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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本文首先概述了茅鹏所提出的体育智慧学说袁分析了其对体育运动中野技艺冶的智

慧禀赋袁探讨了野技艺冶与野明智冶的关联袁趋向于野科学化冶的过程袁以及对野简单论冶尧野二元

论冶的批判曰再者本文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 " 技艺 " 学说袁在 " 技艺 " 概念在体育运动中的

适用性和野技艺冶尧野明智冶的辩证关系维度上考量体育智慧说的哲学内涵袁发扬体育智慧说

对传统认识论的反思和知行观的把握遥 最后本文引入了野技艺的实践习惯冶和野科学的技艺

内涵冶两个概念袁尝试在当代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体育智慧说形成补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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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with the overview of Mr.Mao Peng's theory of sport wisdo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e" in sport,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e" and "phronesis",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criticism on simplification theory and dualism.Furthermore, by introducing Aristotle's theory of "techne", it ex-

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techne" to sports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e" and "phronesis". It tries to reflect the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on the

basis of sport wisdom and grasp the view of knowing and doing. Final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two con-

cepts of "practical habit of techne" and "scientific techne connotation" so as to profit the theory of sport wis-

do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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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智慧说的哲学解释———兼与茅鹏先生商榷
高 强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袁 茅鹏在多篇论文中介

绍和分析了体育运动中蕴含的野智慧冶遥 这一智慧学说袁上
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智慧的区分下启了对当代

中国体育训练和管理理论中存在的 野简单论冶尧野二元论冶
思想的批判和反思袁既有哲学的深度袁又有经世致用的价

值遥 若能在当代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视野袁深挖这一智慧学

说的哲学意味袁希能拓展体育哲学研究的领域袁将这种野实
践可耶致爷袁而不可言耶求爷冶 [1]的智慧与当代哲学研究形成

对话与相长遥
茅鹏所描述的体育 野智慧冶野现实地存在于运动员尧教

练员尧体育运动领导干部以及其他人们的头脑中冶 [2]袁可见

这一野智慧冶形式可以在运动员的训练尧比赛行为和教练

员尧领导干部的指导行为中得以体现遥 茅鹏区别了在不同

场域所体现的野智慧冶内涵所在袁前者为运动能力智慧袁而
后者为训练智慧遥 在运动员的训练尧比赛行为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运动能力智慧中袁野技艺是运动能力智慧的直接体

现和基础层次冶袁 而以教练员指导为主要方面的训练智慧

中的野智力体现一般属于耶实践理性爷的范畴冶 [3]遥
以野技艺冶为核心的运动智慧能力使野肢体获得耶智慧

禀赋爷袁具备耶智慧附加值爷袁从而耶智慧化爷冶袁茅鹏用了野软
件冶和野硬件冶这两个概念形象地指出了技艺与人的肉体之

间的关联袁而他认为每个人的野硬件冶都大体相似袁而之所

以会产生运动成绩和表现上的差异主要来自于野软件的不

同冶遥 而这种软件的形成有赖于从 野大量失败冶尧野偶尔成

功冶尧野临场试用冶到赛场野潇洒冶的过程袁有赖于野自己的天

赋和努力冶尧野名师的指导冶和野确当的外部条件冶 [2]遥 而以

野实践理性冶 为核心的训练智慧主要体现在教练员对运动

员野技艺冶的培养袁是一种野明智冶的体现遥 但是这种野明智冶
的实践理性是野一种不可渊或不便冤言传的智慧冶袁只有在

野耳濡目染冶中才能实现在人际间传递袁在野竞争和协作冶
中才能得以发展[1]遥

体育智慧说的哲学解释要要要兼与茅鹏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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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技艺冶和野明智冶之间是关联的袁茅鹏挖掘了它们之间

