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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观与奥林匹克文化观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Culture Perspectives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and Olympics

杜俊娟

DU Junjuan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 对古代中国和希腊关于人的生命始基物质、人
的生命活力认识的不同观点, 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化对武技认识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
研究,目的是了解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这些观点是如何对后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奥林

匹克运动的消歇与大盛产生深远影响的。近百年来, 奥林匹克运动不仅用它独特的文
化魅力愉悦着全世界人们的身心, 更以它强烈的进取精神激发着世界各民族人民拼搏、
创新。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 也

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如:过度商业化、政治化、运动员异化、兴奋剂问题等等。展望
未来,引领世界体育的会是什么呢? 也许体现着中国文明、中国智慧与和谐发展观念的
中国体育文化对克服奥林匹克文化局限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是一剂良药, 对奥林

匹克人文精神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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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literature r 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aut hor made a compara2
tive r esear ch on t he differ ent views of human life vigor, the basic substances of the hu2
man origin and the under standing about valiant skills between the cultures of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T 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views of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have influenced deeply the suspending and blooming of the aftertime
Chinese tr adit ional spor ts and Olympics. For hundred of year s, t he Olympic Games have

not only pleased the body and mind of t he wor ld people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m,
but also inspir ed all races of people to str ive and innovate with its enterpr ising spirit. But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with its great success,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are faced wit h

some se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politicalization, alienation of
athletes and doping. What will lead the futur e wor ld spor ts? M aybe the Chinese sport s
culture which stands for the Chinese cult ur e, wisdom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con2

cepts is a good way for overcoming the limitat ion and some negative effects of Olympic
sports culture and will inf luence deeply on the humanistic spirits of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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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说明:此文入选 2007年中国体育史学会5传统与现代、东方与

西方6奥林匹克高级论坛并发表演讲。

  在人类文明史上,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中西方两个

文明几乎都同时开始于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2 000 多年

前,当中国以齐国稷下书院为中心的先秦诸子们在竹简玉帛

上,开始对人生的哲理、自然的归依、生命的本质、剑道兵学

的技巧进行雄才辩论之际;在地中海畔的古代希腊, 学者们

也开始了同样活跃的讨论。这两批完全没有思想交流的中

西方学者,几乎孕育了后世一切五花八门的思想胚芽, 对于

今天人类称之为/ 体育0的事情, 自然也给予了他们真知灼

见,只不过今天我们是跨越了 2 000 多年的时间隧道, 去看看

公元前这批智者是如何对后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奥林匹克

运动的消歇和大盛产生深远影响的。

1 古代中国和希腊对人生命始基物质认识的不同观点

中国古代人认为人生命的始基物质是/ 气0 , /人之生, 气

之聚也;聚则为生, 散则为死0 (5庄子# 知北游6)。人的精神

和肉体都是气凝聚而成, / 天气0聚成神, / 地气0聚成形,形神

相依相谐则生, 形神分离就意味着生命的瓦解。精气的更

新,邪气的尽去, 构成生命运动的过程, 亦即/ 气0的运行与代

谢[1]。早在先秦时代,5吕氏春秋6就提出了生命的过程是新

陈代谢的过程:/ 用其新, 去其陈, 剩理遂通, 精气日新, 邪气

尽去,及其天年。05内经6把人体分成许多对立统一的阴阳关

系,生命力的原动力就来自阴阳矛盾运动, 良好的身心状况

就是阴阳运动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亦即/ 和0, 故而有/和则

寿0、/ 离则夭0的说法,古人的这个观点明确指出了生命的原

动力在自身。由于自身的形神来自天气与地气的相聚,故而

也提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观念。而身体修炼的最终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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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寻求人体内阴阳的相对平衡和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这与西方对人生命始基与原动力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

