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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会与礼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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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之时 ,古希腊土地上分布着战事频频的诸城邦、不同的伦理群体和

众多社会阶层。然而通过精心设计、历经艰辛方出台的礼仪 ,为运动会营造了一种氛围 ,使得所有群体

包括那些敌对的群体也可以在合作的基础上竞争。运动会所需的社会和谐程度虽不高 ,但在一个充满

冲突的社会中却是一项令人吃惊的创造。始于孔子和荀子 ,中国人始终把礼仪理解成一种社会之舞 ,有

着不同利益的人可以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而合作。儒家传统对礼仪有深刻的理解 ,如果缺少礼仪 ,有利

益冲突的群体除了直接且经常是粗暴的竞争外 ,没有其他互动途径。在当今国际形势下 ,一个迫切的要

求是把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竞争纳入礼仪外交的框架。一个新的当代礼仪系统需要尊重所有人的利益 ,

并被所有人理解和欣赏。在北京举行的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仪品质 ,可以成为一个象征 ,象征

着全球和谐形势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奥运会的礼仪品质提供无须事先商议 ,不论输赢 ,每一个国家均可

参与的模式 ,使其可以成为外交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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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 Games and the Power of Ritual
Robert Cummings Neville

( S chool of T heolog y , B oston U ni versi t y , B oston 02215 , U . S . A . )

Abstract : When t he Olympic Games began , ancient Greece was a land of warring city2states ,

et hnic group s , and social classes. Yet t hrough caref ully devised rit uals , worked out wit h much

difficulty , t he Games provided a context in which all of t hese , mainly hostile , group s could

compete together cooperatively. The social harmony required for t he Games , however crude it

might have been , was an astonishing creation in t he midst of a conflict ual society. To hold the

next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in light of the long t radition of rit ual

analysis and practice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 beginning wit h Conf ucius and , especially ,

Xunzi , t he Chinese have understood rit ual as a kind of social dance wit hin which people whose

interest s are at odds wit h one another still can cooperate for t he harmony of t he larger society.

The Conf ucian t radition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rit ual . Alt hough todayπs modern society

might t hink of it self as too pragmatic to pay at tention to rit ual , t hat is an unfort unate view.

Wit hout rit ual , group s wit h conflicting interest s have no way of interacting except in direct , of ten



violent , competition. One of t he most p ressing needs in t 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it uation

is to bring economic , political , and military competition into a f ramework of rit ual diplomacy. A

new contemporary rit ual needs to respect the interest s of all people , and to be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by all people. The rit ual quality of t he next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can be a symbol

of t he next p hase in the develop ment of a global harmonious sit uation. The rit ual quality of the

Games provides for participation wit hout agreement , and every nation has t he dignity of

participation , regardless of winning or losing competitions. The Games can be a model for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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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将历法的开始追溯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产生 ,即公元前 776 年。为什么他们会选择

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不是再往前几个世纪的特洛伊之劫 ,或几乎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立同时代的、

遍及地中海国家的殖民扩张 ? 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答案。但笔者认为 ,原因可能是从最早

的时期到马其顿的腓力 ( Philip of Macedon)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在公

元前 4 世纪征服整个希腊期间 ,希腊半岛及周围的岛屿被分割成互相竞争的、且经常处于战争状态

的诸城邦。诸城邦针对共同敌人的联盟是短暂的 ,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把希腊人团结在一起 ,使他们

感觉身处来自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明的组织 ,尽管他们的首要身份还是与其各自的宗族联系在一

起的。

在希腊各派系间充满敌意的情况下 ,创立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 我们也不

可能知道确切的历史实情。但所发生的事情是 ,在运动会期间 ,参赛的诸城邦允许他们自己接受相

关礼仪的管理 ,这些礼仪构成了运动会的可能条件。这些礼仪有许多层次。在某个层次上 ,礼仪规

定了每种运动的规则 ,比如 ,如何裁判赛跑和赛马 ,在拳击赛中什么行为是允许的 ,在一个投掷类比

赛中将什么作为标枪 ,等等。因为各城邦的文化如此不同 ,要在规定比赛中依据谁的运动传统方面

达成一致意见 ,可能需要多方斟酌与妥协。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 ,更重要的礼仪由此发展出来 ,其

