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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运会在兴衰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宗教始终发挥其功能特性。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和普及, 宗教对奥运的影响亦发生了功能性的变迁, 即从古代奥运兴衰中的宗教支配性, 现代奥运复兴中

的宗教融构性 , 到当代奥运发展中的宗教服务性。尽管宗教不再像古希腊时期对奥运发挥支配性的影响,

但宗教元素的参与和服务对当代奥运的可持续发展, 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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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类活动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
动。宗教在这种活动中占有一个位置0 [ 1] (P7)

。在

奥林匹克运动会 (简称 /奥运0) 发展史上, 政

治、军事、经济、宗教等诸多因素共同起着推动

作用。奥运会也是人类建造世界的一种活动, 在

它的兴衰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宗教始终发挥着

其功能特性。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普及,

宗教对奥运的影响亦发生了功能性的变迁: 从古

代奥运兴衰中的宗教支配性, 现代奥运复兴中的

宗教融构性, 到当代奥运发展中的宗教服务性。

尽管宗教不再像古希腊时期对奥运发挥支配性的

影响, 但宗教元素的参与和服务, 对当代奥运的

可持续发展, 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古代奥运兴衰的宗教支配性

奥运会作为一种体育活动, 与宗教这种特殊

文化现象的关联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实际上,

古代奥运会的兴起背后有着宗教赋予的神圣性动

因。因为古希腊人相信, 城邦或集体举行奥林匹

克竞技赛会就会得到神的庇佑; 个人参加奥运会

并不断超越自我, 就是向神性的不断接近, 其中

优胜者称为神的宠儿。通过上述宗教动力的作用

机理, 宗教动因对古代奥运会产生了支配性的影

响。经过上千年的岁月沧桑和历史沉淀, 宗教对

古代奥运会支配性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广为传播

的古奥运会的宗教起源、为考古成果证实的古奥

运会宗教祭祀性质、古代奥运会各环节仪式的宗

教动因、宗教信仰的冲突影响着奥运会的兴衰等

方面。

奥林匹克运动是由古希腊祭祀性的体育竞技

赛会演变而来的, 这一祭祀性体育竞技赛会后来

逐渐演变为古希腊奥运会。古奥运会的起源不仅

来自多种神话传说, 还来自游戏比赛说, 但影响

大且广为传布的是神话传说。古希腊是一个信仰

多神的国家。传说在希腊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住

着众神之主宙斯、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海

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等, 这些神话传说常

与世俗活动融在一起。由于信仰多神的缘故, 关

于古代奥运的宗教起源就有不同的神话传说。例

如, 有的说, 宙斯为庆祝自己登上王位举行体育

庆典活动, 由此而演化成古代奥运会, 这种说法

影响最广; 有的说, 古代奥运会是希腊人献给智

慧女神雅典娜的礼物; 有的说, 古代奥运起源于

比萨国王与自己未来女婿的王位之争; 还有神话

说, 公元前9世纪后期, 希腊战火烽起, 疫病流

行, 农业歉收, 民众怨声载道, 伊利斯国王伊裴

图斯寻求神的帮助, 得到阿波罗的神谕: 兴起奥

林匹克赛会, 即可免除灾难, 国泰民安。伊裴图

斯与其他国王达成协议, 停止战争, 并商议定期

举办体育竞技会, 奥运会因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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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6年, 古希腊人举办了第一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古代奥运会以各种方式来祭祀神

