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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ose sports buildings with profound tradi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campus seem to be 
neg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sorting out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quyage gymnasium and the professional feelings of 
previous educators, we find that the symbolic value of quyage gymnasium is greater than it1s actual utility as 
a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quyage gymnasium in campus is still lacking, 
and the joint poi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is not stable.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quyage 
gymnasium will play an active and effective role in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campus sports culture when it is 
built into a sports auditorium Museum, a traditional culture exchange center, and a national mass physique 
monitor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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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文化的传承近年来受到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广泛认同。校园内那些拥有深厚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的体

育建筑，似乎在传承与促进校园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忽略。在梳理瞿雅阁体育馆的传统文化特

性、历任教育从业者的职业情怀时发现，其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象征性大于实际效用性，在校园中所

发挥的体育教育功能还有所欠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结合点还不稳定。由此我们认为，瞿雅阁体育馆

在构建成体育礼堂博物馆、传统文化交流中心、全民大众体质监测中心时，对传承与促进校园体育文

化将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瞿雅阁；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促进； 

1.前言 

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根基，保护

与传承越来越得到社会与国家层面的广泛认同。2017

年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就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
1
。2018 年再次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

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2
。 

2017 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了《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丰

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传统体育进校园…抓好传统文化

教育成果展示活动”
3
。 

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剖析文化遗产的价值时认为，

借助文化遗产的实体存在，人们可以感受过去时代的生

活气息、文化场域和价值内涵。通过进一步对文化遗产

价值当代的再读与重释，探寻文化遗产与当代人、人与

社会的价值关系
4
。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一环，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和地域环境中，都留下了自身鲜明的人文印记和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

体育人文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相信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日趋珍贵。在当代社会的体育文化需求背景下，

有一定历史积淀的体育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符合时代需

求的进一步深挖与重释，探寻出体育物质文化遗产与当

代社会的互联价值，从而使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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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显然，作为校园传统体育文化

地标性象征和实体代表，体育物质文化遗产对校园传统

文化传承、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教育，将发挥更为直观与

实践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在力图寻找校园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