目的是延缓敌意 ,如召集代表们制定关于规则的礼仪 ,合作给运动员规划营地 ,以及在运动会期间

分配食物和饮料等。回家后 ,运动员很可能重又加入各自城邦的军事组织 ,参与相互间的战争。但

在运动会期间 ,他们在一种精心设计的社会氛围里一道翩翩起舞 ,这种氛围使所有的运动员成为兄

弟 (可能没有姐妹) ,在规定的条件下竞争并承认胜者。当然 ,这可能是理想化了的看法 ———也许存

在相当常见的争吵 ,也许还有关于谁胜谁负的严重纠纷 ,也许在运动会中产生的失望后来导致了敌

意的增加。但奥运会的理念得以播种 ,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政治环境下生存的

活动。

中国古代的儒家最早也最精微地理解了礼仪及其对文明的重要性。虽然孔子 (公元前551 —前

479)因由其弟子们记载于《论语》中的哲学而在今天被人们纪念 ,但他实际上所做的是教授他的弟

子们礼仪 ,其中包括宫廷礼仪和家庭礼仪 ,以及音乐和舞蹈[1 ]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 因为孔子相

信 ,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混乱 (如古希腊一样糟糕) 是由礼仪之贫乏所导致 ,而礼仪使文明成为可能。

他认为 ,因为家庭礼仪衰落 ,所以儿女忤逆、家庭遭摧毁 ;因为统治居民生活的社会礼仪衰落 ,所以

合作几乎不存在、经济生活崩溃 ;因为规定统治规则的政治礼仪衰落 ,所以除了诸侯和独裁者强加

的政治文明外更无别的文明。但没有诸侯或独裁者可以通过武力重建文明 ,他们将不得不首先重

建礼仪。孔子一直渴望得到一个好的职位 ,那就是做某个统治者的首席礼仪大师 ,使这个统治者成

为一个拥有礼仪之文明的好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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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最好的礼仪阐释者是荀子 ,他生活在战国末年 ,正是秦重新统一中国的前夕[2 - 3 ] 。他解释

了礼仪为什么那么重要 ,认为是自然赋予人类身体以及理智和情感能力。但这些观点还未有明确

的结论。我们知道 ,人的身体可以以各种方式运动 ,可站立可行走 ,也可做各种事情。但小孩子需

要学习才能掌握某些特定的移动方式。比如 ,欧洲人倾向于双脚成 45 度站立 ,而东亚人倾向于双

脚平行站立。这是习得的、文化的 ,亦即礼仪的差异 ,这种差异决定未定本性拥有何种站立方式。

又如欧洲人走路的时候倾向于伸腿向前 ,以脚后跟着地 ;东亚人走路的时候倾向于更平缓地落脚 ,

这也是一种礼仪差异。再看一看打招呼的礼仪 :欧洲人见面时 ,舒展双手 ,看着对方的眼睛 ,不这样

做会显得诡诈 ;而东亚人见面时 ,半伸右手 ,以左手托着右手腕 ,目光低垂 ,同时稍欠身 ,尤其是遇见

上级的时候 ,不这样做会显得傲慢。这都是礼仪差异 ,每种礼仪都是为了达成同一件事情 ———打招

呼。但与之伴随的信号会互相抵触 ,即在他们的思想深处 ,无意识的礼仪运作之处 :东亚人认为欧

洲人傲慢 ,欧洲人则认为东亚人诡诈、不直率。在这一简单的层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力量。

没有这些打招呼的礼仪 ,打架或躲避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但因为礼仪是约定俗成的 ,所以一种习俗

里的信号在另一种习俗里可能有相反的含义 ,可能互相抵触。再举一个例子 ,所有人都能发出声

音 ,但如果要正常交流 ,就必须学会一种或另一种语言 ,如有的人学汉语 ,有的人学英语 ,还有人学

其他语言。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自己的语言看起来是唯一真正自然的说话方式 ,但实际上它是一

种习得的、在自然状态的基础上制定的礼仪。说一种语言其实也是一种礼仪。

礼仪有品质等级之分。最低层次的礼仪是男女结合并生出后代 ,抚养他们直到能够谋生。但

如果没有高度文明的家庭礼仪 ,后代不能在爱与礼仪中受到教育 ,他们反过来也需要这种礼仪 ,以

便能够以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4 ] 。最低层次的礼仪能够建立一个有经济生存能力的家

庭 ,但如果没有规定丈夫、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角色的高级礼仪 ,家庭生活不可能让其中的个体成

