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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萌的。
2、翻译得好差劲⋯⋯大概翻看下就行。
3、我看过的同类运动史书籍中最好的一本。作者把详尽的资料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了，并且
穿插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小八卦，有趣又有深度。赞！
4、游戏、竞技、身体锻炼、体育、运动⋯⋯不同时代的表达、称谓、形态中蕴含在文艺复兴以来现
代民主体育的发展，及相关社会、文化结构意义；关于体育运动的文化史、社会史、教育史研究，一
个“现代体育化”解读案例；古典时期的竞技和中世纪早期的骑士比武、以及民间游戏，如何从文艺
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开始，重视身体锻炼，出现医学体操，市民阶层兴起，印刷术与规则书籍出版，
场馆标准化，人员职业化，运作商业化，赛事表演化，跨地域多元阶级等级人群的运动观和项目汇聚
，其中复杂争议、权力文化解读，亦是现代化一端；Gymnasion的流变很感兴趣；那些与体育项目、
场馆相关的历史事件以前未深扒过；该书及附录文献算是提供了一个专业入门的资料索引，大量的任
务、数据等不免琐碎，立意不一样，看后想按照另思路删节整合，突出某些观念变化
5、流于琐碎，缺乏见地
6、难得读一本闲书
7、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假设：体育运动是分析一个社会文化的主导思想，甚至是其运作方式的钥匙。
举个例子，棒球代表美国的农业时代，橄榄球代表美国的工业时代，篮球代表美国的后工业时代。
8、写稿时随手翻阅，通识读物。古希腊罗马的竞技、中世纪的骑士比武、运动的复兴与现代奥林匹
克，三、四两章较为有趣，前者是走出中世纪的对抗，如何通过运动重新去打造身体；后者则是王室
体育、体育场馆、运动品味转变等主题，可与布迪厄、埃利亚斯做比较。
9、一本百科全书试的读物，历史资料很全很细，纯介绍性地对体育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但书
中的一些史料还是能激发各种思考。
10、以体育为视角的西方社会文化史
11、开始被书名误导以为只是一部轻松的闲书，想不到比想象中严肃得多：成吨的引用文献、语言学
、人类学乃至之前作者撰写《气候文化史》时学来的气候史知识都用上了，这也让本书的严谨性和深
度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过多引用德国本国的研究资料，考虑到作者的文化背景不难理解，只是有偷懒
和严谨度不足的嫌疑。P.s.翻译与校对错漏甚多。
12、身體和精神不可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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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运动通史》的笔记-第135页

        骑士文化的回光返照
史上后果最严重的体育事故，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死于骑士比武，引发政局动荡和宗教内战。这件事因
其灾难性的后果对欧洲贵族意味着一种征兆，让他们彻底改变了对这种尚武赛事的立场。

2、《运动通史》的笔记-第287页

        第二届巴黎奥运会
因为法国女选手们毫无例外地穿高跟鞋和时髦但不适合体育活动的衣着出场，美国女选手们总能名列
前茅。——哈哈哈，这个太好笑了。法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不同233333~

巴黎奥运会乱糟糟，可是感觉好欢乐：
许多运动员都不知道他们在参加奥运会，以为是世博会的附属项目。瑞士射击选手多年后才获悉他们
曾是奥运冠军，美国高尔夫球选手阿博特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曾在奥运会上获胜。因为那时候既无正式
登记，也无国家队，更没有颁发证书和奖章的嘉奖仪式。
——法国人就是那么任性，哈哈哈~
      啥都没有，大家就开心滴玩吧玩吧~

3、《运动通史》的笔记-第397页

        咳，运动与性：

运动与性这种成问题的关系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体育馆，那里年轻的男子在对他们感兴趣的年长的先
生们面前展示自己的身体。出于对希腊鸡奸和同性恋的憎恶，罗马人——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已经
拒绝裸体运动，更不用说后来中世纪时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了。

新西兰的一项研究证明，在足球运动中一如既往地会提出以下问题：格外成功的女足运动员是否更别
性化或女同性恋者。

女运动员在换衣间的穿着若不是运动风格，而是穿粉色蕾丝内衣，这将不被看作是个人喜好，而是被
视作有情色暗示意思，很可能是对其他队员的挑逗。

4、《运动通史》的笔记-第299页

        业余主义VS职业主义  20世纪70年代

萨马兰奇改革，商业化之路。

5、《运动通史》的笔记-第302页

        马拉松获胜者名单诉说着移民、殖民主义和压迫的历史。

这个名单里的很多人都值得敬佩。（略，见书）

扎托贝克（捷克“世纪运动员”）：“鱼游，鸟飞，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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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黑非洲金牌获得者比基拉 光脚跑，几周前刚刚做完盲肠手术。

6、《运动通史》的笔记-第263页

        尽管顾拜旦表面上看起来认同平等的普世价值观⋯⋯（略，见书）
顾拜旦的民族主义

7、《运动通史》的笔记-第126页

        威廉退尔传说的城市背景

8、《运动通史》的笔记-第336页

        P336-341

关于拳王阿里的描述是全书最好看的部分。

——雄狮已老，英雄迟暮，人间最恨现白头。
辉煌不再，传奇犹存，笑渐不闻声不消。

9、《运动通史》的笔记-第71页

        德尔图良说，竞技是对魔鬼的崇拜。

10、《运动通史》的笔记-第113页

        中世纪时慕尼黑有“美女赛跑”，她们是城里的妓女，借这个机会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自己
，她们是由雅各布斯年市组织者介绍给观众的。

P133补充描述

11、《运动通史》的笔记-第60页

        能够获胜的角斗士有用勇气和勇敢、纪律和战术、推断力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正是罗马秩序
优于其敌人的地方。游戏的组织者和观众在获胜者身上寻求认同，用他们的英雄行为验证自己的想象
。游戏自然是为了提供娱乐，但同时观众在共同经历的惊心动魄以及随后的评判仪式中又可以体验一
种归属感，即对罗马、皇帝或各省精英的认同。也正是因此，角斗士搏斗——连带其相关建筑竞技场
——能够在整个罗马帝国传播。它与罗马帝国是并荣并衰的。

12、《运动通史》的笔记-第175页

        运动不为敬神，只为自己快乐。

社会学家如艾伦·古特曼认为，现代体育之前的体育其特点就是一向保持与宗教仪式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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