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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央视黄金段热播电视连
续剧 《觉醒年代》 中有个情节， 中
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极力推荐毛泽
东 1917 年 4 月在 《新青年 》 杂志
上以 “二十八画生 ” 署名发表的
《体育之研究 》。 这不仅是一篇体
育学的论文， 也是一篇充满辩证思
想的哲学论文， 更是对旧教育制度
一次挑战。 在今天读起来， 仍然能
够感受到其睿智和远见卓识。

《体育之研究 》 开篇便道 ：
“国力苶弱， 武风不振， 民族之体
质 ， 日趋轻细 。 此甚可忧之现象
也。 提倡之者， 不得其本， 久而无
效。 长是不改， 弱且加甚。 夫命中
致远， 外部之事， 结果之事也。 体
力充实， 内部之事， 原因之事也。
体不坚实， 则见兵而畏之， 何有于
命中 ， 何有于致远 ？ 坚实在于锻
炼。 锻炼在于自觉。”

毛泽东认为， 体育对于个体，
能 “强筋骨 ” “增知识 ” “调感
情” “强意志”； 对于国家， 则能
造就不计其数的身体强健、 精神刚
毅的国民 。 他说 ： “此事不重言
谈， 实在重行， 苟能实行， 得一道
半法已足。” 幼年毛泽东体弱， 疾
病拖跨了他的身体， 这使生性好动
的毛泽东十分痛苦， 但真正痛苦的
是大病夺去了他 2 个哥哥年轻的生
命。 少年时代的他就清楚地意识到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道理
所在， 要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远大

理想， 必须有强健的体魄作保证。
1913 年， 毛泽东考入湖南一师后，
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 并积极倡导
同学们一起冷水浴、 风浴、 雨浴、
日光浴等， 受益匪浅。 毛泽东曾与
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 “这
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
的， 这对增强我的体质也许有很大
帮助， 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行
军， 以及从江西出发的长征路上，
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

在写作 《体育之研究》 之前，
毛泽东认真研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
《伦理学原理》 著作， 并在 《伦理
学原理》 万言批语中， 把 “野蛮其
体魄” 和 “意志主义” 的思想发挥
到极致。 同时，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
济十分重视体育， 在其论著 《教育
学讲义》 指出， “学校教育， 最足
以伤儿童之身体者， 为钟点太多，
负担过重。” 这对毛泽东体育思想
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 陈独秀
1915 年 发 表 了 《今 日 之 教 育 方
针》， 其中一节， 专门探讨中华民
族的体格培养和体育价值， 特别是
他的 “兽性主义” 对毛泽东影响极
大。 文章中， 陈独秀赋予 “兽性”
重要意义： “兽性之特长谓何？ 曰
意志顽狠， 善斗不屈也； 曰体魄强
健， 力抗自然也； 曰信仰本能， 不
依他为活也； 曰顺性乖真， 不饰伪
自文也。” 毛泽东在 《体育之研究》
中阐发的 “野蛮其体魄” 是对陈独
秀 “兽性主义” 的具体发挥。 “欲
文明其精神， 先自野蛮其体魄； 苟
野蛮其体魄矣 ， 则文明之精神随
之。” 文章落笔后， 毛泽东送给杨
昌济审阅， 杨昌济对之格外赏识，

夸耀之余， 便
将之推荐给了
《新青年 》 大
主编陈独秀 。
由此可见， 陈
独秀对毛泽东
不仅有过思想
的深刻影响 ，
而且还对其特
别赏识并付梓
刊行于世。

毛泽东认
为搞好体育运
动 有 三 个 原
则： 自觉、 有
恒、 有趣。

首先， “欲图体育之有效， 非
动起主观， 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
可。” 锻炼是强身之本， 只有坚持
锻炼， 才能使肌肉结实， 体魄强剑
以个人而言， 可以延年益寿， 以国
家民族而言， 可以富国强民。 而这
一切必须是在自觉的基础上， 强迫
是没有用的。 其次， “凡事皆宜有
恒， 运动亦然”。 有恒， 有恒才能
获得体育之功效， 这是文中所呈现
的终生体育思想。 毛泽东一生从没
有间断过体育活动， 这使得毛泽东
拥有结实健壮的体魄， 精力充沛地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巨大的
贡献。 再次， “兴味者运动之始，
快乐者运动之终， 兴味生于进行，
快乐生于结果。” 毛泽东把体育作
为一门科学来认识， 指出 “凡科学
皆宜引起多方兴味 ， 而于运动尤
然”。 要对体育锻炼产生兴趣 “夫
内断于心 ， 百体从令 ” ， 从而使
“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运动

