%a5&code=06211063;07877639;06210378;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88%98%e6%ac%a3%e7%84%b6&code=06211063;07877639;0621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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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来显现，体现了在文明进程中从整体论到个人主义的变迁过程59。另有学者梳

理了基督教的灵肉观对中世纪体育的影响：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占主导的奥古斯

丁主义坚持“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的灵肉对立观，导致竞技体育的沉寂和体育被

排除在教育之外；但中世纪晚期，托马斯·阿奎那重新阐释灵肉关系，提出“人

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存在”的灵肉结合观。其对身体及其健康的重

视，促使诸多教会学校出现了课余体育活动，城乡社会也兴起了形式多样的体育

活动，它们成为近现代多种运动项目的前身
60
。

（4）关于其他问题研究。学者们开始一方面将学术视野投向更早的史前体

育，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学科领域学者对“体育”的关注，使得国内世界古代体育

史涵盖面有所拓广：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古埃及体育等，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如张洁的《欧洲史前岩画中的身体运动形态研究》
61
，对欧洲史前岩画中的人体

动作形象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这些身体运动形态在身体动作表现形式和动作

技能上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是现代体育的萌芽形态；东北师

范大学历史文献学埃及学硕士生张韶东于 2014 完成的学位论文《沃尔夫冈·德

克尔<古埃及体育与游戏>研究》
62
通过对《古埃及的体育与游戏》的研究，揭示

了古埃及体育与游戏的发展概况，对现代体育与游戏研究的借鉴意义。另有学者

注意到了欧洲古代体育向现代体育转型问题，张爱红和熊晓正考察了欧洲古代体

育向现代体育转型过程，强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体育人文价

值观，从思想层面为欧洲体育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成为欧洲古代体育转型的外生

性推动力；市民体育的勃兴和骑士体育向绅士体育的转变在实践层面对欧洲古代

体育进行了整合，成为欧洲体育的内源性转型路径，使古代体育开始告别原始性、

军事性、宗教性、依附性特征；作为方向性牵引力，工业革命则提供了体育现代

化的标准和手段，使欧洲体育真正成为世俗社会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的休闲方式、

职业领域和教育手段
63
。

2. 世界近代体育史在国别史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

综合来看，从世界近代体育史视角来看，近几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

英美、日本和法国等的近代体育发展历程。

英国素被认为是近代体育的发祥地。故是世界近代体育史研究难以绕开的国

家，近几年来，学者们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博士群体，从文化学等视角，重新诠释

了近现代体育发轫于英国的历史必然性及英国体育对世界体育近现代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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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北京体育大学任海教授的学生邱雪于201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城市化进程中

的现代体育运动—英美经验与中国路径》则从城市化
66
的视域，分析了英美国城

市化进程中的体育运动发展历程。就美国近现代体育史研究而论，在2012-2015

期间有两项科研课题值得关注，一是上海体育学院舒盛芳教授的2013年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美国的体育大国成长道路研究》；二是成都体育学院霍传颂的国家体

育总局2015年项目《美国体育史——从殖民时代到二十一世纪》。可以预见，两

项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研究报告定会成为我们探究美国体育史的新材

料。

日本的近代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是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直接模板，因而也是

学者们一直关注的“话题”。近几年学者们多关注的是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制度的

变迁
67
和以及体育师资培养机构的考证。如刘春燕等分析了日本近代最早的体育

师资培养和体育研究机构——体操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在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创立中的作用
68
。钟冬根等以“教育法令”为主线， 剖析了近

代日本学校体育制度的变迁
69、70。另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的刘春燕与谭华

还从中日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日本的近代体育
71
：指出，晚清中国的学校体育制度

是在甲午战后兴起的“师日”热潮中大力模仿日本建立起来的，因而该时期两国

学校体育的制度、内容等外在形式极为相似，但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不同

的社会发展状况、引进外国学校体育的不同策略，以及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

有密切关系。其实施状况及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

另有学者通过对法国身体史领域最新权威力作，由法国著名学者阿兰· 科

尔班、让-雅克·库尔第纳、乔治·维加埃罗主编等的三卷本《身体的历史》
72
的

研读，梳理了16至19世纪法国体育运动的变迁过程，重现了法国在这四百年间的

体育历史发展概貌
73
。

另有华东师范大学季浏教授的学生冯喆于2013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欧洲体育

发展方式改革研究——以英、法、德为例》，
74
梳理了欧洲主要发达体育国家体

育发展方式的演变历史、现状及趋势，是近期从体育发展方式视角研究欧洲近现

代体育史的一次尝试。

2012-2015年间，国内学者对世界近代体育史的研究中，对欧洲思想家对西

方体育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分析是研究重点，涉及到的著名人物有夸美纽斯、卢

梭、麦克乐、洛克、萨金特、古兹姆茨等等。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DFD&sfield=au&skey=%e9%82%b1%e9%9b%aa&code=0639274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4%b8%8a%e6%b5%b7%e4%bd%93%e8%82%b2%e5%ad%a6%e9%99%a2%e4%bd%93%e8%82%b2%e6%95%99%e8%82%b2%e4%b8%8e%e8%ae%ad%e7%bb%83%e5%ad%a6%e9%99%a2+%e4%b8%8a%e6%b5%b7200438&code=022483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4%b8%8a%e6%b5%b7%e4%bd%93%e8%82%b2%e5%ad%a6%e9%99%a2%e4%bd%93%e8%82%b2%e6%95%99%e8%82%b2%e4%b8%8e%e8%ae%ad%e7%bb%83%e5%ad%a6%e9%99%a2+%e4%b8%8a%e6%b5%b7200438&code=0224830;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5%8d%8e%e5%8d%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4%bd%93%e8%82%b2%e7%a7%91%e5%ad%a6%e5%ad%a6%e9%99%a2&code=0000873;010951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inst&skey=%e6%b2%b3%e5%8c%97%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4%bd%93%e8%82%b2%e5%ad%a6%e9%99%a2&code=0000873;010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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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当代体育史研究现实指向显明

与近代，特别是古代相比，2012-2015 年世界当代体育史的研究也略显薄弱。

从发表论文及获准课题来看，学者关注与研究的主要有俄罗斯（含前苏联）、日

本和韩国等的当代体育发展问题，其中，对俄罗斯（含前苏联）体育史方面的研

究相对较多。

如有学者借由《体育理论与实践》
75
杂志

76
，通过该杂志的沉浮，揭示了前苏

联当代体育的发展历程的波折与际遇。此外有学者从俄罗斯著名体育理论家马特

维耶夫的学术研究历程入手
77
，重点揭示其体育思想对我国当代体育思想的影响。

上海体育学院姚颂平教授的《依法治体——俄罗斯联邦体育改革与启示》
78
，文

章简要介绍了近年俄罗斯联邦通过对体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的进程。主要分析了《俄罗斯联邦体育运动法》的主要特点等。舒盛芳，沈建华

等的《苏联在国际体育领域实现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与教训》
79
一文从侧面揭

示了前苏联的国家体育战略发展思想，论文指出：“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意识

形态斗争的加剧，国际体育领域成了苏联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在国

家政治利益方面，苏联谋求大国体育地位和霸权；加入国际竞技体育组织，争取

国际话语权；为了避免战争，谋求与大国和平共处；在国家文化利益方面，向世

界推销苏联发展模式和提供政治思想。

另有学者对后奥运时代的日本及韩国的国民健康的管理与服务体系
80
、社区

体育
81
，体育经济发展

82
、体育政策法规

83
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另有卢三妹的国家

体育总局 2014 年项目学者注意到了“英国二战后体育思想”。

新中国体育事业是在“以俄为师”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成功举办后，我国也随之步入后奥运时代。学者们对俄、日、韩等国当代

体育发展历程的关注显然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指向，这也正体现了历史学的资鉴功

能。另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大学 2014 年阚衎的硕士论文《<威尔士体育史>（节

选）翻译项目报告——第四章：电视时代，1958-2000》
84
。《威尔士体育史》由

英国威尔士斯旺西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 Martin Johnes 所著，详细介绍了自

1800 年以来威尔士的体育发展史。阚衎的论文选取该书的第四章“电视时代”。

详细描述了 20 世纪后半叶，在电视的影响下，体育是如何从业余化走向职业化、

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如何被社会发展所影响等等。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8%88%92%e7%9b%9b%e8%8a%b3&code=08610548;1558226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b2%88%e5%bb%ba%e5%8d%8e&code=08610548;1558226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b2%88%e5%bb%ba%e5%8d%8e&code=08610548;1558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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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题史研究呈多方拓展的态势

史学史发展历史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知

识领域的影响。在研究中遵循着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研究现实社会时相同的认识图

式，将历史划分为一个个侧面进行考察，从而形成不同视角的专题史。世界体育

史发展中这一趋势已经展露无遗。2012-2015年间，学者们考察世界体育发展历

史的视角不断拓展：

郝勤，张新合著的《体育赛事简史》
85
，该书分为古代卷·古典时代、现代

卷·美好时代、现代卷·浮华时代、现代卷·电视时代和现代卷·商业时代，从

五个历史分期着手，梳理了体育赛事的历史发展，特别是从城市发展和制度变迁

的角度，叙述了古今中外公共竞技的演变、世界著名赛事的历史沿革。

魏伟博士的《国际广播电视体育史》
86
，虽是从传播学角度讲述广播电视媒

介转播体育赛事的历史，但也为世界体育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国外

研究资料，尤其是对近现代世界体育运动的商业化旅程进行了侧面的鲜活揭示。

另有学者对西方体育科学的起源与形成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明确了西方

体育科学的起源时间与形成时间、发源地与形成地，西方体育科学形成的动力机

制，西方体育科学形成过程中的学科内外关系以及研究方法的演变历程
87
。

此外，在2012-2015年间另有“当代中美体育电影史比较研究”、“近现代

西方体育思想史研究”“西方体育管理学80年进展与中国体育管理学创新发展研

究》”一批课题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及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体

育专题史的触角还将进一步拓宽。

本报告中将有关运动项目的发展史也归为专题史。在对运动项目史研究中，

除以往关注较多的3大球外，诸如藤球、冰壶等相对小众的项目也进入学界视野。

于亮等分析了冰壶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88
。作者认为，关于冰壶运动的起源尚

存争议，从词源和历史记载的角度分析冰壶的起源学说及演变过程，发现从词源

角度分析欧洲大陆起源说较科学，但从词源可信度及运动器材质地方面分析苏格

兰起源说较准确。张兆龙等研究了东南亚藤球的起源、社会文化特征及开展情况

89
。他们提出，东南亚藤球运动有着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其起源可能与中

国文化交流有关系；王昆仑就高尔夫球的称谓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90
，他认为，

