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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一种崇拜都与某种社会文化有着逻辑上的关系。体育崇拜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

殊文化现象，无疑也有着自己的文化机制，并对现代文明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体育

崇拜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通过直观人类自我的本质力量，

来弥补理性生命观照的缺失；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类自我生命的超越和胜利成功的渴求，来演绎人

生的精彩，实现人生的价值，领略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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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y kind of worship has a logical relation with a certain social culture. Sports worship as a special cul-

tural phenomenon of the human society has no doubt its own cultural mechanism, and produces imperceptible in-

fluence on modern civilization. In fact, sports worship has alread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makes up the lack of rational life view via the essential 

power of intuitive human ego,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nterprets wonders of life, realizes values of life, and en-

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life, through mankind’s exceeding of its ego life and its thirst for victory and suc-

cess.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sports worship；western philosophy 
 

 
  
收稿日期：2008-09-20 
作者简介：赵红艳（1969-），女，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体育崇拜作为一个与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理念密

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的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和

社会组织能力等方面未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曾起到过

积极的作用，这已为广大体育理论工作者所认可。然

而，当人类跨入科学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以后，体育

崇拜的积极意义日渐衰弱，体育崇拜的生存空间，仅

在欲望的满足和快感的宣泄之间徘徊。显然，这是对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体育崇拜的一种误读。那么，我

们应该怎样解读体育崇拜背后丰富的文化学价值，以

使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呢？ 

 

1  何谓体育崇拜 
在远古时代，崇拜最初是宗教学的内容，是指信

徒对神灵偶像畏惧和敬仰的仪式，后引申为人类对事

物“不加限制”的尊敬的情感和行为。而在现代社会

里，人们崇拜的是这个社会中各领域里的杰出人物，

与宗教并没有太多的牵扯。在当今社会，崇拜是非常

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地都

会有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在国际赛场上当奏响祖国国

歌的霎那间，全国为之沸腾，崇拜者为之欢呼，这里

也包含着崇拜者自身的那股激情有被崇拜者代表自己

来实现[1]。由此可见，“崇拜就是崇拜者对被崇拜者所

怀有的一种尊敬、钦佩的情感和心志。一般来说，是

在两者之间不可比拟的情况下发生的，反映了崇拜者

希望成功和追求完美的渴望”[2]。体育崇拜作为崇拜文

化的一种，所关注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体育崇拜存在

和流行的依据是什么，我们从文化的视角怎样理解当

代人的这种精神诉求等。因此，今天体育崇拜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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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日常层面上人们所理解的仅仅作为焦虑和忧愁

的宣泄及化解，从而使心理得到宽慰和解脱的一种方

式或途径，而是人们意欲成为完满状态的渴望和向往，

是人们彰显生命意义的需要，是人们将自身存在状态

的有限性和种种缺憾通过观赏体育比赛投射到运动员

身上的一种表达或展开的形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

象，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热情和执著追求的意志行

为。 

 

2  体育崇拜的文化现象 
体育崇拜不仅仅表现在竞技比赛场上，对国旗的

高高飘扬和国歌的铿锵奏鸣的兴奋，更表现为更高层

次的精神活动，无孔不入地向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和

情感方式渗透。体育崇拜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有着巨

大的生存空间，报纸、电视、网络无时无刻不在诉说

着体育崇拜的强力存在。事实上，体育崇拜已经成为

人们心目中难以割舍的情结。比如，马拉多纳被阿根

廷的球迷们尊崇为布宜诺思艾利斯的“模范公民”；我

国的聂卫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连胜日本的“超

一流”棋手，被敬称为“聂旋风”；乒乓球高手容国团

的出现，曾使中国少年人手一拍兴起全国乒乓球热，

在这些少年中就涌现了郭跃华、蔡振华、江嘉良等乒

坛好手，使乒乓球运动迅速普及全国；中国女排坚忍

不拔、顽强拼搏、乐观向上、永不放弃的精神，被誉

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和象征[3]。这些现象所昭示的就

是体育运动和体育明星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体育爱

好者、体育迷甚至普通体育观众的崇拜和拥戴。他们

有的在脸上贴着被崇拜者所属国的国旗，有的贴着某

某明星的名字，有的双手拿着被崇拜者的字幅……体

育崇拜，绝非盲目。如果没有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

的价值认同，如果被崇拜者的行为(运动员)不能反映

人类的共同愿望或本能欲望——竞争的内源激励、超

越自我的内在驱使和对胜利成功的渴求，那么体育运

动的存在可能也就失去了意义，体育崇拜也就没有了

产生和发展的可能。因而，体育崇拜，就其崇拜的本

质而言，是人意识到自身时所体现的那种强大的力量

和自我尊严感。 

 