既久， 成效大著， 发生自己价值之
观念， 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 以之
修 德 则 日 起 有 功 ， 心 中 无 限 快
乐。”

毛泽东青年时代正值辛亥革命
和 “五四” 运动时期， 国难当头，
而中国人被洋人辱称为 “东亚病
夫”， 毛泽东深感痛心， 决心要洗
雪国耻， 立志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已
任。 他认为， 体育的目的不仅为了
强身， 更重要在于为国———抵抗侵
略、 挽救危亡。 建国后， 我国体育
事业走过一段以竞技运动为中心的
弯路。 体育不能无业， 不能以竞技
运动为业， 体育必须以健身为业。
1995 年 5 月 ， 国务院批准颁布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实施 “全民
健身计划”， 体育事业走上了正规
化和法制化轨道。 通过体育运动锻
炼身体 ， 达到增强国民体质的目
的 ， 这就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核
心。

本报记者 汤江峰

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 “干一行爱一行 ” ———凭借
这样的工作信念， 从学校毕业后，
裴异就一直扎根于结核病诊疗的
事业 ， 再也没有改变过 。 在长沙
市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
中心医院 ） 结核病诊疗中心 ， 她
已经干了 23 年。 从一名青年医生
成长为中医肺病专家 ， 裴异一直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我在结核病工作中选择的专
业方向是难治与耐药结核、 支气管
结核 、 淋巴结核 、 结核合并糖尿
病 、 慢阻肺的中西结核诊疗及研
究。” 裴异介绍， 目前结核病仍然
是我国的重大传染病， 发病人群倾
向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贫困人群，
属于弱势群体常发的病， 其中特定
人群———老年人和合并糖尿病患者
的发病率较高。 还有一类人群， 结
核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长， 是青

少年群体， 主要由于进出网吧和熬
夜等不良生活习惯所致。

裴异呼吁人们一定要关注结
核病的防控工作 ， 通过政府 、 医
院 、 社区 、 家庭 、 学校共同努力
做好结核病的筛查工作 ， 做到早
发现 、 早诊断 、 早治疗 、 及时控
制感染源 。 多年来 ， 除了临床诊
疗工作 ， 裴异一直尽心尽力地面
向病友和民众开展结核病的防控
科普宣传 ， 她经常撰稿发文 ， 到
多个社区讲课 ， 多次接受媒体采
访 ， 经常参与电台 、 网络等平台
直播授课 ， 努力提高广大民众对
结核病的认识 ， 达到群防群治的
目的。

在科室医护团队的眼中 ， 裴
异急病人之所急， 忧病人之所忧。
耐药结核 、 中医肺病科主要收治
的是耐药结核患者 。 与普通结核

病患者相比 ， 耐药结核患者治疗
难度大 、 治疗周期长 、 药物不良
反应多、 治疗费用高、 治愈率低，
这些现状导致部分患者病情迁延
不愈 ， 给患者身心造成伤害 ， 经
济上也带来巨大负担 ， 同时极易
将耐药结核菌感染给周边人群 ，
增大了结核病的防控难度。

裴异通过在全国结核病高尖
端诊疗医院的学习和认知 ， 她敏
锐地觉察到科研发展一定能成为
结核病精准治疗的推进器 ， 高效
提升结核治疗成功率 。 在医院的
支持下 ， 她作为结核专家团队的
成员 ， 积极申报使该院成为国家
十一五 、 十二五传染病重大科技
专项牵头单位 。 2012 -2020 年开
展中西结合治疗方法 ， 提高了耐
药结核治疗成功率并发挥中医药
减毒增效优势 ， 患者生活质量获

得提升 。 2018 年获得国 家 NDIP
项目机会 ， 将抗结核新药贝达喹
啉 引 入 耐 药 结 核 治 疗 ， 为 湖 南
102 名耐药结核患者实现痰菌阴
转时间 4 周 ， 6 个月痰菌阴转率
达到 85.3%的喜人效果 ， 并将耐
药结核治疗经验与收获在全国各
地讲课分享。

2020 年 11 月， 在中国疾控中
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 北京结
核病诊疗技术创新联盟共同主办
的 “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护项目
（NDIP）” 总结会上 ， 该院肺科医
院荣获国家抗结核新药引入和保
护 项 目 “ 最 佳 实 施 单 位 奖 ” 、
“优 秀 示 范 中 心 奖 ” 两 项 荣 誉 ；
裴异荣获 NDIP 最佳技术支持奖
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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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于结核病诊疗事业
———记中医肺病专家裴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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