的联系遥 他借用了普特南[1]的观点院野技艺耶有一种个人的尧
不能程式化的维度爷袁是否能掌握耶技艺爷袁达到什么水平

的耶技艺爷袁不但要靠努力袁而且还要靠智慧袁这种智慧袁不
是耶理论的智慧爷而是耶实践的智慧爷袁这就是耶明智爷冶遥 可

见袁在茅鹏看来袁野明智冶是野技艺冶得以提高的一个必不可

少的因素遥 但是即便是野明智冶袁也由于它是处于野信息主

体处冶袁也会形成向外传输的停滞袁所以需要将在野技艺冶
信息转变为野明智冶形式袁并将这种形式转变为野科学冶形
式袁这就是茅鹏所提出的野科学化冶过程袁是野实践的人们

意识中的信息运动方式的转化尧进步尧改造过程袁是质的飞

跃过程冶袁 转化到体育运动层面袁野科学化冶 体现在训练方

法上从盲目性转变为科学化袁进一步挖掘人的潜能[1]遥
在哲学层面上袁茅鹏对野技艺冶尧野明智冶尧野科学冶这一

个变迁尧 跃升的过程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也是 野技艺冶尧野实
践理性冶和野纯粹理论渊也可称为理论理性冤冶的变迁过程袁
但正是在对这一变迁过程的描述中袁茅鹏形成了经世致用

的理解遥 对当前中国体育中所渗透的野简单论冶和野二元

论冶的反思是茅鹏的智慧说所着力之处袁也是由野明智冶形
成野理论冶的过程中形成的某些偏差所在遥 首先野简单论冶
是在训练工作中将运动能力认作为一系列的简单因

素要要要力量素质尧速度素质等构成袁认为运动进步的基本

原理是野超量恢复冶各种简单因素的一个过程 [3]袁这是抽象

思维层次中所存在的辩证性所致院野对正确和前瞻性的逼

近性渊可错性冤尧自封性渊错位性冤尧自大性渊局限性冤尧封闭

性渊开放性冤等等冶 [2]遥 而训练中的野二元论冶思想正是这种

野简单论冶思想的进一步衍生遥 因为从野简单论冶出发袁各种

素质被简单区分袁尤其将这些素质从丰富的技艺层面中区

分出来袁 最为明显的就是在各个项目中区分了 野体能冶和
野技艺冶二元渊或是野身体素质冶和野技艺冶二元冤袁而导致了

在某些项目上资源浪费和野被迫尾随冶的状况 [2]遥

茅鹏对野技艺冶的智慧禀赋的洞见和运动能力尧训练智

慧的提出是其一元训练理论的重要部分 [4]袁也形成了对一

直制约中国体育训练水平发展的 野简单论冶尧野二元论冶思
想的深刻反思袁 不可谓不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挖掘思想源

泉遥 究于体育哲学的研究导向袁对茅鹏的智慧说进行哲学

解释的尝试是极具价值的袁甚或能形成一定的野商榷冶未尝

不是体育哲学的一个发展契机遥

实然在当代社会中野技艺冶概念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袁不
少人认为技艺是属于生产力低下的野古代世界的前分工时

代的人类活动冶袁而随着工业时代开始袁野技冶尧野艺冶逐渐分

家袁技术成为了野成批生产产品的操劳的机器操作活动冶袁
野被理解为劳动尧生产尧工作冶袁而艺术则还野保留个体的手

工制作的性质冶[5]遥 所以在工业社会中袁技术和艺术是不同

的两项理智品质袁前者是野从业者自身无法控制的异己的尧
受约束的活动冶袁而后者则是野自由的活动冶 [5]袁这样有人会

拒斥野技艺冶在当代社会的存在也不足为奇遥但是在体育运

动中袁尤其在竞技比赛中袁工业社会的野技冶尧野艺冶分离失

效遥 对技术的熟练掌握袁个体能力的张扬乃至形成技艺仍

然是体育运动的最为主要的方面袁运动技术到运动技艺的

提升过程的哲学认识论分析的依然是体育哲学讨论的一

个维度[6]遥 可见袁时至后工业时代袁体育运动依旧与古希腊

时代亚里士多德多提出的野技艺冶有着血脉联系遥可见在茅

鹏的体育智慧说之中对野技艺冶的强调正是认清和延续了

体育运动中身体技艺的古今一脉相承性袁而野简单论冶和体

能尧技艺野二元论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弥漫于其他社会领

域的野技冶尧野艺冶分离在体育运动中的一种误用遥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袁野技艺冶和野智
慧冶尧野努斯冶尧野科学冶尧野明智渊实践理智品质冤冶一起被认为

