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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帆

马约翰：西南联大时期佚文再现

著 名 体 育 家 马 约 翰（1882-

1966）先生被誉为“中国体育界

的一面旗帜”，在其 50 余年的体

育生涯中孜孜以求、辛勤耕耘，

为清华大学和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马约翰在持之以

恒的体育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

自己的体育思想，为后人留下了

贯穿各个时代的一系列体育著述，

被誉为“体育理论家”亦当之无愧。

为纪念马约翰先生诞生 140

周年，清华大学体育部曾于 2022

年出版《踵事增华——马约翰体

育思想的实践、传承与创新》一书，

其中精要介绍了目前已发现的 58

篇马约翰著述，其中包括学术论

文、会议讲话、采访记录、言论

发表等不同文体。

可以发现，在 1927 年至 1949

年的 15 篇马约翰著述中，西南联

大时期的文稿只有两篇，分别是

《在西南联大公祝会上的答辞》

（1940）和《在昆体育八年之回顾》

（1946）。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

马约翰在将近 9 年西南联大时期

的著述明显偏少，其缘由想必是

与昆明办学的艰苦有关系。

但在那几年马约翰真的没有

更多著述吗？对此我在相关历史

研究中一直给予特别关注。2024

年是“奥运年”，在对中国参加

奥运会历史的研究中，我从一份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史料

中发现了一篇《论我国体育应采

取之途径》的署名文章，经过辨

认与整理，可以确定这是马约翰

在西南联大时期撰写的一篇重要

体育论文，此前未见披露。这篇

佚文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马约

翰的著述总成，对于全面了解马

约翰体育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佚文的创作背景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China 

Na t iona l  Amateu r  A th le t i c 

Federation， 简 称“ 体 协 会”）

是中国早期的全国性体育运动组

织，1924 年 7 月 5 日成立于南京，

总部常设于上海，抗战期间迁移

至重庆。1931 年，中华全国体育

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

团体会员，即为今天中国奥委会

的前身。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

体育组织，体协会在中国体育发

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体协会采取董事会 / 理事会

领导制，马约翰于 1933 年被选为

《论我国体育应采取之途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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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协会董事，之后连任三届，前

后共 15 年，是体协会历史上的重

要领导成员。抗战期间在昆明还

担任了云南分会总干事。

《体育通讯》是中华全国体

育协进会于抗战时期在重庆发行

的 月 刊，1944 年 9 月 创 刊， 至

1947 年 2 月共发行了 32 期。马约

翰的《论我国体育应采取之途径》

发表在 1945 年 9 月的第 25 期上。

根据“编者按”注明，这篇

文章撰写于 1945 年 6 月。因为这

个时点处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

利的历史关头，所以才有作者开

篇时所述，“胜利如旭日之东升，

抗（日）建（国）大业半已垂成，

百端并举，共达遂于民族之复兴”。

在这种突变的形势下，作为

体育家的马约翰，自然也在思考

如何能够在大战之后“遵照科学

法则，寻求正确途径，以收迎头

赶上之效果”，从而达到振兴中

国体育事业，“祛除东亚病夫之

耻辱”之目的。为此，马约翰对

当年中国体育发展应该采取的途

径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佚文的主要内容

马约翰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体

育实践，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西南

联大期间的亲身经历，在这篇论

著中从“检讨过去”和“瞻望将来”

两个维度充分表明了自己观点。

在“检讨过去”部分，马约

翰从三个方面列举了当年中国体

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国民体育开展落后；（2）

体育工作者质量不足；（3）行政

当局与社会观念均轻视体育。

在这一部分中，马约翰毫不

隐讳自己的观点，针砭时弊，言

辞犀利。诸如，国民体育“收效

甚微，多数人民难能获得体育之

利益，体育前途遂致一蹶不振”；

学校体育，“仍采取有限之陈腐

教材教法，既无科学依据，又乏

经验证明，一味盲从而不知创造”；

社会体育观念“数千年来，积习

难除，轻视体育，贻误国家民族

之前途，此尤为甚”；体育人才

培训“机构寥寥无几，每年毕业

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最小”，等等。

站在体育工作者角度，马约翰“痛

心疾首”“忧国忧民”的情绪跃

然纸上，令人印象极为深刻！

在“瞻望将来”部分，马约

翰针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落后状况，

明确提出了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今后欲求体育之发展，首在政

府积极倡导，藉政治力量，领导

社会，改变社会观念；缜密计划，

严格执行，造就合格的专门人材，

广设运动场所；而在体育界本身，

应铲除陈腐，创造新的途径”。

为此，他同样从三个方面提

出了具体措施，包括：（1）确定

体育发展目标；（2）实施科学体

育训练；（3）培养体育专门人材。

体协会公布的马约翰董事照片（1935 年）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通讯》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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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确提出，体育发展“应

