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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爬树”到“攀树”浅谈攀树运动的命名之争
陈超，谢刚

(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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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厦门大学开设的”爬树课“来引出文章的主题“体育运动”方面。通过研究英语单词“Tree Climbing”
以及研究古代对于“攀”这个字在中国历史典籍中的出处和典籍中的具体含义探索“攀树”和“爬树”的细微区别，以此达到充

分认识理解两个词语的含义。从“攀”和“爬”的中国五千年汉字演变过程来研究这项具有悠久历史的运动，体现中国古代文字

演变的独特魅力，感受“攀树运动”在中国古代文字中的具体体现。最后通过“攀树”和“爬树”和树木的关系上区别二者。
关键词: 攀树; 爬树; 爬树课;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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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自 2012 年底网上传出厦门大学要开设“攀树课”的消息公布

后，一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成为广为热议的话题。有人赞赏大
学体育课有创新，认为课程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野外生存能
力，也有人发出爬树，手脚并用往上爬就好，还用教吗?。因此从
各大门户网站到乡里坊间，字里行间充满了攀树就是爬树的主观臆
断和不屑，专业人士又不断在不同场合澄清爬树不是攀树，两者有
本质的区别。这样争锋相对的争议为这项刚引入中国的新兴户外运
动蒙上一层扑所迷离的阴影。但对于一个运动项目的推广及发展来
说一个准确、清晰的项目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会减少运动项
目推广过程中的阻力更能够加深公众心中对于项目的映象和认识，

从而达到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项目的热情。
但对于体育教育工作者来说，一个运动项目的命名之争冥冥中

又透露着许多深刻内涵，人类的发展历程和体育的发展历程一样是
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
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因此探讨这种命名的争议，并用科
学的推理平息这种争议还原公众一个客观事实显得非常的必要，在
此过程中我们也得以为公众展现人类社会体育功能的迁移过程，从
而达到更高境界的公共教育目的。

现代人类攀爬树木的历程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和 1871 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

的选择》，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
场景: 3000 万年前，在地质年代第三纪渐新世的热带、亚热带森林
中，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类人猿，恩格斯称他们为“攀树的猿
群”。他们是人类和现代类人猿 ( 即长臂猿、猩猩、大猩猩、黑猩
猩) 的共同祖先。它们也是林栖动物，能四足爬行，并能靠臂在树
间攀行，手和脚已有了某种分工，身体骨骼和内脏器官也发生了相
应变化。对于“攀树的猿群”来说攀爬树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存
技能。高大的树木能挡风遮雨，住在树上不怕洪水和其他自然灾
害; 其次，树上视野增大也可以及时发现免受天敌袭击; 另外，很
多树上还有果子吃，离食源近。同时，有树的地方也临近水源，这
样就构成一个相对安全的基本生存环境。但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比如大灾难 ( 如洪水、干旱、火山爆发等) 会使树木死亡，地壳运
动会使原来的通途变天堑，树上的果子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所以
有时候必须下地四处找食物觅住所。觅到食物带回家或者携带其它
物品时，还占了前腿与爪子; 树木少的地方，只能找个山洞或者高
地栖息; 这些导致一些古猿下树寻觅食物和下树活动越来越频繁。
人猿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终于出现了现代人类的各种特征。

攀树与爬树的命名之争

攀树运动由英文单词 Tree Climbing 翻译而来，这项运动在欧美
地区的发展已有四五十年的发展历史，其早期的发展雏形是职业的
树木保护者对树木进行修剪、维护，是专业人员的日常工作。

现代攀树运动可以定义为是一项借助于绳索系统、安全器械、作业
工具等一整套攀登器材，在树上或高空安全的完成上升、下降、行枝、
飞跃等动作，最终达到在大树间自由穿梭为趣以及进行树木作业、安全
营救、科学考察等为目的惊险刺激的户外运动项目。

在英汉词典中英文 Climb 可以翻译为:
v． 攀登; 爬; 登山; 上升
n． 攀登; 山，岩; 增值; 晋升
因而，Climbing tree 翻译成中文便有了攀树和爬树两种意思，

从翻译学的专业角度来看两者都是说得通的。后者是我们熟悉和亲
切的童年游戏，而前者听起来更像是个舶来词汇。那我们本书要提
到的主要内容究竟应该称为攀树还是爬树呢? 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具体探讨。

1． 从词典和古籍出处上来区别
在新华字典里可以查到“攀”意为抓住东西向上爬。可以组词

为攀登、攀高、攀越、攀桂 ( 古代指科举考试登第) 、攀附、攀援
等。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里提到攀，引也。可以理解
为拉，牵挽的意思。

将士皆攀木援崖，鱼贯而进。——— 《三国志·邓艾传》
攀草牵棘，…石崖侧削则援崖。——— 《徐霞客游记·游黄山记》
以上从字典和古籍里提到的“攀”基本都可以理解为依托外物