是人的灵魂野把握存在世界的真的品质冶遥而技艺最为关键

的特征在于野生成冶的作用袁就是将野作为质料或题材的东

西冶变成野存在物冶的过程遥 这一特征就决定了野技艺冶只能

作用于野可变化的事物冶袁如石材尧疾病等袁通过建筑家尧医
生的建筑活动尧治疗活动而发生改变袁那么建筑家和医生

的野技艺冶品质就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遥但日月星辰等这些人

力不可达到的事物袁 技艺品质就无法在其中发挥作用了遥
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了野技艺冶常有的纰漏之处袁因为

野技艺冶的知识只在可变化事物的可操作性的过程这个有效

范围内才有效袁所以它的作用是有其有效性局限的遥 但是

也正是因为野技艺冶与人的生活是最息息相关的袁所以它有

倾向于野越界冶袁形成野妄断冶[5]遥
对野技艺冶进行哲学层次的解读有助于深入理解茅鹏

所提出的体育智慧说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袁身心是一体的袁
甚或说身体有着更为基础性的意义 [7]遥 而茅鹏所指出的就

是运动能力是一种技艺的体现袁而运动技艺所作用的对象

既不是石材袁也不是航海袁却是人的身体遥而人的身体从其

生物性来看袁有着生老病死的变化袁区别于日月星辰等这

些不变的事物遥 在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 5 种人类灵魂品

质袁只有野技艺冶是最为贴近人的身体袁而只有运动能力的

野技艺冶才是旨于人对自我机体能力的超越袁而不像医疗的

技艺是让人恢复到平常状态曰也只有野技艺冶的生成性特征

渊野技艺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注重结果袁对于结果的讨论是

实践理性袁即明智的对象冤袁让体育运动更多的去强调过程

而不是结果袁这样很多对体育运动进行目的论的解读失去

了哲学立论基础遥 同时袁也是因为野技艺冶的生成性的特

点袁决定了野技艺冶的传递必然是一种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模

仿尧练习袁试错的过程遥但是究竟体育运动能为人们带来什

么袁抑或是教育目的袁抑或是健康目的袁只有在基于对野技
艺冶和其他理智品质的关系的理解中袁才能形成意义遥

野明智冶与野技艺冶一样袁都是关注可变的事物遥 但是他

们是有区别的院野技艺是一种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尧合乎逻

各斯的尧求真的实践品质冶袁而野实践智慧的定义则包含同

善相关的尧合乎逻各斯的尧求真的尧实践品质 4 种要素冶 [8]遥
因为无论是野技艺冶还是野明智冶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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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善和求真为目的的袁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袁野技艺冶与
野明智冶的区别仅仅来自于一个是实践行为袁一个是制作行

为袁而产生这种区别的行为仅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希

腊城邦时代袁实践行为是由自由公民来进行的袁而制作行

为却是由奴隶完成的 [8]遥 亚里士多德的叶尼各马克伦理学曳
的中文译者廖申白先生也承认野亚里士多德没有去研究这

些理智品质相互间的影响冶袁野把自己的研究停止于说明这

些品质各自的性质冶上遥
只有在两者的性质上可以看到袁每种野技艺可以被看

做是伺服于人的某个具体目的的手段冶袁虽然会失真袁但是

依然野展现存在的世界冶 [5]袁让野明智冶有了发用的空间袁如
若没有野技艺冶的野失真冶尧野妄断冶尧野越位冶袁那么野明智冶也
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遥

