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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文化学》的特点有三：一是从大家熟知的体育文化事实出发来阐明体育的基本精神与文化意义
；二是运用现代社会学、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讨论体育文化问题，特别是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
讨；三是把体育文化基础理论作为研究的重心，尽力在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体育理论层面有
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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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打马球 打马球又称击鞠，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棍击球的运动。
据传，马球运动源于波斯，经西藏传入中原；也有说是源于西藏，后经波斯传入中原；还有人认为是
源于汉代的蹴鞠运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马球运动最兴盛的时期。
唐代的皇帝大多爱好马球运动。
唐代马球运动所用的球是用质轻而坚韧的木材制成，大小与拳头相似，中间挖空，外面涂朱红色或绘
彩。
击球杆的顶端呈偃月形。
球场为长方形，或在球场的中间设一门，或在两边设两门。
门用木板制成，中间是直径1尺大小的洞，背后罩上网。
比赛人员分为两队，根据把球击进球门的次数多少计算胜负。
 女子马球始于唐代。
五代时，后蜀宫中也有女子马球运动，如蜀主孟昶宠爱的花蕊夫人的《宫词》中就有专门歌咏女子马
球队的：“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 北宋建立后，马球运动继续发展。
据《宋史·礼志》载，宋太宗时，为了使马球运动更好地发展，专门制定了马球运动的规则，内容包
括；东西两侧各设一门，并各派一人守门；有两人手持红旗，负责报告进球数目；马球比赛时，要于
两厢击鼓作乐，等等。
宋代宫中女子马球运动的规模更盛。
据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女子马球手身上的装束一如男子：“结束如男子，短顶
头巾，各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缎窄袍”。
 元朝的马球运动与唐宋时稍有不同，马球不是用坚木制成，而是用皮缝制成的软球。
在具体打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因球为软球，故水平高超的马球手在比赛时把球用击球棒挑起后，在
空中连续击打，然后直奔球门。
元人熊自得的《析津志》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击球者，今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先以一
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
而球子忽绰在球棒上，随马走如电，而球子终不附地。
力捷而熟娴者，以球子挑剔跳掷于虚空中，而终不离于球杖。
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
” 明代仍有马球运动，但记载不多。
到了清代，如同蹴鞠运动一样，马球运动逐渐衰落。
 现代马球运动源于欧洲，是英国人发明的，是现代国际大型比赛中的正式项目，但与中国古代的马球
运动有着较大的区别。
 3.木射 木射是在唐代流行的一项运动，又称“十五柱球戏”。
唐代的陆秉编有《木射图》一书，具体介绍了木射的活动方法和比赛规则。
木射通常在空间较大的室内进行，在场地的一端，并排竖立15个笋状的平底木柱，每个木柱上用红笔
或黑笔各写一字，其中10个分别用红笔写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另5个用
黑笔分别写上“傲、慢、佞、贪、滥”。
参赛者依次从场地的另一端向这些柱子滚动木球，击中写有红字的木柱者为赢，击中写有黑字的木柱
者为输。
融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于运动之中，这是木射这项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木射活动与今天的保龄球运动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保龄球也是用滚动的球来击倒远处的木柱的一项运动，只是在器具的具体形状和比赛规则等方面有些
不同：如保龄球用10个无字瓶状的木柱，这些木柱在场地的一端呈三角形排列，而不是木射时的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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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等。
保龄球与木射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呢？
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保龄球是木球活动的继承或发展。
即使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渊源关系，至少也说明世界人民在体育创造中的某种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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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文化学》追求的是与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心灵之间的沟通与对话。
只有“对话”与相互追问，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解答。
笔者是抱着认真负责与求学的态度来参与这个讨论与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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