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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厘清近代西方体育在上海高校乃至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
史脉络，也可以从中发掘对当今中国高校体育社团发展有着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从上海体育组织的产生、发展、地位

和作用等方面，对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并从加强对外交流、发挥成员的民主性方面提出了对

中国高校体育社团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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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无论是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教会
学校，还是国人为“自强求富”而兴办的各式新兴学校，对

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推动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西方列强的强势侵入和国人的主

动学习而传入国内的近代西方体育，不但是国人图求“强

种强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近代中国各类学校的一个

重要学习内容。作为最早被迫开放的５个通商口岸之一
的上海，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学校，也正是在

这些高校体育组织的引领下，上海才成为近代西方体育

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主要阵地。研究近代上海高校体育

组织的发展历程，不仅可厘清近代西方体育在上海高校

乃至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从中发掘对当今

中国高校体育社团发展有着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

１　近代上海体育组织的产生
上海于１２９２年由镇升格为县至今已有７００余年的历

史，但上海能在江南这一经济和文化极其发达之地超越

其它城市，而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国际性大都市，除了与

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状况息息相关外，“真正起作用的还要

靠在舞台上活动的人，以及人赖以活动的体制、制度。对

上海来说，主要是两个因素，即租界和移民。”［１］可以说，

上海在近代中国地位的提升，其转折点在于１８４３年的上
海开埠，大量的国内和海外移民纷纷迁至上海，为这座城

市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１８４５年英国驻
上海领事巴富尔与清政府签订《土地章程》（Ｌ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并成立英租界后，“上海开始形成开放、宽容、吸收、
尊重竞争秩序和规则的海派文化”［２］。虽然租界给中国

人带来的最大象征是屈辱，但作为中西文化汇聚之地，

“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大多是先从上海

引进，在上海实验做出示范，然后再推广到全国。”［１］西方

体育所表现出的“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依据；有着较为

科学与完整的规程；具有较强的竞技性、趣味性与娱乐

性”［３］，与海派文化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使得近代西方体

育不仅很快就被上海这座城市所接受，也较为顺畅地得

以发展并传播至全国各地。在华西方侨民将西方近代体

育以消遣和娱乐行为展现在国人面前的同时，也常开展

一些刺激性的体育项目竞赛。在竞赛过程中，各种在华

西侨的体育组织也就应运而生。最早成立的是跑马总

会，于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年）由５位英国侨民发起成立。
随后，由在华西侨组织成立且较有名气的上海划船总会

（１８５９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１８６０年，亦称万国
体育会）、上海足球联合会（１９０２年）、西侨青年会（１９２０
年代）也先后成立。特别是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不

仅投资建设一些公共体育场，还资助了各种西侨体育团

体，推动了上海体育的发展［４］。

２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发展
２．１　高校校内体育组织的成立

虽然上海早在１８５０年就成立了体育组织，并对近代
上海乃至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起着引导和示范作用，但

由西方侨民发起的体育组织在成立之初排华行为十分明

显，租界的体育组织只对西方侨民开放，不接纳华人加

入，甚至禁止华人进入租界的运动场所进行体育活动。

因此，即便上海租界早就开展了各项体育活动，并成立了

多个体育组织，但华人却极少参与其中，“许多运动当时

属于西侨的生活方式。真正推动本土竞技体育的，则是

教会大学和青年会。”［５］

成立于１８７９年的圣约翰书院（１９０５年正式更名为圣
约翰大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先驱。虽该校

在成立之初由于缺少运动设施，任学生自由开展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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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１８８３年，“学校渐注重体育方面之设备，略购体育
用具。并买假枪五十枝，为兵操之用。”［６］并且该校在

１８９０年５月３０日举办的第一次田径运动会创中国体育
之先河，被众多中国体育史学人认定为“中国最早的体育

运动会、中国最早的学校运动会、中国最早的田径运动

会、中国最早的学校田径运动会”［７］。圣约翰书院在１８９８
年成立了学生体育会［８］，这应该是上海最早的高校体育

组织。学生体育会负责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举办班际比

赛。虽然书院的学生体育会是在美国教员的主持下成立

的，但圣约翰当时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华人，因而，学生

体育会主要是为华人学生服务的。此后，中西书院、南洋

公学（今交通大学）、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

也先后成立了学生体育会。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之后，
上海各高校学生会体育部陆续成为各校学生会中的二级

机构，负责平时组织校运动队外出比赛，学生会体育部逐

步替代了以前学生中自发组成的各类体育会［４］。

２．２　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作为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先驱的圣约翰书院是国内最

早开展足球活动的高校，在１８９５年便开展了足球运动，并
于１９０１年在学生体育会的组织下成立了足球队，人称
“约翰辫子军”。而南洋公学也在１９００年开展了足球运
动，并于１９０２年（旧历１９０１年１２月）成立足球队。圣约
翰书院主动邀战南洋公学队，进行了上海高校间第一次

