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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人类在电脑网络及宇宙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驱使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飞

驰，发展之快令人瞠目。相较而言，过去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显得过于舒缓，以至渐渐

为人们所忽视或淡忘，当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大行其道的时候，人们还能享受传统美

食吗？当人们西服革履，身着时装出现在交际场合时，还推崇长袍马褂、草履布衣吗？当人

们居住在钢筋水泥构筑的楼厦丛林中，还怀念茅舍毡房吗？当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飞机

在天空翱翔、巨轮在海洋畅游的时候，人们还记得车马舟桥吗？当洲际导弹与反导防卫体系

相互对峙的时候，人们还会使用大刀长矛吗？当流行歌曲、电脑游戏、推特、微博风靡全球

的时候，人们还懂得琴棋书画吗？当“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迅猛发展的

时候，人们还记得古代奥林匹克的场景吗？这些所有逝去的东西，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却

很近。那些看似简陋、远离现代文明的生活，其实也充满了欢乐与情趣。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部丛书，就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揭开了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曾阐明了他对史学层次和功能的看法。黑格尔认为，历

史的第一层次是白描性历史，主要回答过去“是什么”；第二层次是反思性历史，主要回答

过去“为什么”；第三层次是哲学性历史，主要回答将来“干什么”。在黑格尔看来，历史

研究的层次越高，它的功能价值和时代意义也越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白描”是一切认

知和研究的基础。它不仅最广泛，最通俗，而且最具体、最形象、也最生动。“白描”是普

及的历史，它要求雅俗共赏，喜闻乐见。这部丛书，就是为广大青少年朋友所“白描”的。

知识性、趣味性和生动性是作者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丰富的人类发展足迹需要丰富的展现手段。以往人们对历史的描述多是单调手法和单一

层次的。从殷商甲骨到金石篆刻，从木牍竹简到笔墨书册，我们可统称之为雕刻的历史，或

“墨书”的历史。面对汗牛充栋的典籍，人们只能从史家的笔端，从字里行间想象和感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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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那激流奔荡的进程。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方方正正的汉字，却看不到如诗如画、可歌可泣

的场景。绘画和雕塑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又一方式，可称之为“描绘”的历史。但我们眼睛看

到的只是美术家的感悟之作，是艺术化的历史。它与真实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距离呢？近代科

学技术的创新，影像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忠实再现已逝的社会场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百余年来，人们留下了大量照片，真实反映了前辈们的日常生活。可称之为“拍摄”的历

史。然而这些实照或尘封于博物馆、像册，或零散于各种资料、报刊，普通读者很难一睹真

容，窥视全貌。“墨书”的历史似乎成为描述历史最为主要的模式。近年以来，窄范围、单

视角、小标题的“老熙片”题材已逐渐成为学人和出版界关注的热点，一些“连环画”式的

书册也接踵刊出。但是纵贯百余年，横辟多层面，集墨书、绘画、拍摄等手法于一身，图文

并茂的“多媒体”丛书却还少见。

这部丛书，就是我们基于上述理念奉献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真挚礼物。它具有广泛的适

应性；它谈古论今，顾盼多面，分门别类，详述概说，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知识性；它采用

多角度、多画面手法，因而更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捧书阅览，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先辈们百

余年来的日常生活，还能明了当今社会的发展根基，体味中华民族悠久而绚丽的文化传统，

凭添对生活的热爱，激发开拓进取的信心。

现在，我们郑重地将它推荐给热心的青少年朋友。也许它挂一漏万，难免瑕疵，但却是

我们心血的结晶。读者会评判它的优劣，市场会检验它的成败。我们能做的，唯有改进和期

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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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体育

体育是指为了增强体质和获得增强体质的技能而进

行的训练。中国古代没有“体育”一词，但把体质训练

寓于打猎、礼仪、舞蹈和军事技能以及休闲娱乐之中的

社会现象却由来已久，十分普遍。从现今考古发掘的文

物和相关的图文记载中，可以领略到我们的先辈为了增

强体质而开展的多样性、广泛性和独具民族特色的各项

活动的概貌。

其实，西方国家对体育的认识也是16～18世纪才趋

于一致的。身体健康有益于心智发展的理念得到认同。

因而于1799年在哥本哈根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健身

房，从而使获得强体质的技能训练和体育教育得以普遍

展开，蓬勃发展，进而极大地提高了西方国家国民的身

体素质。

战国时的《彩绘行图》，描绘了武士在疾驰的马车前奔跑的场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西汉反映龙舟竞渡的《龙舟竞渡铜鼓纹饰展开图》。（广西西林县普驮屯出土）

西汉模仿各种动物动作的导引图帛画。（局部）

　　唐代的《弈棋图绢画》，反映弈棋当时已相当流

行。（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反映五代时期射箭项目中的蹲射壁画。（莫高窟

第345窟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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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马球比赛图。

太原市崇善寺明朝的壁画反映枪术技击。

宋太祖蹴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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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青花瓷瓶反映当时丰富的拳术

套路。（中国体育博物馆藏）
清朝布达拉宫《游泳图壁画》，描绘了游泳者各种游泳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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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冰嬉图》，表现花样滑冰场面。

清朝的《拖床冰嬉图》，描绘冰上运动。 清朝的《双陆图》，描绘侍女玩双陆棋。（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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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调气练外丹图示》之一。

清朝《传统仕女绘风筝》。（山东潍坊风筝博物馆藏）

　　清朝《月曼清游册》之二，描绘一仕女在曲栏旁荡秋千，其

他仕女或坐或立观景。（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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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鸦片摧残了中国人的体质 

中国人体质急转直下，是西方列强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罪恶地

向中国走私鸦片，并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从

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导致了上至皇清国戚、高官显贵，八旗绿营兵

丁、下至庶民百姓，吸毒成瘾，不能自拔、使国运陷入万仞不拔的深

渊，使国人的体质遭五藏俱毁而不见血的摧残，自始蒙“东亚病夫”

的屈辱称呼。

“东亚病夫”一词源起于“东方病夫”。从现有资料看，“东

方病夫”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1896年，《伦敦学校岁报》有专文论

及“东方病夫”问题。同年10月17日由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字

林西报》转载。同年11月1日的第十四册《时务报》也转译了该文：

“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

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这是迄今为止“东方病夫”一

词的最早记载。

自《时务报》的译文刊出后，“东方病夫”一词便陆续在中国一

些报纸杂志中出现，并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国人逐渐把“病夫”与

中国国民体质联系起来。1901年7月，革命党人在东京出版的《国民

报》第3期和第4期接连发表《东方病人》和《历史上有名之尚武国》

等文，在论及西方和日本蔑称中国为“东方病夫”的同时，痛陈男吸

鸦片女缠足造成“种弱国贫兵窳”的恶果，呼吁中国人要奋发图强，

强国强种。1903年，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耻！耻！耻！你

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于

今，由头等国降为四等国呀！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

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由此文口气看来，当时中

国人被“外洋人”污蔑为“东方病夫”是很普遍的。

1908年，我国著名体育家徐一冰在接办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专门

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时，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

病夫’耻辱”作为“校训”。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因“东亚病夫”之称

而激起增强民族体质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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