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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古中国》是知名出版人翟德

芳退休后重续考古之缘的首部作品，也

是一场心灵与历史的对话。 月   日，

翟德芳携新书在苏州平江路上海三联

书店与读者交流。

翟德芳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

业，长期深耕文化出版领域。从     

年  月起，翟德芳自驾开启考古之旅，

跨越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

江、山东等省及陕西、宁夏、甘肃的部

分地区。他提前收集资料，明确访问地

点，规划行程，实地考察时认真记录、

拍照，回家后结合文献撰写文章。他力

求以通俗文字介绍古代遗迹和文物，

不夸张、不虚饰，同时讲好考古故事，

让文字更具可读性。

《寻迹古中国》全书近   万字，以

朴实细腻的笔触和深入的洞察，将考古

学的复杂性转化为易懂的叙述，配以精

美图片，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书中还

附有详细的访古路线图，方便读者参

考。后续，翟德芳计划继续探访各地考

古遗址和博物馆，将更多精彩的考古成

果介绍给大众。

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评

价，这本书不仅准确解读了考古发现

背后的历史信息，还以生动有趣的笔

触，将复杂的历史知识转化为普通读

者易于理解的内容。《寻迹古中国》的

魅力在于，它不仅介绍了文物古迹，更

通过生动的叙述和深入的剖析，让读

者理解遗迹背后的故事，展现了考古

学者的学术传承。 朱贵根/摄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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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破茧茧茧成成成蝶蝶蝶：：：中中中国国国女女女子子子体体体育育育的的的世世世纪纪纪回回回响响响

一、您是中国女性运动史领域的研
究专家，您认为现代女性和 100年前的
女性相比， 在体育观念方面有哪些进
步？ 又有哪些不足？

游鉴明： 女性的体育之路充满挑

战。西方体育长期存在性别偏见，奥运

会最初禁止女性参赛，直到     年第

二届奥运会，才有   名女运动员参加

网球和高尔夫球两个项目。    年，

国际奥委会正式允许女性参加更多项

目，    年女子田径赛才被纳入奥运

会。在中国，清末时，男性已能参与运

动竞赛，但女性仅能以表演形式展示

成果。直到上世纪  年代末，区域、全

国及国际运动会才逐步向女性开放竞

赛项目，女性体育由此迎来突破，她们

开始发挥体育潜能、改变自身历史。

早期体育赛事中，观众行为混

乱。    年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

秋季运动会，约三万名观众涌入赛

场，导致秩序失控，最终提前散会。

在     年第五届全运会女子篮球

赛中，部分官兵因不满观赛位置，强

行跨越栏杆，甚至以手枪威胁维持

秩序的童子军，引发冲突。同年  月

济南游泳池启用时，女性游泳比赛

吸引了大量观众，但实际参赛者寥

寥，出现了对比鲜明的一幕。

总的来说，女性体育竞赛起步时

面临硬件设施简陋、观众态度偏差及

运动项目性别差异等问题。如今，体育

竞赛规范不断完善，性别观念逐步改

善，女性参与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然

而，如何在各竞赛项目中实现真正公

平，避免性别偏见残留，仍是当下需要

解决的挑战。

二、 您对女性运动史的研究过程
长达 14年，资料搜集困难重重，是如
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您

认为最具挑战性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
些特别的资料或发现让您印象深刻？

游鉴明：从事女性史研究，必须地

毯式搜集史料，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往

往散落在各个角落。正如傅斯年所说：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我的研究一直以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

精心搜集。在此次研究中，我广泛运用

了档案、专书、报刊、学校刊物、口述史

料、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书信、歌

曲、小说、照片、漫画、图画、实物、广告

图案以及电影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最终

完成了《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

体育（         ）》一书。

这些史料的来源极为广泛，涵盖了

亚洲和北美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搜

集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每

当有所收获，我内心的喜悦便难以言

表。尽管我的其他女性或性别史研究同

样需要耗费心力去搜集史料，但这次对

江南女子体育史的研究，因其独特的历

史价值和研究意义，显得尤为特别。

三、您的硕士论文主要关注日本殖
民统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体育活动，而
后来的研究转向了近代中国女子体育
史，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是基于怎样的
思考？

