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9 年（清宣统二年）3 月，精武体育会（简称“精武会”）在

上海正式成立，它是我国创办时间较早，后在国内外均产生重大

影响的民间体育社团之一。精武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

强毅国民”为宗旨，强调“强国必先强种”，试图通过提倡武术来

达到增强国民体魄，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一洗“东亚病夫”的耻

辱。精武会 1916年正式更名为“精武体育会”，后发展迅速，影响

逐日扩大，先后在汉口、广州、香港、佛山等地设会，至高潮时期，

仅南方九省，就有分会 37处之多，经常参加活动的会员达 40 万

以上。
精武会的主要创会人大多都有一定的华侨华人和港澳背

景，故成立后放眼海外，以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居住区为发展

目标，很快就在马来亚、新加坡、越南、印尼等国建立了分会 38
处，规模几乎与国内相等，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间体育组织之

一，其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属少有，

部分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天。
1 精武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模仿

精武会成立之时，恰逢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全面展开活动

之时，二者均以上海为最主要的基地；不但如此，两个组织，一中

一西，均以身体练习为重要的传播内容，这更是非常有趣的巧

合。实际上，仔细观察精武会的创立与发展，通过对其初创时期

主导人员背景身世的了解不难看出，在很多地方，精武会确有刻

意模仿基督教青年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精武体育会是在模

仿基督教青年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本土社团机构，它与基督

教青年会之间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
1.1 组织目标与宗旨

在发展宗旨上，青年会强调“要以基督教的精神，发展青年

的德、智、体三育，服务社会、造福社会、改造社会，使之成为基督

化的社会”。其各种活动均围绕“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育为

中心。其组织标志为一倒三角，三边分别标明“德育、智育、体
育”。

精武会的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
。《精武会训》规定“凡我会员必须以仁爱为怀，服务为旨，以我所

有助人所无，牺牲个人之力量，以求造福于人群；忠倍待人，廉正

守己，见义勇为，积功于大爵；重振风教，多行而寡言，禀遵斯旨，

庶几完人”。组织标志设计为一盾形上刻三颗彩色五角星，成正

三角形排列。其中，黄星代表体育，蓝星代表智育，红星代表德

育，体现出精武体育会的宗旨为“体、智、德”三方面发展，同时也

代表“博爱、自由、平等”之意，由此组合而成所谓“精武精神”。
精武会甚至直接将自身称之为“精武教”，罗伯夔在《上海精

武征求会员宣言》中就曾写道：“耶稣教之广布欧美也，则有十二

门徒及马太马克路加约翰为之宣播福音，故能愈推愈远，渐被全

球。精武教当此重大之任，不有无量多数之人力以负之。”由此

可见精武会受教会传教的模式影响之深。
1.2 组织构成

青年会与精武会均采取董事会制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

最高决策机构为组合董事部，人数至少为 30人。中国人和外国

人都不可以超过半数。董事部公推会长一名，副会长二人，书记

员一人，会计员一个，执行董事四人。而精武会的董事会不限

人数，故董事会机构更为庞大松散。
1.3 传播模式

在传播模式上，精武会同样效仿青年会选择了以建立固定

会所，完善会所内的各种体育设施为最基础的传播示范点，然后

在学校中进行推广的最初发展格局；待条件成熟时则以上海、广
州、汉口、香港等发达城市为根据点开设分会，再通过筹办和合

办公共体育设施的途径向社会大众发展的模式。
早在上海时期，精武会就开始在包括复旦公学、中华工业专

门学校、上海东亚体育学校、松江第三中学、澄衷学校、上海岭南

中学等学校开设技击班，实则传授武术套路，甚至在上海青年会

义务开设武术课程。
在此基础上，精武会同样效仿校际比赛的模式，每年秋季举

办自己的运动会。第一届是 1911年 10月 27日在上海王家宅老

会址举行。虽然名曰“运动会”，而且在形式上充分借鉴了青年会

的运动会模式，同样包括了开幕致词、军乐队表演、报告、演讲等

部分。但在内容上充其量只可以说是各种武术套路的汇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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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运动皆为八卦刀、功力拳、单拳、兵器对手等武术套路表演，

