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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体育扮演着重要角色。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关联度越来越大，成为
蔚为大观的文明现象。
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载体，一种财富基石。
体育事业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以人为本的事业。
重视体育、发展体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
健康是小康生活的前提，是事业发展的依托，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体育是获得健康的最积极有效的
途径之一。
体育不仅塑造人健康的体魄，而且更培养人健全的精神，并通过对人的全面塑造，对社会产生积极而
重大的影响。
2006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体育大学演讲时说：“通过体育运动，我们能够培养青年人传统
的人文价值，这不仅能塑造他们的内在品格，更有助于构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
”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也有一句名言：“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体育、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共识。
体育同时也是一门科学。
它具有特定的发展规律和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工作体系、科学构
架和战略策略，特色和个性十分鲜明。
值此北京奥运会向我们走来之际，由四川省体育局和四川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牵头组织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撰写的《体育新视角》丛书即将正式出版。
这是献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厚礼，是实践人文奥运理念的具体行动，同时也是体育理论界借北京奥运
会的东风，进一步加强体育理论研究、努力发展体育理论成果的思想结晶，对于指导新时期体育事业
的发展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体育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体育工作的要求，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体育事业必将面临一系列崭新的机遇和
挑战，体育事业呼唤着更加坚实的科学理论指导和支撑。
体育理论界要紧紧抓住机遇，勇敢迎接挑战，继续解放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高
我国体育科学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指导体育实践的能力，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理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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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新视角丛书：体育权利论》从体育全球化、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弱势群体、大众传媒这
五个视角出发，探讨体育权利的问题。
在体育全球化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传统体育地位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从整
体来看，体育全球化压缩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生存、发展权。
在竞技体育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业运动员和“体育童工”的受教育和就业权成为国际体育界
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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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现儒家核心思想的著作《大学》以“物格，而后至知；至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为纲领。
“修身”之前的“格物”、“至知”等，是“修身”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修身”之后的“齐家”、
“治国”、“平天下”，是“修身”以至于“止善”的方式和途径，目的是“止于至善”。
可见，在以“止于至善”、“内圣外王”（“内圣”即个人德行修为达到至高的境界，“外王”即是
在修养成功的基础上发挥个体的作用，贡献社会）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秩序似乎
更多地寄予个人的德行修养，个人的行为及思想则更多的是受道德教化和宗法力量的约束。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在伦理社会，既仿佛一切都是此一人对彼一人之事，社会秩序条理寄于各人
之私德，私德遂为其所注重。
似此注重私德之教化，即是上而国家政府下而乡里自治所有事，中国人的自由大半断送于其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实为递进关系，本末一贯，而以修身为本
。
“修身由己不由人，这即是中国的人权。
家不齐，非家人不当；国不治，非国人之不当。
乃不齐之、不治之、不平之是自身之道不当，过不在人，而在己，不能以己志不得归罪他人，这即是
中国人尊尚人权之大义所在”。
中国文化中缺乏西方那样的与他人分立的、绝对的个体人概念。
儒家思想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篇）即是说自己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帮助他人生存与发展，不能以牺牲他人
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如不帮助别人先达到完美，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完美状态。
对于中国人来说，尽义务在先，得利益在后，获得利益的前提条件是给予他人利益，个人地位在儒家
伦理道德体系中被弱化。
儒家提倡“中庸”，子思作《中庸》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孔子曾赞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过犹不及”即中庸思想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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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编写工作于2007年初开始启动，2007年11月基本完稿。
在此，由衷地感谢为本书的撰写提供过帮助的专家和学者。
特别感谢英国拉夫堡大学英·亨利（La n He r ry）教授的鼎立协助，他在本书的提纲设计阶段提供了
宝贵意见和大量文献资料。
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的谭华教授为本书的框架设计提供的宝贵建议以及为本书提出的诸多中肯的修改意
见。
感谢华南师范大学胡小明教授在本书创作阶段为我们提供的热情帮助和建议。
感谢《体育新视角》丛书编委会的张超慧、韩海军为本书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以及认真而负责的编辑
工作。
感谢张宁、杜海莉在翻译材料方面为本书所做的细致工作。
本书希望通过作者的思考，为体育权利相关问题的研究抛砖引玉。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恳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及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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