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礼”在儒家礼乐活动
中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其所
承载的儒家道德理念。

首先是“勇”，早期的人类
文明都十分强调“勇敢”的德
性，孔子将“智”“仁”“勇”视为

“天下之达德”，这跟早期人类
严酷的生存环境有一定关系。

比如，《礼记·聘义》在介
绍“聘射之礼”时就点出这种
礼节所包含的“勇”的特质。

“聘义”是诸侯之间的通问修
好之礼，这种礼仪活动，“非
强有力者弗能行也”。因为
这种礼节要从天刚亮的时
候，持续到日暮，“故强有力
者，将以行礼也。酒清，人渴
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
敢食也；日莫人倦，齐庄正齐，
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
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
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
故谓之有行”。所以，聘射之
礼体现的是人的勇敢精神，在
和平时期，这些“勇敢强有力
者”主要用之于礼仪，而当战
乱时期，则要上阵作战，“用之
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
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
盛德”（《礼记·聘义》）。

“射”就其仪式本身，就
能展现一个君子的德行，《礼
记·射义》中说：“故射者，进
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
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
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
观德行矣。”射的仪式十分隆
重，其挺直的身体形态和内心
的专注，都是君子之仪表和内
心状态的写照。而持弓矢时
的审慎和沉稳才能让箭射中
目标，这个过程也是君子动
机和目标完美结合的体现。

《礼记·射义》甚至将“射
礼”的过程誉之为“仁之道”，
因为仁者必先正己，而射礼
也要求射者先正诸己，然后

才开始发射。如果射出的箭
不能射中目标，既不会怨外
在环境，也不会对胜过自己
的箭手心存怨念，而是首先
要反省自己什么环节没有准
备得当，这也与君子反求诸
己、不断内省的特质一致。

《礼记·射义》说：“射者，仁之
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
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
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
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
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
也君子。’”由此，射礼还是中
国古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方
式，既可以考察其社交能力，
也能从中观察其德行。

《中庸》里也有类似思想
的表述：“子曰：‘射有似乎君
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意思是若射不中目标，首先
是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是君
子之德性啊。

然而，射礼与顾拜旦所
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最为接
近的，是对于“竞争”和“谦
让”关系的描述，我们先来看

《论语·八佾》中的一句话：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
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
争也君子。’”按照朱熹在《四
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大射
之礼，竞赛双方要三作揖然
后才开始比赛，“‘下而饮’，
谓射毕揖降，以俟众耦皆降，
胜者乃揖不胜者升，取觯立
饮也。言君子不恭逊不与人
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
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
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
矣”。朱子的意思是，君子向
来并不与人争，若要有所争，
那一定是参与射箭比赛。但
比赛中，他一定会表现出从
容谦逊的态度，而不是采取
不当的手段去竞争胜利。

作为教育家的顾拜旦十

分重视将体育纳入现代教育
体系中，他因为古代奥林匹
克遗址的发掘而萌发了复兴
奥林匹克运动会传统的念
头，并将之付诸实施。

毫无疑问，体育运动的
竞技特性必然会贯穿着“更
高、更快、更强”的精神特质，
并激励人类不断突破自身局
限，去冲击一个又一个运动
纪录。但我们从《奥林匹克
宪章》和顾拜旦的作品中，则
可以看到最初恢复奥林匹克
运动的倡导者，对于体育运
动的理解。

1908 年伦敦奥运会期
间，针对奥运会上愈发严重
的民族主义观点和裁判偏袒
东道主的现象，顾拜旦大声
疾呼“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
理念。他后来写下脍炙人口
的《体育颂》，认为体育竞赛
是为了实现在现实社会中不
能达到的公平与正义，并说：

“啊，体育，你就是荣誉！荣
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反之
便毫无意义。有人耍弄见不
得人的诡计，以此达到欺骗
同伴的目的。但他内心深处
受着耻辱的绞缢。有朝一日
被人识破，就会落得名声扫
地。”公平竞赛，在比赛中尊
重对手，这不正是中国传统
射礼所体现的精神面貌吗？

