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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体育思想与实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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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交通大学历史出发，将老校长唐文治的体育思想和实践作为选题，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
对唐文治体育思想的历史渊源，以及在长期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体育思想和实践进行探究、整理和论释。 唐文治在长

期的教育实践中基本形成＂坚守传统，学习西方＂的体育教育思想，强调体育在育人方面的综合作用；既重视以技击为

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也大力引进和推行西方体育；倡导军国民体育，注重体育的社会功用，是其体育思想的时代特

征。 期望能够通过此研究，丰富我国的大学体育史和体育文化研究，并对当前我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借鉴

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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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治（１８６５—１９５４），字颖侯，号蔚芝，别号茹

经。 江苏太仓人。 教育家、国学大师、工科先驱。
１９０７—１９２０ 年，先后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
洋大学堂、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监督、校长；在校任职时

间 １４ 年，唐校长对于学风校风、人才培养、学校发展

等方面影响很大。［１］在他的治理下，学校不但为近代

中国培养大批优秀的实业人才，同时也为交大发展成

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大学奠定了基础。 凌鸿勋曾说：“现在谈起北京大

学，大家总记得有位校长蔡元培，谈到南开大学，也会

举出张伯苓先生。 谈到交通大学，自然又必定会举出

唐蔚芝先生。”
唐文治不仅是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也是一位体育

实践家。 唐校长在百年前执掌交通大学时就十分重

视体育，身体力行，一方面大力推行以技击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体育，另一方面大力引进和推行西方体育，
推崇军国民体育和体育竞赛，其体育理念和实践是丰

富而先进的。 唐文治作为一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与蔡元培、张伯苓比肩的大教育家，其体育思想和实

践值得深入挖掘和整理。

１　 唐文治体育思想的历史渊源

唐文治体育思想产生的背景，有国家衰落、西方

列强欺凌的客观因素，也有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等主

观因素，在爱国忧民、培养人才的思想观念驱动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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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成“坚守传统，学习西方”的学校体育教育思想，
唐文治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另一方面

大力引进和推行军国民体育和西方体育。
唐文治处于近代中国社会最为动荡不安的时代，

经历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帝

国主义侵华战争。 早在唐文治步入仕途之前，清王朝

的封建统治已然没落，社会危机四伏，西方列强横行，
中华民族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急时刻。 对新政幻想的

破灭和清廷腐败无能的绝望，对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视

与追求，促使他选择“不为良相，即为良师”的弃官从

教之路［１］，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放在治理学校、培养

领袖人才、实施富国强兵的教育实践之中。
从教育背景分析，唐文治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理学

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很深。 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唐
文治一方面主张用理学来正人心，救民命；另一方面

认为理学者应面对现实，积极了解和学习西方，他在

户部为官时“阅各国条约事务各书，并评点万国公法

及曾惠敏、黎莼斋诸家文集，自是于经世之学亦粗得

门径矣。”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能够接受和推行西

方体育，与经世致用思想有一定关系。
两次出国考察经历对唐文治的教育和体育思想

影响深远，使其对西学的接纳更加顺畅。 甲午战争的

失败使唐文治认识到：“瑟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为
政不行，必变而更化之。”认为要拯救民族危亡，就必

须做出改变，为救国救民寻出路。 ２０ 世纪初的两次

出国考察经历使唐文治的西学观发生质的飞跃，唐文

治真正感受到了近代中国与资本主义强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差距；唐文治在考察日记

中提出引进西学不能仅限于皮毛知识，而应当重点学

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其对西学的认知

已经从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制度层面。 唐文治对西学

的接纳和充分理解为以后全面接受和大力推动西方

体育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近代持“教育救国”论的

进步人士之一，唐文治对祖国怀着深厚的情感和强烈

的忧国忧民意识，这种情感和意识正是促使唐文治坚

定地提倡技击运动、军国民体育和西方体育的思想

根源。

２　 唐文治体育思想与实践

２． １　 体育综合功能论：“体育运动可发展体力、引起

热心、增进智能”
交通大学自建校之初便有重视体育的传统，唐文

治任校长后更加大力提倡体育教学与活动。 唐校长

对体育的重视是建立在对体育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
唐校长认为体育运动“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体力，并足

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磨练意

志、养成尚武精神的作用，“故当竭力鼓励之”。［２］

唐文治将体育列为专科、附中、附小正课教学，聘
请国内外著名体育人士来校任教，购置大量体育器

材，完善各项体育设施，热心支持学生成立体育社团

和运动队，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各项课外体育项目与校

内外竞赛活动，为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推动着学校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 校友陈容在

论及南洋公学的精神时，将“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

弊”列为三大校风之首。
在唐校长提倡下，体操课制度更加完善，附小增

开拳术课，专科也复设体操课；学校组队参加 １９１０ 年

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二

名；１９１４ 年，联合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
金陵大学、之江大学共同成立“华东大学体育联合