在西方古希腊对人的始基物质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埃利

亚学派认为人是由/土、气、火、水0四元素构成;赫拉克利特

主张是由/ 土、水、火03 种元素构成, 米利都学派认为人是由

/ 太一0构成的,这个/ 太一0类似中国的/ 气0。不管四元素还

是三元素,或者是/ 水、火0构成论(希波克拉底医生主张此

说) , 或是/ 太一0论, 西方绝大多数古代学者 (除德谟克利特

外)都认为这些物质构成有序的生命体, 其原动力来自这些

物质之外的超物质力量 (理念)或是另一种独立于这些物质

的物质力量(逻各斯派) ,总之构成生命运动的基本动力是外

来的。

这种 / 外来动力0使生命处于不停地运动状态 , 这是希

腊人的基本运动观念, 因此他们强调不断地训练肉体的肌

肉,隆起的肌肉和健美的形体是生命力量和美的象征。这也

是产生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竞技的主要原因之一, 使得这种

由奔跑、跳跃、投掷等增强肌体运动的体育竞技蓬勃发展起

来,也使得那些赞美和纪念这些竞技场上英雄的古希腊雕塑

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人类造型艺术的一个高峰。当时,

许多著名塑像都是为纪念那些竞技场上的优胜者而创作的,

在雅典、斯巴达等城邦里, 体育运动场上的优胜者, 被人们当

成英雄和神一样崇拜着。古希腊崇拜人体的健美[ 2] , 认为在

竞赛中显示的体能高低是对人评价的标准, 体能高强、肌肉

发达者才是最美的。因此,当时体育竞技场上的主要项目都

属于角力、跳跃、拳击、赛跑和掷铁饼等力量型的运动。那时

候古希腊的年轻人在竞技场上只穿很少的衣服, 甚至裸体去

练跑、练跳、掷铁饼、标枪,在古代第 14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公元前 720 年) , 全体运动员竟然棵体入场。到 386 年之

后,马其顿年轻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东征之时, 经过特

洛伊时,为了表示对传说的特洛伊战争中的神话英雄阿喀琉

斯的敬意,就和他的将士们在阿喀琉斯陵墓四周的柱子之间

用裸体赛跑,来表示对荷马史诗5伊里亚特6中描写的这位刀

枪不入、善于奔跑的神话英雄的纪念, 说明他们把裸体的赛

跑看得是何等的神圣。在我们看来, 这可是大失体统的。早

在亚历山大裸体赛跑的 200 年前, 中国的哲人孔子, 在看乡

人跳傩时, 都要着/ 朝服、而立0 , 对仪态服饰是何等重视, 两

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和希腊的体育文化观是何等不同。正

如 19 世纪法国艺术理论家泰纳在论述古希腊雕塑时指出:

酷爱裸体田径竞技运动是造成古希腊人对人体审美和雕塑

艺术繁荣的主要原因。没有古希腊裸体竞技这种蓬勃发展

的体育文化,就没有古希腊雕塑的艺术高峰。

2  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对人生命活力认识的不同观点

古代希腊人认为, 人生命的活力来自肌体之外, 肌体是

客观物质,可以用剧烈的运动使其越练越健。古希腊著名医

生希波克拉底曾经用形象的比喻,阐述他的/ 水、火0生成论:

