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争鸣·

东西方文化对接中的奥林匹克运动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

摘 要：&# 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文化的一部分。它以追求和平为价值取向，尊崇和

平主义。民族主义是 &# 世纪国际竞技体育的主要潮流和基本背景，而民族主 义 是 一 把 双 刃 剑。可 持 续 发 展

是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是历史责任的崇高体现，是奥林匹克运动与时俱进的一次思想变革。奥林匹克运 动

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运动 又 是 体

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与奥林匹

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

试和努力。中国对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努力将使奥林匹克运动再度辉煌。

关 键 词：奥林匹克运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和平主义；民族主义；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 $()*$*+, &+ ,-* ’(++*’,&(+ .*,/**+ (0&*+,1" 1+2 /*3,*0+ ’4",40*3
-. /01234562

（78996:6 8; <5=>?@19 AB0@1C?82 12B DE8FC D@?62@6，D80C5 75?21 G8FH19 .2?I6F>?C=，’012:4580 !"#$%"，75?21）

5.3,01’,：J9=HE?@ H8I6H62C :F8K?2: 0E :F1B0199= ?2 C56 &#C5 @62C0F= ?> E1FC 8; C56 ?2C6F21C?8219 @09C0F6 L MC N1>6> ?C> I1906

8F?62C1C?82 82 E0F>0?2: E61@6，12B K8F>5?E> E1@?;?>H L G1C?8219?>H ?> C56 H1?2 CF62B 12B N1>?@ N1@O:F802B 8; ?2C6F21C?8219

@8HE6C?C?I6 >E8FC ?2 C56 &#C5 @62C0F=，=6C ?C ?> 1 N8C5 62B> 6B:6B >K8FB L D0>C1?21N96 B6I698EH62C ?> C56 @8HH82 ?B619 E0F3

>0?C 8; H12O?2B，C56 >0N9?H6 6HN8B?H62C 8; 5?>C8F?@19 F6>E82>?N?9?C=，12B 12 ?B6898:?@19 F6I890C?82 8; J9=HE?@ H8I6H62C C8

O66E 0E K?C5 C56 E1@6 8; C56 C?H6 L J9=HE?@ H8I6H62C 1> 1 K8F9B @09C0F6 ?> EF8I?B6B K?C5 C56 E8K6F;09 @1E1N?9?C?6> 8; ?2>E?F13

C?82，1>>?H?91C?82，;0>?82，@82C1?2H62C 12B :8I6F2?2: 82 I1F?80> 21C?8219 @09C0F6> L J9=HE?@ H8I6H62C ?> 19>8 C56 98:8 8; :98N3

19?41C?82 8; C56 >E8FC> @09C0F6，12B 199 @802CF?6> 12B 21C?82> 1F6 CF=?2: C8 P8?2C C56 CF62B 8; >0@5 1 K8F9B >E8FC> @09C0F6 L *2 1N3

>890C69= 02>=HH6CF?@19 @09C0F19 F691C?82>5?E 51> N662 ;8FH6B N6CK662 I1F?80> 21C?8219 >E8FC> @09C0F6> 12B J9=HE?@> L 75?26>6

>E8FC> @09C0F6 @12 >C12B 80C C8 H1O6 12 1CC6HEC 1C 12B E0C 6;;8FC> ?2C8 F6>6FI?2: C56 B?I6F>?;?@1C?82 8; C56 K8F9B >E8FC> @09C0F6 L

Q56 6;;8FC> E0C ?2C8 C56 B?I6F>?;?@1C?82 8; K8F9B @09C0F6> N= 75?21 K?99 H1O6 J9=HE?@ H8I6H62C >E962B?B 1:1?2 L

6*# /(023：J9=HE?@ H8I6H62C；8F?62C19 @09C0F6；K6>C6F2 @09C0F6；E1@?;?>H；21C?8219?>H；>0>C1?21N96 B6I698EH62C

收稿日期：&##$ ) #R ) "(

作者简介：卢元镇（"R,& ) ），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以体育运动和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庆典———奥运会为主要活动内容，促进

人的生理、心理和社 会 道 德 全 面 发 展，沟 通 各 国 人 民 之 间 的

相互了解，在全世界 普 及 奥 林 匹 克 主 义，维 护 世 界 和 平 的 国

际社会运动。奥林匹 克 运 动 包 括 以 奥 林 匹 克 主 义 为 核 心 的

思想体系，以国际奥 委 会、国 际 单 项 体 育 联 合 会 和 各 国 奥 委

会为骨干的组织体系和以奥运会为周期的活动体系（引自任

海主编《奥林匹克运动》，人民体育出版社，&##! 年）。

奥林匹克运动所具 备 的 两 个 基 本 性 质 是 本 文 得 以 延 伸

的逻辑前提。一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性，一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时代性。正是有 了 它 的 国 际 性，东 西 方 文 化 对 接、交 融