也并无明确的胜负评判，而是选择以参加“运动会”选手的练习

年份长短，派发相应的证书与奖牌，如第一期结业者可取得黄

星；第二期结业者增加蓝星，第三期结业者再增加红星等诸如此

类，并将各色星章缀于特制的精武拳操衣上。由此也说明，早

期的传统体育提倡者虽在组织形式上大量借鉴西方模式，但在

面对传统体育的真实表现形式上，尚未寻觅到合适的改良方式。
在获得固定的会所以后，精武会开始尝试建立精武公园，如在杨

树浦培开尔路（今惠民路）荆州路附近建立的“精武公园”。1917
年，有匿名某君捐款三万元资助精武体育会，经董事会开议后决

定，将此款用于筹建“精武公园”，择址为总会右侧空地上，公园

于 1918年建成对外开放，公园规定：“凡属民众苟能守文明通则

者，咸准入园游玩。”
精武公园以练武场为中心，四周进行平整绿化；建成后，为

了扩大影响，总会特组织部分学校、社团上千人于园内举行大会

操，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还派员摄制了记录片三集，在上

海大戏院放映，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因入不敷出，被迫关

闭。
进入上世纪 20年代后，随着新学制的出台与公共体育场制

度在全国的推广，精武会也争取获得政府支持，并时常将会所索

性搬至体育场，借以开设以武术为主题的公共体育场，如厦门、
佛山等地的精武会均是如此。
1.4 宣传推广

青年会发展迅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非常重视利用各

种手段进行宣传与推广，特别是通过幻灯、表演、电影、演讲等新

颖形式。精武会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出色的借鉴。首先，陈公哲本

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他自费二万余元，购置摄影器材，先

后拍摄了大量的武术影像资料，并租借上海大戏院进行放演，招

待各国领事，获得社会各界好评，后又辗转送往海外放映。影片

后贮藏于上海闸北中央大会堂之藏真阁。但是很可惜，一九三八

年日本侵占闸北时期被毁，仅存目录。
同时，精武会自 1917 年 8 月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