实物载体过程中发现，创办于 1871 年，有“中国现代

基础教育活化石”美誉的文华大学瞿雅阁体育馆，是一

座距今 100 年具有悠久历史的体育物质文化遗产。也是

武汉市近代以来，三座具有现代体育意义的室内体育运

动馆之一
5
。如今与它类似依旧保存在高校校园内的已少

见且则显得尤为珍贵。因此探究瞿雅阁体育馆独特的物

质文化遗产价值，提升传承校园传统文化的作用，促进

大众形成健康意识的功能，显得尤为特别且颇具代表性。 

2. 历史传统与文化特性 

2.1.瞿雅阁体育馆的历史 

瞿雅阁体育馆现位于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

内，该馆建成于 1921 年，是为纪念文华大学（及: 湖

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现校址前身）首位校长瞿雅阁

教授而建，故该馆被命名为“瞿雅阁”体育馆，同年 10

月 2 日于文华大学 50 周年校庆时正式投入使用
6
。 

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地方军阀割据时代。瞿雅阁体育馆当时就位于素有

武昌“文化租界”之称的昙华林街区东头文华大学内。

周边有近代西方各主要列强在此兴办的教会、医院、领

事馆、名居等。如此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环境，让始建于

当时的瞿雅阁体育馆的主体建筑，呈现出东、西方多元

文化交融，中西合璧自成一体的显著风格与特点。 

2.2.馆体建筑风格的传统文化元素 

从上往下纵观整个瞿雅阁体育馆体建筑风格，其屋

顶采用中国传统建筑中 高级别的重檐庑殿式屋顶，上

铺绿色琉璃瓦，屋顶和二层屋檐之间开设高位侧立大窗，

从而保证二楼场馆的补充采光，一层和二层的主体墙面

采用清水红砖，一楼入馆的正门居中成拱形，左右两侧

分别平行设置四扇中国传统式平窗。两侧平窗的 外端

分立两栋中式耳房，两栋耳房的入门与居中正门的形制

相同，整体窗门楼体呈对称规制。两侧平窗的正上方二

楼平台，以石柱分九开间形成一行柱廊，这为二楼的体

育场馆提供了备用半开放式运动准备活动空间。   

楼体间的栏杆、望柱、雀替、额枋的建筑构件，其

形制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构件外形，而实体材料却为石质。

房间的门窗、楼梯均为木质中国传统家具样式。一层的

房间涵盖了体育教学实验室、教师办公室、体育器材保

管室，体育资料室。二楼为标准篮球比赛场地、和半开

放式的准备活动区
7
。 

由此惊叹在上世纪那个风云变幻的二十年代，瞿雅

阁体育馆在保障具备近、现代室内运动馆功能的同时，

建筑主体吸收了西方近、现代工程技术，还坚定的延续

了中国传统建筑古朴典雅的格调，从而能够让传统文化

的元素延续至今。让我们如今来到建筑实体面前时，真

切感受到建筑中反映出的各种传统文化形制，从细微小

处到大型构件上的历史渊源，让到访者无不由衷的感受

到瞿雅阁体育馆，作为物质遗产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价

值。 

3.从业者的传承情怀 

作为一种西方传教士文化传播的策略，瞿雅阁体育

馆同文华大学校园内的其他建筑一样，在外观形制上多

具有折衷主义倾向，多以当地居民熟悉的传统建筑形式，

来获取当时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显然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背景之下，以西方文化渗透为目的的文化传播，

是该馆始建者 原初目的。这和当时文华大学由教会制

学校发展而来的特点和时代背景一脉相承。 

然而现在看来，当时近、现代学校教学理念价值对

社会进步的推动意义，显然要大过于西方文化介入的负

面效应。文华大学历任开拓者，不论他们是以西方文化

传播为目的，还是以现代校园文化建设为目的。现存和

遗留下来的实体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校园体育文化传统，

深深的影响着未来大学校园体育文化发展方向。因此探

究瞿雅阁体育馆，近现代校园体育文化理念的发迹过程，

不得不回看文华大学近、现代校园体育文化的人文情怀

和发展历程。 

3.1.文华大学不同时期校长对现代学校雏形
的探索 

1868 年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Jr)来到武昌兴学传教。1871

年，创建了学校名为“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文

氏纪念学堂)，意为“文主教在中华的纪念学校”。1873

年，按照当时清朝通行的“书院制度”，取中文名为“文

华书院”意为“文章华国”。  

1887 年 10 月，巴修理(SidneyC．Partridge)，牧

师接手文华书院。在他任期的 14 年里，文华书院有了

长足的发展。在教学课程方面，增设了英文、格致(自

然科学学识)、体育等课程，将西方的历史、地理、数

学课程引进了课堂教学。并逐步提高各科教学内涵与学

科深度。设立文体娱乐室，配置了系列体育设施，供学

生课外活动和体育课使用，校园体育文化活动日渐丰富。 

1901 年，英国人詹姆斯·杰克逊 (James —

Jackson)．中文名翟雅阁接手文华书院。翟雅阁努力把

英国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用于治理文华书院，使学校发

展更加迅速，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各阶段学制趋于完

备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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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瞿雅阁体育馆为标志的文华大学近现
代学校体育的发展 

有“中国现代基础教育活化石”之美誉的文华大学
9
，在现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当中，所留下的教育

