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１卷　第６期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６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ｖ．２０１７

中国旧石器时代体育发端探索

———以泥河湾遗址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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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结构式观察法，从考古视角沿着中国古人类进化过程实证性探索了旧石器

时代体育发端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古代体育的起源至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中期。旧石器中期开始的

祭祀 （或称图腾崇拜）逐渐分化出特定的肢体律动———舞蹈；旧石器中期批量出现的石球逐渐分化出

有意识、有组织的习练活动———飞石索抛掷技巧训练；旧石器中、晚期批量出现的石片应该蕴含着我

们至今还无法探知的丰富的儿童游戏；旧石器晚期的石镞、石矛就其性质而言，类同于石球的投掷技

巧习练，所以仍属肢体训练；结合考古和文献推测，旧石器时代应该还没有萌生有意识、有组织的战

争。建议根据不断增加的考古新材料，细致梳理考辨中国体育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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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由于缺乏可靠材料支撑，对于体育起源的描

述多较为笼统，一般统称为原始社会的体育，然

后总结性阐述。近几十年泥河湾考古持续性突

破，使中国体育沿着人类进化轨迹剥离成为

可能。

泥河湾，原本是河北省阳原县一个普通的小

山村，东西长约６０千米，南北宽约１０千米。

１９２４年法国神甫桑志华、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

在此考察，揭开了泥河湾古老历史的面纱，从此

泥河湾日渐不同凡响，以致成为泥河湾遗址群代

称。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小长梁遗址的发现，泥河湾

百万年遗址增至４８处。而在此之前，全世界百

万年遗址５３处中，４６处在泥河湾盆地。特别是

马圈沟遗址古人类餐食大象情境再现，直接把中

国最早人类推到确切可知的２００万年以前。泥河

湾正在向世人昭示：人类不仅从东非的奥杜维峡

谷走来，也有可能从中国的泥河湾走来［１］。这直

接导致 “考古学家们正在重新评价过去受到珍视

的一些理论假设，有些人已开始质疑人类最早的

起源地到底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２］１８

泥河湾境内发现的８０余处石器时代遗址中，

以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马梁、山兑、侯家

窑、板井子、上沙嘴、虎头梁、于家沟、周家山

等为代表的遗址，分别遗留着距今２００万年、

１３６万年、１００万年、７８万年、１２万年、１０万

年、７．８万年、２．８万年、１．１６万年、１．１万年、

０．４万年前的生活遗存 （资料收集于泥河湾博物

馆）。时间跨度之长、连续性之良好几乎完整记

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类发展演

变的全部过程。可以说，泥河湾地层序列勾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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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石器时代中国古人类生活的完整轨迹。

那么，沿着这条人类发展轨迹，体育发端也

应必见端倪。

谈到体育起源，必须首先明确一些基本共

识，比如生存活动算不算体育？劳动算不算体

育？关于体育起源，新中国成立后共进行过四次

大的争论，但并没有形成共识。在这种基础上探

讨体育起源，也必然各自为说甚至大相径庭。谷

世权先生曾对体育产生和起源的主流观点做过总

结，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遗传本能论；②生产劳

动论或一元论；③多元论；④生理、心理冲动

论；⑤需要论
［３］。

因为没有厘定前提，上述各种理论都有一定

道理，也都能自圆其说。正如 “黑格尔说世上最

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

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４］

因此，探索体育发端必先厘定体育要表达的

特定内涵姓 “文”还是姓 “自”。若表达文化性

特质，则自然性的生物本能应排除在外，本能

论、生存论自是站不住脚。根据对中外大量体育

概念的梳理解读，承认体育的文化本质属性差不

多是共性认识。这也是本文观点：体育是文化现

象，是人类智力发展后的人文化产物。特殊的

是，“体育作为一种文化，既反映着人类社会发

展的进程，也反映着人类对自身、对生命的思

考。”［５］因此，毕进杰说：“体育归根结底就是人

类创造出来的一种提高身体活动效率的知识和方

法。这种知识和方法才是体育的本质和体育文化

核心。”［６］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此，体育起源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类

刻意或有意的行为；二是满足特定目的需求，或

精神，或物质。据此观点，原始时期走、跑、

跳、投等遗传和生存技能 “主要是为了求生存，

而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因此，不能把这活动叫做

体育。”［３］３４

当然，这并不是说，体育与人类的生存活

动、劳动没有任何关系。相反，本文要表达的

是，体育恰是这些人类本能活动有思想、有意识

的延伸。

２　中国旧石器时期人类的生存状况

２．１　旧石器早期人类的生存状况

距今２００万年前，中国古人类在马圈沟的

集体聚餐标志了人猿开始揖别，中国古人类开

始走上独立进化的道路。观察旧石器早期的出

土文物，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生存进化并不是线

性前进的过程 （表１），半山、岑家!