发现“高尔夫”与“高尔夫球”两种称谓混用现象普遍存在且由来已久。对此，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尔夫” 最早是荷兰语Kolf的音译， “高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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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为球类运动的一种；“高尔夫”可以作为“高尔夫球”或“高尔夫球”运动

的简称或代称，但作为球类运动项目的标准名称显然不确。

高鹏飞从发生学角度探究了足球、篮球和排球运动起源
91
。他认为，足球、

篮球和排球三大球“同功”现象的发生归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出现和较快的城市

化进程导致人的异化；出现较晚的项目(如篮球和排球)对出现较早的项目(如足

球)无论从物质文化还是制度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三大球的孕育和进化

方式有涟漪扩散—回波效应和复合革新式的特征。

浦义俊， 吴贻刚的《荷兰足球历史崛起与持续发展探究》
92
，对荷兰足球发

展的三个历史时期进行了简要回顾，分别为业余时代荷兰足球的低迷、职业化时

代荷兰足球走向崛起以及“博斯曼法案”后荷兰足球的动荡与坚定。其次，对荷

兰足球历史崛起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行了剖析，认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是促使

荷兰足球迅速崛起的直接推力，国家二次崛起的心态是荷兰足球走向强盛的文化

内因，青训系统与技战术风格的衔接是荷兰足球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所在，荷兰语

言文化和国家移民历史客观上为荷兰足球持续发展提供了隐性支持。还有彭国

强，舒盛芳的《德国足球崛起的历程及特征》
93
，他们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梳理了

德国足球的发展脉络及兴衰历程，把德国足球的崛起历程分为了发轫、异化、重

生、繁荣、徘徊、振兴6个时期。提出德国足球在崛起过程中表现出，文化层面

重视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制度层面重视俱乐部运营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人才层面

重视青训系统的开拓和校园足球的发展3个特征。

另外德国萨尔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代文化史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2015年的《运动通史 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 插图本》的中译本，

由北京大学出版
94
。该书较为系统呈现了人类运动5000年斑斓的历史，不仅有奥

林匹亚裸奔的男神、中世纪双城的棍战、近代欧洲体育的规范化、现代体育的商

业化，也有法老的赛车，汉唐的蹴鞠、北欧的超级雪仗、印第安人的生死球赛等

等。作者还重点讲述了运动与其文化背景互动的关系，例如古希腊奥运会与城邦

政治、希波战争的联系，美洲原住民球赛与其宗教的关系，英国板球与大英帝国

的殖民体系的关系，等等。该书不仅仅是生动而较全面地呈现了世界体育运动发

展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供我们反思世界体育史研究的视角，与之相较，

国内的世界体育史研究显然还缺乏真正的“世界”视野。

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15447703&d=FE6D6850967DFE4B82ECD9C978AEE4F6&fenlei=0706020109&sw=%E8%BF%90%E5%8A%A8%E9%80%9A%E5%8F%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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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2015 年奥林匹克文化研究概况

4年一度的现代奥运会尽管倍受诟病，却一直强势前行，被视为全球盛会，

广为各国所重视。正因如此，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兴起以来，

一直是本领域的热点。同时，2012至 2015年期间，除伦敦奥运会召开外，另有

2014年 8月第 2届青奥会在我国南京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换届及北京和张家

口提出并被确定为 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等等重大事件的推进，使得国内奥林

匹克研究热度不减，仍呈“显学”之势。此期间，所获准立项的科研课题、学者

们所发表的科研论文、出版的专著及硕博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充分印证了这一

点。

综合来看，古奥运的起源、发展及消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面临的困

境与突破；中国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及国际奥委会改革对我国影响等广受学者们

关注，本报告谨撷取部分颇有新意的观点分述如下。

1. 关于古奥运会起源、发展及消亡

张波与姚颂平结合文化人类学经典著作，以橄榄枝为何会被戴到获胜运动员

的头上为切入点，寻找古奥运会源头。得出结论：橄榄树在古希腊是代表“生殖

魔力”的“圣树”，而原始思维认为动植物的“生殖魔力”与人的活动有一种“互

渗”的巫术关系，随着“圣树”被抽象为神，橄榄枝就以神的象征戴在了人的头

上，原始的“生殖魔力”转变为人的“生命活力”，而正是人的“生命活力”展

现了奥林匹克的无穷魅力95。

我国学界通常认为，古奥运会的衰落主要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崩溃、希腊人

教育观念的变化、古奥运会的世俗化及宗教的冲突等因素有关，其中普遍认为古

奥运会被古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废除的。赵毅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

被废除的吗?——意大利学界的争论和基于<狄奥多西法典>的考察》
96
一文，综合

考察了意大利学界的观点，指出：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皇帝们并未直接颁布过

以专门废除古奥运会为目的的敕令。奥运会并非是被废除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无声消亡”的过程。

2. 关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的研究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包含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奥林

匹克精神和奥林匹克格言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学者均有论述，其中重点涉及奥林

http://www.baidu.com/link?url=0QugiN80KC00-VOtbmtgHAFmlIWfXD35eYG83KwhIHQRZ10ydU2YIR2P_xELZlWAoCNDt1Y6l_TeZLFXbRRTyK
http://www.baidu.com/link?url=0QugiN80KC00-VOtbmtgHAFmlIWfXD35eYG83KwhIHQRZ10ydU2YIR2P_xELZlWAoCNDt1Y6l_TeZLFXbRRT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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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王润斌的《当代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审视》97

认为，21世纪之初，罗格领导下的国际奥委会创新性地提出了“卓越、友谊、

尊重”的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继承了顾拜旦倡导的传统奥林匹克价值体系的精

髓，有力地回应了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实践困境与道德诘难。为人们思考如何突

破现代奥运会困境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

3. 关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内容体系的研究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内容体系包含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奥委会承认的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奥林匹克大众体育活动、奥林匹克教育与科学及文化活动及

奥林匹克奖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奥运会（含夏奥、冬奥、残奥、青奥等）、

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奥林匹克教育与科学及文化活动均有“触及”，且有一些

较富见地的观点。

如梁强从文化创意的视角切入98，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了文化学和历

史学的多元解析：其以奥运会的整体过程为经线，以奥运创意的内容、产生过程、

达到的效果为纬线，构建出奥运文化创意的历史图谱，并将奥运会的文化创意置

于创意经济的视角下加以审视。

包振宇的《奥林匹克五环的锻造与救赎——工业革命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关

系解读》
99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与社会

进步，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才是激发奥林匹克运动的直接动因。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在于通过体育的社会功能矫正工业社会中

人的异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学者们对于夏季奥运会的关注，带有浓厚的“现实”情怀，主要关注点是近

几届奥运会。首先是持续关注北京奥运会，从多视角、多维度深挖北京奥运会的

价值；伦敦奥运会甫一结束，学者们即开始从符号学、传播学等视角，讨论伦敦

奥运会的种种现象：如任海教授考察了伦敦奥运会筹办形式，认为伦敦奥运会筹

办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社会参与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这与其奥运会组织者提出的办

一届“每个人的奥运会”的愿景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为了保证奥运筹办因社会

广泛而多样的参与形成共识和合力，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伦敦奥运会的组织者

为之设立了既能表达意见又能保持共识的法制平台，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合作的组

织机制，鼓励多元共享的参与方式及公开透明的筹办氛围。伦敦奥运会的筹办模

式对目前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运作和体育参与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强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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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值得借鉴100。

如魏伟的《伦敦奥运会会徽的符号传播研究》
101
讨论了伦敦奥运会会徽的符

号意义和符号风格及其传播效果。另，2009 年以来，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且愈

演愈烈。王永顺和易剑东回溯雅典奥运会，撰文指出，希腊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

后，人们将目光集中到了雅典奥运会上，超出预算的花费、闲置的场馆、低于预

计的经济回报成为人们质疑雅典奥运会的焦点。他们认为：经济结构模式不合理、

决策失误以及脆弱的政经结构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雅典奥运会只是加重了危

机的影响、加速了危机的到来，并给主办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02
。这一结论也给

人们反思现代奥运会提供了一个视角。

学者还注意到了夏季奥运会项目设置的演变与价值取向等问题，如王磊和邹

薇认为，现行夏季奥运会项目设置中存在着诸多争议:压缩奥运会规模和引入新

项目之间的矛盾；项目设置中完全意义的性别平等；如何平衡项目的商业价值和

社会价值等；他们认为研究提出夏季奥运会项目设置应体现如下价值取向:项目

设置保持一定弹性；注重对项目竞赛公平和社会影响的评价；注重对运动项目环

境条件的评价，提倡可持续发展；倾向于适宜青少年兴趣特点的项目等。
103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北京和张家口被确定为 2022 年冬奥会申办城市及第二

届青奥会在我国南京举行等原因，冬奥会和青奥会因此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阚军常的《冬奥会文化创意发展研究——以都灵、温哥华、索契三届冬奥会为例》

104
分和董欣的《冬奥会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105
等专题探讨了冬奥会。

如著名的奥林匹克研究专家孙葆丽教授，近些年则十分关注“青奥会”，撰文剖

析了青奥会与奥运会特点，指出青奥会的把焦点对准全球青年，旨在对全世界的

青少年进行奥林匹克教育
106
；另有学者剖析了的青年奥运会的历史渊源

107
，指出

青奥会是国际奥运会基于全球化、普及化、生活化视角对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

的一种战略举措。

令人遗憾的是，残奥会似乎还没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关于洲际及区域级运动会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

第一个区域国际体育比赛，由菲律宾、中国和日本三国模仿奥运会的模式发起的

远东运动会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如张伟主要讨论了远东运动会对近代中国体育事

业的推动
108
、潘华关注的是远东运动会对近代亚洲体育及社会的促进作用

109
、苏

州大学罗时铭教授的研究生王妍于 2014年提交的博士论文《远东运动会与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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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社会的发展》
110
认为，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远东运动会（体育）在近代东亚

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十分激进的角色，发挥了更多有益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正

面作用。因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使命，远东运动会（体育）不仅在短短二

十余年中获得了自身的长足进步，引领了近代东亚地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

且还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生活等）之中，参

与并推动了近代东亚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尤值一提的是，王军，赵卓，王芳

等采用了口述史的方式，采访了第 1届新运会的亲历者111。

4. 关于中国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历程的研究

从“旁观者”到“承办者”，从“被排斥”到“不可或缺”，我国融于奥林

匹克运动的道路，有辉煌与掌声，也颇多艰辛与曲折，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写

照”，故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综合来看，中国全方位

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进程
112、113

及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

115
、国际奥委会改革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

116
、奥运杰出人物，如，被誉为中国

奥运之父的王正廷的体育思想
117
等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有部分其他学

科领域的学者亦开始探讨此话题。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

授朱英的学生史慧佳提交的硕士论文《交流与展示：中国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

会研究》，
118
强调中国参加 1936 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不仅是通过交流体育技能，