才能对它产生意义，也 正 是 有 了 它 的 时 代 性，东 西 方 文 化 不

断发生的冲突与选 择 才 能 对 它 产 生 影 响。季 羡 林 先 生 关 于

“文化交流是人类历 史 上 以 及 现 在 人 类 最 重 要 的 活 动 之 一。

⋯⋯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力量”的论断是

独有见地的，奥林匹克运动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不断

吸取交流成果而永 葆 活 力 的。本 文 扩 展 部 分 讨 论 的 是 中 国

文化对奥林匹 克 运 动 的 贡 献，这 是 一 个 在 &##( 年 北 京 奥 运

会前 "% 亿中国人共同思索和全世界众望所归的话题。

7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国际化的社会运动

古代奥运会发端于希腊，近代奥运会勃兴于欧洲。两千

八百年前产生古代奥 运 会 的 希 腊 和 一 百 多 年 前 恢 复 近 代 奥

运会的欧洲都是当时世界的强者，都是世界先进文化和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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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代表者。

然而，古代奥运会是 以 英 雄 主 义 为 核 心 的，是 极 端 排 他

的。那时的口号是“或得桂冠，或舍生命”。古代奥林匹克运

动会每一个竞赛项目只能选出一名最优秀的选手，亚军和季

军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空头衔，失去惟一胜者地位的人统统归

为失败者。因此，在那 个 时 代 产 生 的 奥 运 会，难 以 走 出 希 腊

的疆界，其理念更难以达成全球性的共识。

如果把古代世界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

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

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

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

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

近现代奥运会产生在 !" 世纪末，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

纪刚刚结束，欧洲在 文 艺 复 兴、宗 教 改 革 和 启 蒙 运 动 的 晨 曦

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 #$ 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

流、文化的沟通，注定 了 #$ 世 纪 是 一 个 高 度 国 际 化 的 世 纪，

此时应运而生的奥运会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逐渐成长

起来的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文化的一部分。

!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升华的过程

! "# 奥林匹克运动以和平主义为理想

奥林匹克运动是以追求和平为价值取向，是尊崇和平主

义的。和平主义是一种反对用暴力解决冲突，以消灭战争和

争取实现各民族间 持 久 和 平 为 目 标 的 努 力 和 主 张。和 平 主

义的基本理念是，任 何 形 式 的 战 争 都 是 不 合 理 的，战 争 不 是

解决国际纠纷的合法手段。和平主义把生命、和平与非暴力

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 和 平 主 义 看 来，人 的 生 命 是 神 圣 的，

不能为了追求其他 道 德 价 值（如 正 义）而 牺 牲 人 的 生 命。因

此，大多数和平主义 者 都 反 对 使 用 或 威 胁 使 用 暴 力，希 望 建

立一个没有战争、免除暴力威胁的世界。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人们总是把体育运动或归结

为搏击格斗 的 军 事 活 动，或 承 认 为 对 青 少 年 儿 童 的 教 育 过

程，或理解为宴饷之 余 的 游 戏 娱 乐，或 解 释 为 养 生 锻 炼 的 健

身活动。而奥林匹克 运 动 唤 醒 了 人 们 沉 睡 了 一 千 余 年 的 和

平竞争的意识，以竞技运动这枝神来之笔勾画出了人类体育

运动与世界和平的全新面貌。

#$ 世 纪 的 竞 技 运 动 以 惊 人 的 冲 击 力 向 国 际 化、科 学 化

和高水平推进，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世界竞技体育主宰了体

育运动发展 的 命 运，成 为 当 代 体 育 运 动 的 主 体。 它 创 造 了

#$ 世纪灿烂的竞 技 文 化，也 以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 影 响 着 人 们

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它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

社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和平、进步和温馨，它集中了人类和

平、民主、进步、团结、友谊等共同理想，也融入了维护世界和

平的历史潮流。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

阴云从 !" 世纪末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 世纪人类的 两

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夷。奥林匹克

充分意识到必须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前沿，才能获得生存权

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

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

厌恶的缘由。这 也 就 是 为 什 么 联 合 国 第 %& 届 大 会 第 ’( 次

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从古到今，奥林匹 克 都 代 表 着 一 种 希 望。然 而，不 幸 的