足球比赛，南洋公学惨败。此后，两校约定每年举行主客

场二次赛事，直到１９２６年才结束，共持续了２５年［４］。两

校的足球赛事不仅是两校师生的节日，也成为上海的一

大盛事。“正式比赛的时候，南洋还要出动好几百人充当

啦啦队：敲锣打鼓，贴标语，结彩绸，甚至鸣放爆竹，煞有

介事。学校附近的居民，甚至浦东一带的球迷都过江赶

到徐家汇来观看比赛。”［９］因为有两校组织体育赛事的先

例，１９０４年４月２３日，苏州的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邀
请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中西书院（亦称林华书院）到苏

州进行４校田径邀请赛。在赛会上，东吴大学的美籍教
员司马德发起成立“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也称“四大

学体育联合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四校轮流举办运动会：

春夏之交比赛田径，冬季举行校际足球、网球比赛［１０］。这

一次的田径运动会虽然不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校际运动

会，但“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校

际体育组织。至１９０８年，中华大学联合体育会共举行了
５届田径赛。１９０９年，因南洋公学和中西书院的先后退
出，联合会不宣而散。

２．３　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
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是民国初期华东地区影响力较

大的高校体育组织。自中华大学联合体育会解体６年之
后，东吴大学再次举行华东高校田径邀请赛，到会高校还

有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沪江大学，南京的金陵

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在东吴大学司马德的倡议下，

于１９１４年５月１５日成立了“东华六大学校联合运动”，亦
称“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并由司马德任首届联合会负

责人。圣约翰书院获得联合会成立当年的田径锦标，而

南洋公学则获得在冬季举办的足球赛锦标。联合会在

１９１５年增加了棒球和网球项目的比赛，１９１６年增加了篮
球项目的比赛，而１９２５年排球也被纳入联合会的赛事之
中。联合会还分别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２年接纳了上海的复
旦大学和南京的东南大学加入。自此，联合会被社会统

称“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但《申报》亦称其为“东方

八大学运动会”）。不过，联合会以教会大学为主，历届负

责人也均由各高校外籍教师担纲，故联合会的事物多受

外国人钳制。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圣约翰大
学的５５２名师生不满学校当局对爱国师生的处罚行为，而
离校成立光华大学。交通大学在向联合会提出取消圣约

翰的会员资格被否决后，愤然退出联合会，随后复旦大学

也宣布退出。此时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已名存实

亡，并最终在１９２９年宣告正式解散。在联合会举办的５２
项次赛事中，上海高校共获得４１次锦标，其中圣约翰大
学２２次，交通大学 １３次，远超上海之外高校获得的锦
标数［４］。

２．４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经交通大学周家骐和复旦大学蒋湘青等人的倡导，退

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和新成立

的光华大学于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４日成立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５月即有上海的持志大学和中国公学加入。随后，上海的
暨南大学（１９２３～１９４１年间在上海办学）、大夏大学和南京
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陆续加

入。至１９２６年底，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共有９所会员高校。
１９３２年，中国公学因“一·二八”事变造成校舍被毁而被迫
退出后，江南大学体育协会仍保持有８所会员高校；１９３５
年，因南京大学生体育协会宣告成立，南京的国立中央大

学和金陵大学退出，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的会员高校减少为

６所。１９３６年，因成员全部为上海高校，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改组为上海大学体育协会，只是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迫

停止各项活动。协会成立当年，即组织了田赛、径赛、篮球

和棒球项目的赛事。协会在吸纳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国

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进入后，于１９２７年增加了网球、足
球、排球、越野跑和全能等项目的赛事，赛制也由１９２６年的
年度制改为学年制。至１９３６年，协会一共组织了１次年度
赛，１０次学年度赛。在１０个项目共计７０个冠军中，上海
高校不仅包揽游泳、棒球、径赛、足球项目的全部锦标，在

其它项目的赛事中也占有绝对优势。南京的国立中央大

学共获得９次锦标（其中田赛和越野跑各３次），而金陵大
学只获得１次锦标（网球）［４］。

３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３．１　推动了近代西方体育在上海的传播

近代西方体育首先是在华西侨以消遣和娱乐行为展

现在国人面前的，上海租界的各个体育组织在发展初期

不仅禁止华人入会，甚至不允许华人进入组织所属的体

育场所进行体育运动。正是在以圣约翰书院为首的教会

大学和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下，近代西方体育才在

上海得以推广。在这一推广过程中，首推其功的应是各

高校的校内学生体育会（或学生体育部）和高校间的体育

联合会。学生体育会不仅负责开展各类体育活动，还经

常举办班际比赛。在各高校学生体育会的推动下，近代

西方体育成为上海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

分；也是在高校学生体育会协助下，上海各高校的校级体

育赛事不仅得到各高校学生的关注，还成为整个上海社

会所关注的大事件。“每逢运动会，上海各处绅士来观

者，车马云集于门外。”［８］联合会举办的校际间体育赛事

更是观众如云，亦进一步扩大了西方体育在上海民众中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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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引领了近代上海体育竞赛体系的构建
成立于１９０４年的“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不仅是

