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蕴 瑞 （ 1892—1976） ，

字麟若， 江苏江阴人； 一级教

授， 上海体育学院创始人， 并

担任院长24年。 曾任国家体委

委员 ， 上海市体委第二副主

任 ，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

席， 中国体操协会主席。 曾先

后在东北大学 、 北平师范大

学、 中央大学 （南京大学） 等

任教授、 体育系主任， 毕生致

力于体育教育事业， 是我国现

代体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 体

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是淹贯

博通、 硕学通儒、 治学严谨的

学者， 且具艺术造诣， 长于诗

文丹青， 被称为 “中国自己的

体育家 ”、 “体育界唯一的通

才 ”， 是 “五四 ” 新文化运动

之后中国体育学界的代表， 曾

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

至第五届代表。

第一个体育专业官

费留学生

1916年初， 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特设二年制体育专修科 ，

开我国体育高等教育之先河 。

吴蕴瑞出于对体育的挚爱， 报

考入学 ， 立志献身体育事业 。

1919年春， 南高师派吴蕴瑞到

上海青年会体育训练班进修 ，

结业后回校讲授人体机动学及

体操。 1921年南高师改名东南

大学， 他利用业余时间到新成

立的体育系补读了本科课程 ，

1924年取得体育学士学位。 同

年江苏省教育厅破天荒地为体

育专业设置了一个留美学生名

额 ， 吴蕴瑞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 赴美留学三年， 在芝加哥

大学医学院主修 《人体解剖

学》、 《生理学》， 后进入美国

体育理论界权威韦廉士教授主

持的体育原理研究班学习 。

1927年1月 ， 美国举办 “体育

与健康教育之关系” 学术研讨

会， 韦廉士破例带吴蕴瑞作助

手。 他会内会外， 像海绵汲水

似地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

拓宽了视野， 开启了思路， 出

色地完成了研究课题。 后转入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1927年

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吴蕴瑞在研究中发现， 美

国体育乃源于欧洲， 其学理亦

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他

决心追本溯源 ， 赴欧洲考察 ，

先后到了英、 法、 德等国， 广

泛接触专家学者 ， 收集资料 ，

对运动力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

个新境界。 他在考察德国陆军

体育专门学校时， 特地请专攻

物理学的严济慈作翻译， 并共

同探讨运动力学问题。 他的见

解得到外国同行的赞许， 严济

慈也深为其精神所感动。

1927年10月， 东北大学校

长张学良邀请正在德国进修的

吴蕴瑞担任体育系教授、 系主

任， 重振东北大学体育。 他欣

然提前回国， 主讲 《人体机动

学 》、 《场地建筑与设备 》 及

体操， 深得师生的好评。 1931

年 “九·一八 ” 事变后 ， 他应

聘为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教

授 。 1933年8月 ， 担任中央大

学体育系教授。 1937年， 抗日

战争爆发， 随中央大学内迁重

庆沙坪坝， 直至1946年抗战胜

利后返回南京， 续任南大体育

系主任， 再执教鞭。

1932年， 国民政府召开第

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聘请

吴蕴瑞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参

与起草编制体育法规 。 此前 ，

他先后担任过教育部体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国民体

育设计委员会委员， 中华全国

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 中华全

国体育学会理事，江苏省第一、

二届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评判

部主任、总裁判等职。作为总裁

判长 ， 工作深入细致 ，作风严

谨， 亲赴现场， 查看跳远沙坑

的沙子和跳高横杆的质量。

解放前夕， 吴蕴瑞积极参

加校内进步人士张江树等组织

的护校委员会， 不畏强暴， 使

学校免遭劫难， 完好地回到人

民手中， 还支持和协助一些进

步学生去解放区投奔革命。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

体育学院

1952年9月 ， 全国高等院

校院系调整， 华东军政委员会

决定在南京大学体育系、 华东

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南京金陵女

子大学体育科的基础上， 筹建

体育学院。 上海市市长陈毅邀

请吴蕴瑞担任7人筹建工作组

召集人。校址在梵皇渡路（现万

航渡路 ）1575号原圣约翰大学