廖申白先生意识到了技艺野对明智所伺服的实践活动

的影响应该是最为强烈尧最重要冶袁但是却一直被忽略形成

了迷失遥 在这里袁绝大多数的制作活动的外在性形成了这

种忽略遥因为一直以来袁将技艺的产生认为是野人们常常由

于肉体生活的过程而有各种匮乏或需要袁 由于有这些需

要袁人们就追求外在事物袁这些事物也就对于人显得是一

种善或者目的冶袁这样袁其实野技艺冶不是野被看做是伺服于

人的某个具体目的的手段冶 [5]袁而是野伺服于人的某个具体

的外在的目的的手段冶遥 然而野明智冶是野一种体现为行动

的知识冶袁是在野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连结冶中得以

体现的袁靠野直觉冶才能得以把握的 [9]遥 可见野明智冶存在着

很大的内在性和个体性遥 但对 野技艺冶 的偏差的解读下袁
野技艺冶与野明智冶的关联便被打断遥 在工业化进程推进下袁
野技术冶与野艺术冶分离袁那么这种偏差就逐渐加深袁与野明
智冶的间隔就愈加遥

但是茅鹏在体育运动领域袁将运动能力智慧和训练智

慧并举不可谓不是一种创举袁 也是对一直以来 野技艺冶和
野明智冶之间断裂的一种弥补遥因为在茅鹏的论域是在体育

运动训练和比赛领域袁运动能力的野技艺冶所追求的身体技

能的提高和发展袁毫无疑问是野具体的尧内在的目的冶袁这
点就符合了野明智冶以个体的尧内在的方式追求善的一种性

质遥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袁茅鹏的体育野智慧冶说对当代哲学

认识论的发展和古希腊哲学在当代的重光有着积极的补

益遥 但茅鹏通过野智慧冶说对野二元论冶和野简单论冶的批判

更是直面了传统知识论中 野完全的明确知识的理想的虚

妄冶所在 [10]遥

茅鹏认识到以野抽象思维冶为特征的理论智慧虽然会

促进野技艺冶和野明智冶的发展袁但是有时候也会形成曲解

的作用袁形成对各种因素野简单化冶的解读尧野二元化冶的分

裂遥 从当代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袁对野抽象思维冶的反思正

契合了当代认识论研究对客观主义认识论的批判遥 如若

从这一哲学批判的视角对茅鹏的反思进行铺陈袁 一来能

够呼应哲学界的批判进程袁 二来也能重现体育运动作为

集野技艺冶尧野明智冶尧野智慧冶于一体的身体活动的哲学价值

所在遥

茅鹏所反思的理论智慧在中国体育界的野优势地位冶遥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处的野理论智慧冶虽然是处于智慧的高

级水平袁但是依然不排斥尧不贬低野实践智慧冶和野技艺冶袁
为何又在现当代成为了独尊的知识样式袁其间有着深刻的

哲学认识论根源遥
这一现象首先需要从野技艺冶的身体性谈起袁虽然古今

体育运动无论从形成的社会背景还是具有的符号意义来

看袁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性袁但是作为一种身体的野技艺冶
形式这一特征仍然是主流遥但是身体的野技艺冶是否形成知

识袁则在哲学认识论的变迁中几经颠沛遥
首先在古希腊时代袁身体的野技艺冶是一种知识形成的

方式遥 法国人类学家勒布雷东在其作品叶人类身体史和现

代性曳中阐明了在欧洲处于野以整体论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冶
时代渊区别于近现代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冤袁无论是在民间传

统信仰还是在叶圣经曳中袁野身体不是分裂的对象袁人被融

入宇宙尧大自然与群体当中冶袁所以人的身体和认知行为是

不分离 [12]袁认知行为中蕴含的智慧也是与身体相关联 [12]遥
所以也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对人类 5 种理智 渊智慧尧努
斯尧科学尧明智尧技艺冤的整合是在古希腊对身心一体观念

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的 [11]遥
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身体一体观念袁在

近代形成的哲学认识论中被打破遥 一种野新的认知形式冶袁
包含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袁 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等等因素袁
已然形成遥 其中笛卡尔的二元论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遥 野笛卡尔提倡耶我思爷之人袁而身体是一个耶独立的实

