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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现代竞技运动文化和其它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的多元联系进行研究分析 , 指出现代竞技运动

主体只有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些多元联系 , 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主体价值 ,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发展观 , 才能真正

实现现代竞技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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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xt researched the multiple relation which modern sport and other social culture phenomenon ,and pointed to that the

corpus of the sports , only reasonable cogitated and held the multiple relation , utmost realize oneself the corpus of corpus value

means judgment , and set up the right view of value and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which can real realize the value of the oneself

sports and sustaining development of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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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竞技运动 (modern sport) 是以德国、瑞典体

操及英国户外运动为基础 ,并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

展而形成的。它作为人类社会一种较为特殊的体育

文化 ,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与其它文化发生着

各种各样的关系。在 100 余年的发展中 ,人类赋予

其多样的内涵。这些认识不仅是知识论方面的 ,而

且是竞技运动发展史和文化价值论方面的 ,即从多

元联系的角度去寻求现代竞技运动主体意识的升

华 ,寻求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和竞技运动的可持续

发展。从多元联系理论来看 ,现代竞技运动和社会

其他文化现象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和联系。其

中价值与非价值、原因与结果、秩序与非秩序 ,一切

都在运动、发展、变化 ,一切都处于不断地产生和消

逝之中。同时现代竞技运动主体作为一种文化的存

在者 ,作为意识到的存在者 ,作为精神活动者 ,作为

现代竞技运动文化创造和价值实现的主体 ,其本质

并不是由现代竞技运动的内在统一性规定的 ,而是

由它的文化存在及其各种活动的和谐性规定的。这

种和谐性不仅应该从其存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特

殊的竞技运动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中去解释 ,还应

该从他们在竞技运动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交互联

系中 ,对竞技运动价值思维肯定所形成的价值观上

去说明 ,因为这种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也是文化。它

是现代竞技运动主体价值实现和竞技运动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1 　现代竞技运动的多元联系

现代竞技运动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和其它社

会文化现象存在着各种复杂的联系。那么 ,这种联

系是怎样存在的呢 ? 这就需要对多元联系理论有一

定的认识和把握。多元联系理论就是把整个竞技运

动、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及精神活动领域看成是有结

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或关系的理论。因此 ,这种理

论的价值思维判断主体性 ,首先不是从孤立的自我

出发的 ,而是从个体与竞技运动的统一性出发 ,把个

体看成整个竞技运动结构统一的组成部分 ,把竞技

运动的发展变化看成是与个体价值实现息息相关

的。从多元论来看 ,竞技运动和其它社会文化现象

之间都是处于结构的和谐性和普遍的关系、联系之

中的 ,其中任何一点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主体在

竞技运动的发展中不仅是竞技运动文化传承的载

体 ,而且也是联系竞技运动和其它社会文化现象的

一个纽带 ;使竞技运动不仅为我而存在 ,也使我为竞

技运动而存在 ,二者在结构上存在着和谐性、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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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致性。从单个的主体来看 ,他是无援的、孤单