物质文化遗产，是对现代高等教育不断探索前行的实物

启示。由于瞿雅阁教授在任文华大学校长期间，引入西

式教育，坚持不懈的将英国现代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用

于学校的建设，使学校的教育体系和教学硬件设施有了

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学科教学以外的校园体育文化艺

术娱乐活动上，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他上任不久就在校

园举办了武汉地区第一次校际间的运动会，提倡改变文

华的校风学气，在此期间文华大学的学生体育协会、足

球队、合唱团、乐队相继诞生。我国近代 1899 年 早

的校园民族传统体育踢毽运动，也在陈忠著的《文华书

院的体育活动》一文中有文献记载
10
，这让学生的课业

体系更加充实，课余体育、文艺、娱乐活动更加丰富。 

可见瞿雅阁校长对文华大学现代校园体育文化的

推动工作，使学校向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发展

奠定了相应坚实的基础。1917 年瞿雅阁校长的继任者美

国人孟良佐，正是发现了瞿雅阁校长对文华大学现代校

园文化和体育的推动功绩，为了纪念并发扬瞿雅阁校长

的现代大学办学理念，从而提议主持修建了瞿雅阁体育

馆。这也为文华大学乃至今天湖北中医药大学历经百年

的体育教学和室内体育运动，提供了难以估价的校园体

育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教学基础设施保障。                                                                            

3.3 对中医药院校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促进 

湖北中医学院建校伊始就成立了体育教学部门，并

于 1978 年进驻原文华大学昙华林校区内至今，体育教

研室的初创办公地点就在瞿雅阁体育馆内。作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瑰宝，中医药院校的传统中医药学科文化

特性和底蕴深厚，2018 年湖北中医药大学 60 周年校庆

之际，吕文亮校长再次明确了中医药院校“执中致和”

的传统文化育人理念
11
，从而深刻地丰富了中医药院校

体育教学工作的内涵。体育课程的设置，体育学科的建

设，学校体育活动项目的特质，都进一步深入了与传统

中医养生健体运动文化的渊源关系。其中民族传统体育

当中的传统毽球运动以及养生功习，就成为了这一时期

乃至今日学校体育教学，竞赛训练的主要常设项目和特

色课程。 

瞿雅阁体育馆作为近现代校园体育健康教育的物

质文化遗产，在过去是现代学校体育教学的物质实用资

源，在现在是中医药学科理念与现代体育健康教育结合

的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他都将以其

深厚的传统育人文化传统与中医药学科内涵，深深地教

育影响着现代体育健康教育与传统中医药的不断融合、

传承、发展。  

从纯粹的校园体育教育角度看，瞿雅阁体育馆的二

楼运动场，常年承载并发挥着校园传统体育教学和运动

训练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武术和毽球，与瞿

雅阁体育馆在此耦合并非偶然。在教学与训练实践过程

当中，真正受益的是中药院校杏林学子，他们在秉承传

统中医药“执中致和”的中医学科学习理念过程中，身

临其境传统文化建筑瞿雅阁中，切身实践的体会着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独有的健体感受与文化底蕴，这是真实的

民族传统文化的活态薰陶与传承。相信杏林学子在参与

瞿雅阁体育馆的每一节传统体育健康课的过程中，所领

悟和感受到的文化熏陶，是充满回忆和难忘的，传统文

化的体验印记也是深刻的。 

4.现状与构想 

4.1.物质文化遗产的象征性大于实际效用性 

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科学、审美或民

族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
12
。

当今社会文化遗产理念的外延以扩大至更广泛的范围，

不仅包括古迹、遗址和建筑群，还包括周边更大范围的

环境区域和景观，以及其非物质层面和多元的表现形式。 

符合上述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瞿雅阁体育馆，在作

为昙华林校园内颇具特点和标志性的体育建筑，其深厚

的体育文化背景和校园体育文化，以一种“无声的储存”

形式，深藏于建筑实体的结构当中。在昙华林文化街区

和校园当中，它只是以实物建筑形制静静的矗立在那里，

并没有以活态的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传承和发扬它本身

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只有当出现对它有兴趣、有所了

解的专业体育人或文化学者时，才会去探寻瞿雅阁体育

馆所积淀的人文历史背景和民族体育传承价值。而在日

常的教学与文化街区开放接待过程当中，瞿雅阁体育馆

并未将自身独具特色的体育传统文化一面，以一种更加

直观有效的方式，展现到校园学生和社会大众面前。 

因此瞿雅阁现在只是一种文化实体建筑符号象征，

它那长久以来所蕴含的传统体育价值，校园体育文化，

以及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启发价值、教育功能，实践功

能，并未通过人文交流或教育渠道开发出来，这是区域

体育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一个缺口，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体育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的实用推介

功能。 

4.2 体育物质文化遗产功能在校园体育教育
中的缺乏 

历史遗迹和文化的传承，是有一系列内在和外在因

素相互关联而形成的
13
。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昙华林文

化街区，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东西方文

明交融而成的近代教会学校，医院，领事馆。瞿雅阁体

育馆作为身处其中的校园体育文化建筑遗存，它所发挥

的体育教育功能，体育娱乐文化活动功能，校园和大众

体质健康监测功能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内涵。

它所具备的体育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价值，对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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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以及公众传统健康文化理念的形