体袁沦为被轻视尧贬斥的附属品爷遥 这样在本体论意义上袁
人被分为了耶身体与精神爷这两个部分遥 所以耶在笛卡尔眼

中的人是有两方面黏合而成袁一边是精神袁其存在的唯一

意义即思考曰另一边则是身体袁或机体渊人体机器冤袁可简

化为唯其自身的广延爷冶 [12]遥 所以在这个阶段野沉思科学逐

渐向积极科学过渡冶袁认知行为变得野有用尧理性尧不带任

何情感冶 [12]袁而这种科学和认识行为袁人的身体以及以身

体性为特征的野技艺冶则不包含在其中袁但是指向于那些不

变化的事物要要要日月星辰要要要的理智形式要要要智慧尧努斯

和科学则得到了彰显袁那么也无怪乎蕴含其中的野抽象思

维冶得到了高扬遥 在现当代袁波普尔以野三个世界冶理论为

代表的客观主义认识论将这一观念推向顶峰遥 他区分了 3

个世界袁野世界 1 是指物理对象和物理状态的世界袁世界 2

是意识状态或者心灵状态或导向行为倾向的世界袁世界 3

是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袁其中包括理论体系尧问题和问

题情景尧批判性论证尧讨论的状态冶[13]等等遥 在此基础上波

普也区分了关于世界 2 的知识袁即主观知识和世界 3 的知

识袁即没有主体的客观知识[14]遥沿袭了波普的分析之路袁但
是却抛弃了波普对主观知识的提及袁便认为野体育就是体

育袁他是行为袁不可能是知识冶袁也野不产生知识冶[15]遥
所以在这种从身心二分袁到主观客观知识二分袁最后

所形成体育的非知识性的哲学认识论定位下袁野技艺冶中所

丰富蕴含的智慧和知识当然地被轶失遥而客观知识正由于

它出色的社会效率性逐渐主宰了身体袁同样也就主宰了身

体的野技艺冶袁那么以野抽象思维冶为主导的野二元论冶和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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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论冶就理所当然地占领了体育这里领域遥
时至当代哲学的发展袁对二元论渊这里的二元论是指

心物尧主客尧主观客观知识尧行为者和行为等哲学研究中的

二元论袁而不是茅鹏在文章中批判的野体能冶和野技艺冶相
区别的野二元论冶冤的批判反思已然成为了显学之一袁无论

是在哲学界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还是社会学界布迪厄的

实践理论都是目标直指二元论在不同学科的影响遥茅鹏的

体育野智慧冶说对野抽象思维冶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就契合

了这一哲学界尧思想界的批判思潮袁既可以认为是一种思

想层面上的厘清袁同时也是为训练理论的思想内核变革提

供哲学基础遥

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会衍生出不同的知行观袁而不同的

知行观则会影响着训练实践和训练管理工作的展开遥 野知
行合一冶 一直是哲学界分析的一个概念遥 在 野二元论冶和
野简单论冶的视角下袁虽然也同样承认野知行合一冶的重要

性袁但是这种野知行合一冶却是在以一种野理论指导实践冶
的面目出现袁具体在野中国的训练工作冶中就是野中国体坛

体育行政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冶而不是野服务冶 [3]遥 茅鹏的体

育野智慧冶说反思了这种在行政指导意义上的野知行合一冶袁
而更多地强调了在哲学认识论层面上的野知行合一冶遥

从野技艺冶到野明智冶袁再至野科学冶是茅鹏体育野智慧冶
说的野知行合一冶的认识论内涵要要要野技艺冶存在着矛盾运

动袁在野明智冶层面上形成了野非逻辑的尧直觉灵感式的形

式存在着冶的主观逻辑遥 但是野直觉灵感信息的系统积累袁
再加有关的多门科学逻辑的促进袁相应信息的逻辑运动状

态会在意识中以质的跃进方式产生出来冶袁即一种野科学化

的过程冶遥 由于体育运动的野以人体自身为主体冶的特性袁
野明智冶的水平仍然是决定性的 [3]遥 从这一视角看袁茅鹏的

体育野智慧冶说的知行观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的一致袁
而不是简单的以野知冶指导野行冶的单向度思维方式遥