灵, 体育竞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项目涉及赛

跑、拳击、摔跤、格技、武装赛跑、战车赛跑

等。除了兼有宗教色彩和竞技性的古代奥运会,

与之并列的还有皮西安、伊斯玛斯大林和尼米亚

三大祭神竞技会。另外, 还有专为妇女组织的赫

拉竞技会。在这些竞赛中, 人们通过肉体的拼搏

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除了神话传说之外, 考古发掘的成果也证实

了古代奥运会的宗教性质。在当时用于竞赛的奥

林匹亚运动场上, 大大小小足足设有 60多座祭

坛, 较典型的就有 6座, 它们依次是: 祭祀宙斯

和海神波塞冬的第一祭坛; 祭祀天后赫拉与智慧

女神雅典娜的第二祭坛; 祭祀太阳神阿波罗与猎

神阿尔忒弥斯的第三祭坛; 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

与命运女神摩伊拉的第四祭坛; 祭祀森林女神狄

安娜和河神阿尔菲斯的第五祭坛; 祭祀木星萨顿

与星河仙女的第六祭坛。在赛会期间, 几乎每天

都有各种宗教仪式。其中, 以主神宙斯的祭祀最

为隆重, 它通常被安排在运动会的第一天, 且以

数量可观的百头公牛作为牺牲以献祭神坛。

古代奥运会的圣火仪式、颁奖仪式是古希腊

宗教信仰的行为体现, 它就像是一个产生某种力

量的程序, 把人们凝聚在一起, 按照特定的规范

行事。根据古希腊传说, 大力神普罗米修斯为解

救饥寒交迫的人类, 瞒着宙斯到阿波罗太阳神处

偷取火种带给人间, 而火种到了人间后就再也收

不回去。宙斯只好规定, 在燃起圣火之前, 必须

向他祭祀。于是古代奥运会开幕前必须举行隆重

的点火仪式, 由祭司从圣坛上燃取奥林匹克之

火, 所有运动员一齐向火炬奔跑, 最先到达的 3

名运动员将高举火炬跑遍希腊, 传谕联合城邦的

告示, 并宣布奥林匹克即将举行的日期。当火炬

绕希腊半岛一周回到奥林匹亚村时, 竞技赛会即

在 / 圣火0 中宣布开幕。火炬像一道严格的命

令, 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火炬到哪里, 哪里的战

火就熄灭了。因为古希腊人相信, 在奥运会期间

违背休战者, 就是亵渎神灵、违背神祗的意志,

必将受到惩罚, 给城邦和个人带来莫大的灾难。

为了确保祭祀盛会顺利举行, 各城邦的统治者经

过协商而约定: 无论战争进行得多么激烈, 在奥

运会前夕, 交战双方都自动停止战事, 实行 /神

圣休战0。

古代奥运会的授奖仪式庄严而隆重。授奖台

设在宙斯像前, 橄榄冠放在一个特制的三脚台

上。授奖时, 先由报导官宣布运动员的姓名、比

赛成绩、所属的城邦及运动员父母的名字。然后

由司仪把优胜者领到主持人面前, 主持人起身,

将橄榄冠从三脚台上取下来, 给优胜者戴上。这

时, 观众唱歌、诵诗、奏乐、欢呼, 并向运动员

投掷鲜花。以橄榄枝作为古代奥运会的精神, 作

为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象征, 寓意深刻, 影响久

远。古希腊人认为, 橄榄树是雅典保护神雅典娜

带到人间的, 是神赐予人类和平与幸福的象征,

因此用橄榄枝编织的橄榄冠是最神圣的奖品, 能

获得它是最高的荣誉。据说, 用于编织桂冠的橄

榄枝必须得由一个双亲健在的 12 岁儿童, 用纯

金刀子从神树上割下来, 然后精心编制。奥运会

上的违规行为就是对神的亵渎, 因此要受到严