会”，定期组织田径运动会和各种球类比赛。 棒球

队、越野赛跑队、篮球队、网球队在唐校长任期内陆续

成立；学校还实行普及运动，也叫做“强迫运动”或

“必修的运动课”，要求学生在课外活动时间必须参

加技击、童子军、体操三项活动之一项。
２． ２　 推行技击：“发扬国粹，强健身体”

学校的技击运动是唐校长直接促成的，始于

１９１０ 年，是我国开展技击运动最早的学校。 １９１０ 年

春，一位外籍教师在试验机器机车时，轮转如飞，附中

学生向绍洪以臂一挡，车轮立即停止。 后来得知向绍

洪精熟南拳，臂力过人，能运气，气到处刀剑不能入。
唐校长随后聘向绍洪担任技击教练。 这是本校有组

织的技击运动的开端。
唐校长对技击推崇备至，积极鼓励更多的学生习

练。 在为技击部成立 １０ 周年纪念册所撰跋文中，他
申明了倡导技击的深意：“提倡技击者，则正欲以吾

国固有之体育良法，以使吾民族有发扬蹈厉之精神，
勇敢振奋之气概，以求达其国内之安全，俾世界日臻

和平者也。”，“发奋有为之精神，必寄于发奋有为之

体魄，是余昔年所以提倡技击之意也。”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学校正式成立技击部，确定以“发扬国粹、强健身体”
为宗旨，到 １９１３ 年时，武术名家刘震南、李存义、刘世

杰等陆续来校任教。
在唐文治的大力提倡下，加上刘震南等名师的指

点，学校技击运动发展迅猛，能与当时上海闻名的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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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体育会和体操学校相媲美。 １９１５ 年起，学校将技

击列为校运动会比赛项目，“以后每年开技击大会，
联合沪校有技击者，以收观摩之效。” ［２］。 据校史记

载，每年运动会召开时，徐汇道上车水马龙，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观众是专程前来观赏学生技击表演的。 真

正实现了唐文治开展此项运动的初衷，即“强健身

体，发扬国粹”。［２］在技击队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

先生特别题词“强国强种”。
２． ３　 军国民教育思想：“挽柔弱不振之风，而救从前

文武分途之弊”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一些民族进步

人士逐渐认识到提倡尚武精神的重要意义，主张学校

教育注重兵式体操和军事训练。 唐文治是竭力主张

施行军国民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早在“万言疏稿”
中，即提到重视人才的尚武精神；至清末军国民教育

思潮兴起的时候，唐文治极力提倡学校实施军国民教

育和兵式体操，“所以挽柔弱不振之风，而救从前文

武分途之弊”。 他于民国元年（１９１１ 年）７ 月中央教

育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特致“说帖”，就“提倡军

国民教育”一事阐发自己的主张。
唐文治提出“军国民教育主义”半年后，中华民

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将军国民主义教育定为教育

方针之一。 仅就唐文治自身教育实践而言，他在学校

教育中充分实施了军国民主义教育。 学生结成团体

和习练兵操乃至“施行打靶”。 据当时报载，在递上

“说帖”后 ３ 个月，唐文治即于本校及商船学堂倡设

“学团”，“并请体操教员魏旭东君为团长，庶务、斋务

长陆勤之、陆规亮两君为总干事员”；该学团“为实习

军国民教育地步以练各生胆识通气为宗旨”（上海学

生团之发轫。 申报，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３］

辛亥革命后，唐文治仍要求在体育教育中习练兵

操和练习打靶。 为使兵操训练收到实效，他与江南制

造局协商领取到毛瑟枪 ２００ 支，并配有子弹；学校的

实弹射击练习，一直坚持到辛亥革命后的 １９１５ 年冬。
为了加强中小学军事训练，唐文治“仿照清华学校办

法”，在上海率先将南洋的中学部学生 “编入童子

军”，［４］继续坚持军事体育训练。
２． ４　 推行西方体育项目：竞技与普及并重

早在建校初期，体育作为一门向西方学习的新式

课程，就得到学校主办者的重视。 当时的“体育课”
被称作“体操课”，以普通操和兵操为主要教学内容，
１８９８ 年被列为正式课程，每周安排 ３—４ 课时的教

学。 课外的田径运动也十分活跃，学校于 １８９９ 年举

行了第一次全校运动会，比 １９１０ 年在南京举行的中

国近代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早 １１ 年。
唐文治掌校后亲自主管体育，学校的各项体育运

动随之全面开展，交大体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学校的体育项目几乎包括当时

中国社会已有的各种运动，如田径、足球、武术、篮球、
网球、棒球、游泳以及越野赛跑等，学校也赢得“中学

好、科学好、体育好”的三好学校的美誉。［２］ 在实现

“体育好”的过程中，唐校长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一
是普遍开展体育锻炼，使每一个学生成为体育活动的