推动中国体育国际化的一种探索，亦是国民政府试图重新塑造国家形象的一种尝

试。类似研究，在一定突破以往只是单纯肯定新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方面的成就

的颂歌话语范式，更有历史纵深感。

值得一提的，2012-2015年，有一些国外学者研究奥林匹克的译作在国内发

表，如意大利学者约勒·法略莉对论古代奥运会消亡的研究119、120，美国学者包

苏珊121对奥运会规模扩张的社会学解读等。这些研究不仅视角及观点令人耳目一

新，而且重实证，与之相较，国内的奥林匹克研究仍存在以思辩代替实证，以推

理代替调查的倾向。

http://222.18.230.212:2020/query/browse_document.jsp
http://222.18.230.212:2020/query/browse_documen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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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2-2015 年体育文化研究概况

体育文化研究一直国内体育史学界的一大重点研究领域。2012-2015年在体

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及推动下，体育文化研究持续呈现出较为繁荣局面，据不

完全统计，体育文化、民间与民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等相关的专

著、教材数十部，16个体育类核心期刊发表相关文章数百篇。总体来看，近几年，

国内学者在体育文化领域的研究已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纯理论研究的局限，研究

视域大大拓展，涉及体育文化理论研究、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体育文化产业等方面，学术的应用价值和现实功能开始呈现。

（一）理研与方法研究广受重视，渐成“学术反思”之态

对某研究领域的自身的发展过程、现状进行研究，亦即进行“学术反思”，

是该领域走向成熟的必经环节。近几年体育文化研究中已显现出这种学术自觉，

体育文化理论与方法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具体内容涉及到：体育文化概

念、内涵的理解，体育文化主要内容的归纳，对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探究、体育

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分析等。在体育文化业已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工作与

任务的新形势下，什么是体育文化，什么是体育文化建设，体育文化的内涵和外

延，体育文化体系的构建等等问题。

从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关怀和学术旨趣来看，已故知名体育史专家胡小明教

授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其于2012年在《开拓体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以探索身

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作用为例》一文提出“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者大多热心

于中华传统体育研究，这是正确的选择。立足于自有条件和资源探讨舶来品的本

土化发展，尊重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古老的养生保健文明，推动中

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当是我国当前体育文化研究重点
122
。

知名体育史专家郝勤在《体育与体育文化》一文中，研究了体育、体育文化、

体育文化建设等概念的区别，就体育文化的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界定，指出体育的

本质是有目的的社体活动与参与竞技比赛，而体育文化一方面表现为体育精神，

体育道德，体育制度，体育仪式等精神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新闻、出版、

影视、绘画、音乐、美术、雕塑等手段与形式来表现体育的内容与题材。这一观

点力图厘清当今体育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对象问题，为体育文化研究明确方向

与领域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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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剑东教授就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领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当前

体育文化的现状如何？中国体育文化转型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中国

体育应确立怎样的价值观?这三个问题也是当前建设中国体育文化无法回避的

125
。

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与成都体育学院学报联合于2013-2014年就体育

文化理论研究组织了系列笔谈。从内容来看，这组笔谈涉及体育文化理论研究与

体育文化实践建设理论的多个层面。古柏在《漫谈体育文化》中提到应该从不同

的视角看待体育文化，从文化的本质上看，体育文化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

体育是一种以人体运动技艺为特征的符号文化，需要有自己的特点，而那些具有

中华文化特征的民族、民间、民俗体育恰恰是最具有文化魅力和影响力的体育文

化
126
。王广虎教授认为体育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根植于人类进步的深层动

因，从尊重生命、学会生存、热爱生活三个维度入手，挖掘体育的文化内涵和社

会价值，进而使新时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全新的人文意义。同时，体育文

化建设应放眼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环境，从推动世

界和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层面，拓展体育的文化外

延和社会功能，进而拟定与时俱进的建设方略。
127
孙淑慧教授就体育文化研究提

出了体育文化研究应当实现从“文化因素"研究到”文化研究"转轨，认为发轫于

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范式，走的是一条文化政治的

实践道路，关注的是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这个范式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启示

是，其可以成为一个视角来促使我们建构体育文化的研究框架而不只是被研究的

对象，并从中获得新的路径来探寻体育领域中塑造人类行为的隐晦的、藏匿于表

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问题与范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128
。郝勤教授在2012年时就发

文主张只有当学术界的体育文化研究成果与当代中国的体育实践，尤其是体育文

化建设相结合的时候，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才能够真正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与成就

129
，笔谈中郝勤教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体育文化在实践中分为：“体育文化事

业”与“体育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当今中国体育文化建设

中，政府的角色与作用非常重要，政府部门作为我国体育文化建设的主要推动力

和关键性力量，在当下，重点有7项职能
130
。时任成都体育学院院长陈伟教授则

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高等体育院校在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31
。除

此之外，一些年轻学者也在相对具体的层面讨论了体育文化的问题：有的如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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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研究体育文化的路径做了引介
132
；有的体育文化传播角度梳理了中国百余年

来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历程，反思了各类主体、体育组织和媒介等体育文化建设

内部因素在各关键节点典型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历史性贡献，并总结了其教训

134
；有的对我国近年来的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热点与问题进行分析

与反思
135
；还有的通过对我国体育文化产业目前的发展态势分析，提出体育文化

产业发展的传承、创新和抉择的思考
136
。

从实际来看，此次笔谈未达到组织者之前预想的效果，笔谈中的有的观点和

见解也未见得取得“突破”，但这种理论探索与学术反思的“自觉”，值得鼓励。

（二）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持续升温，但指向较为集中

在全球化趋势的大潮中，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对传统体育文化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热度持续升温。但在指向上多集中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首先要提及的是，2014年，深圳大学陈小蓉

教授的《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获得国家重大招标课题

立项，该研究力图通过“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的建设，利用数字化

技术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的各种档案资源进行整理、分类，绘制

出较完善的资源分布地图集，为每一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系统全面的数字

化档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资源信息进行系统、科学的数字化管理。

系统、真实和全面的记录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体育文化基因库，

以留存最真实、最生动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最

保真的方式长久地进行保存。现该研究已全面展开，全国共有30个院校的38人员

参与到了该项目的研究中。

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成果来看，大多集中于具体的非遗项目的保护、

传承、发展和开发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也意识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法律保护问题；《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一文中就中

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的威胁、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和加以了分析

和阐述，进而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政府在建立

完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配套的法律制度方面的主要职责，以及关于合理开发

利用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传承人等若干问题提出了己见。137

有学者认为制度建设是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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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制度建设中存在着法律不完善、制度不健

全、管理机构多头等突出问题，并就上述问题提出了建议及思考
138
。

也有学者通过具体项目的保护研究提出了对民族地区体育的生存和发展问

题的思考，如知名学者白晋湘教授认为目前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仍旧停留在上级政府行政力量推行、基层政府被动执行的局面，长期依赖行政手

段的强制 ，取得一些效果和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运行的灵活性差，发展的

创新性不够，群众的积极性低迷等诸多弊端，直接制约着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他认为，探索传统体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剥离

传统体育的社会环境，而应提倡一种立体化的社会建构才有利于传统体育的可持

续发展。
139
另有学者针对体育文化研究中“非遗视角”提出了批评，认为：城镇

化发展也是传统体育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视角。但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往

往“一概而论”，研究热点过多局限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或是汉民族地区的城镇

化中体育的发展，相对忽略了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传统体育和深层体育文化

层面的研究
140
。

针对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使

命与价值，功能。学者们主要从文化自觉、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等角度审思了民

族传统体育的社会价值，如有学者强调，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于促进民族凝聚力

的积极作用
141
。有学者认为唤醒全民的文化自觉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意义，为保存历史的记忆取得族群民众的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组织或者少数

民间组织保护与传承传统体育文化是艰难的,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函须唤醒民

众的文化自觉意识
142
。

在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持续升温的过程中，除了指向较为集中的热点问题外，

近年来也仍然有学者对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性问题加以了探索，学界中跨学

科，不同视阈下对民族传统体育加以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为了共识。除此外，也

有学者认为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应该有着自己立足点和理论依据：建立民族体育文

化应立足于民族的体育价值观，应保持文化的传统与风格，应符合民族的意志和

愿望，应具有一定的生活意义；继承和创新并重，儒家的“和而不同”和费孝通

的“文化自觉”是选择、取舍民族体育文化的理论依据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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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比较视野更加宽广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体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对自身民族文化的

珍视，更离不开对“他”文化的借鉴。近代以来，西方体育伴随着其经济强势席

卷全球，我国近现代体育也是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萌生和发展的，当代世界体育

的语境和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

一直是体育文化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谓的“土

洋之争”。近年来，从“比较视角”研究体育文化仍然是重要视域。且与以往相

比，比较的视野更加宽广，除西方的体育发展模式外，东盟、东亚等等也进入到

了学者的视野；而且从理论关怀来看，学者们普遍表现出对待中西方体育文化的

理性态度：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对强势的西方

体育文化，既指出其问题与困境，更不鼓励盲目排斥，越来越趋于“自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学者们认识到，21世纪中国体育的发展主流是趋向世界

性与民族性，中国体育文化必将成为在当代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体育文化的

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互为认同与影响的加速和加大己成必然之势，

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必然形成冲击和影响；而中国体育文化也会走向世

界，参与世界体育文化建设，这也凸显了传统体育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使命。

有学者通过对美、英、法、日四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模式的特点和成功经

验的归纳，分析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实施国际信誉战

略、名人战略、经典战略和民间交流战略的建议
144
。

有学者以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为代表，比较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体

育文化的发展态势。认为奥林匹克全球化和中国传统体育的本土化，虽然从发展

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宏观层面上的文化互动关系；但在现实中，二者

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等关系；因此，必须充分认识这些复杂的联系和关系，并采

取合理的应对措施才能逐步摆脱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的“边缘化”局面。学者认为

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看，立足于群众身心健康，建立良好的

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机制，同时借鉴和利用奥林匹克文化发展平台进一步丰

富休闲价值体系是实现传统体育文化持续发展的基木途径。
145

在比较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东亚体育文化的发展，在《论东亚体育文化圈

的形成与发展》，
146
文章中对古代及近代东亚体育文化圈进行了研究，并提出重

构现代东亚体育文化圈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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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尊重和提倡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合作。还有学者注意到了较少被关注的“东盟

