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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造像体育遗迹与体育文化关系研究

徐泉森

(重庆文理学院 体育学院, 重庆 永川 402160)

摘  要  我国的石刻造像中有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历史遗迹 , 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发

现: 石刻造像与体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石刻造像是古代体育遗迹的重要载体。对石刻造像体育遗迹的

研究可以规范古代体育研究手段, 石刻造像上所表现出的体育内容可以增强现今的体育文化归属感与保持

当今我国体育文化的多元性。而对石刻造像进行体育文化元素分析, 既能拓宽石刻造像研究领域, 同时又

是对古代体育文化的一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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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ck Carving Statues and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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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lots o f histor ical sites related to spor ts in Chinese rock carving statures. A fter deep research on

them through document literatures and other methods, it. s found that rock carving stature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ports culture. Rock carv ing statures are the important carr iers of ancient sports remains. Study of rock car ving

statues and sports culture can regular ize the r esearch techniques of ancient sports, and the sports contents show ed by

rock carving statues can enhance t he sense of belong ing specific to current sports culture and maintain the diversity of

current sports culture in our country. The analysis of sports cultur al elements of rock carv ing statues can not only ex-

pand the resear ch field of rock carving statues but also enrich ancient spor ts cultu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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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项目是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属于中

国的体育文化就显现在了中国古代体育之中。石刻

造像记录了包括社会生活、生产劳作、军事战争、

宗教活动等反映当时历史的重要信息。在我国分布

极广的石刻造像中, 包含了大量体育元素遗迹。这

些遗迹是对当时古代体育现状的一个重要反映。石

刻造像距今有几千年的历史, 上面记录的体育信息

属于按照年代划分, 都归属于古代体育项目。古代

体育项目可以划分为汉民族体育、少数民族体育、

民俗体育等, 总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所以石刻造像

的体育项目可以统称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又是古代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我国一些传统的、民族的古代体育项目生存空间

逐渐趋于狭窄, 甚至濒临消亡的情况下对石刻造像

中的体育遗迹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对石刻造像体育文化遗迹研究规范
了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手段

  研究石刻造像要采用多种手段的研究方法, 其

最为具体的就是 /四重证据法0。四重证据法第一
重证据为史料对该事物的记载, 也就是史书文字上

的对一件事务的叙述。第二重证据为出土的文物,

与研究事物有关的出的文物, 都可以看为第二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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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三重证据为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

四重证据就是图像叙述和实物的叙事。以四重证据

法的角度进行分析来看, 现在对于古代体育的研究

现今只处于前三重证据的论证。研究古代体育大多

从一些史料文字的叙述入手, 一些书籍中文字叙述

了一种体育项目开展的方式。研究者通过文字的表

述对当时的体育项目进行了整理。通过出土文物对

古代体育进行研究考证被认为是现今最为流行, 也

最为具有说服力的。湖南马王堆古墓中出土的汉代

气功健身图, 就有力地验证了古代导引术的存在,

而通过这些出土的导引健身图, 当今的一些专家学

者进行了复原, 创造出了马王堆导引术, 丰富了我

国健身气功的体系。从第三重证据, 民俗文物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来说, 现今我国的古代体育已经进行

了初步研究, 因为古代体育许多属于民俗体育范

畴, 所以古代体育的研究已经从民俗角度进行了入

手, 第四重证据是对于图像进行分析, 对于现今研

究古代体育的领域来说, 这还是空白阶段。所以对

于石刻中的体育造像研究, 可以看成是一种图像性

的研究。这极大丰富了古代体育的研究领域与研究

深度。以四重证据法对例如研究古代的摔跤运动,

从典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关于摔跤的文描述, 在众

多出土文物之中, 也有关于摔跤的文物出土, 比如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角抵泥人等。而民俗事物中, 关