（是年该校各院系已调整并入

其他高校）。 11月，政务院任命

吴蕴瑞为华东体育学院院长。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

院的第一任院长， 吴蕴瑞根据

办学方针， 秉持现代体育教育

理念， 主持制订教学文件， 引

进高水平的师资， 做了大量开

创性工作， 为学校的持续发展

奠定了基础 。 他以高尚的品

格、 渊博的学识、 求贤若渴的

精神， 树起了一杆旗帜， 一些

留洋博士、 硕士， 体育界知名

教授， “拳王”、 “杠王”， 纷

至沓来。 据档案记载， 当时的

25名教师中， 有7名教授， 8名

副教授 ， 2名博士 ， 2名硕士 ，

6名欧美留学生 ， 这在人才奇

缺的建国初期， 师资阵容堪称

鼎盛 。 他组织6位专家 ， 研讨

制定第一份教学计划、 教学大

纲、 编写教材等等。 从筹备到

开学仅一个月， 基本完成了各

项工作， 保证如期开学。

1956年2月 ， 华东体育学

院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 国务

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

来上海为新校选址， 吴蕴瑞院

长陪同。 6月，学校搬迁至清源

环路650号（原为旧上海特别市

政府大楼， 后为上海市行政干

校校舍，仿宫殿式建筑，绿色琉

璃瓦顶盖，通称“绿瓦大楼”。上

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已成上

海体育学院的标志）。

吴蕴瑞亲自规划新校园 ，

广泛征求意见。 他常说， 校园

环境整洁、 优雅， 学生才能有

好心情去读书、 训练。 他同绿

化工人费澍等商量 ， 建荷花

池 ， 造六角亭 ， 在绿瓦大楼

前， 用小冬青栽培成 “发展体

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 12个

大字， 全年常绿， 与大楼隔路

相望。 大楼后绿树成荫， 郁郁

葱葱， 生机盎然， 令人心旷神

怡。 学校如今仍是上海市 “花

园单位”。

吴院长根据国家教育方针

和他长期体育教学、 学术理论

研究实践的积累， 逐步凝炼成

“身心一统 ， 德技相长 ， 文理

兼修 ， 服务社会 ” 的 16字方

针 ， 它符合体育学科的特点 ，

涵盖了教学内容 、 教学要求 、

方法手段、 培养目标等， 为上

海体育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昭示了方向。 即使在今天

看来， 与 “立德树人” 也是契

合的。

“以解剖与力学 ，

解剖各运动之科

学也”

吴蕴瑞早在上世纪20年代

末， 即提出 “体育学术化” 的

主张， 强调体育的科学教育和

学术研究。 在他看来， 人口众

多的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成绩

落后， 主要原因是受古代 “重

文轻武 ”、 “清静无为 ” 等思

想的影响， 体育 “缺乏科学之

基础”， 以至 “体质羸弱”， 被

世人讥为 “东亚病夫 ”。 他认

为 ， “体育为强国的基本 ” ，

并提出 “从体育一端着力救

国 ”， 而 “欲求进步 ， 舍讲求

科学方法岂有他道哉 ？” 呼吁

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 以解决

体育上一切疑难问题。 他身体

力行， 1922年即开始研究新兴

的运动学 ， “以解剖与力学 ，

解剖各运动之科学也 ”。 解剖

学论人体各部之构造与力之来

源 ， 力学论用力之方向 、 时

间、 速度等， 使人体之各种运

动合于力学之公式及定理， 以

生充分之效力。 他一面到东南

大学理学院听课， 一面到运动

场上观看学生运动。 在教学训

练中， 不只是讲怎么练， 更告

诉学生为什么要这么练， 从而

使学生明白体育训练必须要有

理论的指导， 激发学生学习理

论的兴趣。 学生说， 按吴老师

讲的方法练， 事半功倍。

1928年他在中央大学体育

系首次开设了 《运动学 》课程 ，

并结合教学训练，“用全副精神

修改整理”，1929年完稿后又请

两位物理学家校阅 ，1930年通

过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90

年出版的《中华体育之最》一书

1950 年代， 吴蕴瑞陪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

视察上海体育学院校园 （下转 15 版） 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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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画尤入骨髓”的体育学家吴蕴瑞
戴炳炎

近日，上海市社联礼赞 68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社科大师”。 上海体育学院首任院长吴蕴瑞榜

上有名。 吴蕴瑞提出“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强健之身体，合作之精神，须于体育训练中得之”。 回

顾吴蕴瑞先生的生平事迹，恰可展现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奠基与体育教育的开拓历程。

吴蕴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