员实现自我 ;最低层次的礼仪可能促成狩猎中的暂时合作 ,但如果没有表示尊敬的高级礼仪 ,就不

可能有深刻的友谊 ;最低层次的礼仪也许能通过暴力维持秩序 ,但如果没有尊重权力、平等、级别和

服从的礼仪 ,就不可能有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孔子认为 ,他所处时代盛行的礼仪完全不足以使高

度文明化成为可能 ,并非当时的人民不想要丰富多彩的家庭、群体及政治生活 ,他们当然想要个人

价值实现、友谊、精致的爱和有高度审美情趣的生活 ,但他们缺乏高品质的礼仪以使高度文明化成

为可能。孔子声称他在教导已被遗忘的古代君王的高级礼仪 ,然而 ,他也许只是在创造高级礼仪 ,

以给他的弟子们关于可能的事物的某种感觉 ,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时代。

相比我们的处境 ,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的处境更简单些。就像他们各自有敌对的诸城邦和一

个分裂的、由互相竞争的诸侯统治的帝国一样 ,我们也有为霸权地位互相竞争的诸国家。更有甚

者 ,我们有尖锐的文明竞争。笔者认为 ,塞缪尔 ·亨廷顿 ( Samuel Huntington) 说文明冲突就像一

场战争 ,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热战 ,是言过其实了 ①。但他没有太离谱。各文明有着也许彼此非常

不同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尽管那是一个仍需研究的经验性学术问题) ,并有仇恨冲突的历史 ,仅仅

提到文明间的一些敌对历史就会触及敏感的神经。

然而我们需要了解冲突的更深层的基础。如今大部分国家都接纳了民主精神 ———从某种意义

上说 ,好的政府应该是民主的。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 ,民主依赖于几个业已存在的条件 :第一个条

件是民主社会里的所有人都受到教育 ,或有受教育的机会 ,以便探明为了理解政治问题他们需要知

道什么。这至少意味着要有一个合适的教育系统、一个自由的出版舆论界 ,以及一个开放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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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为了理智地形成和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所需知道的事情 ,他们就不可能民主地

行事。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教育被限制在精英阶层 ,这使有效的民主变得不可能。第二个条件是一

定程度的财富和安全保障 ,这给人们以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聚集一起 ,构想他们的政治蓝图。当

然 ,这一闲暇时间不需要很多。但难以想象达佛人会为组建民主的公共组织而聚在一起 ,他们几乎

不能糊口。第三个条件是一个足够流畅的社会结构 ,使得人们能够根据民主的结果而彻底地改变

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人们必须能够自由迁徙到工作所在地 ,能够掌握新的工作技巧 ,能够使

他们的文化适应新的环境。非常传统的社会不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社会里 ,民主被理所当然地

看作是对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如在伊拉克 ,酋长们知道一人一票制将会摧毁宗族

结构 ,这种宗族结构直到最近还关心和养育年幼者 ,提供教育、经济安置 ,以及扶持穷人和弱者。然

而 ,随着伊拉克传统政体的解体和强加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行政体系企图的失败 ,如今伊拉克没有可

以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西方式的行政体系。从宗族权力结构到民选

权力结构的演变是长期和复杂的 ,且并非每一个人都希望如此。

以上观点并不新颖。但笔者想强调的是 ,民主的这些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应理解为礼仪的因变

量 :一个社会的教育系统是一套复杂的礼仪 ,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明确的机构和组织 ;传播媒体不仅

仅是硬件设施 ,而且是传递、阻止或扭曲信息的礼仪行为 ;政治中的透明度是政府官员行为礼仪的

因变量 ;极度的贫穷不仅事关气候和地理问题 ,而且事关经济生活的礼仪问题 ;紧密地伴随极度贫

穷的频繁战争是权力运用礼仪的一个因变量 ;在家庭和公共事务上 ,阻碍或支持民主的传统社会结

构本身就是表现、遵守和运用权力的礼仪化方式。

典型的情况是这样的 :使活跃的民主成为可能的高层次礼仪依赖一系列低层次的礼仪 ,后者则

依赖更低层次的礼仪 ,如此直到最基本的礼仪 ,比如跟人打招呼或说一门公共语言。在地球上各个

社会的许多地方 ,低层次的礼仪不足以胜任使高层次礼仪成为可能之重任 ;而和谐的礼仪又不能自

上而下强加 ,如强加民主的灾难性后果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 ,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层次上 ,就矫正礼仪一事而言 ,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古代中国