以全民为对象，以培养健全体格

为目标”；体育训练“须具有科

学之研究与兴趣”“又必使之合

乎科学的原则”；体育工作者“必

须注重个人之修养，有高尚人品

及道德，对事业具有信念，永远

保持专业的精神”。

佚文体现的体育思想

马约翰在这篇佚文中透露出

他对中国体育发展有关问题的深

刻思考，表达的观点则与其基本

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

的体育思想一脉相承，主要内容

包括：

（1）民众体育，旨在促进人

民健康与从事休闲活动；体育训练

应以全民为对象，以培养健全体

格为目标。所谓健全体格，系指

整个机体之健康，器官之效能及

活动技能而言，普及体育训练，

直接培养国民体格，间接提高工

作效能，增加国防生产力量。

（2）体育必须科学化，必须

有科学的根据；训练方法又必使

之合乎科学的原则；对于各种竞

赛运动，须具有科学之研究与兴

趣，鉴定各项运动之功能，明瞭

其对生命所生之效果。

（3）体育专业者，应有广博

的体育知识，实事求是之精神及

追求进步的信心；应具备医学卫

生知识；必须注重个人之修养，

有高尚人品及道德，对事业具有

信念，永远保持专业的精神。

结语

马约翰在昆明时期的体育实

践，在其体育教育历程中占有重

要位置。他不仅为西南联大在抗

战岁月中坚持体育教学呕心沥血，

而且为振兴昆明地区体育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

从内容上看，这篇撰于 1945

年的《论我国体育应采取之途径》

与 1946 年发表的《在昆体育八年

之回顾》密切相关，都可以看作

是马约翰对抗战时期国民体育发

展和教育实践的总结，对于研究

其体育思想形成具有很大价值。

特别可贵的是，马约翰在 80

年前就着重强调的“全民体育”“体

育必须科学化”思想对于中国体

育事业发展具有长期的引领意义，

对体育工作者提出的以“对事业

具有信念，永远保持专业精神”

为核心的一系列具体要求有着长

久的现实意义。

马约翰与西南联大篮球队合影（1945 年于昆明）抗战时期举办昆明运动会，总裁判马约翰

（右 1）与省主席龙云（右 3）在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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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通讯）编者按：马约

