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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 是北京奥运的主流。绿色体育的兴起符合当今体育发展的趋势, 绿色体

育可以有效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等当今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将促

进北京自然环境的改善和绿色体育的发展,绿色场馆的建设更将大大提高比赛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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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是当今世界最盛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在

世界日益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 2008年北京

奥运会与绿色体育的结合势在必行, �绿色奥运、科

技奥运、人文奥运  是北京奥运的主流。 �绿色体
育  是时代文明进步的结果, 是体育自身发展的趋

势,它以全面协调的思想和手段, 达到人与自然、人

与人以及人自身三大和谐在内的整体动态和谐。
[ 1]

绿色体育反映出北京奥运的整合态势和根本追求,

是体育与自然的有机结合。

一 绿色体育的源流及与奥运会的关系

绿色体育的宗旨是促进体育的无公害、纯洁、公

正、科学、进步和发展,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促进

社会的文明与和谐。体育职业化、商业化快速发展,

在更大的时空中创造着时代文明; 但商业化发展的

负面效应,如生态危机及兴奋剂、体育暴力、假体育

等又对绿色体育构成威胁。对此, 我们应很好地借

鉴历史,回归自然,促进绿色体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1、绿色体育的源流

( 1)绿色大自然是人类体育的摇篮 。在人类的

一切文化行为中体育行为与绿色自然之间的亲缘关

系是较强的。西方田径、东方武术等等,正是前人类

在绿野的跑跳、攀缘和人兽械斗中诞生的人类文明。

这些文明发展到现代难以计数的运动种类, 有的是

起源于大自然中的运动,如水上体育、冬奥会诸多项

目和多种依附自然的冒险体育等; 有的是人工场地

中的体育项目,如足球、马术、赛车、田径类中的一些

项目等。

( 2)绿色桂冠是体育的最高奖赏。古代奥运会

冠军最初获得的最高奖赏, 是绿色橄榄枝编制的桂

冠。现在奥运会奖牌上一直刻有橄榄枝的图案, 它

是智慧女神奉献给人类的宝物, 进而喻意为人类绿

色和平的象征。

( 3)神圣休战带来绿色和平 。古代奥运会的

�神圣休战  , 给干戈不息的古希腊诸城邦, 带来最

长可达 3个月的安宁与和平,促进了当时体育和社

会的发展进步,现代体育正努力继承发扬这一传统。

1993年 10月, 第 4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奥林匹克
休战  决议, 就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 �神圣休

战 的做法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国际奥委会整合

18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非洲统一组织名义向

第 48届联大提交决议草案,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在

每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各一周以及奥运会期

间,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协

定。这个决议草案获得 121个成员国联署并顺利通

过, �奥林匹克休战  从此进入联合国程序。其后,

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所在的国家都会向

联合国大会提交审议并通过 !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

( 4)回归自然的运动热 。人类为克服现代社会

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口膨胀、能源危机的恶性效应以

及运动不足的 �文明病  ,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相继

在全球形成的体育热,都是以回归绿色自然的运动

为主要特征的。野营、登山、攀崖等各种户外体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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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是回归自然的运动。可以说东西方体育是沿着

源于自然 ∃ 超越自然 ∃ 超越自然和回归自然并行的
轨迹运动。

2、绿色体育与奥运会的关系

现代绿色体育源于 20世纪 60年代。工业化的

过度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

染、人口膨胀、能源危机以及运动不足的 �文明病  

等,
[ 2]
导致了地球上可利用资源日渐枯竭, 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摆脱

危机, 人类在进行任何体育活动时,应从追求自身与

自然和谐的关系出发,寻求环境与发展平衡,才能促

进社会的持续发展。 100多年来, 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全球的普及和对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是极为