民族体育”。尹继林和李乃琼的《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147
，一

文认为：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经历了缓慢漫长的初步发展阶段、承上启

下的转折发展阶段和开拓进取的蓬勃发展阶段，整个历程具有和平交流、官民并

举、媒介相随、互动影响等特点。未来可从丰富交流内容,提高交流质量,转变交

流形式,拓展交流途径和口径,丰富传播媒介等方面增强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

化交流。何传胜，张兆龙、秦尉富，等的《中国——东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现状

及对策研究》148他们认为，在传统文化信仰、社会经济推动、国家文化外交影响

下, 中国与东盟两地区体育文化呈现多元化融合发展态势。

（四）体育文化传播、体育产业文化研究渐成新热点

传播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的发展，对体育文化而言，

传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某种程度而言，体育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手段。随着全

球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社会传媒的发展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体育文化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和规模通过大众传媒向世人传播，体育文化的传播丰富和发展了人们的生

活，在的一定程度上也干预和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有鉴于此，从传播视角研究体育文化，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

中：就近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者就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国

体育文化传播途径，体育文化传播模式的建构，体育文化传播与国家、城市形象

构建，体育文化传播的现状、问题及策略研究等方面。较前一个时间段的体育文

化传播的要素分析，体育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等理论性研究外具有了一定的实证

意义。如有学者针对中国体育文化传播途径提出：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

播的优质平台，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并分析了孔

子学院目前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文化交流平台模

式，多种合作模式和产业化模式、等传统体育文化传播模式的构想
149
。

有学者从项目入手对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规律时代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体育

文化国际传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断的创新是体育文化国际

传播成功的关键因素。并以中国少林功夫和太极拳文化国际传播的为案例，指出

中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正经历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过程，不同的项目类别表现出

各具特色的传播模式。进而了建立在中国、世界和体育多个维度的坚实基础上，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0%b9%e7%bb%a7%e6%9e%97&code=25506640;1072704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6%9d%8e%e4%b9%83%e7%90%bc&code=25506640;1072704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4%bd%95%e4%bc%a0%e8%83%9c&code=11328647;27543924;27134180;1072704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5%bc%a0%e5%85%86%e9%be%99&code=11328647;27543924;27134180;10727046;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a7%a6%e5%b0%89%e5%af%8c&code=11328647;27543924;27134180;10727046;


31

体育文化多元共享理念
150
。

另有一些学者突破以往宏大叙事的范式，开始用女性主义视角来审视体育文

化传播当中的有关问题。有学者从身体元素角度，就运动项目发展的需求、女权

运动的呈现以及受众文化的多样性等维度对女性身体元素在竞技体育中的视觉

传达进行研究，研究指出在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性感诱惑成为了女性体育市场

化与当今视觉文化控制的营销之路；学者认为体育文化传播走将性感元素与运动

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受众在视觉快感体验中包含更多运动项目发展的价值导

向和审关指向，推动由身体文化向体育文化方向的转变是女性体育发展的必由之

路。虽然“性感之路”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必须要凸显运动元素，承认

项目与运动员的个体差异；否则过分追求性感诱惑，会导致审美观的变异和竞技

魅力的枯竭，使项目异化。
151
也有学者从女性体育文化发展的模式加以了研究，

研究认为，女性体育文化的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女性的存在形态问题，有什么

样的女性存在形态，就有什么样的女性体育文化发展模式。认为中国女性体育文

化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了“自然发展”、“精英引导”、“政府主导”3个阶段，

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在中国女性体育文化发展中的

主体地位越来越明显，“市场驱动”模式必将是中国女性体育文化的未来发展方

向和终极目标。构建女性体育文化发展路径应该遵循目标的计划上应该坚持以人

为本、在体制设置上坚持政府指导、在文化创造上坚持精英带动、在资源配置上

坚持市场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女性体育文化发展模式
152
。

体育产业是国际公认的21世纪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我国有着庞大的体育人

口规模和体育消费，体育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也倍受党和国家

重视：2010年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2010〕22号）；2014年又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故近两年具有参与意识的学者们开始关注体育文化产业的理论

和实践性研究。

2014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副主任委员薛立的“中国体育文化产

业战略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体育总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的重点项目，凸

显了体育文化产业在体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体育文化产

业是目前我国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领域，但是目前，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从为数不多的现有成果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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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论角度分析和讨论中国体育文化产业的理论、作用，从宏观角度分析我国

体育文化产业态势、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策略，也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一定地

区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策略。学者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体育文

化产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并提出了发展策略
153
；有学者对中国体育文化产业的发

展进行WSOT分析，列出产业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以及面临的机会、威胁，并制

定出四种发展策略:实施国际化战略，开拓国际市场；培育市场主体，增强产业

整体实力；夯实文化底蕴，打造中国品牌；合理配置资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154
。

除上述各个领域外，在体育文化研究中也部分体育影视与体育文化的研究，

还有为数不少的各类主体研究，如“校园体育文化”，社区、社团体育文化，项

目体育文化，区域体育文化研究这一类研究的热潮出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直至

今日对都处于“未艾”之势。学者们通过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现象学等角

度入手就这些领域的体育文化的涵义、结构、特征、功能及精神文明建设、途径

等几个方面加以研究。在研究上呈现出广度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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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2-2015年体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概况

对学科发展的现状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检视等，是体育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一门科学，随着它的日益发展成熟，都必然要在两个方面取得成绩，一是

对它的研究对象的研究的深入，二是对本学科自身的研究的深入，并且正是后者

的发展水平，标志着该学科成熟的程度。”
155
体育史学科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须加强对学科自身的反思。2008 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面对所谓“史学危机”

的冲击，学者们曾就体育史学的理论及方法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2012-2015 年间，有部分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近年来国内体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了

反思，但与前些年相比，这种“学科自觉”意识略显淡薄。据不完全统计，近几

年发表的与体育史学科反思相关的学术论文计 10 余篇，但作者较为集中，现分

述如下。近几年关于体育史学科的反思研究中，首要提及的是江西南昌航空大学

王俊奇教授。2012-2015 年王俊奇教授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学术论文发表。

（一）体育史学史研究初见端倪

前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主任委员孙大光《传承历史文化，建设体

育强国》156一文是《中国体育史学科发展研究报告（2008—2011）》的阶段性

成果，其指出：2008-2011 年体育史研究和学科发展特点可概括为：“五个结合”

和“三个依然”:即奥林匹克研究与中国体育史研究结合，结合中国体育历史实

际，探索奥林匹克与中国历史的特点；人文奥运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相结合，结

合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对人文奥运的理念及其对办好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奥运时

期的长远影响，进行了研究、探讨。以中西文化结合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体育发展

特点和趋势；把中国体育发展史与世界体育发展史，特别是西方体育发展史放在

一个大的历史空间里进行研究。另是体育史研究与体育文化研究结合及多学科理

论和方法结合进行体育史研究。“3个依然”。即古代体育史研究依然是主要内

容、近代体育史研究依然是薄弱环节、当代体育史的研究依然是热点与困难并存。

王俊奇教授在《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157一文主要讨论了中

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问题，论文以 1908 年作为起点，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

分为 3个阶段：一解放前的研究，二新中国成立到 2000 年。第三，2001 年以来，

并且总结了每一时期在内容与方法上的特点。论文还讨论了事关“中国古代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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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的一些“元问题”，如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的养生、游戏等等身体活

动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的关系；有关“古代”与“近代”等的分期；古代“体育”

项目分类等等。郝勤教授在《体育史学与体育文化研究的关系及未来走向》158。

论文梳理了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大致经历了起步(1919 一 1940

年代)、奠基(1950 一 1970 年代)、突进(1980 一 1990 年代)和沉寂(1999 一 2008

年)等阶段。论文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黄金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体育史研究渐入低潮，进入 21 世纪后，在申办和举力 2008 年奥运会的大

背景下，中国体育史学界为适应需要，从“寻根史学”转向“参与史学”，将研

究重心由中国古代和近代体育史研究转向以现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出现了功利

化与窄化现象。论文认为，北京奥运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对“体育文化”的重视，

中国的体育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趋向是从以往相对狭窄而专业的体育史研究

向更广阔的体育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考古学、博物馆学、文

化人类学、民族学、传播学等学科，综合采用文献典籍、考古文物、田野调查、

口述史、影像图片等史料，弥补与改变了以往体育史研究单一依靠文献典籍资料

的不足。论文认为，由于体育文化建设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

使体育文化研究在今后数年内成为体育科学体系中的热点领域，作为体育文化研

究的基础与支撑的体育史学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顺应国际历史学界的“新史学”

理论与变革趋势，拓展自身的视野与研究领域，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发展思路。

张宝强等《体育史学科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159。一文认为对 2008—2011 年 4

年间国内体育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总结与梳理，论文认为，此 4年，体育史研究

从中国传统体育研究发展，在运动起源地研究，体育考古学、体育文学以及体育

研究人才的培养方而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研究方法没有实

质性突破，多数研究仍是以文献研究为主，而对考古学、口述史及田野调查等方

法采用不多；二是对国外体育史研究的成果引介不够；三是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

往；四是体育史课程与教学问题没有解决。针对存在的问题，作者建议，体育史

学科研究应注重从《四库全书》；中国古代体育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国体育

考古资料的辑录与研究等等挖掘史料；在研究内容方面：应注重开展地方体育史

和地方体育文化的研究；进行中国体育器物史及中国体育学科史及中国体育人物

志、世界专项运动史及世界体育思想史研究。另有学者认为，我国体育史学史的

生成条件已相对成熟160，但其发展仍有一些基本问题值得研究：如，体育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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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归属亟待厘清，体育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待明确，需根据现行体育史研究

对象特点和新兴交叉学科特征加以推进，作者认为，可以梳理为以下重要组成部

分：一是构建体育学科史，二是丰富体育思想史，三是主攻体育社会学史，四是

完善体育发展史，作者认为此 4方面可构筑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史学史主骨

架。该文指出还：我国体育史学史的研究已形成了以体育学和历史学为主线，以

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辅助的综合化研究理路。

（二）对体育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有一定的认同

王俊奇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的体育史研究中出现了关注微观史、日常生

活史等后现代主义倾向；且预见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体育史学将在运用图像、

摄影、计量学上有所突破，并且很可能在研究历史时所持态度有所改变，即更为

客观、中立，更多注重分析，并且是从更广阔的学科领域对史料进行分析。在书

写方法上将积极运用 21 世纪的历史研究和书写方式，使体育史的研究更具反思

维、更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可能在对社会下层研究多于对上层的研究，诸如日常

生活中的体育史、民间体育史、妇女儿童体育史、群众体育史等研究将成为新的

领域。体育史学者的思维更为活跃，更具批评性等。
161
王俊奇教授另有专文讨论

了体育微观史研究时需注意的问题：一是 研究对象，从上而下，关注个人；二，

相对宏观史而言，微观史的史料更应多样性、也更具复杂性，除了经常阅读到的

文献、文章，国家出台的政策史料之外，其它民众的、个人的、家族的、口述的、

地方档案中的、地方小报中的有关普通民众生活的各类资料都应被纳入到微观史

史料中。 研究方法充分借鉴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等研究方法。

162
论文认为，体育断代史研究，是体育微观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163
，其将民众体

