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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群众体育社会生态学分析与历史文化考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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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认识到英国体育形成于罗马英国时期为英国留下了古代体育的种子，文

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体育提供了人文主义和理性崇拜的思想前提，达尔文物种进化论树立了大不列颠人的身体观，维多利

亚时期的工业化为体育由规则走向全民健身的休闲主义提供经济基础，后现代时期的商业化和职业体育实现了民众对于体

育的关注。英国高水平的全群众体育发展得益于民族文化和历史积淀的根本，使体育成为英国名族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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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充满历史的文化丰富的国家，

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体育，但没有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以完

全相同的方式把它建立成生活规则和国家法典， 体育运动

帮助英国人建立了一个连贯的民族文化，是英国民族文化的

一部分 [1]。作为权力下放的“四个国家”实体，英国流行的

体育在公共生活领域具有特别的代表性 [2] 。之所以研究英

国群众体育是因为在英国运动锻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
[3]，其流行的运动项目包括足球、跑步、划船、自行车、徒

步等。在英国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受经济、政治、

历史、地理、宗教、环境、文化、教育、医疗、族群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人的行为是具有认知、思维能力、情感、意志

等心理活动的，在人的行为形成和发展中遗传因素、环境因

素和学习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历史，

政治，文化，宗教，种族，教育都是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并

对体育行为产生影响的。人类生态学已成为理解人类认知和

行为的主流学术方法 [4]，它是基于系统论视角关注于环境与

人的心理行为相互关系，能够对英国体育建构系统的认知。

塑造我们从历史演进中看待世界、英国和英国体育，而不仅

仅是体育世界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思想。

1  罗马英国：帝国时期文化控制孕育了古代体育

公元 43到 410年罗马完全统治大不列颠岛罗马英国不

列颠尼亚行省。罗马英国时期罗马文化和拉丁文明扎根在英

国。毫无疑问，许多古老的运动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古罗

马继承了古希腊那种对于身体的关注要远远高于神明和宗

教，而以运动塑造身体的古代奥林匹克一直延续到古罗马瓦

解前夕，成为重要的古罗马文化符号，或许将隐藏着罗马人

思考“肉身救赎”的起点。三百多年的古罗马统治也深刻影

响着罗马英国的军事、制度、文化、贸易、建筑 [5] 。古希

腊孕育了古代奥林匹克，但古罗马发扬和传播了古代奥林匹

克，虽然在罗马英国统治的末期随之古罗马皇帝狄奥西多一

世公元 393年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倡导禁欲主义，主张灵肉

分离，反对体育运动，逐渐古代奥运会被认为有违基督教教

旨被废止，有趣的是奥运会的废止，基督教的盛行以及罗马

结束对英国的统治都处于同一时期。罗马英国时期作为文化

控制的部分印证着被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的忠诚和崇拜，这

种文化控制波及到罗马帝国统治的欧洲其他领地，这也是为

什么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认为奥林匹克是西方文化的代表而

不只是古希腊或者罗马文明的象征。

2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体育提供了人文主义和理性

崇拜的思想前提

14至 16世纪文艺复兴将人们从神本位中转移到人文、

艺术、科学的理性中来，启蒙运动则是文艺复兴之后 17-18

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彻底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

想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当然也包括对

于体育的影响。西方古代运动被人类当作的一种强制性身体

活动 [6]，需要不断为生命斗争的确定性做好准备，促进了人

类身体素质提高，体育从运动员用来为战争做好身心准备的

练习和比赛中脱颖而出，这在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古希腊和古罗

马时期盛行的体育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至上的身体束缚，

强调了身体训练和心灵教育的必要性，鼓励年轻人进行体育

锻炼和游戏。从 14世纪到 18世纪，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德

国、法国和英国，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在他们关于教育

的书面作品中陈述了体育训练的意义。约翰·洛克强调体育

的在促进儿童健康中的重要性， 让·雅克·卢梭认为健康

的身体是灵魂的基础。在理性崇拜的核心思想推动下，体育

已经不仅是为战争做身心的准备，健康也成为体育最终目标

之一，而健康又具有强大的工具理性 [7]。运用体育运动来促

进身体健康，将体育运动的关注集中在人的身上，以此来发

展自己，而不是中世纪时期极度的对于神的关注。可以说两

次思想解放运动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崇拜的目标是

创造一个全面的先进的人。

3  适者生存：达尔文物种进化类与英国人的身体观

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不仅指引着生物学的发展，也深

刻影响着西方人的哲学思想。西方经过了地理大发现、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使得国家主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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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了现代性的特征。促进了民族国家以及医学对于公民

