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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希腊竞技文化与古希腊神话有着密切联系, 从古希腊神话视野出发,可以看出, �力 与 �美 是其审

美追求, 竞争是永恒主题, �利 则是其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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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民族的文化之源, 神话凝聚着文化命运

中的种种积淀, 也是民族精神的最初记录。世界

各民族的初始文化与基本精神都集中现在本民族

形态各异的神话传说中, 各种文化的分野也在孕

育文化精神母体的神话中初露端倪, 因为神话 �以

一种原始的、粗糙的、浓缩的形式蕴含、体现着文

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态度。 [ 1]
体育作

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形成和发展与各自的民族文

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都

会不可避免地烙刻上神话传说所彰显出来的民族

精神和文化性格。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神话来触

摸古希腊竞技文化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脉搏,从而

更直接、更深刻、更清晰地揭示其真实面目。

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早在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12世纪,古希腊便形成了以宙斯为

中心的神话体系。古希腊人崇敬神灵、英雄, 认为

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神和英雄创造的, �人们把宙斯

及诸神当作申明, 顶礼膜拜,坚信对他们的祈祷、

礼拜与祭献,可以免除灾难,得到庇护和幸福。 [ 2]

出于对神的崇敬, 古希腊人总会绞尽脑汁地创造

出各种取悦神的办法, 奥林匹亚竞技赛会就是祭

祀礼仪的一种。 �参赛的人们通过竞技赛会礼拜

仪式,以最完美的方式努力去表达对神的崇拜,并

且试图抛弃个性,以他们的勇猛和力量,成为神的

自我表现的中介。 [ 3]
由此可见, 古希腊竞技文化

与神话有着深厚联系,神话是其精神源泉。

一 �力  与 �美 ∀ ∀ ∀ 古希腊竞技文化的审

美追求

古希腊人是从现实世界人的感受、需求和欲

望中幻想他们心目中的神的, 正如意大利思想家

维柯所说,不是神创造了人, 而是人以自己为模式

创造了神。神实际上是人之美质的集中体现者,

神与人同形同性。在古希腊人眼中, 理想的人不

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 而是血

统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敬奉为偶

像, 在地上颂之为英雄, 在天上敬之如神明  。
[ 4]

�万神之主宙斯的魁健、太阳神阿波罗的俊美、战

神阿瑞斯的剽悍、天后赫拉的美丽、美神佛洛狄忒

的娇艳 , [ 5]
希腊神话中的神不仅拥有俊俏的面孔

和健壮优美的身材,还具有聪明睿智的头脑,神对

凡人来说是模仿与追求的对象。

希腊传说中的神是以完美的人的形象出现

的, 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在作为祭祀神的方式之一

的古希腊竞技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它更

多地追求竞技中蕴藏的 �人  的价值,即人的肉体

所体现出来的力量与美感。 �力是他们生存和发
展的基础,希腊社会那些健美的肉身绝不是凤毛

麟角的奢侈品, 而是国家需要。 [ 6 ]
斯巴达的男子

几乎一生都过着军营生活, 每天要坚持严格规范

的身体训练。雅典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体育在他
们看来是对人体健美匀称的培养, 祼体竞技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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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人体力量与美的代表。 [ 7 ]
希腊人所崇拜的