育生活史入主体育文化主流，是文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断代史”可

对某个朝代最出色、最有特点的地方作重点研究，深挖史料、全面分析；同时，

用断代史开辟专章来讨论一个朝代的体育的思想，可以更系统、详细、深入考释

与阐述一种体育观念在一定时间段上的表现。论文同时指出，体育断代史书写也

需意识到断代史易出现缺漏与内容上的混乱等问题，故在写作过程中，应追溯前

代与延续后代的问题。另有学者也介绍了西方微观史学的概念及流派，理论基础

和方法。认为体育史研究应借鉴微观史学的理念、方法，下移研究视野，关注日

常生活，关注民间资料的发掘；注意语言表达和叙述方式的生动性
164
。此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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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借鉴比较文化研究中“差异并置”的概念，提出了并置式体育史学研究方法，

即将不同的体育史学研究材料，在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归并为同一类目，设定比较

格局，并通过运用同一标度或同一视角来进行分析比较
165
。

（三）对国内体育史学科的反思呈现出“比较的视野”

青年学者高强《古希腊竞技与神话——对“历史穿越”式研究的历史学与人

类学反思》
166
一文将体育史研究中，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中，寻找古希腊

竞技运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古希腊渊源的研究方式或取向，称“历史穿越式”研

究。论文对这种研究方式带来的“谬误”进行了破解，从“方法”和“理念”两

个层面进行了反思：方法层面：认为古希腊竞技神话不应当视为直接历史证据，

而被作为需要分析的对象，一方面需要具有其他历史文献与证据“佐证”，避免

神话作为历史“孤证”出现；另一方面必须经由人类学的理论和方示进行检验与

分析，从而去除神话中古代人的想象成分的过程中可以挖掘融入神话之中的古代

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理念层面：认为，史学研究是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分析，

但其深层含义是对当时人生活状况、社会观念的分析，最终追求的是对历史规律

的理解与把握，所牵涉的是体育史研究与体育哲学相结合的问题。台湾体育运动

史学会理事长王建台先生《台湾体育史学术传承与发展》
167
。一文梳理了 1945

年以来台湾体育史的发展历程，认为台湾体育史经历了拓荒期（1945-1975 年）；

推展期（1976-1995 年），深化期（1996-2009 年）转型期（2010 年后）4个阶

段。同时分析了当下台湾体育史研究面临的困境。该文同时对台湾体育史学术未

来发展提出了建议：乡土化(本土化)，即研究主题与方向朝向与台湾主体性的相

关课题：如台湾百年体育史、台湾百年体育人物志等；王建台先生还指出，为使

体育史研究更加多元，研究者应纳史学界、教育界、文艺界等人士以使体育史研

究内容更加研究；从研究资料的来源来看，除传统史料外，也扩展到了影像、音

乐、相片等；由于体育史本身是贯穿包括运动、肢体、游戏、竞技、活动等等多

领域的学问，因而研究主题应更加多元与全面。加强区域化合作研究，顺应全球

化趋势，加强与世界各地的体育史学研究者的互动和联系。尽管此文主要讨论的

是台湾体育史的发展问题，但其观点尤其是体育史未来发展趋向对反思大陆地区

的体育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体育史与罗马法：文献与方法——约勒·法略莉
168
教授学术访谈录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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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访谈录，但涉及到体育史研究当中的极为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体育史研究

的意义，二是体育史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尤其是古代史的研究中，原始文献的重要

性。约勒·法略莉女士结合自身对古罗马体育研究的经历强调，对于现代人而研

究古代体育史的意义在于:我们只有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将

往哪里去；而研究古代体育史只有通过原始文献，我们才能接近和尽量还原古代

生活。在研究中，最好能占有第一手文献，即直接占有原始文献，而非第二手文

献。这些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也具有启思意义。

综上，可见近几年来学者对体育史研究反思，主要体现在：体育史学科发展

的现状及其理论与方法检视，如何进一步拓展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新领域等等方

面，对于本学科研究领域目前面临的难点及其解决途径以及本学科研究与当代史

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讨论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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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2-2015 年体育史及体育文化研究特点及问题

纵观 2012-2015 年国内的中外体育史及体育文化研究概况，我们认为其有如

下特点或问题：

（一）研究成果的数量较为稳定

综合来看，此 4年间，国内中外体育史及体育文化研究从所发表的论文、出

版专著及所承担的课题的数量来看，未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或“沉寂”，呈现出常

态化的学术态。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

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成为所谓“显学”，

学者蜂涌而上未必是“体育史”研究水位提升的良途佳径。另一方面，历史记忆

是构成人类智慧的重要基石，当人们面对变幻与抉择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回望过

往，这决定了史学不可能“终结”，体育史学也不例外，近 4年体育史学的发展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整体上，体育史学的发展应当持续这种理性、稳步的学术

态。

（二）“宏大叙事”叙事研究倾向仍居主流

从母学科——历史学的发展来看，受 20 世纪八九十年年代以来西方新史学

的影响，国内史学界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

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以往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历史发展

趋势之演变、走向、规律等等“大问题”渐遭冷遇，由主流退居边缘。史界已出

现回归“整体史”传统的传统。从 2012-2015 年国内体育史研究现况来看，虽然

已出现了注重细节的倾向，但从总体看，体育史领域宏大叙事倾向仍居主导，学

者仍倾向于关注大问题、大事件、长时段，“通史历程”式的研究，而忽视对个

别的、具体的史实和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对史料的深度挖掘。整体把握与注重细

节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本无高下之分，对于体育发展规律的把握，需通

过已形成的制度和归纳的思想中去推理，但其也需要一个个生动的历史现象中去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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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批青年学者暂露头角，个别团队研究特色初见

“知识分子的创造不是随意的，而是建立在代际链条之上的”
170
。任何学科

的发展都需要一代代学者的积淀与传承。从 2012-2015 年间国内的体育史研究状

况来看，除有少部分的老一代学者坚守外，另有一批 70、80 后的青年学者开始

步入到体育史研究队伍当中，他们当中有许多受过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哲学、

传播学学科等专门学科的训练，理论素养较高，他们的加入不仅仅壮大了研究团

队，更重要的是使体育史研究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新气象。除此之外，体育史

及体育文化领域在传统的研究特色外，如吉首大学以白晋湘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学术团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及兰州理工大学对丝绸之路体育文化及西北民

俗体育研究特色外。另有出现了一些团队特色：如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对

晚清民国体育史研究及体育文博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对民国体育史的研究等。

（四）与现实社会问题相关的内容受到较多关注

2012-2015 年间国内的体育史与体育文化研究仍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即一

些与现实社会问题相关的课题受到较多关注：如中国古代体育史当中对蹴鞠发展

及消失的考究；奥林匹克文化研究当中对青奥会、冬奥会的关注等及“体育文化

研究热”等等问题，都与当下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有密切的

关联，反映出了当下国内的体育史研究者较为浓厚的现实关怀的情节。但需注意

的是“社会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还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思

维过程，使之成为一个科学问题。假如社会科学研究不加分析地把社会问题信手

拈来，则往往就难以摆脱就事论事的工作讨论模式，失去科学研究应有的理论深

度”
171
。从现实来看，体育史学界对当今社会一系列体育新现象缺少应有关注，

比如城市化与城乡统筹过程中体育空间设计带来的新变化，缺少针对某个城乡社

区场域的田园调查与历史取证；对于北京马拉松、中国网球公开赛等 10 大有影

响的品牌赛事，缺少对其演进历程的历史跟踪与考察，介入这些体育热点现象和

赛事项目进行理论研究，恰恰是体育史研究为现实提供理论指导的一个应尽之

责。

（五）研究中“世界性”视野有待拓展

历史认识中，应有全球的眼光，而且一旦有“世界性”视野，对于同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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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判断就会有很大差异。20世纪末以来，全球史(global history)已成为最引

人注目的史学新潮流，跨越地理空间，观察相距万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

寻今日的全球性交往日益频繁的经历，已成为最吸引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

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2011年，我国的世界史升格为一级学科。“体育”被称

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加之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原本是西方的泊来品，故

无论是中国体育史研究还是境外体育史研究中更应当有全球的眼光，但从

2012-2015 年国内体育史研究中显示，我国体育史研究在此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六）体育史课程与教学问题仍未受到关注

“体育史课程与教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体育史学深入的基础性问

题。台湾体育运动史学会理事长王建台教授在梳理台湾体育运动史发展时指出，

近年来，台湾各高校中原本必选修之体育史课程，不是被删除就是被其它课程所

取代，体育史课程沦为校内教师配课或请校外教师代课，体育史学专长之博硕士

师资，常流落各公私立高校或各级中小学乃至行政单位，根本进不了师范院校及

体育院校专业学府，影响了从事体育史学术播种、扎根、传承及研究工作。大陆

地区同样，前些年部分体育院校取消了体育史课程，是导致体育史学研究人员流

失，研究不深入的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此问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2012-2015

年的体育史与体育文化研究领域，几乎无人触及此问题。

（七）学科壁垒仍未得到突破，历史学者对体育史研究的介入仍

然较少

我国体育史学的传统是由体育学者开创的，历史学者很少介入。从

2012-2015 年的研究状况来看，除了个别历史学的博硕士研究生开始选择与体育

史相关的课题外，国内的历史学者仍少有人关注体育史，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与历史学的“疏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体育史学的学术品味，而与历史学的

结盟，意味着体育史学者有机会重获缜密的历史学术准则。这需要体育史学者要

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体育界主动的“呼吁”与积极的寻求，使史学界的

大方之家加入到体育史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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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体育史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愿景

学科自身的属性及社会需求是决定一门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而且学科

发展总是具有延续性的。综合近几年体育史学科发展的特点及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的需求，并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体育史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些预测或“愿景”。

（一）当下体育史与体育文化研究的几个热点将会持续

——中国近代体育史研究的热度将会持续。历史学研究的进展与突破与“史

料”掌握的多寡密不可分，如前所述，近年来，一批重要的有影响报刊数据库不

断投入使用，加之各大档案馆晚清民国档案电子化工程的完成及开放，研究者可

更加方便地接触到相关的一手资料，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对中国近代体育史研

究仍将继续深入。

——对蹴鞠或称中国古代足球的兴盛与消亡的探究仍将继续。2015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可以预测未来几年，会有较多的学者为着