人类没有就此罢手，反而变本加厉。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

是被古罗马发起的战争拦腰斩断的，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对自

己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在现代奥运会复兴的 !$$ 年中，死于

战争的人数就超过 了 历 史 上 全 部 战 争 牺 牲 者 的 总 和。当 圣

女们点燃奥林匹克 圣 火 的 一 刻，当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呼 吁“现 在

处在争执的各方实 行 停 火，并 努 力 争 取 实 现 永 久 的 和 平”的

时分，当国际奥委会 主 席 宣 告 现 代 奥 运 会 的 休 战 日 时，那 些

狂迷于战乱的人们仍在我行我素，谁也不肯听从发自奥林匹

克的劝诫，奥林匹克是苍白的，奥林匹克毕竟只是奥林匹克！

然而，不要去苛求奥 林 匹 克。多 少 威 严 的 宗 教，多 少 智 慧 的

哲理，多少回合的斡旋谈判，多少庄严的宣言宪章，尚且无济

于事，何况，奥林匹克那仅有的一支火炬。但是，奥林匹克毕

竟给我们留下了崇高的、不可幻灭的和平理想。

! "! 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博弈

当代世界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

际政治环境加速了奥林匹克的强化。在两战期间，一些国家

的竞技体育 曾 受 到 军 国 主 义 的 影 响，得 到 恶 性 的 发 展。#$

世纪中期的世界冷 战 对 峙，奥 林 匹 克 曾 以 意 识 形 态、社 会 制

度为分野，奥运会成 为 国 际 政 治 抗 衡 的 文 化 舞 台，到 世 纪 末

奥林匹克只能在民族主义中寻求支点了。应该注意到的是，

民族主义是 #$ 世纪 国 际 竞 技 体 育 的 主 要 潮 流 和 基 本 背 景。

很多国家都把发展体育运动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

都把在奥运会上显示实力作为一种政治目标。

奥林匹克强化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必然导致民族

凝聚力的强化。认同 感 形 成 归 属 感，归 属 感 造 就 凝 聚 力，小

到单位集体，大到国 家 民 族，无 不 如 此。然 而 民 族 主 义 是 一

把双刃剑，当 #$ 世 纪 &$ 年 代 后 世 界 性 的 民 族 主 义 占 了 上

风，到处出现了世界 性 的 国 家 分 裂、社 会 崩 溃 和 民 族 纷 争 的

状况。不管是被解释 为 文 明 的 冲 突、宗 教 的 战 争，还 是 定 义

为族群的分 歧、石 油 的 争 夺，都 可 以 看 到 民 族 主 义 在 作 怪。

奥林匹克运动试图化解这些无休止的冤冤相报，用体育竞争

取代野蛮竞争，用友 善 的 竞 技 去 藐 视 罪 恶 的 战 争，愿 望 是 美

好的，结果是杯水车薪的。

! "$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奥林匹克运动再次升华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 具 有 里 程 碑 价 值 的 文 件 中 不 难 看 出

奥林匹克运动肩负 的 责 任 和 敏 锐 的 目 光：一 份 是《奥 林 匹 克

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 #! 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

相差 !$$ 余 岁。如 果 说“姐 姐”关 注 的 是 人 与 人 的 关 系，而

“妹妹”则倾心于 人 类 与 自 然 的 相 处。如 果 说“姐 姐”是 一 篇

关于和平的邀言，那么“妹妹”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

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 世纪过去了，人类还 没 有 摆 脱 战 争 的 漩 涡，又 遭 遇 了

新的风暴，在强大的 工 业 生 产 和 巨 大 的 商 业 利 益 的 驱 动 下，

美丽的地球被放肆 地 涂 鸦，人 们 赖 以 生 存 的 环 境 遭 到 破 坏，

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

脆弱，人类陷入万般无奈的境地。于是，在 #$ 世纪末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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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峰会”上，多数 国 家 通 过 签 署 条 约 和 其 它 文 件 的 形 式，

承诺在追求经济发展 的 过 程 中 保 护 地 球 环 境 和 不 可 再 生 资

源。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中心主题。

新世纪的来临，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 入 沉 思。!"""

