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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奥林匹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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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奥林匹克运动是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融合的文化，奥林匹克文化和人的自由是科学

体育与人文体育和谐发展的核心；奥林匹克运动正在从人类科学发展的工具——夺标与健康的功

利化追求，转变为对奥林匹克文化——精神、制度、人的实质自由的追问；在体育过程中不断扩

展体育个体的实质自由是复兴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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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science and humanity fused harmonious sport 
——Revitalizing the Olympic culture 

SUN W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Jilin Institute of Chemical Technology，Jilin 132022，Cina) 

 
Abstract:Olympic movement is a culture in which sports science and sports humanity are fused into one, and the 

Olympic culture and human freedom are the core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port and humanistic 

sport; Olympic movement is changing from the benefit motivated pursuit of the too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

pology – winning medals and health, into the quest for the Olympic culture – spirit, system and essential human 

freedom; developing the essential freedom of sports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sport development is the founda-

tion for revitalizing the Olympic culture in which science and humanity develop harmon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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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入世和 2008 年举办奥运会，中国体育进

入了一个快速而蓬勃发展的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

文化资源与科技、物质资源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优势才

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过去，体育竞争主要被理解为

物质资源和科技的竞争，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科技

力量和文化力量二者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合力作用并

没有得到重视。时代的发展要求奥林匹克运动应确立

体育文化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

作用，把体育文化与体育科学发展、体育市场经济改

革、体育制度改革高度结合起来，统筹发展。用“人

文奥运”引领“科技奥运”，避免现代体育异化的危

险，重蹈古奥运“物性”体育的覆辙；将科学体育内

化为人文体育的精神文化内涵，摒弃体育的物质功利

性；复兴奥林匹克文化，回归奥林匹克运动对精神文

化追求的本真。 

 

1  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和繁荣于科学与人文

的和谐 
1.1  对古代奥运的反思 

古代奥运会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各城邦间

战争不断，从未稳定地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

中。但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希腊人对奥林匹斯山众神

顶礼膜拜，各城邦都欲求哪怕是临时的大统一、大团

聚的宗教祭祀活动。从而，促成一种打破各城邦界限，

创造休战、和平、合作的环境——古代奥运会，来进

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完

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延续一千多年的古

代奥运会，贯穿着竞技、神性与人性的精神”[1]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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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平等自由、体育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超越时

代的文化教育价值。 

随着公元前 5～4 世纪希腊城邦间的连绵战火，

经济开始萧条，社会风气日见败坏，竞技者为取胜不

择手段，物质化的奥林匹克文化降低了竞技者的境界

追求，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失去了促进和平、增进友谊、

公平竞争的高尚精神，其教育青年的“本意”也因此

而发生了异变。古奥运及古奥运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对

社会的积极影响不断弱化，以至最后消亡了。 

1.2  现代奥运的文化追求 

1)现代奥运的文化背景。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

增进健康、促进国际间交流与了解的手段，已成为一

种社会性的需要。为此，法国教育家顾拜旦为适应时

代发展的需求，创造性地恢复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倡

导“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文化追求，塑造

人类永无止境、进取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现代奥

运强调“奥运会是为人类的精神服务的，这是奥运会

的活力所在”，[1]“它应该体现肌肉、能力、思想三者

的一致性”，[1]和后来提出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1]。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类社会

的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文化思想。 

2)百年奥运的困惑。现代奥运的发展也不是一帆

风顺的,许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样影响着奥林匹克

运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隆隆战火，碾踏了 9 000 万人

鲜活的生命，也几乎切断了奥运会这一人类文明盛会

的交往环链。同样，大规模政治抵制、种族歧视、轻

视妇女、商业化，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中有

着强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危机。 

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国际瞩目的奥运竞争中，

围绕使用兴奋剂和反兴奋剂的斗争愈演愈烈。另外，

科技的进步和在体育中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运动

成绩的提高，但同时也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新的道德

制度问题：运动成绩的提高是人的胜利还是器械的胜

利？运动的较量是新器械的竞争还是人的体能和技

能的较量？运动员被器械喧宾夺主而退居其后，是否

变相地剥夺了人的竞争权利？这些问题的出现如何

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神圣原则？ 

3)新世纪奥林匹克的文化创新。在新世纪奥林匹

克精神，不仅与奥林匹克的竞争取胜、超越自我有关，

而且更是与人类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相契合。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其就任宣言中指出：奥林