解决现实问题而回望历史，继续探究蹴鞠和古代足球的兴盛与消亡的问题。

——体育文化研究热仍将持续，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的成果可能会呈现“井喷”之势。2009 年 12 月绍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

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首次将体育文化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

等并列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工作与任务。2011 年 7 月全国首次体育文化工作

会议在蓉召开，会后下发《关于加强体育文化工作的通知》。国家体育总局宣传

司于 2013 年成立了体育文化处专门负责体育文化发展工作，在国家体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体育文化建设与发展”也是重要内容。凡此种种，反

映了体育文化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其必将对理论研究提出更高的要

求，由此可预见体育文化研究热仍将持续，而其中体育产业文化研究将会是新的

热点。此外，如前所述，随着国家级重点招标项目《中国体育非遗产 》 的

全面展开，相关成果将会呈“井喷”之势。

（二）体育展览和文博研究会成为新的关注点

我国素有重视收集文物的传统，历史上很多文人以收集文物为荣，以文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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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作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标志。盛世收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断提高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文物与博物馆”被视为国家声誉日隆的

资源，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2011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中非常明确地点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有利

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其推动下，遗产与博物馆建设

空前繁荣，几成井喷现象。此外，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及我国体育发展水

平的不断提高，近年来，体育收藏，展览及博物馆建设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局面。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建成体育类博物馆近百家，既有国家级的，又有个人

的；既有综合性的，又有专题性的；既有大型的展示，又有小型的陈列，形式多

种多样。博物馆很强的一个作用就是激发人们对到底应该如何去保存、保护、记

录与展示所收集的物品的思考。此外，在 2014 年南京青奥会上，成体博物馆联

合南京、四川、河南博物院和陕西省博物馆，举办了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取得

了很好的社会反响；现拟于 2015 年 8 月间在鄂尔多斯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举

办“游戏与竞技：历史上民族体育交流与融合文物展”，也进入到了最后准备阶

段，即实践中，已初步探索出一条结合大型赛事进行体育文物展的路径，其深入

发展也需要理论研究的跟进。故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体育博物馆及文物研究

“会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三）体育史研究的视角将会继续呈现出多样化

如前已述，近几年一些有着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及哲学等学科素养以及部分

有着海外学习经历的年轻学者加入到体育史研究队伍当中，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

活跃了体育史研究，带来了体育史研究带来多元化的研究视角。随着他们学术路

向进一步清晰，体育史研究的视角将会继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四）新中国体育典型人物口述史研究刻不容缓

口述史学方法是广为西方新史学所重视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当代史研究中，

由于具有与当前生活的连贯性，生活形态化的口述资料特别丰富，口述可在某种

程度上填补当代史研究中有关史料的缺憾。需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当前，那

些经历了我国近现代体育发展过程的典型性体育人物，多年事已高，亟待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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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他们进行“口述实录”，这一“活材料”的抢救和整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五）包含体育史课程与教学问题在内的体育史学科理论研究的

力度亟待进一步加强

如前已述，历史学界近年广泛引进新的社会理论，使史学研究进入新史学

语境，而体育史学界由于理论积淀和训练不足，虽然也采用了与社会学、传播学、

人类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研究方法，但运用不熟练，研究方法没有本质突

破，没有进入新史学的语境状态，对人类体育活动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行为，仍

然缺乏有新意的诠释和呈现。因此，没有全新的体育史理论构建，就无法对传统

研究边界大幅度超越。这有待加大体育史学科理论研究力度，其中包括认真反思

体育史课程与教学低迷不前的症结等问题。

（六）打破壁垒，主动融通，提升中国体育史学科的影响

其一是要加强与国际、地区间的学术融通。长期以来，我国体育史学界与

国际体育史学会、东北亚体育史学会及台湾体育史学会间建立较为良好的学术交

流关系，但从现有学术活动来看，大体还停留在举行和召开学术会议层面，深入

的学术“对话”及碰撞不多，仍有待拓深：如可针对某些重大问题展开国际性、

地区间合作研究等等。

其二是要加强与历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引进其他学科规范与思维，

是体育史学科突破现有格局的必由之路，而这其中尤其要注重与历史学界的交流

与合作。这需要体育史研究自破“城池”，吸纳历史学者加入到体育史研究领域。

*************************************************************

结语

综上，2012年—2015年间在体育史分会的引领下，在广大研究者的辛苦努

力下，体育史学科稳步发展，有不俗成绩，亦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随着党和国

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体育发展将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形态，也将面临

更多的问题，需要新的历史解释，由此赋予了体育史学科新的使命。我们坚信，

有老一代体育史研究者沉潜坚守，有青年学者不断加入；更重要的，在体育科学

学会的指导下，在体育史分会引领与“凝聚”下。体育史学科的基础性作用仍将

不显而自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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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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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俊，陈作松 2008北京奥运会标识体系与活动集锦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本社编 2012，剑指伦敦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

王志强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高等教育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

李宏斌 现代奥运困境的伦理透视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2年

周明华 古往今来话中国-中国的传统体育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 2012年

张天白
我国中文体育报刊篇目索引（近代部分

1909-1949）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

郝 勤，张 新 体育赛事简史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3年

张 越，郭 怡 奥林匹克文化教程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

梁 强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化创意：历史演

进与价值创新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年

黄 莉 对北京奥运会的文化自觉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

宋雪峰 画话奥运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法）乔治•维加埃罗 身体的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本书编写组 青少年青奥读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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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张争鸣 今日体育档案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3年

赵昌毅，韦晓康,赵志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艺术变迁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年

路云亭 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王 斌 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之民间体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

王亚琼，杨庆辞，罗曦娟 民族传统体育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

薛有才 体育文化学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3年

林克明，赵 聂 大学体育文化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

孙大光 体育文化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欧阳斌，张建中 体育文化学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陈伟，刘青，王纯 民族体育创新发展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罗 玲 黔南民族体育 民族出版社 2013年

杨 林 贵州省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英）大卫·罗 体育、文化与媒介：不羁的三位一体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王 攀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与健身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李先国 群众体育文化创新与体育强国构建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年

闫 艺
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变迁与发展趋势

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石爱桥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4年

孙淑慧，吴艳红，胡惠芳，

等
体育教育论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

杨 桦 体育史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盛文林 奥运会：体育的盛宴 台海出版社 2014年

王 静 多彩的奥林匹克之梦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4年

沙丁猫 奥运探秘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

孙德朝 多维视角下的体育文化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年

李云清 大理白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年

韩 斌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

和利用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4年

方 奇
闽台民间体育传统习俗文化遗产资源调

查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年

黄 聪，袁 冰 中国古代民族体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4年

蒋东升 民族民间体育学 学苑出版社 2014年

彭立群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及体

系构建的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年

胡 娟 我国民俗体育的流变：以龙舟竞渡为例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年

袁筱平 西北部民俗体育研究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年

李繁荣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传承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4年

庞 辉
传统与现代之间：全球化视域下的新疆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年

旷文楠 生命的历程：体育•武术•养生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

任公司
2015年

（德）沃尔夫冈·贝林格 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 21世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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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军
1840-1937：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

嬗变
东北师大出版社 2015年

于可红，张 俏 世界一流大学与体育文化互动发展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

本书编委会 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及其提升 科学出版社 2015年

郭振华 滇黔武术文化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5年

表 2 2012-2015 年具有代表性科研课题

负责人姓名 课题名称 项目来源 立项时间

缪 佳 英法德体育文化对世界竞技体育影响力的启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李乃琼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差异与融合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郑旭旭 体育文化流变的考察——从福建南拳到日本空手道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高 强 当代哲学认识论视域下的体育运动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虞荣娟 中外大众体育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吴贻刚 中外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及政府职能比较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邵伟德 近代以来国外教育理论对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田 静 科技时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王 军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60年（1952—2012）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谭 华 中国体育思想通史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布 特 体育文化生态系统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刘子建 我国民族体育的文化拓展、国际推广与国际赛事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王少春 我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坐标定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夏思永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实现教育功能途径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包呼格吉乐图 蒙古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及驱动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张永林 青海藏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林小美 吴越文化与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吴湘军 武陵山区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赵忠伟 北方少数民族特色传统体育项目整理与编撰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李 龙 地域文化视域中传统武术文化多元化及发展对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丁丽萍 交互主体性视域下的中国武术国际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郑旭旭 体育文化流变的考察——从福建南拳到日本空手道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吉灿忠 中国武术“文化空间”的秩序调整、重组与跨越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李 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网络化传承与现代建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邰 峰 我国网球文化传承新途径的探索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汤立许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活化互动模式与绩效评估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李先长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建设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马文友 中国武术审美文化的现代转变及发展模式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杜舒书 区域武术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巷欠才让 史诗《格萨尔》“口述”中的体育文化普查与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周龙慧 网络视域下民间民俗体育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周 伟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民俗体育现代化路径选择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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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彬
华南少数民族古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调查研究与数据库构

建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张世威 乌江流域民族传统体育与区域文化的通融性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2年

高志丹 伦敦奥运会国家奖励标准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党芳莉 后奥运时代的国际体育赛事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王 妍 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李桂华 世界体育发达国家体育发展指标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张 锐 哲学视野下的休闲体育精神文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梁汉平 《身体的民主：群众体育哲学》翻译与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冯 潮 安徽省徽州民俗体育流变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曹 莉 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丁玲辉 西藏节庆文化与藏族传统体育发展模式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黄文辉
湘鄂渝黔边区民族民间体育资源与特色旅游开发的融合

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卢黎东 龙舟文化国际传播的对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史 进 创建中国红色体育博物馆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王俊奇 秦汉三国体育文化史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王 平
体育文化发展的定位与策略——基于我国大学校园体育

文化的构建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王 振
侨校侨缘优势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国际化推广与华文

教育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夏小慧 甘肃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颜下里 砖楼村民族传统体育内源性发展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张 锐 哲学视野下的休闲体育精神文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张长念 中国武术全面国际化传播的举国战略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2年

舒盛芳 美国的体育大国成长道路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张莉清 中外青少年体育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陈小蓉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邓星华 体育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构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赵 蕴 文化影响力视野下的体育文化传播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温 搏 中华武术的文化生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王智慧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区域影响力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黄 卓 城市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戴晓敏
我国少数民族村寨发展变迁中传统体育保护与传承机制

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李金龙 中国武术文化的学校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周次保
文化“双核”理论视域下我国龙舟体育文化传承的内容