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

动的目的时添上了 这 样 的 字 句：要“致 力 于 建 设 一 个 和 平 美

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

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 #$ 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宗旨，

那么，#! 世纪就要以“美好”为 中 心 主 题 来 做 文 章，因 为 和 平

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 好 的 世 界 要 以 和 平 为 前 提，还 要 以 可

持续发展为基准。

国际奥委会虽是一个体育组织，但把可持续发展的担子

主动挑了起来，在《奥 林 匹 克 运 动 #! 世 纪 议 程》中 有 这 样 的

陈述：“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团体和个人的责任。不论

来自哪个领域，都要能为环境的发展和保护尽一份力。鉴于

以上原因，并考虑到 奥 林 匹 克 精 神、《宪 章》⋯⋯ 的 规 定 和 奥

林匹克运动的广泛影响，奥林匹克运动界认为他们特别有责

任来共同实施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是历史责任的崇高

体现，是奥林匹克运 动 与 时 俱 进 的 一 次 思 想 变 革，也 契 合 中

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调，体育运动也必须跟上这一世界潮

流。如果今天我们还在那里为几块奖牌的得失斤斤计较，就

显得“小家子气”，就 与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相 去 甚 远，最 终 只 能 落

得个孤芳自赏。如果今天我们不惜代价，甚至以破坏环境来

换取体育“成就”的 话，我 们 将 难 以 逃 避 受 良 心 的 谴 责，也 难

以回答来自奥林匹克运动的责难。

!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动力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

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

如流，或狭路相逢，或 长 期 对 抗，或 强 权 征 服，然 而 高 势 位 文

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

林匹克运动就是这样一只世界体育文化的领头羊。

! "# 奥林匹克运动向东方文化的“侵润”

如果说一部中国的 近 现 代 史 就 是 一 部 中 外 文 化 的 交 流

史，那么也可以将一部世界的近现代史看成是一部东西方文

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

各种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

力。奥林匹克运动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

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任何异质文化遭遇，都会碰撞出火花。两种文化在对接

过程中，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

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

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

展自身的民族，终将 会 学 习 和 接 纳 先 进 的 外 来 文 化，并 将 自

己的优秀文化传播 出 去。近 现 代 奥 林 匹 克 在 中 国 的 传 入 和

普及，经历了一个漫 长 的 过 程，中 国 体 育 文 化 曾 对 它 表 现 出

强烈的排斥。#$ 世纪 %$ 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

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

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 &$ 年 代 末，中 国 决 心 承 办 奥 运 会 则

标志着这一结合进 入 了 一 个 高 度 自 觉 的 阶 段。这 是 因 为 中

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

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灭亡的

厄运。因此，!’ 亿人民接受 了 奥 林 匹 克 的 挑 战，这 是 历 史 积

蓄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 里，我 们 开 始 承 认、接 受、消 化、吸 收

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 ($ 多年里，我们基本完

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 化 建 设，在 更 短 的 #$ 年 时 间 里 我 们 完

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

斥、抵制西方 文 化 而 著 称 的 近 代 中 国，竟 然 在 一 个“全 盘 西

化”的领域，遵照西 方 的 游 戏 规 则，沿 用 西 方 的 技 术 方 法，实

现了“升国旗、奏国 歌”的 愿 望，而 表 达 的 是 一 个 东 方 民 族 的

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 "$ 发展中国家扩张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范围

#$ 世 纪 人 类 取 得 的 最 伟 大 的 成 就 之 一，就 是 几 个 世 纪

殖民主义造成的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压迫民族与被压迫

民族的世界格局终 于 被 打 破，大 批 殖 民 地、附 属 国 获 得 民 族

独立和国家主权，成为发展中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参加进各

种国际组织 之 中（包 括 国 际 奥 委 会 与 各 种 国 际 体 育 组 织）。

这些东方国 家 由 衰 败 到 振 兴，并 逐 渐 融 入 世 界 现 代 化 的 进

程。这一进程极大地 影 响 了 以 奥 林 匹 克 为 核 心 的 世 界 竞 技

体育格局，也影响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进

入使奥林匹克不断地修正自己强者的形象，在思想体系上求

得更团结，开始注重 穷 国、弱 国、小 国 的 声 音；在 组 织 体 系 上

求得更人性，向平民、妇 女、残 疾 人 等 弱 势 群 体 打 开 大 门；在

活动体系上，求得更干净，防止金钱和药物对自身的腐蚀；在

行动口号上，变“未得冠军，就是败将”为“重在参与”。

! "! 中国对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努力将使奥林匹克运动再度

辉煌

当今，奥林匹克运动 正 在 向 世 界 的 每 一 个 角 落 扩 张 着、

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坐标系。而其他国家、

民族的体育文 化，无 论 是 传 统 的，还 是 现 代 的；无 论 是 成 熟

的，还是萌芽态的；无 论 是 单 一 民 族 的，还 是 跨 国 的、多 民 族

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 文 化 曾 搭 乘 在 殖 民 化 的 轧 道 机 上，

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修 剪 得 整 整 齐 齐。各 种 民 族 体 育 文 化 作