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到 2022 年的北京冬季奥运
会，十余年间，中国的综合国
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很大提
升。中国举办冬奥会的理
念，同我们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绿色文明建设和反腐倡
廉的努力一脉相承。而射礼
所体现的公平竞争、克己礼
让的态度，正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现代体育精神相结
合的最佳体现。

据《光明日报》

让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共
生服务一直是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发起人顾拜旦的理想，他
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
上发表的《体育颂》，结尾就讴
歌：“啊，体育，你就是和平！
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
系。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
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
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
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
尚而公平竞赛的动力！”国际
奥委会在其《奥林匹克宪章》
中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使人

“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
学”，奥林匹克是要创建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
式让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
展服务，并“促进建立一个维
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

顾拜旦还重视体育对于
塑造人格的作用，他在 1908
年伦敦奥运会期间的一次招
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人
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
是战斗。这意味着主要不是
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传
播这些格言，是为了造就更健
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
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顾拜旦
强调比名次更为重要的人的

“审慎”“勇敢”和“高贵”。
在《体育颂》中，顾拜旦又

重申了他的理想：“啊，体育，
你就是美丽！你塑造的人体
变得高尚还是卑鄙，要看它是
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
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一定能体会到顾拜旦的思想
与儒家教化观念的一致之
处。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就
是培养君子人格及人的社会
责任感。

孔子以“六艺”教人，这六
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其中与现代体育运动最具关
联性的是“射”与“御”。奥运
会上的“马术”就与“御”有关，
广义地说，赛车运动，也可以
被看作是现代的“御术”。在
传统社会，“御”和“射”都是很
重要的“职业技能”，比如驾驭
战车，在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
时期，定是“士”的必备技能。

在弓箭作为常规武器的
时代，“射”是体现一个人战斗
技能和勇气的重要标志。同
时，“御”和“射”也不断从“职业
行为”中分离并仪式化而成为
重要的礼仪活动。《礼记·礼运》
说：“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
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
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
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相比于“御”，传统儒家对
于“射”的讨论更为丰富复杂，
一方面是因为射礼在礼仪活
动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
面，“射礼”体现了许多为儒家
所肯定的道德品质，从而成为
人格培育的重要途径。

在许多礼仪活动中，“射
礼”都担负着重要的功能，比
如《礼记·内则》中说：“国君世
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
具。三日，卜士负之，吉者宿
齐，朝服寝门外，诗负之，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
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
食子。”说的是国君之子出生
之后，作为礼官的弓箭手要用
桑木做的弓和六支蓬草做的
箭，射向天、地、四方，以示志
向远大。

还有在乡人聚餐的时候，
也会有“射乡”之礼，来表达对
乡党的情谊，“射乡食飨，所以
正交接也”（《礼记·乐记》），

“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
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礼
记·仲尼燕居》）。

﹃
射
﹄﹃
御
﹄
与
现
代
体
育
最
具
关
联
性

公
平
竞
赛
原
则
与
现
代
奥
运
精
神
契
合

2021年8月2日 星期一 编辑 张海 版式罗梅 校对廖焱炜阅微堂
15

星期一

人
文
历
史

射御之术：传统文化中蕴含“奥运”精神
□高富贵 干春松

在近代奥运历史上，由于国力和体育运动普及的原因，中国曾经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不过，随
着国家社会与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和奥运会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
会上，当“我和你，同住地球村”的歌声响起，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传遍世界的时候，中国
热情拥抱了世界，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人对于奥运的理解，即奥运会是展现人类文明的窗口，也是世界
各国人民凝聚共识、增进理解的机缘。不久之后，北京将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成为双奥之城。中
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也必然能为奥运精神、奥运文化提供新的价值元素。

《明宣宗射猎图》轴 明河南洛阳朱村东汉墓壁画《御车图》(局部)。
宋《新定三礼图》中部分与射

礼有关的记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