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

而是血统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项运动

的裸体。这种以发展身体、追求人体美为主的体

育思想随着文艺复兴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

界,成为西方体育发展的主流。

二 ! 竞争 ∀ ∀ ∀ 古希腊竞技文化永恒的主题

古希腊神话鲜明地体现了希腊人对自然的探

秘、开发和征服的倾向:伊阿宋历尽艰辛、漂洋过

海寻找金羊毛, 最后满载而归; 奥德修斯斗天战

海,历经十年风雨还乡;赫拉克勒斯在摇篮中掐死

巨蟒,成年后扼死尼密阿巨狮, 斩杀九头蛇怪许德

拉,生擒厄律曼托斯野猪##不可思议地完成了
国王交给他的十项任务。希腊神话从不缺少敢与

天斗、人定胜天的英雄,正如吉尔伯特∃穆莱在 %希

腊宗教的五个阶段&中所说的那样: �大多数民族的
神都自命曾经创造过世界, 奥林匹亚的神却并非如

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征服世界。 征服是希腊神话

不变的旋律,而竞争则是其永恒的主题。

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奥德修斯、赫拉克勒斯的

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希腊人向往自由,敢于冒险、

勇于挑战的民族性格, 彰显了他们对个性解放的

强烈追求,这种性格与追求已深深融入古希腊人

的意识形态中, 并在无形中浸润着他们的竞技活

动,使其充满了竞争和对抗的内涵。 %奥德赛 &生

动描绘了奥德修斯与法伊阿基亚人晚宴后进行竞

技的场景: �现在,让我们去那屋外一试身手, 进行

各项比赛,以便让我们的生客告诉朋友,待他回返

家园: 同别人相比,我们的竞技该有多么妙绝,无

论是拳击、摔跤、跳远, 还是甩开腿步的跑

赛。 [ 8] 126
同样,古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没有一项不

是经过激烈的竞争获取最后胜利的。不难看出,

古希腊人将拥有卓越的竞技技能视为莫大的荣

誉,而这一观点在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得

到了延续。从勇争桂冠的古希腊奥运会,到被我

们视为惨无人道的古罗马角斗, 到中世纪崇尚 �决

斗  的骑士精神, 再到今天奥林匹克 �更高、更快、

更强 的激情宣言,无不流淌着冒险、竞争的民族

血液。竞争是希腊人体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

也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唯一途径, 正是这种激烈的

竞争, 使人类生存的原始本能毫无掩饰地再现于

竞技场上,人的感情得以宣泄, 生命得以张扬。

三 �利  ∀ ∀ ∀ 古希腊竞技文化的价值取向

�希腊神话是以利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

的 。[ 9]
它充分肯定个人的权利、利益和个人的价

值, 充分理解人的自然性和自由性, 甚至认同为了

获得功名利禄,为了个人尊严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的极端个人主义。 %荷马史诗 &中的阿喀琉斯就

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神曾预言他有两种

命运:或默默无闻而长寿, 或在战场上光荣地死

去。他宁愿走向战场,为建立功勋而早亡, 也不愿

在安乐长寿中碌碌无为。为此, 当阿伽门农抢走

他心爱的女俘时,他一怒之下退出战场, 哪怕盟军

军队连连败退、伤亡惨重他也无动于衷, 置民族与

集体的危亡与不顾, 直到特洛伊人杀死了自己最

亲密的朋友他才重新投入战斗。阿喀琉斯这一形

象集中体现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富于幻想、敢于

冒险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

价值与利益的执着。

希腊神话充分肯定人的利益、价值, 注重人与

社会的功利关系,这种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导

致其竞技文化呈现出对包括荣誉在内的个人利益

的追求。与希腊神话中神祗英雄对荣誉的渴求一

样, 竞技场上的古希腊人也将荣誉视为自己最宝

贵的财富。 �人生在世,最大的光荣, 莫过于用自

己的双手和双脚赢得胜利。 [ 8] 359
古希腊人对竞技

的热衷, 正是因为荣誉是他们个人利益体系中最

核心的部分。与此同时, 证明荣誉的战利品也是

古希腊人追逐的目标。 %伊利亚特 &记载了奈斯

托耳对自己竞技生涯的回忆: �拳赛中我力克鲁托

墨得斯,厄诺普斯的儿郎,摔跤中我击败普琉荣的

安凯俄斯##只是在车赛时我输给了阿克托耳的

一对儿郎。他们仗着人多硬挤, 超前,玩命似地拼

夺赛奖, 只因最丰厚的赏酬留给了此项赛事的参

与者争抢。 [ 10]
而 %奥德赛&中的一段记载,则赤裸

地揭示了人们参加竞技的动机。 �你一定参加过

许多英雄的葬礼,为了尊祭死去的王贵, 年轻人束

扎准备, 为争夺奖品, 参加比赛。 [ 8] 419
不难看出,

�荣誉 与 �战利品  是竞技者利益体系中的重要

维度,而这种以个体利益为主的价值取向也深深

地影响着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

透过神话视窗,我们看到了在希腊神话 �神人
同形  的神祗形象、�人定胜天  的自然观和崇尚

功利的价值观与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文化追求力

与美结合、充满竞争、注重功利的特点有着密切的

关联。这种关联绝不是一种偶然, 因为神话所呈

现出来的这些现象,实际是古希腊人价值观、人生

观的真实写照。神话所体现出的这些观念根深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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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地盘绕在古希腊人的意识形态之中,而竞技作

为一种受意识支配的外在行为, 不可避免地会受

到它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与竞技之间的关系向我

们生动地揭示了神话与体育的关系:神话作为民

族文化的结晶, 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势

必会深深烙刻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上。因此, 我

们也可以借助神话这宝贵的资源来探索不同民族

的体育起源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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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利 显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不利于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因此,不管是 �见

利忘义  ,还是 �重义弃利  ,都不可取。但在构建

社会主义义利观的进程中, �义 与 �利  谁为第一
性,仍可探讨。对于当今之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发展,建构

和谐社会等仍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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