/ 炼铁人用火把铁熔解, 强制地向火输入空气,把铁含有的营

养取出, 然后使铁变薄, 这时炼铁人就得打铁, 使它延伸, 再

加上水这一- 营养剂. 就可把铁炼好。教练指导人的方法也

是如此。教练员用- 火. (运动训练 )把他们 (竞技者 )已有的

营养夺去,并输入空气, 当(竞技者)变得稀薄时, 就要对他们

进行叩打、按摩, 排除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从别的什么地方得

到- 水. (营养物质 )再使竞技者增强。0 (5古希腊希波克拉底

养生法6 )希氏的养生锻炼原则是不断增强运动量, 以促进身

体的新陈代谢, 这就是后世西方竞技运动的基本指导

理论。     

中国人早已知道运动能促进新陈代谢的道理, 但强调焕

发生命内在活力应/节阴阳、调刚柔0 (5内经6 ) , 在理论上以

/ 中和0为/ 圣度0。因此,华佗提出:/ 形要小劳, 勿使大疲0。

而通过剑道武技或内功导引的训练更多是要追求体悟宇宙

的大道。/ 文以载道、武以悟道0 , 成为中华智者与力者共同

追求的最高境界。

3 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化对武技认识的不同观点

中华民族也崇尚健美、力量和速度等人体基本素质, 但

更崇尚超人的智慧和完美的贤德, 崇尚那些把力量、技巧和

智慧与忠义正直的品质结合起来的武艺超群的英雄。先秦

的剑士,最受崇尚的是曹刿、荆轲之流, 而非乌获 (赵惠文王

的剑士冠军)。单纯的跑跳或举重, 很难成为理想的中华豪

杰。因此,中国自古的竞技运动方式大多是技巧型的, 就是

在较力的比赛中也崇尚/四两拨千斤0的技巧。自古, 中国的

英雄都是善于以巧胜力,把轻功、内功(即善于运用人的始原

物质/ 气0)的功夫视为上乘武功。因此,许多幼小的童子(哪

吒、岳云)和倩秀的女子 (越女、红拂、吕四娘 )成为传说的英

雄。相反,力大无穷的巨灵神却常常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古

时中华英雄最高的形象是那些能把德、技、道统一于一身的

人物,如忠义千古的关羽、壮怀激烈的岳飞等等。这与中国

体育文化自古寻找精神内涵、强调德艺并进是一致的。

古希腊的武技观强调的是肉搏争斗、制敌取胜, 并不寻

求精神内涵。以古希腊的/拳击0为例, 当时他们已经掌握了

现代拳击技术中的左、右、上勾拳和防守的技术。比赛中, 原

来都戴牛皮手套,到了罗马凯撒大帝时代, 改用铜指套,戴这

种东西极易将人击毙, 拳击之术变成了血肉淋漓的厮杀。

/ 综合格斗术0的比赛更为残酷,常常一方被击毙或勒死才能

结束比赛,公元前 216 年的古代奥运会上, 就有这样的记载。

正因为古希腊的武技只停留在肉搏斗胜上,没有和他们崇高

的哲学文化联系起来, 成为其没落的原因之一, 当然城邦政

体的没落是其政治原因。

为什么中国哲学伦理会直接影响武技的技艺拳理,使其

向内涵深厚的多层文化发展, 而同样昌盛的古希腊哲学, 却

没有青睐古希腊的武技? 有趣的是史籍中记载着不少古希

腊、古罗马的哲人也是技艺高强的武士, 为什么他们没有能

用他们的哲理去阐释和传播他们的武技呢? 这里的原因很

多,有古代中国和希腊不同哲学的影响, 有古代中国和希腊

体育文化观不同的影响,当然古代中国和希腊对审美价值取

向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希腊人的审美观中,理想的人物是不仅有善于思索

的头脑和心灵,而最重要的是优良的血统、发育健全、肢体匀

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竞技家。古希腊人认为智慧

是书斋思辨的结果, 是奴隶也可以得到的, 故而才有伊索那

样善以寓言讲道理的奴隶。而善和美的本源却是匀称健强

的身体。斯巴达人是最重严格的身体训练的城邦, 他们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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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男人,也训练女子。正因如此, 色诺芬才说:/ 只有在斯

巴达,才能找出最美的男人与女人。0古希腊人重视肌肉训

练,欣赏充满活力、胸肌隆起的躯体。他们在重大祭祀和竞

技时,都以裸体为快乐, 认为在神前裸露自己的形体是一种

全心全意的崇高奉献。故而才产生了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

运动和西方的艺术创造。古希腊的许多不朽的雕塑艺术品,

着意刻画的都是隆起的丰胸、健臂和虎背熊腰的躯体与有力

的双腿,如有名的5掷铁饼者6。这是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雕

塑家米隆(公元前 479 ) 前 450)的作品, 可以说是一座古代

希腊优秀运动员的纪念碑,它选取了投掷过程中那一瞬间的

动作,运动员四肢肌肉都集中在屈体欲掷的合力中, 体现着

一种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 似乎预示着 20 世纪奥林匹克

运动的绵延大盛。

4  中国体育文化是克服奥林匹克文化局限性的一剂良药

  19 世纪末到 21 世纪, 奥林匹克运动经过 100 多年的复

兴、快速发展与传播, 随着世界现代化的步伐,迅速地传遍了

全世界。近百年来, 奥林匹克运动以其更快、更高、更强的精

神和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人文理念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

掌声和鲜花。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成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体

育文化景观, 用它独特的文化魅力愉悦着全世界人们的身

心,而且更以它强烈的进取精神催人奋进、激发着世界各民

族人民的拼搏、创新。

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取得巨大

发展成就的时候, 它也面临着一些严重问题的挑战。如:过

度商业化、政治化、运动员异化、兴奋剂问题、运动员权利问

题、运动伦理道德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是西方文化中传统理性主义、科学技术理性主义、人类中心

论的文化价值观在体育文化观的反应。西方文化要求的生

活方式是要斗争、开拓、无休止的变革以及破坏, 人类开始失

去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类的生存境况开始发生总体性危

机[3]。这是否就是奥林匹克竞技体育消歇的警示。

展望未来, 引领世界体育的会是什么呢? 也许强调整

体、关系和谐的中国/ 中和0体育思想就是一个真知灼见。英

国的波特兰# 罗素在5中国的问题6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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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之后得出结论:世界未来文化

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人们由征

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转变。这与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0的思想是多么地不谋而合。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体现着中国文明、中国智慧与和

谐发展观念的中国体育文化对克服奥林匹克文化局限性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是一剂良药,对奥林匹克人文精神将产

生深刻的影响。愿我们点燃中国体育文化的希望之光,去指

引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新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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