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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视野中的体育与生命之关系

翟　林　陈　剑　谭好哲

[摘　要] 人是三重生命的统一体 ,即生物生命 、精神生命 、社会生命的统一 。美是人的生

命活力的表现。体育对人的生命之美有极大的激发和促成作用 。体育通过各种运动形式对人

的三重生命进行激发和磨练 ,增强了人的生命力 。而人的三重生命的充分发展必然会表现出

生命的美的光辉 ,最终走向人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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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运动来保持活力 ,体育对人的生命力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 。探讨体育与生命的关系是

一项有深刻现实意义的课题。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以

往的这些研究大都是从体育学的角度来探讨的 ,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体育运动技术层面 。而将体育与生

命的关系放在生命美学的视野下进行研究 ,用哲学的逻辑的方法从美学的角度探寻体育与生命之美 ,在

学界还鲜而有之 。本文仅就此阐述一点个人见解 。

(一)人的三重生命

生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国家对这一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 。

在中国 ,儒家对生命的阐释比较具有系统性。儒家认为 ,从生命的产生来说 ,宇宙之秩序 、万物之生

长皆是“天命”所赋。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1]
(第 187-188 页)在对待生与死

的态度上 ,儒家的观点是“乐生哀死” ,即对于生是欣喜与珍惜的 ,对于死是难以接受 、悲痛不已的。《论

语》载:“颜渊死 。”子曰:“噫!天丧予 !天丧予 !” [ 1](第 112 页)同时 ,在生命价值的体现上 ,儒家追求的是

精神的不朽 ,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1](第 166 页)。与儒家不同 ,道家从更为基本的层面上来阐释生

命。道家认为 ,生命以“气”为根本 ,是形(精)、气 、神三者的和谐统一 。《道德经》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

乎?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 2]
(第 96 页)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 3]
(第 165 页)精气

是物质的形体 ,神是精气的作用或一种更为精细的精气 。这几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人的生命。

在西方 ,关于生命的阐释更加丰富多彩。黑格尔把生命看作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 ,是活生生的有机

整体 。根据有机整体性程度的差别 ,黑格尔把生命分为自在的生命 、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三种形

式。这三种生命形式是直线发展的关系 。尼采认为 ,生命始终是一个整体性范畴 ,精神与肉体 、意识与

本能 、理性与感性等二元要素在生命中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其中 ,肉体 、本能 、感性等生理性要素是

这个统一体的基础。同时 ,生命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存在……除`生命' 而外 ,我们没有别的关

于存在的观念”[ 4](第 186 页),也就是说 ,某些已经死亡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 。狄尔泰的“生命”概念是指

处于相互联系中构成社会历史文化的人类个体的精神生命 。个体的希望与恐惧 、思想与行动 、人类所创

造的各种制度以及法律 、宗教 、艺术和哲学思想 ,都是生命的部分 ,都从不同方面表现了生命。这样的生

命与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的精神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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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历史上生命内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 ,生命是一个多层面的统一体 ,它具有物质性 、精

神性 、社会历史性等多重因素 ,我们界定人的生命内涵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美学家封孝伦先生在

其《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中提出的三重生命说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的生命内涵提供了完整的阐释:

1.生物生命。人首先是一个生物生命 ,是通过生物进化从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发展而来的。在地球刚

刚诞生的时候 ,它本身包含的各种元素通过各种化合作用产生出具有再生能力的微生物 ,这是地球上最原

始的生命。这种生命一经诞生便开始进化 ,从简单到复杂 ,从水中到陆地 ,从低级到高级 ,一步一步地发展

起来。人就是在这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步产生出来的高级动物 。作为一个肉体性的存在 ,他首要的目的

是生存 ,是使其强壮并富有活力。除此之外 ,人类还通过繁衍和不断进化来进一步强化其肉体性存在的空

间和时间。没有繁衍 ,人类早已灭绝;没有进化 ,人就不能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 ,同样不会长久 。

2.精神生命。封孝伦先生指出 ,精神生命是指在精神时空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它包含三大要素:

(1)人物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和以自己为核心的人物群。这里的人物除了当事人自己别人难以知道 ,只是作

为精神的 ,被当事人自己感觉到。(2)精神时空即人类通过大脑活动构建的想象时空 ,这是精神生命存在

与活动的地点与方式 ,没有精神时空 ,精神生命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3)满足生命愿望的生命活动在精

神时空中的人物。如果没有满足愿望的活动就如同现实僵尸一样没有生命 。”[ 5](第 102 页)精神生命对生物

生命有极大的补充和稳定作用。它可以为人们设立奋斗的目标 ,支持人们去探索更新更有效的生存方式

和生存空间 。“精神生命是人类生命的第二次升华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之一。”
[ 5]
(第 106页)