上升的身体动作。
而在新华字典里可以查到“爬”意为手和脚一齐着地走路，虫

类行走。可以组词为爬杆、爬行、爬升、爬虫等。我国历史上完整
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广韵》里提到爬，搔
也。可以理解为用爪子或手抓。

怯烦类决痈，惬兴剧爬疥。———韩愈等《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
支分闲事了，爬背向阳眠。———白居易《自咏老身示诸家属》
以上从字典和古籍里提到的“爬”大致可以理解为不借助外物

而主要靠肢体实现上升的身体动作。
2． 从汉字演变历程上来区别
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从最古老的甲骨文

演变到如今的书写字体富含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对于本文或许
我们能从中找到些有价值的线索。
“樊”是“攀”的本字。樊，篆文 字形表示抓枝曳藤，登山

攀崖。 “樊”的“攀登”本义消失后，篆文 再加“手” 另造
“攀”代替。造字本义: 抓枝曳藤，登山翻崖。篆文异体字 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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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棥” ，大大简化字形。隶书 调整结构，将合写成“大”，并
添加一个“手”。

引申线索:

“巴”是“爬”的本字。巴，甲骨文 像一个人 长着不成比例
的、又大又长的手 ，表示手大手长、善于攀爬的人。有的甲骨文
将“人” 和“爪” 混合连写，以致“人”、 “爪”不辨。有的

甲骨文 像手大手长 的孕妇 ，表示“手长”的特征世代遗传。造
字本义: 远古时代生活在西南高山丛林地区，手大手长、善于攀爬
的人。篆文 、 在甲骨文字形 基础上进一步弱化手 的形象，至
此，字形面目全非。

引申线索:

1． 从与树木的关系上来区别
首先提到我们熟悉和亲切的童年游戏爬树大家都应该深有体

会，爬树时主体主要由攀爬树者和树两部分组成，两者是保持时刻

接触的，交流的，我们完全依靠四肢来保障自身的人生安全，很难
想象我们在树上如果肢体离开树木会是怎样一种后果。

而我们在进行攀树时主体主要由攀爬者、树、绳索系统和安全
器械三个部分组成，这时候树木与人之间并不是时刻保持接触的，

在身体推进法、行枝、中树木与人之间是需要接触的，而双绳脚锁
和 SＲT 技术中树木与人之间更多是依靠绳索系统和安全器械与树木
保持联系，整个攀树的过程中绳索系统和安全器械为我们的人生安
全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同时在攀树过程中绳索也需要时刻保持收
紧状态，在正式攀树比赛中如果不遵循此条规定，裁判员有权利根
据《国际攀树运动竞赛规则》给予赛员以警告乃至取消参赛资格的
处罚。

综上所述，从多个角度出发我们探讨了攀树和爬树的区别，从
字面上理解攀树和爬树并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但从
运动项目的推广发展和学术严谨的角度考虑，呼应运动项目的主要
内容将 Tree Climbing 命名为“攀树运动”似乎更加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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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63 页) 音调的高低与音色的不同，这都与声音的物理性
质密切相关。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需要对一些建筑采取特殊处理，

例如: 对音乐厅、歌剧院、礼堂、报告厅、电影院等采用隔声和隔震的
措施，甚至采用专业声学设计来降低噪音的干扰; 对于一些次要的场
所，例如: 旅馆、公共建筑、卧室、则可以稍微降低标准。

4 建筑光环境
自然界几乎所有生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光，建筑室内空间的界定

也离不开自然光，将自然光引入室内空间也就显得必不可少了。除
了自然光，建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其他的人照光源，即各种照明设
备，建筑照明能耗在建筑中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国内外统计数据都
表明，在现代的公共建筑和百货商场照明能耗均占据三分之一左右
的建筑能耗。因此，在保证建筑内部照明情况的同时，最大限度的
降低照明能耗，对于减少建筑总能耗，降低污染物排放具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和经济效益。

合理的室内设计能最大限度的在保证要求的同时节省能源。例
如: 白炽灯逐渐退出建筑内环境的舞台，节能环保的绿色光源如节
能灯、LED 光源在室内光环境设计中成为主流产品。室内设计对当
代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陌生的概念。这几年随着对室内设计
的越来越重视，大家更加关注室内光环境的设计。在古代，人们单
纯的用光来满足照明的需要，但是发展到现代: 舒适的灯光环境逐
渐成为室内设计核心的标志，它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表现。
光环境的艺术设计带给人们一种视觉享受，它轻松的营造属于每个

人心目中的理想氛围，让大家更加深刻的了解室内设计的内涵。
5 人文文化
人类一切的建筑活动都是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然而随

着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人文文化对建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特别典型的两大区域就是中西方。从根本上来说，中西建筑艺术的
差异首先来自材料的不同: 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 传
统的东方建筑则长期以木头为构架的。不同的建筑材料，也就为各
自不同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可能性。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理念，不同
的文化熏陶，在建筑上淋漓尽致的诠释着。另外，时势对建筑的影
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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