惩。古代奥运会对于行贿受贿者更是严惩不贷,

不仅要剥夺冠军的称号, 还要罚重金以警世人。

另外, 古代奥运会领导者和组织者所组织的仲裁

机构是由宙斯神殿中的专职祭祀和地方官员共同

担任。他们在奥运会上享有极高的权力。其中,

绝大多数执法严明, 判罚公正。

古代奥林匹克的宗教仪式强化了古希腊人共

同的信仰, 增进了古希腊社会的整合力。对于宗

教仪式的本质, 涂尔干一针见血地指出, / 无论

什么样的膜拜仪轨, 都不是无意义的活动或无效

的姿态, 作为一个事实, 它们表面上的功能是强

化信徒与神之间的依附关系。但既然神不过是对

社会的形象表达, 那么与此同时, 实际上强化的

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对其社会的依附关

系0 [ 2] ( P25)
。古代奥运会没有间断地进行了 1000

多年, 它是一个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和平盛会。如

果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的维系, 古代希腊

奥运会的长期延续是不可想像的。借用美国宗教

社会学家贝格尔所说, /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

进行秩序化的0 [1] ( P33)
人类活动。因此, 古代奥运

会可以理解为是用神圣化的方式推行和平、团

结、公平等社会秩序的载体。神圣化秩序的支配

性和整合性在人类社会早期是非常有效的。

古代奥林匹克孕育于古希腊宗教文化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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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古代奥运会随着希腊宗教的确立而兴起,

也随着古希腊宗教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与后来

兴起的基督教的一神信仰的冲突而中断。公元 2

世纪后, 基督教统治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整个欧

洲, 倡导禁欲主义, 主张灵肉分开, 反对体育运

动, 使欧洲处于一个黑暗时代, 奥运会也随之衰

落。公元 394年,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根据大

主教布路瓦斯的建议, 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随

后, 狄奥多西借口奥运会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和

传说, 是异教徒的活动, 是对基督教的不敬, 下

令终止了它的召开。在基督教文化的笼罩之下,

不仅延续了上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销声匿迹,

所有其他的竞技赛会, 即使是普通的体能训练活

动, 也都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清剿。从此, 延续了

上千年的古代奥运会便中断了整整 15个世纪!

