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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的積極意涵 
運動文化與品格教育

	 林耀盛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前言：學院中的休閒與生產

運動不僅是鍛鍊體魄，更是超越極限的

自我實踐，是人類存有（e x i s t e n c e）的象

徵。運動一方面體現自我認同與競技展現，一

方面考驗榮譽精神與合作意識，運動過程中的

淋漓盡致發揮，呈現高峰經驗。運動投入的

「流（f l ow）」體驗，不但在個人技巧與環

境挑戰裡，形成一種知覺適配性，同時建構高

度明確的聚焦注意力，形成活動中的內在愉

悅感，進而自我實踐（Cervone  &  Pe rv i n ,  

2008）。

然而，運動在校園課程，經常被忽略。

按照社會學者Bou rd i e u的看法，學校／校園

（sc h o o l）語詞源於Skh o l e，在希臘語言

中，是學園、學校和休閒的意思。古希臘，在

學園裡活動的人是有閒暇的人，這個詞彙後來

演變為經院、學院的意思。所以，學院觀點是

一群閒暇階級，以嚴肅地玩遊戲性情，所編

織出的看法或意見（譚立德，2007）。進言

之，學術人或學院人是某個能夠嚴肅地進行遊

戲的人，因為他的身分確保他有這樣做的所有

手段，亦即，有空餘時間，沒有生活壓力，進

而生產知識與涵養品德。

因此，校園或學院，是閒暇中確立專業訓

練與鍛鍊品格教化的場域，運動、休閒、學校

及生產，是密不可分關係。校園若能重視運動

文化的精髓，才能打破運動只是消極健身，或

是學習成就或動機低落者的出路。如此，才可

能重新喚回具備運動閒暇意識的積極生產者，

運動不僅是身心健康的要素，更是貢獻社會力

量的發動機。

打破運動員刻板印象的迷思

先從一則報導開始。北京奧運勇奪游泳項

目八金的費爾普斯，2009年因吸大麻又成為

鎂光燈焦點。還記得當時他締造運動傳奇，加

上他本身的「注意力缺陷」發展障礙，卻能夠

轉移生活目標，克服心智疾患障礙，成為時代

逆勢成長的新典範，讚揚之聲不絕於耳。

而隨著吸大麻事件曝光，當時報章雜誌

大量報導其私生活不檢點，彷彿金牌蒙塵，那

位陽光健康男孩，一下子成為吸毒的、敗德的

壞榜樣。人真的可以如此快速二元分立？還是

因為我們對於運動世界的想像，只允許英雄追

尋的成功旅程？或是因為我們始終錯認，以為

「名人」是一種「概念」物，可以遠離五光十

色的誘惑？

只是，一個注意力缺陷、控制力較差且人

際關係應對力相對薄弱的成長經驗者，歷經的

挫折和嘲諷，自然比所謂的「正常人」還要來

得多，但我們卻鮮少關注。個體是如何學習或

經驗到大麻，固然是個問題，但若「飛人」菲

爾普斯事件只是新聞，船過又是水無痕，我們

對於所謂的「發展遲緩」和「運動明星」的認

識，是否又回到道德尺寸丈量而已？

因為發生不利事件，「聖潔」墮落成為

「污染」，其實是以道德區域的邏輯劃分「清

新健康」與「非清新健康」的範疇，個人經

驗、資質和努力的差異性被泯滅，如此的切割

術，形成新身分認定的一種要素，如同我們總

以「暴民」統稱「公民不服從」運動者，而不

去細究脈絡和理念。所以，當報導菲爾普斯攜

帶毒品或敗德無度的全稱話語，正是抵銷了運

動事件成為集體記憶背後的歷史性意義。

真正的「體育運動」，應當是規則明確限

定了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成

為運動者，意味著一旦參與這項活動，我們的

行為就要遵循所接受的規則。只有懂得肯定隊

友、尊敬對手並尊重觀眾，體育才真正成為體

育。但當今運動經常依附商品化，往往成為商

業表演，於是，運動隨之而來的名利雙收，往

往也使人失足於紙醉金迷。

不過，仔細回想，在準備比賽時，上層單

位為了爭冠取勝，有時不按部就班，揠苗助長

不說，超時練習、體罰或語言虐待時有所聞，

這樣的行徑，其實是無異於指責運動員服用興

奮劑或類固醇，都是不道德的行徑。榮譽固然

重要，但養成運動過程的合群與尊重，更是不

可見的可貴人格資產，以身作則更是品德化育

「見賢思齊」的仿效歷程。生活當然不會只是

道德無限上綱，也不是只為了競爭。我們都是

「易犯錯的人」，要減少犯錯率，當然不能僅

歸因於個體特質、人格和傾向，更需要創造新

體育精神吧！

運動促進身心健康與鍛鍊品德

然而，為什麼需要推廣運動品德教育？湯

川充雄曾指出，棒球教育對於日本人的效果，

包括培養高尚的人格、團體性格的優美風格、

犧牲精神、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專心一致的

精神。同時，在智性上，棒球亦能涵養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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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力、決斷力、思考心和智德的應用。所