成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面对社会大众及青年学生，对体育文化遗产的历史

价值和文化内涵所产生的兴趣时，学校体育教育却在该

领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也许该领域正是体育教育

发展过程当中过渡性的阶段，这也正体现了体育物质文

化遗产教育功能在校园体育中的空缺。作为教育功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统文化概念的

探索，学科领域的形成，都需要理论与实践载体的支撑。

以瞿雅阁体育馆为载体，所进行的探索近、现代大学体

育教学理念与制度过程当中，人们积累了众多校园体育

历史人文内涵。 

因此以深厚的体育建筑历史积淀为基础，以传承体

育传统文化为目的，以瞿雅阁体育馆这种体育物质文化

遗产为主要探索对象，利用学生与社会大众的文化认知

需求，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以传播传统体育文化需求为

目的，探索而成的体育文化遗产理论及相关学科，将使

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在校园体育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类似瞿雅阁体育馆这样的体育物质文化遗产，

无疑将在该领域发挥着历史文化实物载体、实践示范作

用。 

4.3 传统文化内涵与活态传承结合点的不稳
定性 

近年来随着昙华林文化街区的知名度日趋提高，身

处武昌区昙华林文化旅游街区道口的瞿雅阁体育馆，与

周边的历史人文古迹交相辉映。随着游客人流量的增加，

瞿雅阁体育馆的知名度也随之提升，为了配合整个城市

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要求，瞿雅阁体育馆以租用方式与

整个历史文化街区融为一体，由政府协助建立了新的瞿

雅阁文化博物馆博物馆，展览内容涵盖文化和艺术。 

我国对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传承，提出政策上的

意见和理论上的依据时来已久。已经在三大层次上，提

出了法定的保护框架和方法
14
。及：第一，历史文化名

城。第二，名镇名村与历史文化街区。第三，文物保护

单位与历史建筑。政府，社会，大众层面对历史文化遗

产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大体共识，及：需要保护和传承历

史文化古迹的传统文化底蕴，使当今的社会更加有传统

文化的内涵。 

在上述政府提出的法定保护框架和方法的三个层

次上，瞿雅阁所处的武汉市武昌区既是历史文化名城，

瞿雅阁体育馆所处的街区昙华林，又是武汉市政府认定

的历史文化街区。瞿雅阁所处的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

校区，也是文华学院旧址以及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瞿雅阁体育馆本身也是武汉市政府认定的历史文物建