的《学生杂志》上开设《技击丛刊》栏目，从谭腿一路开始，图文并

茂连载中国武术套路，而后又将刊登过的文章按照套路辑录成

册，先后出版了《谭腿》、《达摩剑》、《五虎枪》、《合战棍法》等，并

将谭腿等普及型套路印刷为挂图，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甚

至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而在全国范围内，精武体育会系统先

后发行过包括《中央》、《精武》、《精武特刊》、《佛山精武月刊》、
《精武杂志》（香港）、《精武画报》等刊物，成为中国近代有关武术

的刊物中最大的一个系统。
2 精武会模仿青年会的内在原因

提倡“强国强种”，以武术作为核心传播内容的精武体育会

之所以要模仿青年会有其内在的原因。
首先，自 19 世纪末逐渐传入国内后，西方体育在华传播已

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校际竞赛的不断发展，学校体育课程的逐

步增加与完善，初期体育人才培养的开展，都说明青年会以及其

他教会机构已经初步建立起一整套相对成熟，且行之有效的传

播模式。而作为一个新起步的同类项社会团体，精武会通过模仿

青年会的成熟运作模式无疑是最为便捷和实际的考量。
实际上，精武会对青年会模式的模仿，发端并非在青年会，

而应当更早。精武会的主要创始人陈公哲从小就深受西方文化

影响。陈幼年入守真书馆读英文，该校为美国宣道会传教士伍约

翰（又译伍柏莱、吴伯瑞，John Woodberry）创办；在校期间，陈公

哲曾因踢球骨折过；后入健身球社做球员，并加入仁镜社；至

1909年，陈还在留美学校当过英文教员。在后来的回忆中，陈公

哲还明确指出，自己在仁镜社期间深受何剑吾的思想影响，

何剑吾乃广东近代著名教育家，著名的南武学堂就是由他

创办。他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毕生热爱体育运动，创办南

武也以德、智、体三育并重。民国期间很多体育界的广东籍名人

如许民辉等均毕业于该校。可想而知，陈公哲对于现代体育，以

及美国教会教育体制中的体育运动开展的情况自小就应有深刻

了解。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入华后，所采取的传播模式，以及所

取得的社会影响与效益，以陈公哲等人对身体练习的注意自然

应当非常清楚。
而精武会的另外一位创始人，陈铁生在《大精武主义》一文

中也曾明确指出，之所以号称“大精武主义”，是因为受美国总统

威尔逊影响，威尔逊有言“国际联盟是以美国曾经试验有效之联

盟制度推广于世界也”，而“美国全国教育会宣布战后教育之基

本计划，有奖励体育及有益游戏养成，健全国民之一条夫也，以

美国之强盛，体育之发达，犹为是言”，这是因为“欧美之强盛，道

在体育”。所以，“岁庚戍霍元甲先生发大声于海上，创立精武体

育会在闸北王家宅”。
其次，经历庚子拳乱之后，武术一直承受巨大的社会负面压

力。陈公哲等深知庚子拳乱后推动民族体育形式的艰难，因为

“‘拳术’二字之引起世界人士之不良印象者，时当满清光绪二十

六年，即公元 1900 年，义和团起事于天津。传授团员以拳棒符

咒，谓能避枪炮子弹，此种现象深印于士大夫及外人脑中，以为

凡练习拳捧者，皆为拳匪余孽，有识之士，莫不退避三舍。丁此时

期，提倡武术，其难可知。”
而精武会寄希望以武术这一已经被许多人否定了的“土体

育”形式来达成强国强种的大计，则需要在包装和推广上有符合

当时社会潮流和认识趋向的形式。为此，精武会作出的第一个举

措就是将组织更名为“精武体育会”。
“盖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为适应环境，赶

上时代，余于精武之号召以体育领先。意即体魄之不健全，曷足

以言智育；智育之不健全，曷足以言德育。躯殻者实为载智、载德

之功具也，故余有‘体育万能’之警句，以为精武标语”。
然后在形式上采纳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一当时在上海颇受青

年人和社会上层追捧的新鲜运作模式。同时，精武会尽管主推武

术，但同时也提倡西洋体育，他们在会所中同样开设篮球、足球、
台球、自行车、溜冰等西方体育项目；而且在身体练习以外，还提

倡国乐，尤其推崇粤调，以及各种西方音乐和乐器。这一举措无

疑也是明智的。
如此新旧调和，既满足了组织自身立足传统的需要，也顺应

了青年人追赶时尚的热潮，这是非常具有战略头脑的一步险棋，

若有闪失，便会从“土洋结合”跌入“不土不洋”的窘境。所以，在

推出所谓“精武精神”之时，精武会特别强调了“精武之真精神”
就是“克己也, 平等也, 博爱也, 儒佛耶之真精神也”。而陈公哲

在文中表示“余欲行之主义藉精武之建立, 以表现之, 无以名之,
姑名之曰‘精武主义’”。貌似轻松，但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

决定，是对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基础，养成“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现代西方教育思想进行了一次中国式的包装。
3 结语

20 世纪初期，共和虽立，但万事待举、百废待兴。整个国家

与社会的发展急需大量人才、物质的支持与协助。社会团体在此

时期的勃兴恰好是社会对有限资源进行整合所自然产生的理性

选择。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社团大都集中在沿海港口

城市周遭。这些地方开放早，得风气之先，较多接触了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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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eritage and Protection of the Sports Culture of the 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Program to Develop Border Areas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Taking Jingxi County of Guangxi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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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work etc, exhuming and arranging the sports culture
resources of Jingxi County of Baise, Guangxi in southwest border area of China, for showing uniqu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resources of this border area on the program to develop border areas and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ynamic integrity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specif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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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上接第 67 页）

[4]常保臣．论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与整理[J]．郧阳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2005（3）．
[5]胡 敏．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J]．湘潭

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1）．
[6]陈永辉，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

体育文化的保护[J]．体育学刊，2009（5）．
[7]陈永辉，白晋湘．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整理与编目

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3）．
[8]李 刚，张学政，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湛江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探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

和近代社团的观念，并逐一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要据

点。
另外一个方面，社会发展的不稳定，特别是随着 1914 年袁

世凯政府的终结，以及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都促使民间社团不

得不承担起城市发展相当部分的公共职能服务。这一点在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最为突出。

如基督教青年会以及精武体育会这样数量众多的民国民间

社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不足。
而精武会通过对青年会办会经验的借鉴，使其自身的发展获得

巨大动力。同时，在社团宗旨与运作模式上的本土化，又创新的

使精武会在文化感官上成功地被塑造为一个本土化程度很高的

社会团体，这也导致其民族主义的发展目标顺利在发展中与市

民达成共识。使原本单纯的社会活动参与转化谋求国家独立富

强的爱国主义行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点也成为在本质

上使其与青年会之间产生显著性差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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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ference Role of Chinese Sport Comm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Sport Communities in China

Ma Lianzhen
（Sport Science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Jingwu Assoc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port communities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comparisons,
there are evidences showing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Jingwu's operation and founding structure with YMCA's, which
indicates its imitation to YMCA's running in China. Jingwu's success in this not only rewarded back by becoming the
biggest Wushu community then, but also contributed in the domesticalization of western social community ideas and
actions in China. The paper devotes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further research for the sport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Jingwu association YMCA sport community domesti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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