的、寂寞的。但如果把这一主体看成是整个竞技运

动文化的组成部分 ,看成是与它结构和谐性的存在 ,

那么 ,这一主体就成为整个竞技运动文化中的一种

普遍存在了 ,即应该以主 - 客 - 主相关的多极主体

思维方式来考察竞技运动主体 - 竞技运动 - 其他社

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 - 客 - 主的思维模式在一定

程度上继承了主 - 客思维模式的精华 ,但又克服了

后者单向的思维模式 ,强调的是从竞技运动整体发

展出发去分析个体。它的根本特点在于把主体人作

为认识竞技运动的中心 ,并把参与主体作为互为平

等地位的多极主体。平等是这种模式的主导人文思

想。人是当然的价值中心 ,社会文化发展的语境只

是人从事现代竞技运动的一个中介 ,作为多极主体

的个体或群体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力。作为一极主

体的个人或群体在这种环境中从事竞技运动时 ,不

应危害其他极主体的利益 (如伤害、不择手段为获得

胜利等) ,也不应该影响现代竞技运动的发展。当一

极主体的行动危及到其他人或是影响到现代竞技运

动的发展时 ,由于发展的异化性和交互性 ,也必然在

不同程度地危及一极主体自身的发展。因此 ,三者

多元联系的实质是为了作为多极主体的人自身的生

存和发展 ,这就是三者联系或关联的本质。只有扩

大了主体发展的意识、认识 ,只有把这一主体置于整

个竞技运动之中 ,置于整个竞技运动生生不息的演

化、转变、运动、发展之中 ,置于整个竞技运动文化结

构的和谐性和种种联系、关系的必然性之中 ,并在认

识上取得统一性 ,单个的主体才不是封闭的而是开

放的 ,才具有生命力 ,才有普遍性 ,才是合乎理性的 ,

才是最大的实现者 ,才算获得了最大的主体性。这

样的主体 ,才是“真正”的主体 ,而不是孤独的、寂寞

的主体。

2 　现代竞技运动主体与竞技运动文化结构

的和谐性

　　从现代竞技运动文化结构的和谐性来看 ,其主

体的存在并不是将参与主体的存在降低为一般意义

上的存在 ,或者像庄子所说的那样成为物无彼此、事

无是非的存在。这里所说的主体与竞技运动文化的

结构和谐性是指同构 ,即二者在社会文化背景的氛

围中达到双向的协调发展。在这种同构的过程中 ,

并不是否定了个体的独立存在 ,并不是否定了个体

的主体性 ,并不是将个体的生存、价值降低到一般意

义的水平上 ;恰恰相反 ,从现代竞技运动的诞生、演

变、发展来看 ,个体人是其最具有灵性的创造者、存

在者 ,是竞技运动的主宰者和管理者 ,是惟一能够意

识到自己和竞技运动价值的主体。个体虽然会做出

种种非理性的举动 ,但是竞技运动是人类创造的产

物 ,它的发展、变化 ,甚至它的消亡都离不开其多样

主体所构成的合力 ,这种合力既表现为个体人的存

在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 ,也突出地反映出人类社会

和现代竞技运动内在文化结构的发展原则和规律。

正因为如此 ,所以人类才能在参与竞技运动的过程

中悟到蕴藏在其背后的真理、品质、有序所在 ,并把

它抽象概括或概念化为社会公认的思想、观念和内

在品质。这种创造一方面包含着人类对竞技运动所

蕴涵的秩序及多元联系的价值思维肯定 ;另一方面 ,

人类在这种价值思维中也肯定了自己 ,肯定了自己

的主体性、现实性。人类所以能成为竞技运动的价

值主体 ,成为生气勃勃的创造者和发明者 ,成为负载

竞技运动发展的载体 ,就在于他能从本体论、价值论

和知识论上达到人类发展和完善与竞技运动发展相

统一的高度 ,以此求得二者最大价值的实现。

3 　运动主体价值实现的主体性

竞技运动主体价值实现主体性是指人类 (群体

和个体)在竞技运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对自身价

值实现的意识、认识、判断、观念等的集合。竞技运

动主体价值实现主体性 ,首先不是从孤立的个体价

值实现出发的 ,不是以具体、独特的文化环境、情境、

情势作为价值参照框架的 ,而是以人类整体价值的

实现 ,以及现代竞技运动的多元联系作为价值思维、

判断的前提的。“多元论认为 ,整个宇宙包括自然

界、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历史及精神活动领域都是处

在广泛的因果联系之中的 ,一切都不是孤立、静止地

存在的 ,存在与非存在、价值与非价值、自我与非自

我、主体与客体、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等等 ,都是处

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变化之中的 ,一切都是处于不

断地产生与消失之中的。”[1 ]现代竞技运动主体如果

不能从整体上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和现代竞

技运动价值实现的和谐性 ,以及竞技运动发展变化

的规律和法则 ,而仅仅从自我出发 ,从孤立的价值实

现出发 ,仅仅从竞技运动和利益的某种特殊关系上 ,

或仅仅从个别的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上 ,认识和把

握这种关系与联系 ,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当中的价

值与非价值、意义与非意义 ,认为是就是 ,不是就不

是 ,除此之外都是佞言。那么 ,自我价值思维判断就

会陷入一叶障目的境地 ,就会把竞技运动和其它社

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多样关系对立起来 ,就会把价值

与非价值、意义与非意义变成相互对立的两极。这

种认识只要存在于现代竞技运动的发展变化过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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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就不可避免的会使运动主体陷入价值思维的悖