逻辑与人才诉求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林 春 甘肃省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体育壁画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张振东 少林武术文化历史流变与社会互动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申国卿 中国武术百年转型历程的时代语境与宏观特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闫 民 武术元素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薛 欣 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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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军 闽台国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刘青健 妈祖民俗体育文化及其产业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孙翠琪 青藏高原藏民族体育与生存技能的挖掘整理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刘旻航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风险评估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芦平生 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乡村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丁玲辉 门巴族珞巴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寸亚玲 云南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丁先琼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状态评

估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岳新坡 我国体育文化品牌的培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钱建东 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龚茂富 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武术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王龙飞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现代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王洪珅
基于田野考察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唐君玲 武陵山区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嬗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余贞凯 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体育文化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韩红英 青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团结作用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袁 革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互动与族群和谐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陈 颇 体育产业与文化产业股票市场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李 莹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土司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3年

常辽华 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延的体育思想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刘春燕 民族主义与中日近代体育（1861—1945）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张文安 《古代世界的竞技体育：竞争、暴力和文化》（译著）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闫 平 世界各主要国家体育政策规划及组织机构的动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张 森 中美体育休闲体育比较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范 威 日本最新体育政策法规翻译及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方 方 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竞技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傅永聚 民俗体育中儒家身体观的隐喻与表达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胡乔 基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公共体育文化建设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姜广义 东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策略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李鸿江 我国体育赛事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刘晓艳 体育文化与体育产业的耦合互动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吕旭涛 社会变迁视阈下武术文化建设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罗嘉司 辽宁休闲体育文化产业定位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史友宽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宋秀平
体育文化建设现状及实施路径研究——基于体育陈列展

示视角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王 晓 江南城市近代化与体育文化转型之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温 搏 当代中国武术文化传承体系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陈 洪 天津滨海新区体育赛事文化的构建与发展策略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姚小林 我国冰雪体育文化产业链结构与发展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3年

陈丽江 英美主要媒体奥运报道中的主办国国家形象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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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斌 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方 桢 中缅体育交流合作的战略与途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于洪军 西方国家体育政策发展趋向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张建会 国际和国内双重维度下大型体育赛事与国家认同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郝晓岑 中外幼儿体育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李德祥 跨境哈尼族（阿卡人）乡村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姜 霞 非物质文化传承下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孙德朝 藏彝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戴国斌 中国武术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吕利平 石器文化与中国体育考古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钟明宝 当代中国体育竞争文化建设的实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陈 青 甘肃特有民族体育文化延伸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涂传飞 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石爱桥 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体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霍 红
全球化视野下后重建时期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创新

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宋彩珍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优秀资源的活态传承与发展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兰润生 我国畲族民间体育文化保存现状与保护措施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高会军 湘桂黔边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田祖国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志（1990—今）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张 波 儒家秩序关怀背景下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价值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王厚雷 新疆世居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杨建英 太极类运动文化的传承体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隋东旭 东北古代边疆民族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韩玉姬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李启迪
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体育教育观及其对中国

学校体育的影响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4年

杨小明 青少年奥林匹克文化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契合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阚军常 冬奥会文化创意发展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张秀萍 奥林匹克休战：体育是和平的平台》（译著）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邱 雪 国际奥委会改革动向及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刘 波 体育强国视阈下德国体育政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卢三妹 英国体育史及思想研究——二战后至伦敦奥运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王丽娜 再论体育中的政治与文化（译著）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于洪军 西方国家竞技体育政策发展趋向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何 英 体育法实体性法条构造的国别比较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黄 璐 国外主要体育联赛球员跨国流动特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李卫东 国外青少年体育制度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闫 静 国外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策略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薛 立 中国体育文化产业战略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郭振华 以武祭丧：西南少数民族丧葬习俗中的武术文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和春云
云南特有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生态

系统建设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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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温
基于山西体育文物古迹脉络视角下的我国体育文化历史

演进机制的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李小唐 丝绸之路岁时节日与民俗体育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马丽侠 唐代体育文化资源挖掘与西安城市文化建设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石生泰 甘肃特有民族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徐尊华 四川凉山地区彝族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融合的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张宏宇
我国传统体育异化的哲学反思——基于现代性批判的视

角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周明华 牡丹国际文化节背景下河洛体育文化产业园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白 真 社会转型期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价值定位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杜 杰
中国学校武术与日本学校武道比较研究——兼论学校武

术传统文化传承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符雪姣 文化生境视角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焦峪平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客家体育文化的现代流变与特征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李永明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教育传承的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孙亮亮
村落社会结构变迁视阈下藏彝走廊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符

号嬗变与传承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谭广鑫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遗产的保护——以南部侗族“抬官人”

项目为例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叶 飏
传媒对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力研究——体育文化产

业媒介视角解读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孙淑慧
晚清民国女子体育发展理路探析——基于部分期刊报纸

的考察
国家体育总局 2014年

李金梅 中国古代岩画中的体育图像考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魏 真 明清少林武术古籍珍本校释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张再林 身体哲学视域中的中西体育思想比较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赵发田 学校武术百年变迁与回归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王邵励 体育史学基本理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罗时铭 近现代中国体育对外关系研究（1840-1949）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董 欣 冬奥会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薛红卫 全球传播进程中我国体育文化的现代性及价值重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王 帆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路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赵静冬 云南国家生态示范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巴义名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市场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陈 炜
特色村寨建设视阈下桂滇黔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活态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宋静敏 黎族传统体育发掘整理与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白 真
社会转型期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与实现路径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史儒林 青海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武 杰 新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器物的挖掘与整理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王广虎 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耿献伟 藏族传统体育在西藏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实践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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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风祥
新疆哈萨克族民俗民间体育文化发掘与丝路旅游关系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奚凤兰
生态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体育文化节模式构建与运行机

制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孙亮亮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异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谭广鑫 武舞历史文化流变及其启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袁金宝 当代中国武术文化形象构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王 萍 新疆哈萨克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李兴平
西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旅游业融合

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和春云 东巴教仪式舞蹈与原始体育关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姜 涛 跨界图瓦族传统体育文化演进的体育人类学实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 2015年

鲍巨彬 近现代西方体育思想史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霍传颂 美国体育史——从殖民时代到二十一世纪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边 宇 美国体育思想演变与启示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刘 阳 芬兰群众体育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孙龙建 《体育赛事中的消费行为》译介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薛红卫 《体育、文化与社会导论》译介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张爱红 欧洲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及对转型期中国体育的启示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赵 毅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体育政策和体育立法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郑国华 亚欧国家民间体育治理的变迁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刘 佳 当代中美体育电影史比较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王路瑾 《解读：英国体育政策变化二十年》译介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尹继林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庄 严
基于民族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海峡两岸奥林匹克传播比

较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黄何平 基于田野考察的赣闽粤边区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生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申培新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设施与体育文化融合建设研

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宋长江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机制研究——以安徽省

为例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于 浩 龙狮运动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岳贤锋
基于“原真性”理念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

可持续开发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白 蓝 中外武术文化比较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姜 莹 生活环境的变迁对鄂温克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金媛媛 体育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机理、模式与路径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罗婉红 文化生态保护与民俗民间体育发展的实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史明娜 文化传承和教育场域中的纳西族东巴舞文化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覃 英 武陵山区民俗体育的代际变迁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施之皓 基于口述史的中国乒乓球发展研究 国家体育总局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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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2-2015 年具有代表性期刊论文

第一作者姓名 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覃 勇
论德性之维中的体育教育思想——以柏拉图《理想

国》为例
当代体育科技 2012（1）

赵国炳
古希腊与中世纪体育的兴衰探源——基于对身体和

娱乐的考察
体育科学 2012（1）

邓正龙 城邦体制视域下对古希腊体育竞赛活动的再审视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2（1）

马忠利 马特维耶夫谈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

刘媛媛
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及其现

实意义
体育科学 2012（1）

孙大光 与时俱进 推动体育文化大发展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

康 莉 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分析 体育与科学 2012（1）

熊晓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决策的历史审视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2）

高 强 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实践智慧及其当代意义 体育与科学 2012（2）

王欣 论斯巴达的女子身体训练 体育与科学 2012(2)

孟林盛 论东亚体育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2)

王志威 论中国现代体育的人文承载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2（2）

周 娜
冷战期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音乐形式与结构

变化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报 2012(3)

赵红卫 蹴鞠纵横论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胡小明
开拓体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以探索身体运动对

原始文化形成的作用为例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肖 杰 论文化软实力视域下的体育强国构建 体育与科学 2012（3）

陈晓锋 多维视角下体育文化的内涵、价值与建设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易剑东 中国体育文化建设三题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李吉远 国家形象视阈下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黄聚云 体育强国建设中的文化安全命题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郝 勤 论体育与体育文化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于 亮 冰壶运动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2（3）

张兆龙 藤球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3（3）

李 刚 评析卢梭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特质 体育科学 2012（4）

张俊斌 奥运会足球赛发展回顾 体育文化导刊 2012（4）

陈婷婷 从“哲学思维”的角度解读中西体育观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2（4）

宋亨国
奥林匹克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本土化相互关系辨

析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4）

孙大光 推动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战略构想 体育文化导刊 2012（5）

包振宇 奥林匹克五环的锻造与救赎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2（5）

王永顺 希腊债务危机是由雅典奥运会导致的吗？ 体育与科学 2012(5)

黄 莉
从北京奥运会文化冲突的视角探究中西文化交流的

对策
体育科学 2012（5）

刘旻航 民俗体育文化价值演进规律研究 体育科学 2012（6）

崔 莉 德国兵操对中国近代军事体育影响初探 当代体育科技 2012（6）

王俊奇 中国古代体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体育与科学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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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奇 中国体育文化史研究及其存在的新问题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2（7）

魏 伟 体育符号研究的发展述评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8）

律海涛 美国近代体育科学化先驱的体育思想及实践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2(8)

谢小英 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2（9）

高鹏飞 论三大球项目起源 体育文化导刊 2012（11）

何重谊 现代舞蹈与性别研究中的身体之再思维 运动文化研究 2012（20）

张 强 古希腊斯巴达体育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兴衰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1）

刘欣然 从身体哲学中寻找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1）

高 强
欧洲中世纪体育之辩——从身体实体论到身体关系

论
体育与科学 2013(1)

俞宏光 德国足球发展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3（1）

王彩平 从公共空间的视角对古希腊体育活动的再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

李树旺 国际奥林匹克研究现状分析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2）

贺 慨 奥林匹克建筑的历史审视 体育文化导刊 2013（2）

赵 毅 论古罗马的体育法 体育科学 2013(2)

周兴涛 宋明武学概览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2）

苗治文 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2）

马晓云 德性之维中的古希腊体育道德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3（2）

黄瑞苑 奥林匹克精神的古今形态差异及其文化渊源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3(2)

张兆龙 藤球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3（3）

李 牧 古希腊斯巴达研究 体育学刊 2013（3）

张 波 古希腊奥林匹克起源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山东体育科技 2013(3)

詹祥粉 论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哲学基础及其发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3)

白晋湘 湖湘体育文化的形成及历史嬗变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4）

史友宽 论体育文化多元共享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4）

郝秀君
奥林匹克传播历程（1984-2012）探析：以<广西日报>

为例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4）

张爱红 欧洲古代体育向现代体育转型的历史审视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4）

何明辉 古希腊摔跤运动的人文精神 体育学刊 2013（4）

赵 毅 罗马法中的体育与城市发展——阅读罗马法史札记 体育与科学 2013(4)

史友宽 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考察与理念创新 体育科学 2013（5）

任 蓓 奥林匹克精神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5)

舒盛芳
苏联在国际体育领域实现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与

教训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3（5）

高 强 古希腊竞技运动的盛与殇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3(5)

高 强 知觉、判断力与范例——从两种体育审美体验谈起 体育科学 2013(5)

白晋湘
基于协同学理论背景下湖湘体育文化发展与体育湘

军成长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5）

李 源
社会转型期武术文化的现代角色转换与话语权的重

拾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3（5）

高 强 “灰色”的哲学理论与“常青”的体育之间 体育与科学 2013(6).