不言而喻, 宗教既可以成为古代奥运会兴起

的支配性动因, 也可以成为古代奥运会发展的文

化桎梏。当然, /打破这一桎梏, 不仅要依靠体

育自身的动力, 而且要依靠文化乃至宗教发展的

动力。这一动力, 先是来自文艺复兴运动, 后是

来自宗教改革运动0 [3]
。

二、现代奥运复兴的宗教融构性

古代奥运兴起的背后有古希腊宗教信仰的动

因; 古奥运的衰落背后有早期基督教的束缚。在

西方, 基督教禁欲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统摄地位严

重阻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中断了千年之久

的奥运会要想复兴, 不仅需要开掘体育自身的动

力, 而且要开启尘封的文化之锁, 尤其是需要宗

教精神的融构, 即革除钳制奥运复兴的宗教桎

梏, 开掘宗教对于复兴奥运的积极教义, 实现宗

教与体育的互动和融合。

中世纪期间, 虽然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抑制了

奥运的复兴, 但基督教自身的革新行动, 逐渐为

奥运的复兴打开了文化之锁。其实, 早在十字军

东征期间, 神父们已经意识到, 那些具有健壮身

体和军事技能的骑士是教会抵抗穆斯林军队的宝

贵力量。后来, 罗马天主教默许其教徒们, 宗教

节假日里可以进行竞技运动和游戏。到了 16世

纪, 新教的改革者马丁#路德认识到竞技运动对

于社会改造的意义和对于树立社会公德的重要

性, 呼吁用体育活动来替代酗酒和赌博等不良的

行为。路德认为: /灵魂与肉体不是矛盾的, 只

有健康的肉体才能为宗教理想服务。0 /上帝所能

接受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完成在尘世的义务, 天

职与尽世俗义务是一致的; 保持身体健康也是每

一个基督徒的天职。0 [ 4] ( P151~ 154)
宗教改革家们在对

基督教进行改革时, 目的并不是为了复兴中断已

久的奥运会, 然而, 宗教改革的巨大成果确实为

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开辟了道路。在马丁#路德

等人的宗教改革思想影响下, 16 世纪就开始有

人试图复兴奥林匹克运动, 直至 1894 年, 在法

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倡导下, 现代奥林匹克运

动才真正得以复兴, 并于 1896年在希腊雅典召

开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是古代奥运会的翻版,

它继承了古代奥运会的某些传统和思想精髓, 并

逐步突破古代奥运会狭隘的民族性, 日益走向世

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兴起之初, 顾拜旦扬弃

了古代奥运的宗教祭祀活动, 发挥宗教 (基督

教) 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融构性, 并赋予了

宗教体育以新的内涵。他经常提到体育的宗教思

想, 把宗教看作体育的主要共性之一, 强调体育

与宗教、文化、教育的融合。奥林匹克运动尝试

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和谐地结合起

来, 并使之升华成为一种人生哲学。正如顾拜旦

所说, /奥林匹克主义并不是一个系统, 而是一

种心灵的态度0。顾拜旦曾努力通过授予 /宗教

运动员0 称号的方式, 通过奥林匹克仪式恢复奥

运会的宗教色彩, 使运动员和观众进入宗教体育

的庄严而神圣的氛围。

谈及奥林匹克精神, 1935 年顾拜旦在柏林

电台的一次重要讲话中说: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

代, 奥林匹克精神最基本的特点是贯穿其中的宗

教精神。古代运动员像雕塑家塑像那样, 通过锻

炼塑造着自己的躯体。他们以此向上帝致敬。同

样, 现代运动员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祖国、

民族以及国旗赢得荣誉。0 /宗教体育的思想不仅

包括国际主义和民主这两个所有文明国家建立新

型人类社会的基础, 同时还包括科学。科学的发

展, 不断地为人类提供增强体魄、修身养性的新

方法; 提供摆脱以个性解放为由而产生的使人堕

落的扭曲的感情的新方法。0 实际上, 顾拜旦指

出了现代奥运与古代奥运的差别, 他并非要把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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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匹克运动会办成完全是宗教所支配的赛会, 而

是把奥林匹克精神赋予了新的内容, 即民族和科

学。虽然顾拜旦多次提到宗教体育, 这并不意味

着体育就是宗教, 而是要求体育有一种宗教精

神, 这种精神可以理解为献身、纯洁、向上、无

私并有志于拯救社会等高尚情操。人们在每届奥

运会的开、闭幕式上都能听到的 5奥林匹克圣
歌6, 就是宗教精神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巧妙融构。

现代奥林匹克的普及和推广, 也是宗教与体

育积极互动的结果。例如, 1910 年起, 中国开

始举办全运会, 起初主要是由基督教青年会领

导, 后来转归自己的体育组织 /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0 管理。全运会上设立的大多数项目是当时

