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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京龙编著的《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以战国百家争鸣为基础，从中华传统体育精
神的构架基本动因和基本特征几个方面阐释了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基本构架，因之而丰富了中国体育
史研究的基本内涵。
在此基础上，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现代发展需要为立足点提出扬弃传统要真正弄懂传统，同时要认
真对待对外来文化的吸纳问题，既要扬弃传统也要兼容并蓄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建设中华体育精神体
系，推动中华民族体育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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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京龙，山东省淄博市人。
现为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享受山东理工大学高层次人才（二层次）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齐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出版著作有《齐国人本思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齐国威宣盛世》（山东文艺出版社）、《
齐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齐鲁书社）、《齐文化旅游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齐文化旅游丛
书》（中华书局）等。
在《体育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学刊》、《齐鲁学刊》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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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精神、体育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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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术思想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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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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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周灭商后，周天子分封天下，形成了诸侯国林立的局面，《左传》说，“昔武王克商，光
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荀子》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这样，按照文献的记载，从周代建国之初“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开始，到战国初期齐国田氏被
册封为诸侯，有周一代，究竟分封了多少诸侯国，至今也还是一个谜。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周代的诸侯封国，既有国土面积的大小之别，也有封国君主的爵位高低之分，还有诸如血缘关
系的亲疏和功勋大小、能力强弱的问题。
实际上，众多诸侯的分封，本身就是建立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大系统，而要保障和维持这样一个大系统
的正常运转，显然要比建立这样一个大系统难度还要大得多。
按照周礼的规定，这些诸侯都必须要听命于周王室的管辖，这便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根据。
整个西周时期，这一系统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固的，其中所依靠的根本性措施，就是宗法伦理下的礼乐
文化制度。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由于各诸侯国的长期独立发展，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明显差距和显著区别，突
出表现为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不同文化观念主导下产生的区域经济差异。
可以说，整个的周代，是地域文化异彩纷呈的时期，尤其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地域文化的发展更是
呈现出了一派日新月异的局面。
直到秦灭六国之后，这一局面才由于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而开始渐变。
 纵向上看，周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两条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轴心，支撑着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
来的延续与发展。
这两条文化轴心，一是礼乐文化，一是《易》学文化。
西周时期的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礼乐文化的基本观念，在西周时期已经深入人心
，根据张晓娟对于《诗经》的研究，周王室倡导的礼乐文化观念，在当时就已经渗透到了诸如“祭祀
”、“田猎与演武”、“宴饮”等社会各个层次的各个方面。
周代形成的礼乐文化，以其强大的社会渗透力，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恰如孔子所说
：“礼失而求诸野”，礼乐文化向社会基层的逐渐渗透，由此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人文
精神的凝聚，都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
礼乐文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政治层面上，易学则更多地反映了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影
响。
相传伏羲氏把蓍草反复排列，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形成了原始的“易”。
后来，经过周文王的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了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
周易》。
《周易》一书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它表达的基本理念却是西周乃至以前形成的天命思想，《周易
》的形成有着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
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
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连缀、互相渗透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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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国百家争鸣与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构架》开拓了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万世一系皆黄帝”的学
术视野，丰富了先秦体育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先秦体育思想史研究过程
中的一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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