翰先生是我国体育界的泰斗，遐

迩驰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

美春田大学深造，获体育硕士学

位，回国后主持清华大学体育廿

余年，成绩卓著，蜚声中外，历

年指导中华田径队出席远东及世

界运动会。现任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体育主任，兼本会理事及本会

云南分会总干事。为人精神蓬勃，

活力充沛，虽行年六十，犹如

四十许人，人咸以 Old young man

（老少年）呼之，堪称老当益壮。

检讨过去

胜利如旭日之东升，抗（日）

建（国）大业半已垂成，百端并举，

共达遂于民族之复兴，惟我体育，

尚彷徨歧途，无所适从，危机重重，

令人不寒而栗。

欲谋体育之发展，永奠建国

之基础，端在检讨过去，瞻望将来，

遵照科学法则，寻求正确途径，

以收迎头赶上之效果，祛除东亚

病夫之耻辱。兹就所见，胪列于后。

（一）体育训练之结果——

收效极微

（1）竞赛运动之提倡为时已

久，华北、全国、远东等运动大

会之举行不绝如缕，然其效果，

只能引起一般少数人之动机与兴

趣，且缺乏科学基础，指导不良，

论我国体育应采取之途径
马约翰

马约翰《论我国体育应采取之途径》（1945 年）

训练无方，运动者不只技术道德

难于进步，且时为不当之运动所

伤，甚而危及生命。遂令后来者

裹足不前，多数人民难能获得体

育之利益，体育前途遂致一蹶不

振。

（2）学校体育，仍采取有

限之陈腐教材教法，既无科学依

据，又乏经验证明，东风东倒，

西风西倒，一味盲从而不知创造。

试观教育部编著之中小学体育教

材教法，似乎头头是道，然若究

诸何所依据？有无效果？能否实

行？吾恐此订教材之专家，当必

瞠目以对！一般学校设备简陋，

场地缺乏，经费本就不足，又经

校方刨削移用，加以体育教师认

识不清，领导不力，重选手而忽

视普及，以代表队之胜负相标榜，

以代表队之名等同体育训练之成

就，此与体育之真意，大相背谬。

（3）民众体育，旨在促进

人民健康与从事休闲活动，然全

国各地供民众活动之体育场所有

几？完善之计划何在？执行之方

法为何？实施之步骤为何？凡此

种种，均未置备，欲令民众从事

体育活动，岂非痴人说梦？我国

社会体育若谓尚处于史前期，亦

不为过！

（二）从事体育工作者——

质量不足

（1）中国人口之众，土地之

广，无与伦比，然正式训练体育

人才之机构寥寥无几。每年毕业

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最小，以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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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之体育毕业生，分配于各大都

市及各学校，尚相差百倍，而遑

论农村及各阶层。

（2）一般社会心理，趋重名

利，而体育事业，无名利可寻，

故从业者寥若晨星，更兼所受训

练过于肤浅，缺乏教育知识及崇

高之教育理想，对体育更属一知

半解，似是而非，而尤自满自大，

不思进修，不特对工作本身，难

以成功，即体育之功效亦为人所

怀疑，体育何辜，受累至此？

（3）粗制滥造之体育从业者，

充斥社会，彼等欲维持尊严，保

持饭碗，不得不自吹法螺，制造

谬论，欺骗敷衍，聊以塞责，然

纸老虎一经揭穿，遂为人唾弃不

顾，体育界之声誉，亦大受影响。

（三）行政当局与社会观

念——污蔑轻视

（1）我国向有重文轻武之传

统观念，男子以文弱为荣，女子

以绵态为尚，数千年来，积习难除，

轻视体育，贻误国家民族之前途，

此尤为甚！

（2）事业之兴起，端赖社会

领袖及当政者之倡导推动，然对

体育一项，向来缺乏诚意，在演

出台上，慷慨激昂，大声疾呼，

体育为救国要道，当务之急，

……然口唾未干，即自相背谬。

一切徒托空言，未见实行。而体

育从业者却常为此等宏论所惑，

而成满足骄傲，孰不知如坠五里

雾中，为人所愚，而不自知。呜呼，

吾民族其何以复兴！

（3）政府对于体育，所取之

蔑视态度，影响体育之发展尤甚，

视体育为无足轻重，对全国体育

向无完整计划，设计督导等工作，

从未严格执行，对于全国之体育

经费，每年指拨极微，而以之分

配各地，更微乎其微，留学考试，

体育被拒弃于门外，理由为何？

一言以蔽之，政府非但蔑视体育，

且有摧残体育之嫌！

瞻望将来

今后欲求体育之发展，首在

政府积极倡导，藉政治力量，领

导社会，改变社会观念，缜密计划，

严格执行，造就合格的专门人材，

广设运动场所，而在体育界本身，

应铲除陈腐，创造新的途径，兹

申论如左：

（一）确定体育目标

体育训练，应以全民为对象，

以培养健全体格为目标。所谓健

全体格，系指整个机体之健康，

器官之效能及活动技能而言，普

及体育训练，直接培养国民体格，

间接提高工作效能，增加国防生

产力量。大战给予吾人之启示及

教训，唯有体格健康之民族，始

能制胜于疆场之上，其例甚明！

（二）实施体育训练

（1）首以科学方法，检查各

个体格，判定其身体情况，而后

施以正常之训练，给予正确之指

导，免除盲目训练所生之疾病，

体育之效果，贻能宏人致远。

（2）对于各种竞赛运动，须

具有科学之研究与兴趣，鉴定各

项运动之功能，明瞭其对生命所

生之效果。然后善于应用，始能

获得其利益免除其弊害。

（3）训练方法又必使之合乎

科学的原则，藉以测量各项运动

之最大价值及训练之效果，期收

事半功倍之效。

（三）训练体育专业员

（1）体育专业训练之始，应

严格选择可造之才，有健全之思

想与身体及优美之仪表。

（2）体育专业者，应有广博

的体育知识，实事求是之精神及

求进步的信心。

（3）体育专业者，应具备医

学卫生知识，盖体育与医学卫生

有密切联系，三者相辅相成，始

能克竟全功。

（4）体育专业者必须注重个

人之修养，有高尚人品及道德，

对事业具有信念，永远保持专业

的精神。

结论

体育必须科学化，必须有科

学的根据。

（全文完）

注：

1. 原文刊载于《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体育通讯》第 25 期（1945 年

9 月 1 日）

2. 原文中未分大段落，袁帆根据

对文意理解分为三部分并加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