匹克的格言是更高、更快、更强，当然，我们将继续

保留这个格言。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提出奥

林匹克新格言，那就是“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

罗格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

改革、求变的精神，适时地指出了未来奥林匹克的发

展方向，从强调体育运动的科学性转向追求科学性与

人性融合的现代体育精神。 

 

2  重建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体育哲学 

2.1  摒弃现代奥林匹克异化倾向的根源 

体育科学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并受其局限，和西

方的科学技术一样，是建立在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

西方科学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基本特征

是实证性和功利性。“知识必须依据经验证实”[2]，科

学只能用结果来检验，科学是凌驾于人类历史和文化

之上的。胡塞尔[3]评价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

见事实的人。”人们让自己的整个世界完全受实证科

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另外，

工业社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生产物质

财富、消费物质财富、追求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决定

一切的时代，其功利性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技术对于推动体育水平的提高和体育运动的蓬

勃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

化，的确给人和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明显的经济效果。

第 23 届奥运会后，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问题已经

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支持和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

大众化和产业化。但是由于对体育人文价值的忽视导

致极端功利的短期体育价值观念。将物质利益和科技

水平置于一切之上，将功利性获得置于文化精神、道

德制度之上，忽视人和人性。在体育训练和比赛中重

视功利性的训练和比赛结果，视技术和物质获得等外

部功效胜过人和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作为一种手段的

体育，其根本宗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文明

进步、民族和解和世界和平。科学的运用和技术的完

善固然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是同物质化的奖励比赛

一样，它只能是体育进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体育的

终极目标[4]。和谐体育是为了人的发展，要“以人为

本”。如果将现代体育科学的本质归结为现代体育技

术的本质，让人和体育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

只在物质化和体育结果上相互涉及，是错误的。文化

上的传承和发展才是奥林匹克和社会的进步、人类文

明的标志。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具有深

刻的一致性。 

这进一步加深了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这两种文

化的对立，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实证的

科学体育观突出强调体育科学和体育理性的重要性，

强调用体育科学的观点、方法，和用量化与精确的标

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和贬低体育人文文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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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而人文体育则突出强调体育体验和非理性的

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

和否定体育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两种文化、两种

精神的分离和对立加深了。 

2.2  科学性与人文性融合的奥林匹克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既包括体育技术和体育经济层面

的物质生活，又包括体育文化层面的精神生活。我们

不应该象许多人文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也不应该象许多功利主义者只注重人的物质生活。事

实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的：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则

为物质生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体育人文是一

种文化，体育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应将奥林匹克运动

理解为“一种”融合的文化。 

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将得到更进一步的融合，至

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体育科技化导致体育

知识化、个性化，而体育知识化、个性化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体育人文化。其二，两者融合导致体育人文科

学化和体育科学人文化。体育科学和体育人文应该是

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体育科学的确是奥

林匹克运动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第一历史活

动”，奥林匹克运动越来越依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

学技术，但不能视其为纯粹的“物质”生产过程，因

为它越来越依靠知识创新，越来越依靠人的素质，越

来越依靠教育和学习。从而，体育科学也越来越知识

化和人文化，越来越与人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相融

合。人文奥运是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提升，其内容不仅

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

等精神因素；它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

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以

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念渗透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模

式的选择中，体育制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越来

越明显，体育文化在体育团队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

大，文化附加值成为奥林匹克价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奥林匹克的科学化就是奥林

匹克的人文化。科学化的奥林匹克运动、体育时代、

体育社会，显然极为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极

为有利于奥林匹克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发展。其三，走

出传统的国家投资型业余体育，通过发展体育科技产

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奥林匹克运动，向职业化、商业

化体育市场经济发展，从而，使体育自身具备“造血”