以，棒球可以是一種修煉心性的武士道精神，

也是日本現代化過程的一股社會力。台灣運動

（特別是棒球）也是重要社會力，但超越勝負

邏輯，昇華運動品格的培養，更是校園重塑閒

暇文化的重要議程。

運動競技帶給人們的不只是激情、歡樂及

想像，更是激發一種人類潛力的動能。再看一

則報導。

一篇健康心理學報導提到，「死忠運動迷

（dieha r d  s po r t  f a n）」無所不在。該篇

報導提出，2004年波士頓紅襪隊，在美聯冠

軍系列戰，本來以1比3落後洋基隊，但居然奇

蹟般的逆轉，連贏三場擊敗洋基，挺進世界大

戰。最後，打破「貝比魯斯的魔咒」，奪回失

去一世紀的冠軍。重點是，2004年紅襪隊和

洋基隊扳成3比3平手，可以進入美聯冠軍戰第

七場殊死戰役時，當晚在醫院急診區的人數比

例，比平日預期的數目還要低15%。相較於當

洋基隊率先聽牌，紅襪看似無望封王又要重新

等待一年，當時醫院急診區的人數比例，比預

期數目還要高出15%。由此顯示，運動狂熱對

於健康的緩衝效應（Sarafino, 2008）。

其實，決定至急診區接受傷害處理，是個

人審慎思慮的行動，但對於著迷於進行中熱戰

的運動迷而言，他們可不這麼想。當然，可能

是因為對棒球戰局的專注涉入，使得他們不去

注意病情症狀；或是他們有注意到症狀，但將

其評估為無礙，不受影響；或是經過損益分析

後，他們決定先看球賽，將看病延後幾小時，

認為如此行動差異不大。即使，若病情嚴重，

延後數小時就醫，影響差異可大了，但死忠球

迷，就是拼了。

由此，某些運動熱情，可以燃燒鬥志抵

抗病魔，或是將關注焦點轉移，或是找到生病

負向情緒的激昂轉折點。所以，如何在失落低

迷中，脫困而出，有時是需要一種狂野性的思

維和活動，運動總能適時扮演如此的安全瓣角

色。觀賞運動者是以生命投入運動熱情，運動

者如不以誠實、認真、榮譽感與正義心完成比

賽，這不僅是背德（bad fa i t h），更是一種

本真自我的逃避，無法承擔選擇的責任，是虛

無的存在（Sha r f ,  2008）。若無視此，縱

使贏得比賽也是輸了人生，從運動高度到存有

深度，是運動作為在世存有（Being - in - t he -

relationship）的極致體現。

結語：從地面望向星空的懷疑與懷舊

西班牙諾貝爾獎得主拉蒙卡哈德曾說：

「如果你在用熱情跟智慧去探索任何事物的時

候，它會把它的秘密透露給你知道。」光有知

識不夠，如果不能轉化為有意義的運用知識，

無法成為智慧。懷疑與懷舊，是運動智慧孕育

的途徑。

懷疑，哲學起於懷疑，文化、運動與科

學也是。透過運動生活與極限挑戰，對自身提

出懷疑，才可能突破極限，自我實踐。球場上

的比賽過程，正提供一種場域，當政治二元對

立，運動的集體特性，建構有機連帶的社會分

工本質，流動日常生活以運動語彙接近人際互

為同理瞭解的可能。運動的夢想是使人相信，

還存在一個地方是「只要努力表現，榮耀就會

跟著到來的正義世界」，這樣的正義精神在現

實生活已不多見。但我們需要這樣的想像，所

以積極投入運動的熱情與承諾。

懷舊，是一種經典哲學的重現，希臘文

明的重訪或人文精神的復甦，不是一種返祖式

鄉愁回歸，而是一種系譜學上的溯源，在文化

的根基上找到更適切性的土壤。運動競技的最

高殿堂是奧運競技場，奧運是一種希臘文明精

神復甦的表演，體育不僅是一種技術，更是藝

術，是一種將人性疏離的工具理性，轉化為人

性接觸的認同活動。從歷史感建構運動認同，

經驗與智慧需要傳承，對於一些兼具品格與技

術的重要運動員記錄，學習者或許無法在運動

場上進行現場楷模學習（l i v e  r o l e  l e a r n -

i n g），但經由觀覽影音檔資料，透過象徵學

習（symbolic learning），新世代運動員透

過教導（education & persuasion）過程，

深化技能與鍛鍊品格，更可累積社會資本。

存在主義大師卡夫卡說：那個預言說，

我們將像海邊的沙和天上的星星。那麼，我們

現在已經像沙一樣受到踐踏，星星的命運什麼

時候能夠實現呢？耐心，我們才能夠忍受折磨

與考驗。運動品德與操守的培養，無法一蹴可

幾，要看見光芒，需先擺脫運動員刻板印象與

運動文化虛無化的意識形態迷思，才能提昇運

動品格與榮譽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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