谬、错误和矛盾之中 ,陷入了非理性、非逻辑性之中 ,

这样其主体意识及其价值选择和实现 ,也就不具有

充分的主体性了。

在现代竞技运动中出现了发展的失衡与失范。

首先 ,现代竞技运动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相对立 ,这种

现象是异化的一种表象 ,其实质是把发展的重心放

在客体之上 ,而忽视了主体的发展指标和发展目标。

主要表现为 :不重视现代竞技运动的教育职能 ,使得

很多运动员除了运动素质以外 ,其他社会所需要的

素质都明显不足 ;受高额利益的诱惑 ,有些运动员变

成为“竞技的动物”;盲目的扩大各种赛事规模 ,形成

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威胁等。

其次 ,现代竞技运动出现了发展的失衡与失范。

现代竞技运动过度的“物化”、兴奋剂的滥用和赛场

“黑洞”的加大 ,使得其发展的失衡和失范现象就日

趋严重。其一 ,价值观的失衡和失范 ,其二 ,暴力倾

向和暴力伤害 ,通过竞技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倾

向和实际伤害 ,早已从赛场蔓延到社会上。一场对

双方都很重要的比赛 ,当局首要做的事情就是加派

警力。

4 　“以人为本”是实现现代竞技运动价值主

体性的基点

　　认真分析现代竞技运动中的“丑恶现象”,究其

原因 ,从客观上讲 ,无非是竞技运动主体所处的文化

环境、情境、情势不尽人意 ,无非是文化环境、情境、

情势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令人困惑的力量 ,而不能

达到自己价值实现的目的 ,因此铤而走险 ,用一些非

常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 ,从主观上讲 ,还是

竞技运动主体价值思维陷入了悖谬、错误、矛盾之

中 ,进而引发在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偏差。个体在

竞技运动中 (尤其是职业运动员)都是从自己所处的

特定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关系、联系及其互动构成的

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中获得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 ,

因此也表现为在竞技运动中的特殊本质。但是这种

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从具体的社

会关系及文化环境、情境、情势中发展起来的自我意

识和主体性及其本质 ,还是不完全的 ,或者说还是不

完善的。具体的环境、具体的社会关系与联系 ,以及

特殊的情境、情势等 ,只能发展出有限的自我意识和

主体性 ,是不能认识现代竞技运动多元的价值联系

的。而“多元论则要求人从这种有限的环境中解脱

出来 ,从更广阔的视野 ,从广泛的因果关系与联系中

建立一种更达观的自我价值意识。”[2 ]那就是将自我

置于现代竞技运动和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之中 ,置于

竞技运动和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存在与发展之中 ,

以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实现是以竞技运

动存在的法则及其发展的趋势以及和其它社会文化

现象的多元联系来界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在这种认识中 ,个体通向竞技运动和人类发展 ,竞技

运动和人类发展也约束自我。只有这样 ,竞技运动

主体才知道与竞技运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

才知道怎样使自我与竞技运动建立统一、和谐、一致

的关系与联系 ,才知道主体的价值实现在总体具有

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最终才能使自我的生存和价

值实现与整个竞技运动文化联系起来 ,才能使自我

存在的价值与竞技运动存在的价值、其他社会文化

现象存在的价值、其他主体存在的价值取得统一。

这样自我的价值才算真正实现了。虽然每个个体的

存在都是有限的 ,然而当他把自己的存在通向整个

竞技运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指向的时候 ,他

的存在也就通向无限、绝对的存在了 ,因为竞技运动

的存在中有着他的存在 ,有着他的创造性存在及主

体性存在 ,或者说他的存在已经寓于竞技运动存在

的连续性之中了 ,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趋于无限了。

多元论不是把竞技运动的发展研究归结为毫不相干

的、单一的、一次性的行动 ,而是把它看作是具有和

谐性的多元联系过程 ,看做是不断连续、归复、重演

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 :