可以看到袁在这种野技艺冶要要要野明智冶要要要野科学冶的跃

迁过程中袁野知冶尧野行冶并不分离袁教练员所具备的野明智冶
是野知行合一冶得以真正实现的最关键一环节遥 但是在野简
单论冶下的野知行合一冶观念是有所偏向的袁野知冶在其中占

有了核心尧领导性的地位袁而野行冶则成为了被分析的和被

操控的对象遥 这也难怪在野二元论冶中为何区别野体能冶与
野技艺冶以及线性思维的处理方式遥

茅鹏的体育野智慧冶说向我们深入展示了运动技艺中

的哲学品格袁也描绘了一张体育哲学与哲学学科共同进展

的哲学图景袁对其进行深入挖掘袁也能延展这种哲学的批

判反思品格遥 承袭这一品格袁对亚里士多德的野技艺冶理论

进行深入解读和引入当代认识论研究对科学和技艺关系

的讨论能进一步丰富体育的智慧内涵遥

茅鹏在体育野智慧冶说中刻画了从野技艺冶到野明智冶的
上升之途袁野明智冶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野技艺冶的水平袁指

引野技艺冶发展的方向遥 但是通过解读亚里士多德的叶尼各

马可伦理学曳看袁他严格区分了野明智冶与野技艺冶袁因为野明
智冶的对象是实践袁而野技艺冶的对象是制作[16]袁它们之间鲜

有转换的机制遥 诚然袁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制作做出的区

分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分工上袁他所指出的实践更多的是

伦理学和政治学上袁是一种治理术袁是自由民和政客所处

的社会阶层袁而制作却多指航海术尧建筑术等等袁属于奴隶

这一社会阶层袁这两个阶层的确鲜有转换遥 虽然这种社会

分层在当代已经消失袁但是廖申白先生的一种解读却值得

深思遥 他认为技艺形成于野实践习惯冶袁但是却与野明智冶无
涉[5]遥 当操作性尧制作性活动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袁甚至是

约定俗成袁那么将止步于野明智冶之前遥 在这一层面上袁野技
艺冶到野明智冶的上升并非一条通途袁相反熟练的野技艺冶活
动也容易滑向实践习惯袁 而不形成 野明智冶遥 茅鹏指出了

野耶明智爷实践可耶致爷袁而不可言耶求爷冶 [1]袁强调了野技艺冶的
实践在形成野明智冶时的正向作用袁但是野技艺冶中存在的

固步自封的特性也是值得关注的遥 在具体的训练实践中袁
野实践习惯冶的制约作用是较为常见遥这就容易理解一个优

秀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教练袁反之亦然遥 一个

运动员自我的训练体验和经验往往是很难传达遥在训练理

论层面上袁教练员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努力会避免野实践

习惯冶消极作用的发生袁但是如何在哲学义理层面上对野技
艺冶要要要野实践习惯冶这一路径进行刻画却也应是体育智慧

说需要关注的遥

茅鹏意识到了在野技艺冶和野明智冶中存在的野信息会停

滞在信息主体处冶袁野向外的传输功能非常艰涩袁 传输过程

中也会发现信息的丢失冶等问题 [1]袁这与野技艺冶容易形成

野实践习惯冶不无关联遥 茅鹏引入了野科学化冶的概念袁使
野明智冶中具有的大量野直觉灵感信息的系统积累冶袁加之

野多门科学逻辑的促进冶袁就能产生质的飞跃遥 但由于体育

运动野技艺冶的人体自身的主体特性袁野耶科学化爷可以不断

推动它进入更高级的境界袁但是永远不会进入到无耶明智爷
参与的耶非技艺爷境界冶[1]遥

茅鹏的这一做法有其积极意义袁为体育运动划出了自

己的场域袁让充满野抽象思维冶的科学在体育运动这一场域

中的作用受到野技艺冶和野明智冶的制约袁人的主体性得到

了张扬袁这与在其他受客观主义知识论影响颇深的自然科

学领域相区别袁也可以说袁茅鹏为人的主体性留下了一个

自由的空间遥 茅鹏的这一做法也是一种野区隔冶的做法袁但
是当代认识论研究的对个体知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

