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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2008 年奥运会给我国传统 精 神 文 化 现 代 化 的 影 响 进 行 研 究，认 为 2008 年 奥 运 会 将 会 充 实 我

国传统精神文化中的理性精神；提高人们的现代政治意识；提高人们现代化的道德意识；培养人们的现代生态

环保意识；强化人们的科技意识；增强人们的现代审美意识和转变传统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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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systematic ideas and methods，the author studied the effect of Olympic Games 2008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iritual cultures，and considered that Olympic Games 2008 would enrich the rational spirit in tradition-

al Chinese spiritual cultures，enhance people’s modern political awareness，enhance people’s modern ethical awareness；cul-

ture people’s moder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intensify people’s technological awareness，boost peo-

ple’s modern aesthetical awareness，and change our educational conce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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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历史的 产 物，它 可 以 从 3 个 层 面 加 以 考 证，即 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和 精 神 文 化。其 中，精 神 文 化 是 文 化 的 核

心，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脊梁。中国的传统精神文

化是先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国现代精神文化的源

泉与发展动力。人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主要是指

我们的传统精神文化。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受到西

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与 挑 战，如 何 进 行 现 代 化 转 型，以 应 对 这

种挑战成了近一百 多 年 以 来 人 们 关 注 的 焦 点。体 育 是 东 西

方两种异质文化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领域，一部奥林匹克运

动在中国发展壮大 的 历 史，也 是 中 国 文 化 与 西 方 文 化 冲 突、

交流和融合的历史。2001 年 7 月 13 日中国北京申办 2008 年

奥运会成功，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盛会首次将由有着五千年

悠久历史的中国主办，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

对话对各自的发展 必 将 产 生 重 要 的 影 响。当 欧 洲 文 艺 复 兴

运动拨开了中世纪蒙昧的云翳，科学与民主的曙光搅动人们

蛰伏已久的潜力与 热 情，理 性 取 代 神 性，对 天 堂 的 向 往 转 换

成对现世幸福的追 求，人 们 的 眼 光 开 始 从 天 上 转 移 到 人 间。

对人的关注胜过对神与教会的顶礼膜拜，封建社会对人们思

想的桎梏土崩瓦解，人 改 造 自 然 的 能 力 得 以 充 分 发 挥，秉 承

古希腊理性精神、契合现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奥林匹克运动在

此背景下得以勃兴。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在 全 球 范 围 的 广 为 传 播

基于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影响世界的

社会文化形式，它对各个国家的精神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2008 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这种影响将更为系统而深远。

1 2008 年奥运会对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代化的意义

中国在申奥的过程中提出了“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

奥运”的口号，其中“人文奥运”被认为是第一位的、最具东方

文化特 色 的 一 个 口 号，也 是 中 国 申 办 成 功 的 一 个 重 要 筹

码［1］。中国要实现为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留 下 一 份 独 一 无 二 的 世

界性遗产，“人文奥运”的建设无疑是中国申奥成功后的一项

重要内容。“人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来表征，所以

在文献检索中发现，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

是建设“人 文 奥 运”的 思 想 宝 库，中 国 传 统 精 神 文 化 底 蕴 深

厚、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精神传统文化必将对消除奥

运会中的人文危机 起 到 重 要 的 作 用。各 种 不 同 的 文 化 都 是

人类共同的 精 神 财 富，像 奥 运 会 就 已 成 为 一 个 全 球 性 的 盛

会，奥林匹克运动成 了 世 界 性 的 文 化 现 象，在 世 界 范 围 内 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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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传统精神文 化 是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的 一 颗 明 珠。奥 运

会在中国举办将使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精

神文化，促进中国传 统 精 神 文 化 的 对 外 传 播，从 而 为 中 国 传

统精神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为促进奥林

匹克运动的发展铺平道路。但是，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在没

有经过认真的批判和改造之前，她对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

负面作用是不可否 认 的。中 国 传 统 精 神 文 化 的 现 代 化 是 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实现第一需要中国文化自身的创新

能力，靠自己的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

累与进步；第二要靠外来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在与

外来文化的摩擦、撞 击、竞 争、交 流、融 合 中 发 展 壮 大 本 民 族

文化。现代奥运会不仅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会，同时也是

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盛会，各种文化在奥运会中实现彼此的调

适与交融。中国的传 统 精 神 文 化 历 来 都 能 与 进 入 中 国 的 其

他文化和睦相处，这 是 因 为 中 国 的 传 统 精 神 文 化 讲 究“和 而

不同”，重视彼此间的个性，所以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具有很

强的统合能力，在容 纳、吸 取、消 化、改 造 外 来 文 化 方 面 有 很

强的魄力，敢于将不同的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之中。当代西

方文化的源头是古 希 腊 文 化，古 代 奥 运 会 的 发 源 地 是 希 腊，

现代奥运会文化深深植根于古希腊文化之中，体现了西方的

文化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文化接触日益频繁

的今天，全面了解西 方 文 化、借 鉴 西 方 文 化 成 果 成 了 中 国 当

今社会发展的要求。2008 年 奥 运 会 的 举 办 为 我 们 认 识 西 方

文化、反观我们的现代文化、反省我们的传统精神文化、实现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 的 现 代 化 提 供 了 契 机。2008 年 奥 运 会 的