遗址出土

工具比较单一，比其几十万年前的马圈沟、小

长梁少好几个种类，比其几十万年后的东谷坨、

霍家地也少好几个种类，说明进化是曲折反复前

进的。从核心工具刮削器的稳定传承可以看出，

人类上百万年的生活基本上是日复一日的重复。

从猿进化到人，靠的是智力突破，但这种智力突

破是为了生存，一旦生存状况稳定，人类就又失

去了突破动力。

由此可以推测旧石器早期人类的智力总体水

平还是非常低下的。这个时期的人类恰如婴幼

儿，需要不断通过刺激去提高智力。但采摘、捕

猎稳定生活的简单重复显然不利于智力开发。所

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期的人类身体活动除却

生存和本能，应该不具备人文体育发端的可能。

表１　旧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约２００万年—１００万年前）出土文物对比表

遗址地点 距今年限 出土文物类型

马圈沟 约２００—１５５万年前
刮削器、凹缺刮器、砍砸

器、石锤

小长梁 约１３６万年前
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

砍砸器、钻具

半山 约１３２万年前 刮削器等

岑家
!

约１１０万年前 刮削器

东谷坨 约１００万年前

刮削器、尖状器、锯齿刃

器、砍 砸 器、凹 缺 刮 器、

钻具

飞梁 约１００万年前 刮削器、凹缺刮器、

霍家地 约１００万年前
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

石锥

　　注：资料收集于河北省博物院，下同

２．２　旧石器中期人类的生存状况

旧石器早期这种近乎停滞状态的发展在旧

石器中期产生了很大变化 （表２）。旧石器中期

除传承早期简单的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外，

还出现了石锥、逐背小刀等能够对材料进行塑

型或特殊加工的工具，形成批量工业式生产特

色。特别是侯家窑－徐家窑遗址出土的骨角器，

如铲状器、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使其成

为早、中分期的转折典型。制造并使用骨角器，

说明人类已经突破常规思维，有意识地选择、利

用轻便工具。这在智力进化上堪称飞跃。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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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旧石器时代中期

