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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奥林匹克运动及北京奥运会表现出了重在参与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平等精神，尊重、理解与宽容精神，

顽强拼搏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谐和平精神，人文人本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经过百年来的充实与完善，反映了人类文

明的价值理念，对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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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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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北京奥运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忱欢迎。奥林匹克

之所以能够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作用，是因为北京

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过程。奥林匹

克精神经过百年来的充实与完善，反映了人类文明的价值理

念，对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意义。

顾拜旦指出：“在生活中重要的是奋斗而不是获胜，是尽

力而为，而不是战胜别人”，强调比赛、奋斗的过程比竞赛的

结果更有意义，参与奥运会竞技本身比取得胜利更有意义。
它为奥林匹克运动普及与广泛参与奠定了思想基础。1908
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

皮特里虽然艰难跑过终点，但并没有获得奖牌。当时在现场

的观众都为其精神所感动，有的观众感言：在奥林匹克运动

会中最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把参与奥运理解为只是获

得奖牌，这无疑不符合奥林匹克主义的精神。参与奥运最重

要的是能够真实体现自身的水平，如果已经尽力了，发挥了

自身最好水平，即使没有获得奖牌，同样应当看作是胜利者。
当然，要尽力争取获得奥运会的金牌，但不能以金牌多少论

英雄，更不应将全部精力放在奥运会金牌的获得上。参与体

育运动的人口还只限于少数运动员，奥林匹克重在参与的奋

斗精神应在全民族中得到很好弘扬。
重在参与精神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公民通过积极的参与，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

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本身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最

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民主

政治推进过程中，如果公民不能够积极参与，也就难以充分

行使民主权利，难以表达自身的诉求，就不利于基层民主的

推进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公民积极参与的同时，需要创造

公民积极参与的社会环境，只有创造公民积极参与的制度环

境，才有利于公民的积极参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基本形式之一。《奥林匹克宪章》写道：“奥林匹克运

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体育活动

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

献。奥林匹克运动以竞技运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参赛者在

竞赛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胜利。公平

竞争是竞技运动的最高准则，只有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竞争

才有意义。奥林匹克提倡在竞争中实现公正原则，奥林匹克

运动只承认符合公正原则的优胜．而对依靠不正当手段，如

弄虚作假、服用违禁药物、虚假比赛，服用兴奋剂、贿赂裁判、
贿赂对手、干扰甚至伤害对手等取得胜利，一经发现将处以

重罚。公平竞争原则是参与奥林匹克竞争的行为规范，也是

保证奥林匹克运动持续发展的基础。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能

够得到健康发展，也正是与在对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竞争的坚

决斗争中，始终秉承公平竞争原则取得的。
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公平竞争精神，是市场经济的普

遍规律在体育领域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道路，也就选择了公平竞争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

熟与规范中，得到了积极弘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时间较短，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治体制改

革相对滞后，公平竞争精神在某些领域还没有得到很好体

现，这也是影响中国社会公正的重要因素。公平竞争精神渗

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之中，可进一步加大政治体

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弘扬公平竞

争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积极作用。

奥林匹克主义所体现的平等精神，是人类社会中的自

由、平等、博爱三大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在体育领域中的

体现。奥林匹克主义中的平等精神的弘扬与传播，是奥林匹

克运动能够吸引不同肤色、不同民族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奥林匹克运动的平等精神，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

原则。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平等原则在中国

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仅有 30 年历史，由

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平等原则在一些领域并没有得到

一、重在参与的精神

二、公平竞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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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文人本的精神

[责任编辑 王 莉]

充分实现。十七大报告阐述了公民如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实现平等权利。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提出“尊重和保障人

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建
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在公民经济

权利方面，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

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从此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进程。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国际性的运动，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世界各国文化间的各种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来自各