身体的控制程度与控制能力，同时导致宗教在界定与规训身

体方面权威性的削弱，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

解身体极为重要。体育运动既是文化的也是身体的，几乎每

一项运动本身都是由生物和文化元素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

系统。这种自然和文化的交错，使得达尔文的体育理论成为

可能。宗教改革摆脱精神对于身体的束缚，也间接解放了政

治对体育的管制，因为中世纪之前宗教和政治是分不开的。

之后为了适应工业城市所施加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暴力、无

序和无组织的游戏让位给了更加规范化的体育运动，体现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控精神和充满活力的竞争精神。英国人对

于身体的重新认识来自于宗教束缚的退却，维多利亚时代心

理和身体健康态度改变，又加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加

上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伦敦瘟疫、鼠疫和霍乱加剧了英国

人对适应自然的追求，也大大促进了民众体育运动的发展。

体育既是生物演进的指导，也是一种发展自己身体，提高竞

争力，塑造自己成为强者的身体哲学思维，克服了体育社会

学中的传统自然－文化二分论。

4 维多利亚时代业余主义打破阶级壁垒为体育提供体制

保障

整个十九世纪英国精英教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体育在

社会各阶层地位的改变。由于非精英阶层的学生从事运动，

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不能接受后代与农民和工人的孩子一

起从事体育运动 [8]，使得精英阶层为了保持自己阶级优越性，

开始阻止子女从事非精英阶层子女也参加的运动（足球、划

船等）。但是并不能阻止男孩子与生俱来的体育才能。为了

顺应这种天性，改造体育游戏以实现满足不同阶级需要，使

得倡导团队精神和合作价值观的规范化的运动项目成为可

能。渐渐地，体育不再是达到纪律目的的手段，而成为其本

身的目的，业余主义稳步地主导着整个精英教育体系中的体

育。为了实现经济的成功，西欧各国商业的竞争和强烈的帝

国主义道德需要强烈的个人主义与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

相平衡，业余运动也被整合到大帝国价值中来。公平竞争体

现了一种新的哲学，它可能比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使用的

“职业道德”和“严肃对待”更具普遍性和影响力。新的私

人教育系统对体育前所未有的狂热崇拜，其活力和独特性也

许是体育社会历史上最著名的方面，被英国体育史学家称为

“运动主义”，是一种道德准则或观念体系。

5  商业化和媒体传播构建职业体育的娱乐主义实现了

体育互动

业余主义创造了丰富的体育文化，现代商业化和大众

媒体在此基础上把体育看作是一种“休闲产业”使民众关注

体育变得越来越普遍。近几年来，体育商业化发展迅猛，英

国现代体育发展的商业化和大众媒体传播无疑是具有代表

性意义的。1964年开始将体育付诸国家行动，受制于一味

地提供体育设施的局限性国家行动收效甚微。不仅仅是运动

使得以参与而谓之运动的时代已经结束，人民欣赏和关注商

业体育赛事成为可能，资本主义进入体育运动，股东、赞助

商、职业联赛和职业运动员使得体育成为更广泛娱乐系统的

一部分。而现代媒体，电视、互联网、实体广告等为民众提

供了大量体育信息资源 [9] ，资本的力量和别无选择的信息

输入使得民众关注体育成为一种新的休闲文化的部分，大大

加强了民众和体育世界互动的行为，这种对于体育的关注和

互动无疑是跨越阶级的，更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文艺复兴

和启蒙运动做好了思想准备，在业余主义引领的帝国文化认

同之下加持了商业化的职业体育使得英国人的身体素养贯

穿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实现了体育的内涵式发展。

总结：作为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民族文化的象征，从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系统认识英国高水平

群众体育，有利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在建设体育强

国道路上不断夯实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的基础，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应该立足国情，借鉴成功经验，

来完善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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