（距今１３万—３．５万年前）出土文物对比表

遗址地点 距今年限 出土文物类型

侯家窑－徐家窑
约１３万—１０万年

前

石器：尖状器、砍砸

器、刮削器、雕刻器、

石球、石锥

骨角器：铲状器、尖

状 器、 雕 刻 器、 刮

削器

板井子
约 １０ 万 －７ 万

年前

尖状器、砍砸器、刮

削器、凹缺刮器、端

刮器、石锥、石锤

新庙庄 约４万年前

尖状器、砍砸器、刮

削器、凹缺刮器、逐

背小 刀、锯 齿 刃 器、

石锥、雕刻器

这个时期生产工具的工业化生产，给人类生

活带来很多变化。首先，为人类生产带来重大变

革。侯家窑—徐家窑出土的大量石球，其意义不

亚于晚期石镞、石矛的创造。人类可以在规避危

险的情况下完成远距离狩猎。而石球的飞石索抛

射性使用使投射技巧必然成为日常练习内容，因

为只有练习才能保证抛射准确性。其次，工业生

产废料为儿童游戏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卫奇先生

在 《石片研究》一文中说：“从人类行为和考古

发现判断，只有少量的石片是用来加工器物或直

接用于切割砍砸的，而大量石片应该属于废品或

下脚料，其中不乏儿童剥片的习作品。原始人类

寿命较短，儿童期却显得相对较长，儿童游戏活

动产生的石片数量是不可估量的。”［７］

因此，旧石器中期，随着生产工具的大力发

展，人类的生活也逐渐丰富多彩。诸如游戏、祭

祀、专门性技术练习逐步萌芽。这标示着带有人

文刻划痕迹的体育活动也可能开始萌芽。

２．３　旧石器晚期人类生存状况

旧石器晚期，人类厚积薄发，工具制造呈现

飞跃式发展 （表３），石镞、石矛头等攻击性尖

锐细石器与树枝捆绑形成复合工具，使人类生产

力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簸箕滩、马鞍山、于家沟

等遗址均发掘出了石镞、石矛，说明有效工具一

旦发明，即被广泛传播使用。同时也说明，早期

人类的相互交流逐渐增强。随后新石器时代的

“雄鸡一唱天下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于家沟发掘出距今１．１万年前的陶片说明，

旧石器晚期的中国人类不仅学会了制陶，可能还

发明了制陶的陶轮、底盘等器物，人类思维步入

复杂化，逻辑性、空间性不断增强。这一时期，

人类开始逐渐使用磨制石器，农业革命的曙光已

经开始显露。

表３　旧石器时代晚期

（距今３．５万—１万年前）出土文物对比表

遗址地点 距今年限　 出土文物类型

西白马营 １．８万—１．５万年
刮削器、雕刻器、尖状器、

砍砸器

簸箕滩 １．５万—１万年

凹缺刮器、尖状器、雕刻器、

砍砸器、铲状器、刮削器、

石锥、矛头、石镞

马鞍山 约１．３万年
刮削器、铲状器、尖状器、

雕刻器、石矛、石锤、石砧

于家沟 １．５万—０．５万年

刮削器、铲状器、尖状器、

砍砸器、石镞、石矛、石锤、

石砧、石 斧、磨 盘、磨 棒、

陶片

３　旧石器时代体育发端的可能性探析

３．１　祭祀舞蹈

旧石器早期上百万年的低水平进化徘徊，使

人类遇到骤冷、洪水、干旱、森林大火、地震等

自然现象时，往往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释。而灾

难的不断重复上演让人类产生恐惧、惊慌，身体

的本能反应是颤抖、逃跑、匍匐或抱头团缩。无

助的人类渴望得到帮助，渴望外力能够扭转这一

切。而灾难过后食物艰难获得又让他们倍感惊

喜，并以手舞足蹈来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方式逐

渐由本能转向人文化。

旧石器中期，石片、石球的批量生产说明人

类不断增加，聚群不断扩大，“据估计，旧石器

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１２．５万，而到了距

今１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

人类的人口增为５３２万人。”
［２］１７人口的增长必然

导致大群体的生活，大群体生活必须依靠内聚力

来维持稳定，于是 “巫”开始出现，借助肢体舞

动传达天地神灵指示，逐渐地， “原始人相信：

通过把每一种有用的动物或植物作为本团体的图

腾，通过树立种种偶像、象征和跳起模仿性的舞

蹈，可 使 各 种 动 物 大 量 繁 衍、食 物 来 源 丰

盛。”［２］１１１２这就是最原始的信仰。以当时人类制

造简单工具的智力判断，人类对图腾、对冥冥之

神的虔诚与今日五六岁孩童相信圣诞老人一样。

旧石器时期的岩画、洞穴壁画都证明了这种推

测。这说明舞蹈的萌芽至少在旧石器中期就已经

开始了。也许就是肢体简单的挥舞，可能也算不

上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舞蹈，但因为承载了人类有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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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精神和物质需求，这种有意识的肢体活动