于摔跤的记载更多。在石刻中, 关于与摔跤的类似

的角力的造像就数不胜数。几乎我国每个地区的石

刻造像群都有关于摔跤的图像记载[ 1]。关于摔跤的

图像, 是对前三重的证据的一个总结与归纳。石刻

图像, 是对于前三种证据的一个总结一个印证。石

刻, 是一种固定在某一区域, 不能产生位移的事

物。在巴蜀之地, 众多造像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的摩

崖石刻, 这些石刻所表现出来的内容被改变性较

小, 能原汁原味地把当时的情景展现在今天人们的

面前[ 2]。

2  石刻造像的体育元素能增强传统体
育文化的归属感

  石刻造像是一种直观的事物, 人们可以从肉眼

就可以观察得到。这可以给人一种直接的视觉冲击

感, 这种视觉直观的的冲击比起无形文化的传播更

有效果。现今的青年人缺少的就是一种体育文化认

同。我们国家现属于自己本原的体育文化其生存空

间已经十分狭小, 随时有着被西方体育文化馋食的

危险。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对于

传统体育缺乏一种传承,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传统体

育只有武术与摔跤等一些常见的项目, 但是也都经

过竞技化改造成为了现代体育的一部分。这种情况

下, 使得我们这个世界体育大国很难找到我们属于

自己国家的体育文化[ 3]。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找

到一种属于我们本原的体育文化形态。石刻造像中

的体育元素, 可以说是带有 /血统纯正0 的中华民

族体育项目, 是未经任何外来文化改变而渗透的。

通过一些方法把石刻造像上的体育活动进行活态传

承, 把其体育内容与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进行复原展

现在现代人的面前。这样使人们直观了解那个时期

的体育形态, 从而通过形态认知, 产生文化影响。

让现代的人们了解到我国优秀的体育文化的内涵与

辉煌, 从而提升人们体育的文化归属感。

3  石刻造像是研究古代体育文化的重
要载体

  石刻造像上的体育遗迹, 是古代体育的活化

石。石刻造像中有许多表现体育方面的文化元素在

其中, 因为石刻造像是记录历史发展, 反映了当时

社会生活模式, 意识形态。石刻造像可以说是一种

对当时社会的写照。古代时期, 体育活动极为发

展, 特别是摔跤运动, 石刻造像有许多关于古代摔

跤表现, 这些对于摔跤的刻画说明了当时中国古代

的摔跤之盛行, 这些石刻造像也跨越千年的传递给

今天的我们一种文化的信号, 通过这些石刻造像所

反映出的信息,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体育的形态,

为我们研究古代体育提供了一个十分有效的载体。

这种载体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代替的。石刻造像中的

体育内容虽然凝固是的, 却是历史文化的一种折

射。这使得几千年后, 我们可以通过石刻造像来了

解当时的体育与当时的文化。通过石刻造像的年代

分析, 查阅关于那个年代的资料, 可以从一个侧面

了解石刻造像中所表现出的体育文化意蕴。石刻造

像为研究古代体育, 甚至是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平台。

4  研究石刻造像体育遗迹可以保持体
育文化的多元发展

  现在我国的体育文化是一种濒危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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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840年开始,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在与以现代

科学为主要基础的西方体育对抗过程处于 /完败0
的状态。使得民族体育几乎被抛弃。1949 年新中

国成立后, 国家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给予了高度的重

视与保护, 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传承与发

展, 但是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日益强盛, 国家的工

作重心逐渐偏向了西方竞技体育, 以在比赛场上夺

取金牌为最主要的目的。可以说现今我国的体育文

化处于断层的时期, 因为现今缺乏对于传统体育的

认同, 是全盘西化的了体育行为的反映。在健身社

区里, 公园里、学校里、专业训练场里看到的都从

事西方体育项目, 这些体育项目已经深入人心。而

传统体育却渐渐被遗落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久而久

之的潜移默化, 传统体育文化被人们所遗忘[ 5]。所

以说, 现今我国的体育文化是一种接近于一元化的

西方体育文化, 而属于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体育文化

正处于被馋食的高度危险时期。近年来, 随着我国

国家硬实力基石已经稳固, 国家已经把工作的重心

转移到了软实力的建设之上, 特别是文化软实力一

部分。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 所以现今在各个领域都呼吁着传统文化的回

归, 特别是承载了巨大传统文化价值的古代体育。

石刻造像中的所表现出的体育文化气息是一种纯中

国式的文化, 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也就是古代体

育文化。研究者可以通过石刻造像中的体育遗迹,

利用多种的方法对其进行复原, 把这种项目与其自

身所蕴含的文化活态化并传承下来, 把古代的体育

文明与今天的体育文化进行衔接, 使古代传统体育

文化得以延续。古代体育文化的重新崛起与被人们

的认可, 可以为今天已经孱弱的传统体育文化提供

一个有力的支撑, 增强本土体育文化的竞争力, 为

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扩展更大的生存空间, 从而使

我国已经接近一元的西方体育文化向着带有传统文

化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5  石刻造像体育遗迹是对中国古代体
育的一种还原

  石刻造像是对于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一种延

续。它能把几千年以前体育的形态展现给我们。古

代体育距离我们年代遥远, 有些体育项目, 我们只

能在传说与典籍中才能找到其身影, 石刻造像所表

现的一些体育项目在今天早已绝迹。因为石刻造像

特别是巴蜀之地的造像多属于摩崖石刻, 在悬崖峭

壁之上, 虽然受到风雨侵蚀, 但是人为很难对其破

坏。所以石刻造像对一门事物记录之完好, 是任何

形式都不能代替的。因为这一特殊的原因, 石刻造

像之中展现了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古代体育项目与古

代体育的铭文遗迹。这使得研究者可以利用石刻造

像这一特殊的载体对这些已经消失的体育项目重新

考证研究, 把一些不为人知的古代体育项目进行挖

掘与整理, 从而还原了我国古代体育的种类与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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