首先 ,构建实现现代竞技运动参与主体实现价

值主体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现代竞技运动是人类实

践和活动的产物 ,作为其主体的人必然要遵循社会

文化生态的原则、规律。人们在从事现代竞技运动

时不可违理或悖理而行 ,否则 ,将丧失在现代竞技运

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状态。要实现参与主

体、竞技运动、其他社会文化之间的和谐有序 ,一方

面要使人们确立现代竞技运动生态化的价值观念。

它是一个主导观念 ,应贯穿始终。这一观念不仅要

求人们对现代竞技运动的内在价值要有明确的认

识 ,树立符合三者协调发展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

价值目标 ,而且要求人们在社会文化发展的语境中 ,

对现代竞技运动价值的追求 ,不应该是无限的 ,也不

能是无条件的 ,要以不影响三者的协调发展为前提。

另一方面 ,要使人们确立现代竞技运动生态化的发

展观。现代竞技运动的发展不能够舍弃三者的协调

发展而单向追求外延的膨胀、扩大。它的发展要时

刻贯穿参与主体与社会的和谐 ,要在更高层次基础

上满足人们正常需求后达到一种生态和谐。

其次 ,应以主 - 客 - 主相关的多极主体思维方

式来考察三者的关系。竞技运动主体价值实现主体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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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不是以个体的价值实现自由为依据的 ,而是在

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引导下 ,在现代竞技运动的统

一性及种种的关系、联系和必然性的基础上建立价

值实现自由观念的。从竞技运动的文化统一性和多

元论来看 ,不论主体在竞技运动中的地位和身份如

何不同 ,都不能不受竞技运动、其他主体以及社会关

系的影响。因此 ,他的价值实现总是受外在条件的

制约和限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竞技运动主体价

值的实现不仅要受到竞技运动和其他主体的限制 ,

而且离开了竞技运动与其他主体的存在 ,他的价值

就无法实现。单个的主体只有在多元联系中才能实

现自我价值。竞技运动主体价值的实现是有限的 ,

也是无限的。从生命自我和具体环境来说 ,个体价

值的实现的确是有限的 ,因为他不能脱离被环境和

其他主体包围的各种实在 ,也不能摆脱生命自我各

种实在的需要。但是同时主体价值实现又是无限

的。当他从竞技运动多级主体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了

竞技运动的和谐性及种种的关系、联系和必然性的

时候 ,他就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我价值 ,这一层

次和深度是无限的。因此 ,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实

际上是为了作为多极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这就是三者协调发展的本质。

最后 ,重点优化现代竞技运动发展所必须的经

济生态环境。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 ,毫无疑问竞

技运动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求得自身的发展。离

开了物的发展 ,离开了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现代竞技

运动作为一种强力的社会文化也就失去了生存之

本 ,发展之源 ,其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也仅

仅成了一种理论的思考。但同时 ,我们也应该意识

到 ,严重依附或完全依附经济的发展模式 ,已经给现

代竞技运动主体、现代竞技运动本身以及其他社会

文化现象带来了很大的不协调。因此 ,优化现代竞

技运动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生态环境就成为实现价值

主体性的必要条件。一方面 ,构建科学的“以人为

本”的主导体育价值观体系 ,其最终目的 ,不是为了

促进现代竞技运动物的发展 ,而是要保证其价值观

和价值观体系的正确方向 ,提高社会适应度水平 ,为

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 ,现代竞技运动的

发展不能单纯立足现实 ,还要着眼未来 ,在注重眼前

效益的同时 ,还要着眼于它的长期效益。

5 　结 　语

现代竞技运动在 100 多年的发展中 ,人类对它

的认识是复杂的 ,在这种复杂认识的背后又赋予了

其多样的文化内涵。其结果一方面导致现代竞技体

育逐渐成为一项受众量最大的社会活动 ;另一方面 ,

导致和其他社会现象发生者多元的联系。在这样一

种语境中 ,现代竞技运动要实现持续发展 ,就必须做

到 :首先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理念 ,即实现竞技运动

主体与现代竞技运动文化结构的和谐性 ,这是现代

竞技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和主线。其次 ,真正实

现运动主体价值最大化。最后 ,达到运动个体主体

性与人类主体性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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