功能，依靠自身能够生存并蓬勃发展，形成有独立体

系的体育市场和体育经济，同时逐步解决体育资源和

体育环境等问题。其四，以体育科技产业为支柱、以

体育比赛为核心的科学奥林匹克，必将为人的自身发

展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这样，奥林匹克运动就具有了双重意义和价值：

不仅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重

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前者主要在物质生活层面

上关注人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人的

生存、发展和自由；后者更是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促进

着人和体育文化的全面发展，给人的生存、发展和自

由注入更加完整和更加深刻的意义。探讨奥林匹克运

动的发展，不能不重点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和价

值，否则体育科学的价值就缺乏应有之义。当然，我

们不能忽视体育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3  构建科学与人文和谐发展的体育制度 

3.1  体育道德和体育制度 

从古奥运走向衰亡，到现代奥运再逢挑战，人们

领悟到塑造体育“行为世界”的是某种道德体系和制

度体系，而不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这

种信念体系引导人们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从

而统领体育行为。 

体育制度是硬性的、外在的，是人们根据社会的

要求和发展规律而制定的法律规则。道德规范蕴涵于

传统之中，以良心禁令或道德谴责的方式约束人，让

个人不自觉地或有意识地排除那些或许可以增进自

己短期利益却损坏长期利益的选择，排除那些或许可

以增进自己利益却显著地损害他人利益的选择，道德

是人文性的。如果没有了信仰、文化、道德这些价值，

社会就会趋于解体。同理，蓬勃发展的现代体育如果

失去了灵魂，不远的将来也会象古代奥运一样，逐渐

走向衰落。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 19 世纪就明确地分辨了道

德和制度：道德即“主观意志的法”，是人的自由意

志在内心的实现，包括“故意与责任”、“意图（动机）

与福利（效果）”和“良心与善”三个环节。而制度

则是作为“抽象的法（权利）”（形式的、客观的）与

“道德”（实质内容的、主观的）的统一，即所谓客

观法与主观法的主客观统一[5]。道德突出人之得“道”；

而制度则突出人之关系的“道”理，并演化为明确的

规范准则系统。制度是道德的扩演外化，是“人与社

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行为的价值原则和规范”[6]。 

体育制度是人们体育活动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价

值原则，它根源于现实的体育活动方式和社会关系，

同特定的文化传统也有历史相关性。体育制度有着双

重内涵：一是特定的体育制度蕴涵的制度原则、价值

规范，同时提供建构体育社会秩序的支持和辩护；二

是同制度相应的体育道德价值体系一起，用以建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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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国民的道德人格。 

面对体育唯物质追求的异化挑战，奥委会及时地

将奥林匹克格言由“更高、更快、更强”的科学性转

向“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人文性与“更高、

更快、更强”的科学性并重的和谐体育发展观。用体

育精神和制度来引导体育文化和价值，用制度来规范

人们的体育行为，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内化为人内在

的道德和精神。而现实体育内在的精神和文化追求，

要靠外在的体育制度来维护和保障。 

3.2 和谐体育要求坚持市场经济方向的制度改革 

时代要求我国体育制度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方向，即坚持构建现代科学的和谐体育。我

国体育已经从政治功能和谋生的工具逐渐被文化功

能所取代，更多的是服务于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

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为了激活我国体育的效率和

活力，发挥市场配置体育资源的能力，提高社会和个

体的体育积极性，我国进行了体育市场化改革。改革

了体育机构，重组了体育组织，将“管体育”与“办

体育”分开，把“办体育”的权利下放给社会和民间

组织，使奥林匹克运动开始走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现

实是如何厘清政府部门的“宏观控制”和社会团体的

“具体管理”之间的“二元制度”的问题。 

3.3 和谐体育在于体育制度与体育文化的同步演进 

    有人说，奥林匹克的繁荣与规范，可以通过引进

好的体育制度来实现人和人、人和各级体育组织之间

的分工与合作。可是，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制度是

文化的显件（外在表现形式），文化是制度的隐件（内

在本质）。这样，制度就并非只是一些条条框框，而

是人们内心中活的潜在规则，是由文化内生出来的一

整套东西。离开文化谈体育制度，其实是在畅想空中

楼阁，追求功利的人会用各种手段来钻制度的空子，

因为“制度总是滞后于现实”，现象出现后才会制定

规范的制度。离开制度谈文化，就会使文化缺乏有效

的规范和强有力的保证，奥林匹克精神就会失去根

基，落入虚无的“乌托邦”的境地。 

奥林匹克运动可以借助文化的力量实现质的提

升，提高文化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比重已经成为奥林

匹克运动发展的根本方向。文化对奥林匹克发展的影

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体育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