举办可以使我们对中 国 传 统 精 神 文 化 中 的 精 髓 有 更 清 醒 的

认识，从而也会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信心。在文

化的碰撞中，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为我们扬弃传统精

神文化中的糟粕提供依据。

中国久远而丰富的传统精神文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正

如大树无论长多高 总 离 不 开 自 己 的 根 一 样。在 历 史 走 过 了

曲折的一百年之后，当 有 着 儒 学 传 统 的 东 亚 经 济 崛 起 时，人

们逐渐认识到西化和泛西化的思维定势需要检讨和修正，此

时我们重新思考中 国 传 统 精 神 文 化 的 意 义 非 同 寻 常。国 际

奥委会在评估 报 告 中 指 出，在 中 国 举 办 2008 年 奥 运 会 将 会

为世界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将会对奥

运会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也

必将为中国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为促进中国传统精神文化

的现代化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期盼，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因

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而奥林

匹克运动的发展也因 中 国 传 统 精 神 文 化 的 参 与 而 变 得 丰 富

多彩，中国传统 精 神 文 化 与 2008 年 奥 运 会 实 现 彼 此 的 双 向

互动。

2 2008 年奥运会促进我国传统精神文化现代化

2 .1 充实我国传统精神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西方社会现代化 进 程 中 理 性 精 神 的 弘 扬 是 西 方 社 会 率

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这一历史经验对正在迅速

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作为特定民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主导性的

生存模式，它体现的 是 典 型 农 业 文 明 的 精 神，它 无 法 与 现 代

工业文明的精神完全契合，无法像支撑传统农业文明那样再

成功地支撑一个现代工业文明，而必须向以技术理性和人本

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民 主、理 性 文 化 精 神 开 放。现 代 奥 运 会

的复兴是人类理性 觉 醒 的 结 果，现 代 奥 运 会 的 蓬 勃 发 展，更

是体现出人类理性 的 无 限 力 量。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为 中 国

借鉴西方理性精神，促进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

供一个平台。

2 .2 提高人们的现代政治意识

如果说奥林匹克“更 快、更 高、更 强”的 进 取 精 神 体 现 了

科学理性的人对自 我 极 限 的 挑 战，对 自 由 的 无 限 逼 近，那 么

“重在参与”则是主体的社会过程公正性主张，是西方民主精

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体现［3］。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

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申办 2000 年及 2008 年奥

运会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均以人权为由对中国提出责难。中

国在 2008 年奥运 会 的 申 请 报 告 中 也 明 确 提 出，中 国 的 人 权

状况也并非完全尽如人意，中国力争不断改善人权状况。要

改善人权状况，首先要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其中，提高国人

的现代政治意识是 其 中 的 一 项 重 要 任 务。现 代 政 治 意 识 的

前提是人们的个性 得 到 张 扬，主 体 意 识 的 日 益 觉 醒，个 人 的

权利、利益和尊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确认［4］。现代社会发展

趋势要求人们从传 统 的“边 缘 人”向 现 代 社 会 的“参 与 人”过

渡，逐步体现其社会主体地位。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正在发

生改变，2008 年奥运会将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2 .3 培养人们的现代生态环保意识

目前，环境问题是国 际 奥 委 会 最 关 注 的 问 题 之 一，这 是

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平 衡，人 与 社 会 协 调 发 展 的 表 现［5］。 中 国 在 2008
年奥运会的申办报 告 中 明 确 提 出 的“绿 色 奥 运”口 号 不 仅 是

对这一号召的回应，也是对传统生态意识的批判性继承与发

展。2008 年奥运会对环 境 的 要 求 不 仅 是 对 中 国 城 市 环 保 工

作的一次检阅与挑战，也为提高中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提供

了一个难得机遇。城 市 的 环 境 质 量 是 衡 量 现 代 化 生 活 质 量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环 境 质 量 关 系 到 全 体 公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国“绿色奥运”行动的实施对提高广大人民的环保意识，引