为弱势文化，在“弱 肉 强 食”面 前，变 得 如 此 苍 白。各 种 民 族

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

世俗性、变异改造的 保 守 性 以 及 流 行 普 及 的 易 接 受 性，这 一

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

义文化的特征，而这 种 文 化 是 以 欧 美 价 值 观 念 为 基 调 的，以

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

极大的伤害。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

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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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灭绝。谁也不愿意看到体

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 的 历 史，审 视 各 国 体 育 文 化 的 现 实，

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 以 站 出 来 为 保 留 世 界 体 育 文 化 的 多 样

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 是 因 为，第 一，中 国 几 千 年 没 有 缺 环

的悠久历史，造就了 源 远 流 长 且 不 断 演 化 的 体 育 文 化，在 中

国体育文化 的 历 史 长 卷 里，每 一 个 时 代 都 有 自 己 鲜 明 的 特

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

民族的文化结构，生 成 了 中 国 丰 富 多 彩 的 体 育 文 化 世 界，中

国的体育文化不仅 有 汉 民 族 的，还 有 少 数 民 族 的；不 仅 有 宫

廷的，还有民间的；不 仅 有 军 事 的，还 有 娱 乐 的；不 仅 有 养 生

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

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

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

载体的人口数量成 正 比 的，人 口 越 多，体 育 文 化 的 创 造 性 和

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

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

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后，一

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

途径传播到世界各 地 去，中 国 既 有 吸 收 外 来 文 化 的 经 验，也

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

改造具有顽强的毅 力、海 纳 百 川 的 宽 容 和 天 衣 无 缝 的 技 巧。

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 表 现 出 那 种 雍 容、和 平、温 良、宽 柔 的

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

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 都 对 中 国 文 化 寄 予 希 望，早 在 !"## 年 英

国哲学家罗素在《中 国 的 问 题》一 书 中 曾 说：“如 果 中 国 的 改

革者在国力足以自 卫 时，放 弃 征 服 异 族，用 全 部 精 力 投 入 科

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

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

的时代里，给人 类 一 个 全 新 的 希 望。”他 还 说：“中 国 人 已 经

发现了一种生活方 式，并 且 已 经 实 践 了 不 少 世 纪，如 果 它 能

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梁漱溟先生在比较 了 西 方 文 化、中 国 文 化 及 印 度 文 化 之 后，

也曾得出过这样的 结 论：“世 界 未 来 文 化 就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复

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

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

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

族。”而季羡林先生 则 多 次 预 言“从 #! 世 纪 开 始，河 东 将 取

代河西，东方文化将逐渐主宰世界”，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

年河西”，提出“送 出 主 义”。一 个 新 的 文 化 双 向 交 流 的 时 代

已经到来，其标志是 从 向 中 国 人 讲 外 国 文 化，转 化 为 向 外 国

人讲中国文化。世界性的汉语热就是一个佐证，持续升温的

中国旅游热也 是 一 个 证 明，而 #$$%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则 是 一 个

推广中国文化的实例。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

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

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

以做到什么；而东方 体 育 文 化 则 要 说 明 人 类 的 必 要 性，即 人

类应该做到 什 么，因 此 西 方 体 育 主 张“永 无 止 境”、“超 越 极

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

“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

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

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

化强调天人合一，目 标 是 修 身、养 性，主 张 是 内 外 俱 练、神 形

兼顾、动静结合、刚柔 相 济 等 平 衡 统 一 的 原 则。中 国 体 育 文

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

的适应性，当世界走 向 老 龄 化 的 时 代，它 理 应 受 到 老 年 体 育

的青睐，在讲究健康 和 休 闲 的 今 天，它 的 体 育 价 值 更 是 不 言

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

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 中 国 体 育 文 化 的 需 要 是 #! 世 纪 世 界

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

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

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

界，其 中 包 括 奥 林 匹 克 文 化。近 #$ 年 来，中 国 的 民 族 音 乐、

民族舞蹈、中国画、中 医、中 草 药 已 经 大 踏 步 走 出 国 门，逐 渐

被西方接受，即便是 !$$ 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

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

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 运 会，在 奥 运 会 上 称 雄，固 然 重 要，

但这毕竟只是我们 善 假 于 物 表 现 出 的 一 个 侧 面。我 们 要 调

整体育的价值观，开 展 多 角 度 的 研 究，将 中 国 体 育 文 化 推 介

到世界上去，让全球 了 解 中 国 的 体 育 文 化，用 中 国 文 化 去 丰

富奥林匹克运动，无 论 哪 一 代 人 做 到 了 这 一 点，他 们 对 世 界

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奥林匹克运动正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动力，一个东西

方文化各领风骚的时代即将到来，奥林匹克运动将是最大受

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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