深刻的。正如德国学者西蒙 %埃尔森所说: �奥运

会已把我们的关系从地方扩大到整个人类的目标之

中:即将运动指向我们人类的外观,在世界间消解了

保卫和反文化、反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扩

大全球人类间交流的桥梁  。[ 3]
这种重视自然资源

环境的绿色体育理念已经成为人们共识, 其最终追

求就是以绿色体育为旗帜的绿色奥运。绿色奥运已

不仅仅指种草栽花植树, 它的深层语境在于体育文

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于体育文化和环境的

共生与相互关怀,在于体育在促进文化环境与人的

和谐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绿色奥运会所表达

的绿色体育理念来看, 所谓绿色体育, 也是指体育、

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

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 即通过

在自然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的体育运动, 来展示人

类的健康体格和人格, 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

然社会这一生态环境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倡导

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

和谐与发展。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文

明疾病的蔓延以及体育运动的商业化、职业化带来

的服用兴奋剂、体育暴力、异化等心态危机和生态危

机,不仅影响和制约着体育运动的和谐发展,而且还

在破坏着自然 ∃ ∃ ∃ 人 ∃ ∃ ∃ 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并

时刻冲击着绿色体育的功能和理念, 哪怕是世界上

最大的体育盛会 ∃ ∃ ∃ 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无法摆脱

同样的侵扰和影响。 1896年以来的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会,给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的

经验和文化遗产,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生活,

在全球产生了一股强烈的体育热潮, 给整个世界的

社会、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带来了无限发展机遇

和活力,奥林匹克精神甚至成为支持和鼓舞人们不

断奋斗、不断追求的动力源泉;但是, 在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 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留下诸多遗憾, 以

奥运会为代表的体育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发

展, 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剥离和背离,不能不引起我

们对绿色体育与绿色奥运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

二 奥运会与北京自然环境和绿色体育的发展

1、奥运会促进北京城市自然环境的改善

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 �绿色奥运、科技奥
运、人文奥运 的主题, 总目标是: 根据北京的地位

和客观条件,在绿色环保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借奥运

东风加快实施北京市的环保规划, 以保证祖国首都

这个首善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奥林匹克公园,扩大

城市树木和草地的面积; 加强对大气污染、水污染、

垃圾污染、沙尘污染源治理力度, 将其危害程度降到

理想标准;加强对市民绿色环保的教育,提高人们自

觉建设和保护绿色家园环境的环保观念,从自己做

起, 从小事做起, 从孩子做起。
[ 4]
到 2008年使北京

�天蓝蓝、水清清、地绿绿、气鲜鲜、路通通、人美美  

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面貌诞生。在绿色奥运总

目标下,北京将在城市林木草地方面开展绿色工程,

道路交通方面开展绿色通道工程,餐饮、蔬菜方面开

展绿色食品工程,环保教育方面开展绿色教育工程,

场馆、住宅方面开展绿色材料工程,能源水利方面开

展绿色消费工程等项目。
[ 5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

托%布雷维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他确

信北京将在 2008年举办最环保的一届奥运会,因为

那里有 �一群非常能干的人  和 �一个非常完美的计

划 。[ 6]

如果奥运会能还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一个 �轻
舟云帆动,碧水映蓝天  的健康怡人的环境,那将是

恩泽北京、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一大功绩,也将在

奥林匹克史册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绿色奥运理念的

核心在于绿色体育, 即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

相互关怀、共生共容、共同发展。
[ 7]
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位于城市中轴线的北端, 总用地约 1200公顷, 是

举办 2008年奥运会的核心区域, 其中森林绿地 760

公顷。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

案, 公开邀请优秀的、具有丰富的城市规划、景观园

林规划和环保工程设计经验的设计公司、设计师事

务所或设计联合体参加。今后 5年北京将进一步加

大环保和生态建设的投入, 以防治大气污染和环保

饮用水源为重点, 通过调整经济机构增加优质清洁

能源,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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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措施,实现北京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根

据北京奥运行动规划, 到 2008年, 市区大气中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臭氧指标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