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环保具有积极的意义。

2 .4 强化人们的科技意识

“科技奥运”是 北 京 2008 年 奥 运 会 的 三 大 理 念 之 一，又

是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重要支撑。科技奥运的内涵就是要

紧密结合科技最新进展，集成全国并吸取全世界高新技术成

果，举办一届高科技 含 量 的 体 育 盛 会，使 北 京 奥 运 会 成 为 展

示我国高新技术成 果 的 窗 口。奥 运 会 作 为 全 球 关 注 的 体 育

盛会，不仅要反映各 个 国 家 体 育 运 动 的 水 平，也 要 反 映 各 个

国家科技的水平，包 括 把 科 技 用 在 场 馆 的 建 设、运 动 会 的 各

个项目、整个 比 赛 的 管 理 工 作、信 息 的 传 播 等 诸 多 方 面，所

以，许多国家 都 把 奥 运 会 的 召 开 视 为 展 示 本 国 科 学 技 术 水

平、提高人民科技意识的一个舞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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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增强人们的现代审美意识

在中国传统精神文 化 中，美 即 是 符 合 义 理 的 生 命 精 神，

与人的高尚本质相一致，能满足人的健康的精神生活需要的

生命精神。但是，随着 中 国 传 统 伦 理 精 神 的 发 展，审 美 意 识

亦要有现代性转型。审 美 意 识 的 现 代 转 型 本 质 特 征 集 中 体

现在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关注方面，“人”是现代审美意识的主

题，审美必须以具有个性主体意识的每个人的个性自觉为前

提，否则会沦落为丧失主体性的群体伦理规范［7］。通过体育

运动追求真善美是 现 代 奥 运 会 的 指 导 思 想。在 美 和 尊 严 的

指导下，奥运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特有的恢宏、庄严、华彩而

凝重的传统仪式，它 对 人 们 审 美 能 力 的 陶 冶 虽 然 无 形，但 影

响深刻。此外，观 众 还 可 以 从 奥 运 会 的 比 赛 中 感 受 形 体 之

美、技艺之美以及运动员一往无前、奋进拼搏的精神境界；体

验比赛过程中的公平竞争精神，感触奥林匹克运动中对个性

的张扬，体会奥林匹克运动的神圣与崇高［8］。2008 年北京奥

运会，使我们零距离 地 接 触 奥 运 成 为 可 能，这 势 必 丰 富 我 们

的审美感受，为我们 审 美 理 想 提 供 新 的 感 性 内 容，从 而 提 升

我们的审美能力。

2 .6 转变教育观念

顾拜旦从恢复奥林匹克运动那天起，就将教育作为奥林

匹克的主要内容。竞 技 运 动 作 为 教 育 的 一 种 重 要 形 式 被 顾

拜旦视为重塑年轻一代、整复其业已失衡身心的强有力的促

进剂。将体育运动的作用提高到不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

且促进社会发展的认识高度，明确地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

造社会的力量，并有意识地将这种力量应用到这样的广阔的

范围，不能不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创举。2008 年奥运会

的举办，会引发奥林 匹 克 运 动 的 热 潮，奥 林 匹 克 思 想 中 的 和

谐教育观念亦将深 入 人 心，从 而 为 转 变 人 们 的 教 育 理 念，推

动中国教育的改革进程创造了外部条件。

2002 年 7 月 13 日 那 个 整 个 中 国 为 之 沸 腾 的 夜 晚，那 个

令华夏儿女为之骄傲与自豪的夜晚，那个为历史所铭记的夜

晚，中国向奥运会伸出的橄榄枝得到了回应。1908 年 10 月，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在 一 次 演 讲 中 颇 为 煽 情 地 提 出 了 3 个

问题：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胜利选手参加奥运会并夺取金牌？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胜利队伍参加奥运会并夺取金牌？

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邀请世界各国的选手到北京

参加比赛？

机缘巧合 的 是，最 后 一 个 目 标 的 完 成 经 历 了 整 整 100
年。百年风云，中国经历 沧 桑 巨 变，勤 劳、善 良、勇 敢 的 中 国

人民在新中国成立 之 后，从 满 目 疮 痍 的 阴 影 中 走 出，在 现 代

化的征程中义无反 顾 地 努 力 耕 耘。体 育 曾 经 并 且 还 将 为 我

们提供珍贵的精神 食 粮。2008 年 奥 运 会 将 会 为 我 国 的 传 统

文化建设提供一个 良 好 的 机 遇，但 是，2008 年 奥 运 会 不 是 终

点，奥林匹克运动还将是我们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

动力量。中国传统文 化 的 深 厚 底 蕴 也 注 定 了 我 们 不 仅 是 奥

林匹克运动的参加 者，奥 林 匹 克 文 化 的 学 习 者，同 样 也 是 奥

林匹克运动的推动 者 和 奥 林 匹 克 文 化 的 缔 造 者。中 国 传 统

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与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将 在 互 动 中 创 造 彼 此 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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