越突出，文化发展成为奥林匹克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和支配性因素。如同美国的 NBA，文化已深深融入体

育之中。 

制度的奥秘就在于：制度的精神重于形式。通过

体育制度创新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关键，不是

求取制度形式，也不是追求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丰厚的

物质财富，而是催生内在奥林匹克运动内在的精神即

文化。求索中国现代转型期的体育发展，就必须厘清

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各自的偏颇之处，通过道德

传统的良性回归和体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让制度和文

化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同步演进。 

市场经济的体育制度明确体育市场的主体是个

体，保障的是体育个体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给予他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生存发展的空间以及市

场自由的权利，通过解放个体，形成致力于制度变革

的主体。在体育市场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不断增强

利益主体的自由和民主权益，在体育个体真实具体的

生活中落实奥林匹克文化，体现体育制度的本质力

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7]深刻指出：

自由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自由本身，而在于自由意

味着人的生活所获得的根本改变。 

 

4  实现和谐体育的根本途径和首要目标是

扩展个体的“实质自由”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自由和权力必然存在于人

与人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性生活中。各种社会性组

织对人的生存是必要的。这些社会性组织首先要保证

让人的私人生活趋于完善，让生活具有可能性。因为，

惟有在这些组织中人们通过密切合作，实现人的真实

自由，形成稳定规则，可对他人的行为形成稳定预期，

从而使生活成本最小，并获得某种成就感和归属感。 

4.1  体育“实质自由”[7] 

实质自由是人们享受自己认为值得珍视的那种

生活的能力，即人的真实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

饥饿、伤病、退役后有正常生活的机会）的基本能力，

以及能够享受文化教育、公平参与等等的自由。在这

种意义上，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

真实自由。每个人都通过选择自己各种“能力”的组

合，来表现出自己的真实自由。 

奥林匹克发展所要促进的是在体育市场中体育

个体不断增强自己的真实自由。那么，那些体育发展

的过程手段（在体育过程中体育个体获得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社会机会等）就应该得到集中注意，而不

仅仅是某些体育结果的物质目标（金牌、财富等）[8]。 

4.2  体育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体育发展是扩大人们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按照

这一思想，扩展体育个体的真实自由（参与管理权、

经济权、契约自由、受教育权等等）是体育发展的首

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它们可以分别称作自由在发展中

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建构性作用是在体

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各利益主体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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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权利的保障机制，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自由

的工具性作用，是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充分扩展运动个

体的各种权利、机会等一般性自由，从而，作为体育

发展的手段为体育运动的发展，以至为社会发展做出

贡献。 

工具性自由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运动个体按自己

合意的方式来生活。这些工具多种多样，为方便起见，

把工具性自由归纳为值得特别强调的 5种不同类型的

自由：（1）体育政治自由（通常所称的“公民权利”，

即体育个体拥有的确定应该由什么人管理，而且按什

么原则来管理，也包括监督并批评管理者、拥有民主

表达与言论不受审查的自由等等）、（2）体育经济自

由（体育个体为享有比赛、训练、管理、监督的权力

而运用其资源的机会）、（3）体育社会机会（在社会

教育、医疗保健及其它方面所实行的安排）、（4）体

育透明性保证（满足社会对体育公开性、公正性的需

求：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5）体育防护性保障（防

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如失业、伤残等深重痛苦、或在

某种情况下社会生活以至生存能力的丧失，而提供的

体系安全网）。 

各种类型的自由相互关联，互相补充，并进而相

互强化。这绝非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但它或许有助于

集中关注，那些在当前体育改革中不断完善体育个体

真实自由所特别值得注意的政策事项。从人性的角度

来关注个体生活，从科学的角度实现个体的真实自

由，使个体自由即是和谐体育的动机，也是其目标，

真正实现科学性和人文性融合的奥林匹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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