应该属于后世体育的发端。

舞蹈经由旧石器时期的不规律随性肢体摆动

到新石器时期规律的节奏性律动，显示了舞蹈发

展的逐渐人文化痕迹。沧源县岩画、青海上孙家

寨舞蹈纹盆等文物都证实了这个发展过程。当舞

蹈走下神圣祭坛与生活开始结合，它便迅速成为

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如祭祀的神圣舞、战争的

武舞、宴会的文舞、娱乐的随性舞、收获的欢心

舞等等，舞蹈迅速成为人类有意识体现精神意志

的重要肢体活动。

３．２　抛掷石球

图１　侯家窑—许家窑遗址出土的石球

旧石器早期，用石块对敲制作出圆形石球堪

称顶级工艺，需要控制力道和敲击方向，这不是

每个人都能制作出来的，因此，石球也显得弥足

珍贵，石球回收使用也在常理之中。以泥河湾为

中心的华北地区，从稦河出土的距今约８０万年

前的石球、周口店出土的距今５０万—２０万年前

的石球、丁村出土的距今约１２万年前的石球，

到侯家窑—许家窑出土的距今约１０万年的大量

石球，显示石球作为高级工具经历了一球难求到

批量生产的过程。最初的石球因为制作量小，需

要有特长的人专用。随着制作技术进步，石球批

量生产后需要群体操作这项技术，可能就产生了

专门技艺的传授与学习。于是，有目的、有意

识、有组织的抛射练习活动就产生了。吕利平称

“飞石索在弓箭尚未发明之前是人类重要的狩猎

工具，也是狩猎技术的一项重大革命。”［８］那么，

伴随这项狩猎技术革命产生的人文副产品便是有

组织的练准抛射。从侯家窑—徐家窑集中出土近

两千件石球来推测 （图１），这个遗址要么是生

产车间，刚生产出大量各种用途的石球；要么是

集中练习场所，集体学习抛射技巧。但无论何种

推测，这么多石球集中存放在一起，至少说明在

旧石器中期的早期阶段，抛射技术已经开始有组

织地传授了。类似今日的推铅球、抛链球，石球

抛击目标需要出手角度控制距离，需要出手时机

控制方向，在没有文字记录的石器时代，人们只

能通过言传身教进行经验传承，当然想要达到一

定远度还必须有绝对力量，这就导致抛掷练习逐

渐从捕猎实战的亦猎亦学到单独培训学习，抛掷

石球成为体育发端的另一种可能性。

３．３　弓箭

也许是受远距离飞球的启发，旧石器晚期人

类发明了更加准确有效的远程投射工具———石

镞、石矛。与绊倒猎物再围而攻之不同，石镞、

石矛可以直接远距离杀伤猎物，其意义超越工具

本身，之后弓箭迅速成为掌控人类命脉的控制力

量，以致形成后世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的

共识。

当人类开始掌握并使用强力杀伤性工具，其

矛头也就不仅仅只对准猎物，同时也开始对准人

类自己，特别是面临环境恶化、生存受到威胁

时。距今７万年开始到距今１．８万年达到一个高

峰的末次冰期，使生存资源恶化，争战开始成为

人类常态。为争战而进行的弓箭技术性练习便成

为军事体育的开端。

石镞、骨镞、石矛不仅越来越尖锐，而且出

现倒钩，人类开始运用智力增加工具的威力，用

石镞、石矛奏响了新石器时代战争的序曲。斯塔

夫里阿诺斯曾说：“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

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大规模战

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相应增

多时才成为可能。”［２］９石镞、石矛发明与新石器

１２



河　北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第３１卷

农业革命为大规模战争准备了充足的人力、物

力，军事体育即将登上人类社会的舞台，并长期

占据主角地位。但综合考察石镞、石矛，虽然出

土量很大，但其群体性训练性质与石球相似，本

文一并归类，看作是投掷技术训练的深入发展。

３．４　儿童游戏

旧石器时代，人类寿命较短，相对地，儿童

时期就显得较长，针对于儿童本性的玩耍，由于

活动过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根本无法界定推

测。但旧石器中、晚期大量石片出土，引发了考

古学家的质疑和深入思考。卫奇先生提出 “剥片

以及石片修理的目的，除了制作食物外，更多功

效的猜想也很有必要，不仅注重物质方面的，还

须考虑精神方面的，例如将今论古可以设想敬奉

首领、示爱异性、切割头发胡须、挠痒痒和清理

排泄物等行为。”［７］就极具启发价值。卫奇先生的

推测是根据自己小时候在 “玩耍的主要对象就是

石头，将扁平石头周边锤击加工成圆盘状的

‘砣’，游戏套路有简有繁，还有输赢。”其实这

样的场景在现在四十岁以上的农村出身的人生活

中大多都有回忆。笔者儿时生活在华北平原，最

常玩的游戏就是 “抓子”。现在回想，当时游戏

过后，确实留不下任何记录，以后的人们对于发

现的一堆石头子，则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又