人认为 ,如果皇帝调整他的家庭生活及大臣们的家庭生活 ,那么将会产生调整社会所有方面关系的

渗透性效果。在中国人的理想中 ,皇帝有和谐化的道德力量 ,这种力量被认为对熟悉他的大臣们有

直接影响 ,如果大臣们被和谐化 ,将对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产生直接影响 ,如此往下 ,直到社会最底层

被和谐化。现在我们知道 ,儒家的这种和谐化理想即使有也极少真的有效 :在朝廷上 ,儒士们侥幸

才能说服皇帝在节庆场合举止合乎适当的礼仪 ;阴谋在多数政府的多数部门大行其道。

但在古代 ,的确以那种模范方式运行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 ,运动员们则可以定义一种联

合敌对派别的民族精神。如 2007 年夏天 ,伊拉克由其足球队战胜沙特队带来了暂时的团结 ,其时

各政府和军阀们的和谈努力均告失败。在许多国家 ,年轻人将成为运动员作为他们的理想。虽然

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想成为运动员 ,但体育运动是卓越品质的杰出展现 ! 这种展现能激励任何人

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卓越。再者 ,大多数体育运动的卓越表现要求卓越合作 ,比如拥有卓越的团队 ,

就像长跑运动员与教练的卓越合作。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威望、最了不起的运动竞

技制度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观看奥运会 ,为来自他们自己国家的运动员加油 ,更重要的

是为卓越品质的全面展现赞叹喝彩。

笔者的希望是 ,人们将看到的卓越品质的最杰出展示不是个别运动员及他们的团队 ,而是使奥

运会成为可能的卓越礼仪。有些奥林匹克礼仪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点燃火炬以及授予奖牌。但大

部分礼仪并不明显 ,而是在幕后。如各国运动员同吃同训练的礼仪 ,不去管他们语言上的差异及他

们国家间的政治差异 ;如各运动队庞大支持队伍的礼仪 ,这些队伍一起工作才使竞赛得以举行 ;如

观众不仅支持他们最喜爱的运动 ,而且还支持运动会这一活动本身的礼仪 ;还有诸多好客的礼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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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将以这些礼仪欢迎全世界进入他们的首都。将有成千上万人亲临比赛现场 ,还有几十亿

人通过媒体观看比赛。一个半世纪以前 ,中国将自己视为与世隔绝之地。现在它已敞开自己 ,通过

奥运会的礼仪欢迎全世界。

2008 年 ,中国将有机会运用围绕奥运会的杰出的和谐礼仪 ,教导世界认识使真实冲突遵从全

球和谐这一高层次礼仪之伟大价值 ,使人们了解 ,有着真正利益冲突的不同国家及不同社会阶层仍

能在文明的礼仪中共同起舞 ,以对大家都最为有利的和谐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这一理想本身不

会恢复联合国以及其他外事交往中的破碎外交礼仪 ,不会恢复使一些人赤贫另一些人富庶的破碎

经济礼仪 ,也不会恢复人反对人的苦难对抗历史的破碎礼仪。但引人注目地展示在奥运会中的和

谐之礼仪可以产生每个国家都必须培育的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 :所有人的和谐是可能的。而由拥有

对礼仪有着最深刻认识的儒家文明的中国获得这样的机会是多么的合时宜。

(罗健 译 , 朱彩虹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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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讯 : 由浙江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讨论会”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至 28 日在杭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全国各地高等

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讨论会。大会论文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当代中国话语理

论和研究方法的构建 ,中国历史、文化、心理、哲学、宗教等与当代中国话语的关系 ,当代中国在语言运用上

的重大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行业、社群、阶层话语的理论构建 ,东西方话语的比较研究 ,西方话语研究与中华

文化语境 ,以话语为平台的跨学科对话等。讨论会的宗旨即切实关注、研究当代中华文化话语及其与世界

其他文化话语的关系 ,促进中国话语文化的自觉和提高 ,帮助世界顺利与中国沟通 ;逐步建立既立足本土又

放眼世界的话语研究的新范式 ,以正确有效地指导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 ,并使中国学者能以平等的文化身

份与国际学界对话、交流 ;推动 (外文)话语界与中国语言文学界以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界的对话及合作 ,引

发中国的语言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在范式上的转变 ,促进中国和世界学术的繁荣与创新。与会

专家学者就此所展开的讨论 ,给中国话语研究界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信息和新的学术思想。与会者一致表

示 ,本届讨论会是中国话语研究的一次盛会 ,将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和影响。本次会议还举行了

青年学者论坛 ,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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