3.社会生命 。一个人在生存过程中如果对人类毫无影响 ,当他的生物生命结束后就会永远消失。

只有那些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才会永远地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活在世世代代人们心里的

生命就是社会生命。社会生命的产生有其社会学的原因。“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器官 ,作为社会机器上

的一个零件而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的价值似乎消失在社会这个整体之中。于是人感到自己的无足

轻重 、价值失落 、可有可无 。” [ 5](第 126 页)在这种情况下 , “社会用社会生命来激励和褒奖个体生命。当

你作为社会的细胞积极工作 ,并且做出重大的贡献之后 ,就能成为自己而永远存在 。 ……因此 ,社会生

命的存在对人类社会来说 ,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 ,它激励人们着力去思考和解决关于

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 。生命的进化通过社会生命的方式 ,得到一次更为夺目的辉煌 。” [ 5](第 127 页)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在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 ,生命美学作为一个重要美学流派开始崛

起 ,它在理论阐释中提出的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备受关注 。将生命与美联系起来 ,从生命的角度来探讨美

的各种问题是生命美学的主要宗旨 。潘知常先生“从作为人类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
[ 6]
(第 53 页)的

维度开辟了生命美学研究的空间。在生命美学对美之本源考察的基础上 ,经过对各种美的现象的分析

和感悟 ,我们认为 ,创造美的过程就是生命活力展示的过程 ,鉴赏美的过程便是体味生命活力与其自然

形态的过程 ,美就是生命活力的表现。

生命必须具有活力才会有意义 。尼采说 ,生命的基本规定是自我肯定 ,即使生命成为生命 、持续为

生命 。生命欲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追求强盛 、丰盈 ,换句话说 ,生命在存在的过程中 ,它追求的最终目标

是生命活力 。这种活力的外在表现就是美 ,不论它表现在人的生物生命之中 ,还是精神生命之中。同

样 ,无论是生物生命 、精神生命还是社会生命 ,只要表现出生命的活力 ,它就具有美的品质。同时 ,由于

生命追求的是生命活力的高扬 ,对美的追求就成为生命的必然要求。

(二)体育与生命之美

将体育引入到对生命的探讨之中 ,无论是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体育 ,还是更深入地理解生命都大有

益处 。美是生命活力的表现 ,而体育在激发 、促进和表现人的生命活力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体育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的对象是人类自身 。它通过人身体的运动来强化人的

身体状态 ,以满足和适应社会及个人的需要。在体育活动中 ,运动是体育特有的手段 ,也是体育区别于

人类其他活动的主要标志 。

体育由若干部分组成 ,不同的部分又各自具有不同的质 ,它们共同构成了体育的本质。从主要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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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体育包括两个最基本的部分:一是作为体育的方式 、手段的运动部分;另一个则是运用这种手段方式

来实现社会所规定的体育的目的的部分。”
[ 7]
(第 73 页)这种双重结构使体育具有双重的质:一个是运动方面

的质;另一个是运动和社会相联系所表现出的质。前一种质主要表现在运动能改变人的身体的自然属性 ,

我们称之为“自然质” ;后一种质主要表现在体育运动所达到的一定社会目的和效果上 ,我们称之为“社会

质” 。“体育的自然质是通过人体运动来表现的 ,研究这种自然质就是要把从事运动的主体———人作为生

物学上的个体来看待 ,揭示运动对人体的作用 、功效 ,即人和运动的关系以及运动的技术原理。 ……但是 ,

运动本身不能回答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出对它的需要 ,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种需要 ,以及这种运动手段

在社会发展中将起到何种社会作用 ,达到何种目的 ,并如何才能得到发展等问题 。所有这些都只能通过体

育的社会质来予以说明。”
[ 7]
(第 74页)体育的自然质主要由运动和人的身体自然的关系来决定 ,而其社会质

主要由体育和社会的关系来决定 ,它使体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因此 ,体育的本质就是由其自然质和

社会质相互结合 、联系来决定的。在此基础上 ,我们认为 ,“体育是根据社会需要 ,以运动作为主要手段 ,通

过对人的培养来达到社会目的的一种实践活动”
[ 7]
(第 75页)。

1.体育与生物生命之美。体育运动首先是对人体的内环境加以改善 ,它能全面发展人的体能 ,使人

体的体能素质得到提高 ,机体的适应能力得到加强 。这种改善的结果就是使人产生出旺盛的生物生命

力 ,直接表现就是人体外型的美。通过体育运动 ,人的身姿变得挺拔 ,胸背部肌肉的体积逐渐增加 ,腰腹

间沉积的多余脂肪得以消除 ,胸 、臀部变得丰满而富有曲线 ,人的体质 、容貌 、身材 、皮肤 、毛发等方面都

出现令人悦目的形状和优美的姿态 。同时 ,人的这种旺盛的生物生命力也表现在体育活动 ,特别是体育

竞技之中 。在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中 ,艺术体操 、花样滑冰 、花样游泳等会给人一种形式上的美;铅球 、摔