如小时候常玩的打瓦 （跟古代击壤类似）、丢沙

包、冻 “冰棍”、跳房子等，若不以文字资料记

述，现在的儿童也是不知道有这些区域性游戏活

动存在的。这也是我们推测远古人类游戏活动的

难点所在。因此，卫奇先生说：“儿童游戏活动

产生的石片数量是不可估量的，石片放在石工业

的工序上进行分析，一概等同看待的研究缺陷是

不言而喻的。”［７］

那么，撇除本能性玩耍，儿童有意识、有组

织的游戏产生于何时，从目前出土的石器文物上

实难判断。目前出土的石器文物多相似性，但缺

乏相同性，数量巨大的石片也是如此。但游戏也

可能产生。比如，在地上划定一个区域，每人分

配一定数量的石片往里投，投进的多为赢。这种

游戏很多人小时候也玩过，在物质匮乏的时代，

孩子们的游戏一般就是就地取材。比如内蒙古自

治区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在地里干活时 “挖出

一个 ‘铁钩’，拿回家后，他的弟弟张凤良 （当

时六七岁）就找了根绳子把它绑紧，拖着它跟小

伙伴在村里玩耍，拖了七八天，铁钩子竟然变成

了墨绿色的玉，这就是堪称 ‘中华第一玉雕龙’

的Ｃ型玉龙。”
［９］ “中华第一龙”就是在六七岁

孩子顺手拖玩的巧合过程中磨出真面目来的，在

孩童看来一切都是玩具，都可以尝试着去玩。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尽管不知道确切

的年代和准确的地点，但可以肯定早在４万年以

前，人类，或者说智人 （具有思维能力的人），

终于出现了。”［２］５据此观点，结合上述孩童的成

长特点，再结合卫奇先生的儿童石片游戏推测，

至少可以把游戏的起源推进到旧石器中期。因为

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其孩童时代应该有游戏出

现。在这里，有必要表明，对于马志勇先生根据

泥河湾盆地二道梁遗址的丰富遗存推论武术作为

一种生产劳动技能而寓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当中，

并作为一种反抗自然的本能，如：拳打、脚踢、

指抓、跳跃、滚翻等动作，与各种野兽进行搏

击，是泥河湾盆地最为原始的武术技术观点［１０］，

笔者不能苟同。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内容就

是采摘和捕猎，捕猎虽然有难度，但打斗是人类

的动物性本能，这种本能不需要专门性习练，且

捕猎工具石球、石镞、石矛的不断发明发展，说

明人类是在运用智力来规避打斗可能造成的伤

害，而不是通过习练腾挪闪转增强与动物打斗的

能力，所以旧石器时期不具备武术起源的人文环

境。只有当迎来新石器曙光，甚或进入青铜时

代，人兽搏斗脱离生存成为娱乐观赏内容时，为

搏赢斗兽而进行的专门练习才成为丰富武术技艺

的源泉。

４　结语

从考古视域解读文物信息，跟随中国古人类

进化步伐徐徐前行，人文性体育剥离初见端倪：

旧石器中期开始的祭祀逐渐分化出特定的肢体律

动———舞蹈；旧石器中期批量出现的石球逐渐分

化出有意识、有组织的习练活动———抛掷技巧训

练；旧石器中、晚期批量出现的石片肯定蕴含着

我们至今还无法探知的丰富儿童游戏。虽然旧石

器晚期石镞、石矛既是生产力的重大变革，也是

军事武器的重大变革，但就其性质而言，类同于

石球的投掷技巧练习，仍应归为肢体训练。

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没有发现明确的旧石

器时期战争的痕迹。虽然旧石器晚期大量石镞、

石矛出现，但应多属生存层面。考古发现的定居

聚落目前都在新时期时代，也就是说旧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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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流动性还是很强，虽有地盘争斗意识，也多

为临时性本能打斗，把对方赶跑即可，因为采集

狩猎没有什么储存或资源是可以争抢掠夺的。笔

者赞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旧石器时代的

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

力，所以大规模战争直到有了农业、生产率大大

提高、人口相应增多时才成为可能。”［２］９结合考

古和文献推断，旧石器时代应该还没有萌生有意

识、有组织的战争，军事体育的萌芽应该是新石

器时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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