筑。因此瞿雅阁体育馆在法定保护框架的三个层次上，

都有着相应的归类权属关系，这使得瞿雅阁体育馆在文

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活态传承结合点上，有着对接不

清，权属不明，难以找到准确的文化传承切入点的状况。 

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核心在于尊重历史，客观和真

实的展示文化遗产本身的人文内涵。昙华林文化街区素

来就有武昌近代文化走廊的美称，其源由是沿街林立的

教育、教会、医疗、领事馆、文人名人名居等历史文化

遗产本源本质的价值特性。瞿雅阁体育馆以其校园体育

教育，传统医疗卫生，养生健康运动的丰富历史文化内

涵，在 100 年前就以近、现代大学多元性的体育运动教

育实体机构形式，屹立于昙华林街区。成为这条历史文

化街区中有着鲜明特色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传

统医疗文化与近现代卫生事业与医疗教育理念相结合

所形成的实体产物，由于客观原因，瞿雅阁体育馆如今

作为昙华林街区的文化艺术展览馆进行了改造和修缮，

并以此名头在文化街区进行对外展示和开放，这和它本

身的传统体育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的内涵和历史属性相

悖。 

5、结论 

当今时代发展对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的需求强烈，

作为身处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瞿雅阁体育馆，

其本身所富含的中、西方近代校园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

是能够非常恰当的发挥中医药文化特色属性，开发属地

历史文化资源，在校园内传承优秀的传统学校教学功能，

对校外发挥人文内涵促进公众的健康意识，来进行符合

时代需求改造的。 

本文认为，一个有历史、有传统、有底蕴的校园，

对于所处这个校园内师生的文化认同感影响是深远的。

一个有校园体育文化历史、传统底蕴的瞿雅阁体育馆，

其体育物质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让身处其中的教师与

学生对其认知是直观而真实的。在这里师生们所体会到

的传统健康文化元素，并不像书本和平面媒体所描述的

文化素材那样虚拟，它是真实的树立存在于校园中。他

的未来应该包括以下几种实物形式呈现： 

5.1 构建瞿雅阁体育礼堂与中医药博物馆 

1993 年 7 月瞿雅阁体育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命名

为优秀历史建筑。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属性早已被政府所

关注，其自身所历经百年的人文历史、中医药传统文化

元素无疑是十分丰富的。体育博物馆是传承传统文化，

收藏、保护、展示体育物质文化遗产的储藏平台
15
，它

将历史积淀的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理念、中医药人文历

史、精神价值、中医药传统科学技术集中收藏保护并展

示于公众面前。同时作为历史文化古迹建筑，瞿雅阁体

育馆其本身就具备丰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发展构建成校

园体育博物馆，将对丰富校园中医药健康文化、充实传

统健康教育形式，促进中医药学科内涵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现有中医药产、学、研机构，对传统中医药学

科内涵与外延进行文献整理、收集历史人文资料、实物、

展品，以多种形式体现并陈列于瞿雅阁体育礼堂博物馆

当中，让广大校园师生以及社会大众在瞿雅阁博物馆，

更加直观真切的体会到，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人文价值、

中医药学科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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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瞿雅阁体育礼堂博物馆内所安排进行的体

育教学和学术典礼（如：开学、毕业授位典礼，学术学

业奖励典礼等），让参与的学生和公众身临其境的感受

其悠久的校园教育传统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推广和传播

瞿雅阁本身符合当今时代需求的院校教育文化价值。这

无疑是对瞿雅阁体育馆其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物质文

化遗产的提炼与活态化传承。 

5.2 构建瞿雅阁传统体育文化交流中心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其核心是尊重历史的

真实性客观性。作为地处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内

的瞿雅阁体育馆是从近代缓步发展而来，由于其源于近

代大学的体育教学实体，校园体育文化遗产元素历史悠

久而丰富，其特质是地域性、全国性亦或是世界性的，

从而赋予了其多元的体育教育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 

因此通过学校体育从业者，运用高校学术资源力量

挖掘、探索、归纳、搜集、提炼、整理瞿雅阁体育馆身

上实物的，人的、史实的体育文化遗产元素，以此教育

引导所处校园学生，从不同角度认知瞿雅阁身上留存的

近代、现代体育传统文化。同时针对公众的需求，宣讲

与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其实成为传播体传统体育或健康

医药文化火种的地方，形成独具特色的瞿雅阁学术交流

与论坛品牌。（如；进行学术讲座、健康文化论坛、中

医药健康文化节庆展演等），形成独具品牌特色的体育

健康文化策源地、发源地，是构建独具特色的瞿雅阁传

统体育文化交流中心，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内涵与形式多

样化发展的根本意义所在。 

5.3 构建瞿雅阁全民大众体质检测中心 

2019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普及健康知识，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
16
。2019 年湖北中医药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的成立，恰逢国家提倡健康中国大背景之际，公众在追

求健康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认识到运动与健康的互动关

系是直接和重要的。具有科学性、指导性、针对性的健

康运动方案形成的前提，是系统的了解每个运动参与者

与健康需求者，自身身体体质指标的科学依据。然而个

体身体素质指标数据的形成，需要权威专业科学的大众

体质监测与评估中心来提供。 

因此为符合上述大众需求，以中医药院校中医药学

科为基础，以运动健康学院为基础平台而构建的瞿雅阁

全民大众体质监测与评估中心，无疑将会为有运动与健

康需求且缺乏体质监测数据作为运动健康治疗方案制

作依据的人群，提供有效而直接的监测与评估数据。构

建以城镇为中心的大众体质监测中心，对于有效检测大

众的身体健康体质状况，瞿雅阁的区位地理与医疗资源

优势显现无疑。这也使瞿雅阁体育馆在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背景之下，所进行的全民体质监测与评估中心的构建

改造，更加符合时代背景的发展和公众运动与健康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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