游鉴明：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最

初聚焦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女子教育与

职业妇女问题，对台湾女子体育史仅

是浅尝辄止。    年博士论文完成

后，我转向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

并在     年发表了有关过往台湾学

校女子体育的发展文章。此后，我撰写

了《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

（         ）》，并整理了    张图

像资料，出版了《跃动的女性身体：近

代中国女子的运动图像》。该书即将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字版，

与《运动场内外》合成套书。

促使我转向这一研究领域的，是两

段深刻的经历。一方面，我自幼因小儿

麻痹症从未接触过体育课。然而，一次

与母亲闲聊时，她提到曾在杭州市女中

打乒乓球，这让我惊讶不已，难以将她

与曾经奔跑击球的少女形象联系在一

起。另一方面，张玉法先生在论文指导

中提到台湾女运动员     年到上海

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历史，而我对这段历

史几乎一无所知。这两段经历意外地为

我打开了通往新研究领域的大门。

四、您认为 100年前的女子体育历
史对理解现代中国女性体育发展有何
重要意义？

游鉴明：从  世纪末到     年，

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之中。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忧

患意识增强，提出“保国强种”的理念，

强调国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性，将女性

视为孕育新国民的重要群体，推动了

“强种”“尚武”观念的兴起。这一时期，

体育被视为强国的基础，相关书籍大

量出版，推动了女性体育的发展。

从清末开始，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多

元发展。在大都市，女性身体被物化的

现象较为普遍，传统国族论述受到挑

战。    年代至     年代，西方“健

康美”观念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女性

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时髦的追

求。这一观念的引入，让女子体育的讨

论不再局限于“体育救国”的单一视角，

而是呈现出“体育救国”与“健康美”并

存的多元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思想背

景，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丰富的内涵。

五、 您在书中分析了女性体育与
消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女运
动员形象被广告和媒体利用的现象。

您认为这种现象对女性体育的发展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应该如何
避免消费文化对女性体育的过度商
业化？

游鉴明：在  世纪   年代，女运

动员与广告文化的联系极为紧密，她

们的名气被广告商广泛利用。例如，游

泳名将杨秀琼在     年第五届全国

运动会中包揽女子游泳五枚金牌，被

誉为“美人鱼”，引发了都市女性的游

泳热潮。她的名字被用于“明星花露香

水”的广告，声称是她游泳后的必备用

品。同时，报刊为增加销量，纷纷刊登

女运动员的照片和签名，如马骥和陈

荣棠等冠军运动员，借此提升了她们

的知名度。

然而，女运动员的私生活也受到

媒体的过度关注。有记者深入运动员

的宿舍，发现“墙角堆满化妆品”，并质

疑她们是来参赛还是“参加审美会”。

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对女运动员“傅

粉施朱”的批判，一些画家还以讽刺手

法创作漫画，描绘男女运动员在比赛

前化妆的场景，暗示这种行为在两性

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这些文字和图像资料反映了社会

对女子体育的复杂态度———既有期待

又有焦虑。尽管消费文化对女运动员的

过度商业化现象一直存在，但从长远来

看，这种现象对女子体育的发展利大于

弊。女运动员通过广告提升了知名度，

吸引了更多人关注体育。直到今天，这

种商业化趋势依然明显，尤其是在电视

和大型户外广告中，运动员常常出现在

商品代言中。我认为只要运动员对广告

内容有所把控，确保其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合作并无不妥之处。

近 100年前， 中国就派女运动员参加了各类世界级运

动会，她们参加了什么项目？获得了怎样的成绩？又有什么

新奇的事情发生？国际媒体如何看待中国女性运动员？她们回国之

后，看到成绩的民众和媒体作何反应？ 《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

子体育（1895-1937）》以丰富的图像和文字史料，搭建出一幕幕女

性参与运动、参加运动竞赛的场景，以女性运动史为切入点，从性别

视角给了中国体育史一个诠释，也以江南地区的女子运动勾连起整

个中国近代历史。

本书作者游鉴明博士，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出版

有《中国妇女史读本》《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摩登大观园：当 20

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她们的声音：从近代中国女性的历史记忆

谈起》等著作，2014 年荣获江丙坤两岸交流贡献奖之“交流卓越贡

献奖”。 本报记者对话游鉴明，讲述其创作心路。 记者 曹儒屹

寻迹古中国：一场心灵与历史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