国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和观众，有不同的肤色，不同

的服装；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信仰，他

们用不同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差异，又常

常由于各国间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

突而强化。奥运会将世界上所有的体育文化集中在一个狭小

的时空范围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尤为引人注目。可能引

发冲突。而避免、化解矛盾与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尊重、理
解与宽容。

奥林匹克主义对不同文化差异的尊重是奥林匹克主义能

够吸引世界各国走到一起的首要因素。但仅有尊重还不够，还

需要对不同的文化差异有所理解，才会使尊重真正发自内心。
只有对不同文化的产生背景有所理解，人们才能摆脱各自文

化带来的偏见。通过理解，人们才能打破各自狭窄的眼界，去

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以外的事物，领悟到各个民族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并虚心

地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尊重其它民族。
对一些不能理解或格格不入的文化现象，还要学会宽

容。只有理解与宽容。在不同文化的中，人们看到的就不是矛

盾与冲突，而是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的百花齐放、千姿百态，从

而使文化差异成为促进人们互相交流的动因，使矛盾成为互

相学习的动力，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国际交流真正

得以实现。
奥林匹克主义提倡的尊重、理解与宽容的精神，曾经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回

归，迫切需要吸收尊重、理解与宽容这些人类文明的普适的

价值理念，以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尊重、理解与宽容精神对

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尊重本身体现了深刻的人

文精神。宽容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美德。社会生活本

身是多姿多彩的，不应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标准、一个答案。
和谐社会一定是宽容精神得到充分体现的社会，宽容精神，

是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弘

扬宽容精神。

“更快、更高、更强”，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奥运格言，奥林

匹克之父顾拜旦对此理念颇加赞赏，1920 年正式将其作为奥

林匹克格言。“更加、更高、更强”，短短 6 个字，充分表达了奥

林匹克运动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奋斗精神；它既是指在竞

技场上，面对强手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也是指对自己永

不满足，不断地战胜自己、挑战极限。

奥运赛场上是运动员个人的竞技能力，实质上则是集体

的较量。现代奥林匹克强调“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的团队精

神与合作精神，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达到团结，团结起来，发

展体育运动”。中国乒乓球之所以长期占据世界乒坛霸主地

位，中国跳水队之所以被视为“梦之队”，除运动员的刻苦训

练外，团结协作更为重要，其中有队友、教练和生理、心理、医
学保健营养等多学科专家的大力支持。集体项目更需要全队

间的合作。奥林匹克运动还有意识地通过奏国歌、升国旗，强

化团队意识和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谐和平是人类对生命的珍重，是奥运的渴望。奥林匹

克宪章强调：体育就是和平。奥林匹克宗旨是体育运动处处

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社

会。奥林匹克休战协定曾延续了一千多年，是人类历史上持

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条约。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继续以“和平、友
谊、进步”为目标。顾拜旦在《体育颂》中热情高歌“你就是和

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奥林匹克的五环旗更是

象征着全世界五大洲人民的大团结。两次世界大战和“冷

战”，曾使奥运会蒙受政治阴影。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萨马

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开始致力于恢复奥林匹克神圣

休战制度。从 1993 年起，联合国大会每两年通过一次奥运休

战协定。1998 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期间，海湾局势空前紧张，战

争一触即发，萨马兰奇在开幕式上呼吁各国遵守休战决议，

第 62 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中国提出，186 个会员国联署

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通过举办北京奥运会，高举和谐和

平大旗，既有利于中国加快构建和谐社会；又利于提高国家

“软实力”，实现和平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从渊源上存在着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

和解放的思考。古希腊奥运会时人的和谐发展便成为奥运会

发展的主题。在现代奥运会诞生初期，顾拜旦明确指出，体育

与竞技的目标是要培养和造就身心协调发展的、完整而健康

的现代人格。《奥林匹克运动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

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生活哲学，倡导“人的

和谐发展”和“维护人的尊严”，提倡把人的身体、精神与意志

融为一体，通过体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罗格针对奥林匹

克的异化现象，又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涵

义，强调“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北京“人文奥运”理念的

提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的健康，更加尊重人

的生命的人文精神。体育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实力、
一种象征，也是一种精神追求。奥林匹克精神对于当今中国，

无论是改革创新、对外开放、以人为本、社会和谐，还是科学

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四、尊重、理解与宽容精神

五、顽强拼搏的精神

六、团结协作的精神

七、和谐和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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