刘元国 奥林匹克精神的理性思考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3(6)

王 磊 夏季奥运会项目设置的演变与价值取向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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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汉平 欧洲视角下的群众体育与身体民主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3（6）

常 成 古代奥运会设项探析 体育文化导刊 2013(6)

崔俊铭 孔子学院的体育文化传播模式研究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3(7)

姜泉花 信仰：古代奥林匹亚祭祀竞技赛会的精神支柱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7)

赵 毅 驳“体育法近代产生说”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7)

池秋平 古希腊体育的德性维度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7)

熊 欢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运动身体理论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7）

张爱红 约翰·洛克体育思想的历史价值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7)

王结春 古希腊城邦的体育自由思想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8)

王结春 古罗马角斗竞技体育线索刍议 体育文化导刊 2013（9）

常乃军 奥运会视域下女性角色社会化发展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0)

钟冬根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学校体育制度变迁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3（10）

王永顺 国际妇女体育的研究热点及其启示 体育文化导刊 2013（10）

魏 伟 伦敦奥运会会徽的符号传播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3(10)

魏 伟 20世纪 60年代国际电视体育发展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3(11)

陈 伟 充分发挥高等体育院校在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2）

古 柏 漫谈体育文化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2）

郝 勤 政府在体育文化建设中的角色与作用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2）

王广虎 体育文化建设的认识误区与内涵挖掘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2）

孙淑慧
体育文化研究实现从“文化因素”研究到“文化研究”

转轨的意义及挑战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12）

约勒·法略莉 论古代奥运会之无声消亡 体育与科学 2014(1)

约勒·法略莉 狄奥多西大帝的宗教政策与奥运会之废除 体育与科学 2014(1)

赵 毅
体育史和罗马法：文献与方法——约勒·法略莉教授

学术访谈录
体育与科学 2014(1)

何传胜 中国——东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王 琪 西方体育科学起源与形成问题新探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马德浩 西方文化研究的演变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启示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高 强 论现代体育之“超越”品格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魏 伟 西方体育文化研究的流派辨析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段丽梅 明清山西形意拳传承研究 山东体育科技 2014（1）

王宏江 多元世界与世纪中国:百年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审视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陈振勇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热点问题分析与展望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郑 宇 传承·创新·抉择:关于体育文化产业的思考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

黄 聪 我国民族体育文化遗产申遗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4（1）

张 洁 四大象形文字中的身体运动形态研究 体育学刊 2014(2)

赵山花 《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体育竞技活动的特点解析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4（2）

魏 伟 翁贝托·艾柯的“消极主义”体育观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4(2)

邱凌云 论早期《体育理论与实践》杂志的史料学价值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2)

刘春燕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基石——体操传习所 体育学刊 2014（2）

张 波
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先秦射礼

竞赛为例
体育科学 2014（3）

胡 惕 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热点及其启示 体育文化导刊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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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歌 18、19世纪法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4)

魏 伟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4)

徐本力 对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4(4)

刘春燕 晚清——明治时期中日学校体育之比较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4)

刘水庆 奥运休战协议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5)

赵 毅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被废除的吗? 体育科学 2014(6)

魏 伟 20世纪 30年代国际广播体育发展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4(6)

律海涛 麦克乐与民国体育教育 体育文化导刊 2014（6）

祖菲娅
文化变迁中的同与异——新疆哈萨克部落体育文化

的多维审视
体育科学 2014（7）

刘辛丹 华人体育休闲行为现状的文化适应性探析 体育科学 2014（7）

朱彦明 尼采对竞赛的思考及其对体育运动的启示 体育科学 2014（7）

张晓宁 体育的语源与语义演化轨迹 体育文化导刊 2014（7）

黄 卓 美、英、法、日四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发展模式及启示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4（8）

王 军 第 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50年忆 体育文化导刊 2014（8）

张鑫华
从“健康日本 21”计划实施看日本社会国民健康的管

理与服务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9)

阳煜华 女子运动服装的文化生成机制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9）

杨其虎 传承抑或僭越:电子体育对现代体育的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9）

文秀丽 近代体育发轫于英国的文化学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10）

郝 勤 体育史学与体育文化研究的关系及未来走向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0）

王宏江
融合与创新:体育史与体育文化共生发展——第二届

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0）

王建台 台湾体育史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0）

赵明楠 论体育文化多元共享----兼与史友宽博士商榷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10）

钟冬根 近代日本学校体育制度变迁研究 体育文化导刊 2014（10）

陈 朋 上世纪 50年代苏联体操对我国现代体操的影响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14（10）

项亚光 荷马史诗葬礼体育竞技存疑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2）

赵 岷 古罗马角斗表演场域中“人”的研究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2)

赵 歌 16-18世纪法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2)

浦义俊 荷兰足球历史崛起与持续发展探究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5(1)

彭国强 德国足球崛起的历程及特征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1）

高 强 古希腊竞技与神话.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5(1)

熊 欢 体育运动中性骚扰的界定、表现形式及类型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1）

王润斌 当代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的多维审视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柳鸣毅 青年奥运会的历史溯源、传播效应与机遇挑战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魏 伟 重访电视与体育的“天作之合”:从布尔迪厄说起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赵 岷 从仪式到表演:古罗马角斗活动的文化学剖析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刘欣然 古希腊体育中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彭 昆 中世纪基督教的灵肉观及其对体育的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姚颂平 依法治体——俄罗斯联邦体育改革与启示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范才清 宗教文化的身体解读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2)

高 强 体育:一种“人化物”的延展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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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卫平 民国时期体育家群体研究（1912-1937） 中国体育科技 2015(2)

杨其虎 西方体育哲学研究述论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3)

耿剑峰
中国城市体育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及发展策略研究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5(4)

表 4 2012-2015 年具有代表性学位论文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毕业学校及时间

张娇娇 浅析古代奥运会的起源、发展和衰亡 湖北大学 2012年

李 晨 评顾拜旦对古代奥运会的认识及其影响 湖北大学 2012年

王 成 青奥会：理想追寻与价值回归 南京师范大学 2012年

常秀莲 夸美纽斯体育思想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2012年

杨昌美 麦克乐体育思想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2012年

张爱红 洛克体育思想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2012年

蒋禄微 古代奥林匹克艺术作品的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 2013年

史慧佳 交流与展示：中国参加 1936年柏林奥运会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年

李 晨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冷战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13年

赵 征 现代奥运会之“电子殖民”功能探究 兰州大学 2013年

冯 喆 欧洲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13年

李 琪 美国著名体育记者格兰特拉德·赖斯及其作品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 2013年

孙方旺 斯巴达与雅典体育的异同及启示 南京体育学院 2013年

张 波 古代中国和希腊体育竞赛历史文化研究 上海体育学院 2013年

徐珊珊 卢梭体育思想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2013年

邱 雪 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体育运动—英美经验与中国路径 北京体育大学 2013年

杨永昌 论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体育概念的发展演变 成都体育学院 2014年

王 妍 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 苏州大学 2014年

阚 衎 《威尔士体育史》（节选）翻译项目报告 安徽大学 2014年

张韶东 沃尔夫冈·德克尔《古埃及体育与游戏》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014年

张加林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比较研究 中北大学 2014年

田亦娟 古代雅典竞技发展与民主演进的互动关系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2014年

黄 鑫 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希腊体育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2014年

曹 莹 论古希腊的形体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 2014年

张 雷 中韩两国大众体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鲁东大学 2014年

表 5 2012-2015 年体育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代表性论文

第 1 作者 题目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王俊奇 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体育与科学 2012（1）

张海叶 比 较 框 架 下 的 并 置 式 体 育 史 学 研 究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12（1）

王俊奇 中国体育文化史研究及其存在的新问题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2（7）

李 剑 微观史学理论及其对体育史研究的启示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9）

孙大光 传 传承历史文化建设体育强国 体育文化导刊 2012（9）

王俊奇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体育与科学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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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强 体育史学科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2013 (1)

张 波 中国体育史学的方法论研究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3 (1)

王俊奇 体育文化断代史：体育史研究视野的拓展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5)

赵 毅
体育史和罗马法：文献与方法 ——约勒

·法略莉教授学术访谈录

体育与科学 2014（1）

戴苏川 中国体育史学史研究管窥 湖南科学大学学报 2014 (5)

郝 勤 体育史学与体育文化研究的关系及未来走向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10)

王建台 台湾体育史学术传承与发展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10）

高 明 后现代视野下的中国体育史研究 兰台世界 2014（11）

王俊奇 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特点及趋向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11)

高 强
古希腊竞技与神话——对“历史穿越”式研究的

历史学与人类学反思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5（1）

王俊奇 我国体育史研究中的微观史及其问题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5 (4)

表 6 2011-2015 年体育史分会举办或参与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会议名称 地点 时间

体育史分会第六届委员会会议 西安 2012年

海峡两岸民俗传统体育研讨会 台湾 2012年

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理事扩大会议暨亚洲体育史学术论坛 西安 2012年

中国国际体育文化与经济论坛 北京 2012年

华夏文明与隋唐传统体育文化国际论坛 西安 2013年

第十届东北亚体育运动史学会学术大会 日本 2013年

“区域体育文化发展与传播”国际研讨会 陕西 2013年

国际体育史学会年会 台北 2013年

第二届全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大会 芜湖 2013年

第二届海峡两岸体育运动史学术研讨会 成都 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