野科学冶带了野技艺冶的内涵袁从而化解了这一野区隔冶袁其中

波兰尼的个体知识论就较为清晰地陈述了科学发现过程

中的野技艺内涵冶遥
可以说袁野科学化冶过程是一个发现知识尧应该用知识

的过程遥 波兰尼关注的并不是科学以书面形式体现的知

识袁而是更关注发现和应用的过程遥 他揭示了其中存在的

两套野规则冶袁一套是野严格规则冶袁比如乘法表袁在科学研

究中就体现为野实验尧测量尧计算尧制作图表等活动的工作

手册冶袁而还存在着野技艺的规则冶袁给了个人判断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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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袁在科学研究中就表现为野具有原创性的工作袁如科学

发现以及对发现的证实或者证伪活动冶 [17]遥 波兰尼更加强

调了后者袁认为这才是科学真正的品格袁而在其中就蕴含

了大量的科学家个体的判断力袁 不能化约为一套简单的尧
明确的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袁或者说是一套书面知识

体系遥 波兰尼将其认为做一种野技艺冶渊这里固然会有人提

出质疑袁 因为个体的判断力往往会有武断性和随意性袁这
样如何保证科学知识的发展钥 对此波兰尼提出了野理智的

激情冶和野信托纲领冶两个概念遥 因为本文主要讨论波兰尼

对科学的野技艺冶内涵袁而不专门讨论波兰尼的科学哲学思

想袁故不作赘述冤遥
从波兰尼对科学中蕴含的技艺内涵出发袁就可以认为

野科学化冶的过程在实质上也是一种技艺发用的过程袁同样

需要训练尧模仿袁同样需要如茅鹏所提出的野明智冶发展过

程所需要的野竞争和协作冶 [1]遥 所以在此层面上袁波兰尼对

科学的技艺内涵的洞悉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体育场域和

其他自然科学场域中野科学冶的野区隔冶遥 在体育运动中袁无
论是在竞技抑或是训练场域袁野科学化冶的过程受到了野技
艺冶和野明智冶的制约袁而同样在其他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袁
野科学化冶过程的完善袁科学知识的形成袁野技艺冶与野明智冶
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以此袁在波兰尼个体认识论的

推进下袁茅鹏的野技艺冶要要要野明智冶要要要野科学化冶的这一过

程其实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自然科学领域袁而不仅仅用以解

释体育训练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问题遥

茅鹏的体育智慧说来自于对训练实践和学理探究的

洞见与思考遥 对其的实践应用可以增益于训练尧比赛水平

的保持和提高袁亦可反思制约中国体育训练水平提高的种

种因素遥 但是在哲学层面上的展开学理分析尧引证将呈现

一片新的图景遥
这一新图景的关键是袁在智慧说的关照下袁首先体育

运动袁无论是训练尧比赛行为袁还是教练的指导和行政管理

行为袁都是一个包含着野智慧冶因素的统一体袁而不仅仅是

身体行为的总和和政令的简单施行袁肉体与精神在这里实

现了相互的包容曰再者袁提升了体育运动中的训练尧比赛行

为的认识论地位袁 它们不再是一个身体的机械性活动袁而
是一个与科学探知相等同的认知行为袁区别在于它产生的

是不可言说袁只可践行的知识曰最后袁体育智慧说也是一个

具有批判品格的学说袁 它不仅仅对原有的 野二元论冶尧野简
单论冶进行的深刻的批判袁同时也为进一步厘清致因的哲

学根源提供了契机遥虽然体育智慧说是在体育领域中的哲

思探索袁却契合了当代哲学认识论反思的脉络袁甚或说为

在哲学范围反思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想所带来的种种问

题提供了新的思想利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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