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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斌，1981 年生，福建漳州人。1999 年至 2003 年就讀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得歷史學學

士學位，2003 年至 2006 年就讀於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

2006 年至今，就職於廣告傳媒行業。

提    要

「東亞病夫」是中西文化在近代開始碰撞後，對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共同描述的結果。它既指

病國，也指病民，是對國家實力地位和國民身體素質的一種屈辱性定型。「東亞病夫」在傳播過

程中，往往是國民個體身體與國家身體的互相指代，這又意味著，病夫狀的國民身體隱喻了國

家的疾病和衰弱。因此，在救亡圖存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緒中，早期啟蒙思想家的求強思索，出

現了身體關注路徑。身體不僅成為反思的對象，而且成為改造的對象。他們批判病民，其目的

是為了強種救國，在改造國民身體的目標上，寄託復興民族、振興國家的政治目的。體育作為

干預和訓練身體的一種技術性手段，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便因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主題下的特

殊身體關注，而成為近代中國人身體生成史上的一個重要領域。眾多的體育思想言論，包含著

強烈的身體關注和身體改造欲望，它們作為推動中國近代身體政治化、國家化的「輿論」力量，

實際上反映了近代中國人身體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受干預、管理的被動狀態。身體時刻處於充滿

關照和改造欲望的民族國家政治力量陰影下，是非自主的。在近代的競技體育中也仍然可以看

到這種身體政治。擂臺賽、各種運動會，成為連接身體與民族國家榮辱命運的體育實踐方式，

它們不僅充滿了身體關注言論，表現了政治力量對身體的興趣和意圖，更重要的是，它們有時

表現了民族國家力量對身體這一場域的直接佔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