3  体育崇拜的文化透析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崇拜是出于对自然现象的无

知，而产生恐惧、敬畏的话，那么随着理性认识的提

高，崇拜体现更多的是钦佩和尊敬。通过敬慕、效仿

杰出人物的突出业绩，以激励自我奋发上进、精益求

精，以至完美。因此，从人类历史及人类意识发展的

角度，崇拜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

的思维能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在理性主义日益

盛行的今天，为什么是体育崇拜而不是其他的崇拜到

达几近狂热的地步？莫非是体育运动中存在着除“社

会认同与整合、规训和教化的社会功能以及寄托和抚

慰的个体功能”之外，还具有某些独特的为全人类共

同崇尚的东西，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无限遐思与

向往？ 

1)体育崇拜是竞争的内源激励。竞争是古老的概

念，人类先哲很早就注意到了竞争现象。《庄子·齐物

论》中提到了“有竞有争”。西方学者罗伯特·马尔薛

斯的《人口论》中认为，生存竞争是大自然智慧的表

现，它使穷人不至于变得慵懒和软弱。进化论者达尔

文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他认为生

存竞争是生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演化生

生不息的一条铁的规律。从这些关于竞争的观念中我

们不难看出，传统对竞争理解一直偏重于从生存斗争

方面去加以把握。然而，体育是游戏，是竞争的形式

化游戏。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象征，它极其简洁地

浓缩着人类竞争的天性。游戏中产生的名次，与现实

生活中的利益等级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人的“本质力

量”、人的“对象化”力量，都在这种游戏中得到直接

的描述。因而，对于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运动来说，

与其它文化现象区别的根本特征就是其在激烈的竞技

活动中所蕴含的符号学价值。竞争是竞技运动本身的

固有属性，是竞技运动的生命所在。竞技体育中竞争

机制的存在，使参加竞技运动的主体不断地超越自我，

竞技场上生机勃勃，充满着无限生命力。竞争，在竞

技运动中的显现非常直观和生动。竞争贯穿于体育运

动的全过程，参与者既是竞争的主体又是竞争的客体。

比赛场上的竞争气氛和竞争行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它不仅使直接参与者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就是

间接的参与者——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也同样被激烈

的竞争场面所震撼。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4]说：

“人人都有一种希望竞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人际相

互作用的基本形式，是人维持个人自主性和完整性的

手段。”体育崇拜这种几近狂热的情感流露，正好与现

代人的本性渴求吻合。由此可见，体育运动中的“竞

争”，作为人类进步的重大推动力量，作为人的生命意

志对未来的投射，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心理-文化”

结构之中。 

2)体育崇拜是超越自我的内在驱使。在人类的活

动中有持续要求不断超出已经实现的结果张力，也就

是超越、向前的冲动，即指向最高水平的意志，这个

意志就是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是人的一种能力，运用

这个能力可以使人不断地在思想、意志以及他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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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方面超出自身。它是个体在实现社会生活世俗

化后，使自己的自由存在和命运的主宰者成为可能之

后，持有积极人生路向的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5]。因而，

超越自我是对自身能力或素质的突破，这不仅仅是心

理潜能的激发，更多的是人性的完善、境界的提高或

智慧的凝结。人类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缺

点，从而不断地在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得以

进步的。一个人拼搏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越自我

的过程[6]。运动员在其比赛过程中对其身体机能极限的

不断挑战，演绎着生命的力量、美和智慧。体育以其

自在的方式，呼唤着人们久欲表达但又难以表达的那

种“执着”和“狂热”。人们从各种体育游戏的明星技

艺中，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体会到自己的那份力量。

因此，我们崇拜体育，实际上是现实中的人对运动员

所彰显的人之伟大的“顶礼膜拜”。 

3)体育崇拜是对胜利和成功的渴求。在现实生活

中，有成败、荣辱、高低、贵贱的区别；在体育比赛

中，也有成败、荣辱和高低、贵溅的差异。社会进步

所必须的一切努力，在体育运动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

显现。体育崇拜的显著特点就是崇拜者，对胜利和成

功的渴求和向往。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现代社会，“奥

运会”都有神圣的仪式，桂冠和金牌成为城邦或国家

间“最强”的象征性符号，即通过体育的竞争代替了

通过战争炫耀国家的强势。发奖仪式上，标志国家荣

誉的升国旗、奏国歌，完成了冠军和民族英雄之间的

完美嫁接。在现代奥运会上，冉冉升起的国旗，响彻

全场的国歌，热泪盈眶的运动员，情绪沸腾的观众，

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完美地构造出现代民族主义“群

情激动的壮观场面”。因此，体育崇拜的存在绝非盲目

和偶然。实际上，体育崇拜在今天盛行，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运动员把自己的身体演绎为最接近人类理想的

作品，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的“卓越和完满”就是人

类的胜利。于是，体育崇拜作为一种价值认同，实际

上是人对自我和他人的认同和肯定。因此，每当国际

上有重大体育比赛的时候，总会出现万人空巷。此时

此刻，崇拜者和被崇拜者就是不折不扣的共同体，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于是，在体育运动中，赢得比赛

的一方，自然而然地赢得大家的崇拜。人们崇拜他取

得了胜利，崇拜他代表自己解决了问题，崇拜他为自

己的集体、民族、国家赢得了荣誉，崇拜他代表人类

表现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 

 

体育崇拜作为与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理念密切相

关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通过直观人类自我的本质力量，

来弥补理性生命观照的缺失；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类自

我生命的超越和胜利成功的渴求，来演绎人生的精彩，

实现人生的价值，领略人生的真谛。基于此，体育崇

拜的存在之所以合情合理，其真正的文化学意义也许

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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