积极分子；二是积极参与各类运动竞赛。
足球运动是学校开展最早的体育项目，１９０１ 年

建队。 唐校长对足球非常热心，他认为“足球运动更

能养成奋发向上的意志和尚武精神”，每逢球队出

征，都会亲自督战，比赛归来，不论胜负，唐校长会亲

在来到学校礼堂，或庆祝，或鼓励，失败时也会和同学

一起声泪俱下。 唐文治校长现身见教的教育方法，在
当时的大学校长中是不多见的。［５］

在唐文治掌校初期，除了体操课，学生的课外体

育锻炼主要是足球运动。 唐文治来校后，又先后在校

内开展技击运动和越野赛跑；田径运动的项目逐渐增

多。 唐文治规定从 １９１２ 年开始，校运会于每年春季

定期举行。 在此基础上，学校成立了体育会，作为指

导全校体育运动的统一组织。 在体育会下，先后设有

足球、技击、越野赛跑、篮球、棒球、网球、游泳、童子军

等 ８ 个部，同时组织起各个运动项目的代表队。 １９１５
年，唐文治在全校施行“强迫运动”，并聘美籍教师莫

礼逊（Ｗ·Ｒ·Ｍｏｒｒｉｓｏｎ）任体育主任教员，聘请苏格

兰人李思廉（Ａ·Ｈ·Ｌｅｓｌｉｅ）出任学校足球队教练，学
校体育蓬勃开展。 其时“各种练习计分 ８ 类：曰足

球、曰网球、曰篮球、曰棍球、曰游泳、曰田径赛、曰技

击、曰童子军操”。［２］ 有关新闻传媒于 １９１６ 年初

报道：
“南洋于体育一项非常注意。 去年足球部之成

绩为江浙六大学之冠，上海开远东运动会时，学生李

大星为 １０ 种运动之第 ２ 名。 近又实行强迫运动，聘
美国体育专家马立森博士专事训练。 ……”。［６］

２． ５　 重视运动会的作用：普及与竞技、国内与国际相

结合

在开展普遍性体育锻炼的基础上，唐文治还鼓励

和支持学生参加各种类型运动会。 这些运动会包括

４ 种类型：一是校内运动会，二是联合江浙沪高校组

织的校际运动会，三是全国性运动会，四是国际性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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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
校内运动会始于 １８９９ 年，学校自 １９１２ 年开始每

年春季举行一次，比赛项目逐年增加。 如 １９１６ 年春

季运动会，其竞赛项目包括 １００ ｍ、２２０ ｍ、８８０ ｍ、
１ ６ ｋｍ赛跑，远跳、撑杆跳，１２０ ｍ 高栏、２２０ ｍ 低栏，
铁球、铁饼，４ ８ ｋｍ 自行车，２ ｋｍ 竞走等近 ２０ 个项

目。
校际运动会也始于南洋公学时期。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间，“东方四校”田径运动会开始。 唐文治掌校后，
将校际联赛改组为四校联合运动会，定于每年春、秋
各一次，四校轮流举办。 １９１４ 年冬，在“东方四校”基
础上，南洋大学联合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

学、金陵大学及之江大学共同成立“华东大学体育联

合会”，定期组织运动会及各种球类比赛。 至 １９２０
年，又增加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两校，而成为“东南八

大学体育联合会”。
１９１０ 年，首次全国性运动会在南京召开，唐文治

派出参赛队员 １６ 人。 为了组织好这次全国赛事的参

赛工作，全校停课一周，除正式参赛队员外，还派出网

球队和足球队一同前往，鼓励同学们前去南京参观和

助威。 这次运动会上，南洋代表队取得团体总分第 ２
名，学生黄灏夺得个人总分第 １ 名。

唐文治任上，学校曾 ４ 次派出学生运动员参加国

际赛事，即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１９１７ 和 １９２０ 年举行的第一、
二、三、四届远东运动会。 另外，还于 １９１６ 年派校足

球队前往菲律宾参赛。 每届比赛前夕，唐校长一方面

督促加强全体学生运动员的体育训练，另一方面为中

国代表队认真挑选运动员。 １９１５ 年 ５ 月，第二届远

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最终中国队荣获第一名。 唐文

治组织南洋师生参加运动会开幕式和柔软体操表演。

３　 结语

潘懋元教授曾指出：“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离

不开大学校长们丰富、具体的办学经验。 尤其是高等

教育规律性的根本问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

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同样，大学体育的发展也

离不开大学校长体育理念和实践的历史传承。
较之其他影响因素，大学校长体育思想与实践对

大学体育的发展有直接而深入的影响。 唐文治的体

育思想与实践中，充满了爱国思想和忧国忧民的观

念，他一方面传承和发扬以技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

育；一方面应时代之需，倡导军国民体育；以开放的思

维吸收外来体育理论和实践的精髓，大力推行西方体

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体育思想和实践。
唐文治的体育思想和实践与他“培养第一等人

才”、“德育为先”的高等教育思想相辅相成，为交通

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为百年交大体育的

发展确立了基本方向和基调，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近代大学体育。 唐文治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

育家，也是勇于开拓的体育践行者，他的体育思想与

实践在今天对中国大学体育事业仍有许多启迪和借

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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