近代上海最早的校际体育组织，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校

际体育组织。虽“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仅维持了不到

６年时间，但其５届田径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区
域性体育运动竞赛的开展，更是加速了近代中国竞赛体

系的建设步伐。“中华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宣告解体的第

二年，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

次体育同盟会”即在南京举行，并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中华

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而后，一些区域性体育组织相

继成立，如华北体育联合会（１９１３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
会（１９１４年）、华中体育联合会（１９２３年）。这些体育组织
的建立，不仅促成了民国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

协进会，１９２４年）的建立，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运动竞赛有
序化的发展，为中国近代体育竞赛体系、框架的构建创造

了条件”［１１］。

３．３　促进了近代上海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
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

高等教育水平也居全国前茅，“至民国时期，上海发展成

为全国的教育重镇。高等院校（２４所）名列全国第一，占
全国院校的 ２１．８％，而且在数量和学科设置上是全国最
多和最齐全的。”［１２］正因为如此，上海高校不仅是上海学

生的首选，对全国各地学生的吸引力也是非同一般。特

别是“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等体育组织的成员高校，为

了在校际或地区性竞赛中争取好成绩，进而提升本校的

声誉以吸引考生，可以给优秀运动员提供非常优厚的待

遇，吸引了全国各地有着体育特长的学生加入，进而促进

了近代上海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自清末至３０年代，
上海各大学比赛体现了上海最高的运动水平。上海参加

历届全运会的代表队，多数成员来自各大学。”［４］

３．４　提供了近代上海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平台
在１９０２年就开始校际间足球对抗赛的圣约翰大学和

交通大学，一直是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的领跑者。１９１０年
的民国第一届全运会上，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以３７分
和３４分的成绩分获学校联合组第一名和第二名；圣约翰
大学还包揽了网球比赛的前４名；黄灏（交通大学）则获
得个人总分第１［１３］。１９１３年２月，在马尼拉举办的第一
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所得的３６分中有２６分为圣约翰
大学的学生所得［８］。除了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外，近代华

东地区的高校体育组织，都有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

参与。也正是在这两所教会和公立大学代表的带领下，

上海高校体育组织构建了彼时期较为完善的体育竞赛体

系，为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创建了优质平台。不仅

培养了马约翰、黎宝骏、黄震、周家骐等体育专家，还输送

了陈宝球、陈镇和、郝春德、符保卢等优秀运动员，为上海

在全运会和远东运动会上获得佳绩奠定了基石。以上海

高校为主体的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协助远东运动会的竞

赛委员会举行赛事，联合选拔运动员以参加远东运动会，

更是开近代中国体育之先河。

４　启　示
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固然与

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其中也有对当今中国体

育发展仍有着借鉴意义之处。租界的设置带给中国的首

先是耻辱，但也使上海成为近代西方体育输入的前沿阵

地和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如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

斯所言，“文明的进步取决于提供给某个社会群体的向其

邻近群体学习经验的机会。该群体的发现会传播给其他

群体，且这种交往越多，学习的机会越大。换句话说，人

类发展水平不同的关键是易接近的程度。那些最有机会

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是最有可能处于领先地位

的。”［１４］近代上海高校体育组织正是在与外界的不断交

流之中，才成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主要

组织之一，同时又将民族传统体育推介给在沪西侨。其

次，秉承当时奥运体育业余性的精神，作为最早接触西方

体育之一的高校群体，成为优秀运动员培养和选拔的基

地。上海高校体育组织也是由各高校志愿结成，不具有

官方性质。“合则聚、分则散”，固然使上海高校体育组织

的发展经历了几次波折，但共同的愿望使得组织能齐心

协力推动高校乃至整个上海体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葛剑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Ｊ］．图书馆杂志，
２０１１（８）：９７－１０３．

［２］胡晓鸣．上海租界百年对城市发展的启示［Ｊ］．城市
规划，２００８，３２（１０）：５０－５４．

［３］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
国近代体育史［Ｍ］．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
社，１９８９．

［４］编篡委员会．上海体育志［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郎　静．近代体育在上海（１８４０－１９４９）［Ｍ］．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Ｊ］．档案与史学，１９９７（１）：
５－１４．

［７］王道杰，周明星，张晓义．１８９０年圣约翰书院运动会
史考［Ｊ］．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１１（１）：１４１－１４４．

［８］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１８７９－１９５２）［Ｍ］．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上海交大内的老图书馆秘境［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６－
０３）［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２０１０．ｑｑ．ｃｏｍ／ａ／
２０１００６０３／０００１５７．ｈｔｍ．

［１０］辉煌历程之东吴体育［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１－３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ｔｙｘｙ．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ＳｈｏｗＡ．
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４．

［１１］陈　刚．教会学校体育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
响［Ｊ］．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０７（６）：９３－９５．

［１２］金忠明，李本友．市民社会与上海近代“海派教育”［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５３－６０．

［１３］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中国近代体育史简
编［Ｍ］．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４］（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Ｍ］．吴象
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

（责任校对　罗　渊）

７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