跤等运动项目则会让人体会到一种力的美。无论是形式的美还是力的美 ,其本质都是人的旺盛生命力

的体现。所以说 ,体育活动是人体生物生命力的展现场所 ,它本身就是人的生物生命之美的一种形式。

体育激发和促进了人的生物生命之美 ,而生物生命之美也在体育活动中得到完美的展现 。

另外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 ,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人的体质与精

神都大有益处。体育通过增强人的体质 、增进人体的机能 ,加强了人的生命活力 ,最大程度地促使人发

挥生理 、精神 、情绪和社会潜力 ,最终结果是改进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进使其生命质

量得以提高 ,对自身的感受力得以增强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人的审美感受力 ,提升了人的审美境界。

这是体育激发人的生物生命之美的另一层面的解释。

2.体育与精神生命之美。体育运动不仅对增强体质 、提高机体活动能力和发掘人的潜力有极为明

显的作用 ,而且对调节人的心理 、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保持人们健康的精神状态和培养优秀品质也有着

极为明显的作用 。体育运动能够使人从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 ,使情绪得到平衡 ,达到精神上的宁静与平

和 ,也可以锻炼人的思维 ,使人变得思维敏捷思路清晰 。比如棋类运动 ,可以让人的头脑更加灵活 ,思维

更加全面 。同时 ,体育运动能够磨练人的意志 ,培养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比如登山运动 ,可以让人

体会到生存的艰难 ,从而变得刚毅 。这些都可以使人的精神生命更加富有活力 。

和生物生命力一样 ,人的精神生命力也体现在体育活动中。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在观看体育比

赛的时候 ,最感动我们的常常不是得到冠军的运动员 ,而是那些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向失败屈服的

运动员。虽然他们失败了 ,但他们的精神让我们为之叹服。运动员阿赫瓦里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 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 ,来自坦桑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阿赫瓦里在跑出不到 5公里后 ,因碰撞

而摔倒 ,导致膝盖受伤 、肩部脱臼 ,但他并未就此退出比赛 ,而是一瘸一拐地继续向终点跑去。当他到达

终点的时候 ,离上一个选手到达终点的时间已经过去快两个小时了。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阿赫瓦里拖

着伤腿 ,顶着满天的星星 ,“跑”入专门为他打开灯光的阿兹特克体育场 ,一码一码蹭到了终点线 。看到

这一幕 ,很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全场观众自发起立为他鼓掌。他受到了远比冠军更隆重的礼遇。在这

一事件中 ,人们看到的是阿赫瓦里坚韧不屈的意志 ,体会的是他精神生命力的强大。

3.体育与社会生命之美。原则上说 ,每个人都有社会生命 ,却不一定有社会生命之美 。一个人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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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命之美与他对人类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人对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成果上 。这个成果可以是

有形有限的 、可见的成果 ,比如一项发明 、一本专著 ,也可以是无形无限的永远存在的巨大影响 ,比如一

种精神 、一个思想 、一种态度等等。体育在促进人的社会生命之美方面具有巨大的功效 ,它不但能磨练

人的精神 ,还可以激发人们强大的生命力 ,使之持久地存在 。

(三)体育 、生命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充分统一的发展 ,是人的才能和志趣的多方面发展 ,是人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全面发展的人就是获得完全解放的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

在生命的基础上 ,从生命的角度阐述人的全面发展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前文已述 ,人有三

重生命 ,只有这三重生命都获得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换句话说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三重

生命的最大限度的发展。所以 ,生命之美的迸发也就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 。生命之美的产生过程和人

的全面发展过程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他的生命必然是美的;一个拥有生命之美的人 ,

他必然正走在通往全面发展的道路上。

体育通过对人的生物生命 、精神生命 、社会生命的锻炼和磨练使人的三重生命变得完善 、充满活力 ,

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美是人的生命力的外在表现。体育使人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和充盈 ,极大地激发和促成了人的生命之美;同时 ,人对生命之美的追求 ,又使体育本身获得极大发展 ,

体育活动成为人展示生命之美的重要途径和场所 。另外 ,体育 、生命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体育通过各种运动形式 ,对人的三重生命进行激发和磨练 ,增强了它们的

生命力。人的三重生命的充分发展 ,必然会表现出生命的美 ,最终是走向的人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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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ople are t riple-life uni ty , that is , biological life , spiritual life , social life' s unity.The

beauty is the performance of energy of the people' s life.Sports plays a great role in stimulating and

facilitating the beauty of people' s life.Sports can enhance the people' s life through varied forms.This will

certainly show the glorious beauty of life , and people are finally moving tow ar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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