的奥运会项目, 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竞技体育向

奥运会靠拢。1931年,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0

作为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被国际奥委会承认, 正

式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宗教是一种共生的关

系, 虽然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生活领域, 却可

以互利的方式结合起来。从客观意义上看, 宗教

与体育的结合对现代奥林匹克的传播、组织、实

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奥运发展中的宗教服务性

现代奥运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的、非宗教的体

育盛会。奥林匹克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培养身心

和谐发展的人, 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

严的社会, 进而建立和平和更加美好的社会。但

当代奥林匹克文明的异化现象有悖于人们苦苦追

求的理想和人们所寄托的愿望, 如奥林匹克运动

中的兴奋剂、假球黑哨、过度商业化、运动员伤

病, ,这只是当代奥运 (指的是自 20世纪 90年

代将商业化机制引入奥运会以后) 危机的表层问

题, 深层次的问题是奥林匹克信仰危机。

奥林匹克面临的信仰危机, 虽然有奥运会职

业化、商业化等诸多原因, 但也和奥林匹克运动

与宗教精神的渐去渐远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奥

林匹克与宗教的分离, 奥林匹克神圣色彩的褪

去, 随之而来的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进一步商

业化和功利化, 奥林匹克主义与宗教精神的融构

性大大降低。1908年,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

教在圣保罗大教堂为伦敦奥运会举行的宗教仪式

上, 提出 /重要的是参与, 不是胜利0 这一奥林

匹克名言, 在当代不少人心中早已被金牌至上所

取代。

随着当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的普及, 当

代宗教如何与其相适应, 成为宗教界难以回避的

问题。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就引起了宗教人士

极大的关注, 据当年 8 月 6 日 5足球#劲体育6
特约记者昱伽报道: / 84岁的教皇保罗二世在

(雅典) 奥运会临近的时刻也不忘把体育和宗教

撮合在一起, 宣布在教廷里设立体育部, 并修建

球场。此举旨在, -让体育和宗教结合在一起,

并把这个精神传递到世界上所有教徒的心中, 选

择在奥运会的时候成立体育部, 就是为了证明体

育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大主教凯文表示,

-目前体育界充斥着兴奋剂和暴力, 教皇希望宗

教的介入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体育环境. 。教皇保

罗二世在体育部成立后发布了第一条有关体育的

教令: 宗教和体育的目标是一致的, 体育文化的

精髓是追求和平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情谊,

希望所有的教徒都为这个理想而努力。0 天主教

教廷以弘扬与宗教精神相契合的体育文化为手

段, 似乎为当代宗教积极改善奥运环境找到了新

的路径。

笔者认为, 从宗教方面来看, 实现当代宗教

与体育的融合和互动, 最为关键的是宗教服务奥

运, 这才是当代宗教和奥运融合的契合点, 这实

际上是宗教界正在实践的方向。2000 年悉尼奥

运会是奥运历史上宗教神职人员首次常驻奥运

村, 为运动员选手进行宗教服务。宗教神职人员

通过环境布置、心理暗示等帮助运动员克服临战

前夕的紧张情绪; 有的神职人员通过察言观色来

确定运动员心结, 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 被许

多运动员称为 /心理按摩师0。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宗教也以积极的

姿态参与和服务奥林匹克运动。如, 中国天主教

提出了 / 五型教会0 的思想, 即在完善 /圣事

型0 教会的基础上, 努力建设 /服务型0 教会、

/道德型0 教会、 /文化型0 教会和 /民间外交

型0 教会, 挖掘和发挥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功能,

以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北京天主教会热情为体

育活动提供灵性服务, 先后为参加亚运会、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提供宗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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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北京天主教会的神长教友参与和服务申奥活

动, 赢得国际友人的美好赞誉, 为奥运会在北京

的举办做了许多铺垫工作。在北京申办 2008 年

奥运会过程中, 傅铁山主教曾几次致信前国际奥

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表达中国天主教徒对于奥林

匹克运动的热爱和对于北京申奥成功的热切期

望。2000年 12 月, 北京教区举行 /支持北京申
奥求恩祈祷0 和千人签名活动, 傅铁山主教亲自

主持了求恩大礼弥撒, 亲自在支持北京申奥的大

横幅上签名。他和神父们、修生们、修女们和教

友们聚集在圣堂里, 向天主表达了北京及所有中

国教徒支持申奥的立场, 助佑北京申奥成功。北

京天主教会的神长教友参与了一系列的申奥活

动, 比如举办奥运英语辅导班, 培训社会各界人

才, 开展为民服务日活动。2007 年, 中国天主

教北京教区与香港的一些宗教组织合作开展了

/北京植树朝圣之旅0, 支持北京开展 / 绿色奥

运0 的工作。
宗教之于奥林匹克, 在功能特性上经历了支

配性、融构性和服务性的变迁, 宗教从古代的功

能上的整体统摄地位, 到逐步个体化, 甚至碎片

化地融入到当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尽管当代的宗

教功能不像古代那样对奥运会发挥着支配性的影

响, 但宗教元素的神圣性气质、服务奥运的角色

定位, 对于奥运的仪式、奥运的全过程以及未来

奥林匹克运动, 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

奥林匹克运动环境改善, 关键是要依靠体育文化

自身的主动建构和完善, 正如前国际奥委会副主

席何振梁所说, /多文化性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财

富和力量所在0 [5]
。毫无疑问, 奥林匹克运动吸

纳多元文化, 不应排斥将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优秀

文化为其所用。如中国道教的和谐文化、道教神

话、道教性命双修的体育哲理、道教武术、道教

音乐等, 对于丰富和拓展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奥

运文化、丰富奥运仪式、充实奥林匹克教育都具

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当然, 不仅是道教, 其他宗

教, 包括各少数民族宗教, 都蕴涵着丰富的奥运

智慧和文化资源, 这也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

功举办的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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