的要求,颗粒物浓度达到发达国家大城市水平,满足

承办奥运会的需要。
[ 8 ]
届时, 北京将会天更蓝、水更

清、地更绿、空气更清新,初步建成园林生态城市。

2、北京奥运促进绿色体育的发展

北京奥运对绿色体育的促进, 主要体现在北京

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上, 出现了一大批 �绿色体育
馆  :

( 1)比赛场馆入口处使用自动检票机。自动检

票机就是利用光学原理,光束照射透过票的副券孔,

光照射在光敏电阻上接通电源,传递电能识别色谱

器,经过两次识别,决定票的真假,分别启动电路,发

出放行、或警告、禁行信号。这种机器造形简单,但

比人检票速度要快。这样减少了工作人员和工作人

员站立的负担,也避免产生拥挤。

( 2)室内场馆使用空调设计送风方式。空调设

计送风方式是把送风管道和回风管道搞成结构风

道,风量基本一样, 当比赛大厅人少时用下口送风,

风口可以任意调节方向, 热空气上升自然排出一部

分。如果比赛大厅满员,就采用顶部送风,以保持场

内空气清新又节能。

( 3)比赛场馆使用自动消防报警、自动灭火装

置系统。其防火性能较高,安装方便,使用耐久。

( 4)比赛场馆设置绿色垃圾通道。绿色垃圾通

道是在各个坐位下装有果皮碎纸入口, 观众只用脚

一推就开,把果皮碎纸扔入后, 脚起自动复位。下部

设有垃圾道,定时用水冲走,且水能持续循环使用。

( 5)比赛使用的灯光采用绿色灯光。绿色灯光

是利用红外线的余热使灯盘减少热量,通过反射、放

大、照射在场地上, 不但光照面积大, 而且还可以自

动调光。

( 6)将使用激光射击馆、激光电子军体游艺馆、

人体运动激光分析仪。通过激光测验, 分折人体运

动和发展变化,预测和调动人体功能发展,把极精确

的激光脉冲放射到 DNA分子上,通过改变染色体的

结构修正基因,挑选良材为体育尖端服务。

总而言之, 奥运会在不断创造人类体育文明的

过程中,实际上已划出了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自身的原始和谐到和谐危机, 再到需要创造高度和

谐的螺旋上升曲线,这便构成了绿色体育的实践基

础。绿色体育反映出北京奥运的整合态势、根本追

求,是北京奥运精神的结合点。人类体育的产生发

展带有鲜明的民族性,而绿色体育则具有显著的全

人类性。
[ 4 ]
北京奥运的举行, 既适应社会环境, 又以

它独立的文化形态,自身创造性的活动,积极促进社

会的进步。绿色体育理论, 是北京奥运的最好体现

和结晶,绿色体育是北京奥运的方向和归宿。绿色

奥运的兴起可以有效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

环境恶化等当今人类面临的许多生存与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 1] 郭 # 因,黄志斌.绿色文化绿色美学通论 [ M ]. 合肥: 安

徽人民出版社, 1995: 165.

[ 2] 王景连.绿色体育: 东西方体育精神的结合点 [ J]. 成都

体育学院学报, 1997, 23( 1): 15- 16.

[ 3] 许传宝.生态体育: 绿色奥运的核心理念 [ J] .成都体育

学院学报, 2002, 28( 5): 25- 28.

[ 4] 项凤莲,项立敏. 绿色奥运理念的内涵与延伸 [ J]. 浙江

体育科学, 2006, 28( 4).

[ 5] 岑传理. 五环旗下的奥运会 [ M ]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

社, 2001.

[ 6] 熊斗寅. !解读绿色奥运 ∀ [ J] . 体育与科学, 2002, 23

( 1): 35- 36.

[ 7] 联合国. 21世纪议程 [ G ] / /迈向 21世纪 ∃ ∃ ∃ 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 8] 陈杰波,曾凡芝. 绿色奥运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 J].

体育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 2002( 6): 18- 21.

(责任编辑: 骆晓会 )

129

陈颖刚:从北京奥运会谈绿色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