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举办，许多人就会回忆起顾拜旦男爵。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发起人，是五环标志会徽和会旗的设计者，被誉为“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和平主义情怀以及他对
古代奥运精神的发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法国贵族的奥运之路深受英国体育文化
的启发——曾有一部英国小说和一位英国乡绅与这位“现代奥运之父”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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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奇温洛克奥运会始办于
1850年，比赛项目包含田径、球
类、射击等项目。受古希腊思想
启发，布鲁克斯认为奥运会应向
各阶层的民众开放，他自掏腰包
提供奖金，设立裁判团。到19世
纪60年代，马奇温洛克奥运会已
经 在 英 国 拥 有 很 高 知 名 度 。
1881 年布鲁克斯与希腊政府取
得联系，呼吁在雅典举办国际奥
林匹克运动会，但被希腊政府拒
绝。后来布鲁克斯在报纸上读
到顾拜旦的研讨会广告，随即向
后者寄去关于马奇温洛克奥运
会的剪报册，邀请其前来观赛。

1890年，顾拜旦来到马奇温
洛克，观看了小镇奥运会。布鲁

克斯向他介绍了在希腊雅典举
办国际奥运会的愿景，顾拜旦大
受启发，决定前往希腊考察。在
离开马奇温洛克之前，顾拜旦种
下一棵橡树苗，纪念他在这里受
到的启迪。此后数年，顾拜旦将
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国际奥
运会的筹备上。

1894年，第一届奥运会的国
际体育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召
开，会上成立国际奥委会，布鲁
克斯当选名誉委员。此后，顾拜
旦一直通过书信与布鲁克斯沟
通奥运会的筹办进程。遗憾的
是，就在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夏
季奥运会举办前，布鲁克斯与世
长辞。 本报综合消息

与现代奥运会的观赛体验不同，2000多年前到现场看奥
运是一场艰苦的“朝圣”之旅。由于交通与基础设施落后，古
希腊各地的体育爱好者跋山涉水赶往奥林匹亚不仅需自行
解决食宿，可能还要涉险穿越战区。不过对他们而言，当时
奥运会的意义远超一场体育盛事，它更关乎文化认同与民族
团聚——分布在各地的古希腊人借奥运赛事齐聚一堂，分享
见闻、闲话家常，等待祭祀之后的“饕餮盛宴”。

据国际奥委会官网报道，在古希腊奥运会鼎盛时期，观
赛人数能超过5万。考虑到当时整个古希腊的人口不到400
万，且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观赛资格，这个比例已是惊人。每
逢奥运年，地中海区域就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各城邦
的体育健儿及赛事爱好者从各地奔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
林匹亚。

由于交通不便，人们行程延误的情况很常见。当时希腊
各城邦势力错综复杂、战事频发，旅者为了观赛甚至要直接
穿过交战区。

史料记载，旧时的奥林匹亚宗教氛围浓厚，但基础设施
薄弱，旅客抵达目的地后大部分需要食宿自理。据说当时镇
上只有一家酒店，且多数房间会被预留给权贵。绝大多数普
通人会自带帐篷，甚至索性幕天席地。

赛 事 为 期 5 天 ，人 们 在 观 赛 过 程 中 也 会 遇 到“ 考
验”——那时的体育场馆极少设有座位，也没有什么阴凉
地，大多数观众都是顶着炎炎夏日为运动员加油，一站就
是几个小时。由于夏季河水水位不高，水资源不易获取，
洗澡擦身是一种“奢侈”。据说古希腊奥运会期间，奥林
匹亚街巷上的很多人身上都“有一股味道”，还有不少人
中暑或患病。

即便如此，古希腊人对于参加奥运会仍然乐此不疲。有
媒体戏称，当时世界辨别“希腊基因”有两条标准：一是看此
人是否热爱运动，另一个就是看其对奥运会的热爱程度——
后者被视为“古希腊人的根本文化标识”。美国达特茅斯学
院古希腊史教授保罗·克里斯特森表示，历史上多数古代文
明在地理分布上都比较“紧凑”，例如古埃及人会集中在尼罗
河流域的其中一段繁衍生息。古希腊人却是一个特例：其人
口分布比较分散。而奥运会的召开就如同吹响“集结号”，将
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古希腊人召集在一起，将奥林匹亚变成一
个“盛大的集市”。在这场难得的团聚中，亲朋好友吃吃喝
喝、闲话家常，还可以互相分享各地见闻，甚至促成一些生意
合作。

古希腊奥运会的核心活动中，有一项是祭拜天神。据国
际奥委会官网报道，这场盛大的仪式往往安排在赛事的第三
日，东道主当晚会宰杀100头牛献祭，根据习俗，大部分牛肉
会现场烤制，然后分给成千上万名观赛者。柴火旺盛、烤肉
飘香，这场“饕餮盛宴”是整个奥运会许多人最“喜闻乐见”的
环节，因为当晚“没人会空着肚子离开”。

因为食物珍贵，肉价很高，大多数古希腊人平时肚子里
油水不多，鲜肉更是只在少数祭祀场合才能吃到。有媒体
调侃，这种“信神明、有肉吃”的安排能让人们更加坚定信
仰，也让那些收获满满的奥运观众对 4 年后的盛事更加期
待。

古希腊人历来把体育竞技视作祭祀奥林匹斯山诸神的
节庆活动，因此当时的奥运会本质上是一场宗教仪式，一些
专家学者总结称“体育只是形式，宗教才是根基”。澳大利亚

“对话”新闻网称，对于希腊普通民众而言，观摩奥运赛事更
如同一次“朝圣”之旅，这一点在希腊的语言文化中得到充分
体现。希腊语中形容普通观众为一个词，而形容观摩过奥运
会的人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词，大意为“见识过神圣场面的
人”。

此外，古希腊的每一届奥运会也会吸引不少政客与学
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当地授课，政客借机发表演说，诗人
则在赛事期间进行创作，他们为赛事增添浓郁的文化气息。
希腊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希罗多德就曾在
奥林匹亚一处神庙的门廊附近开办过多场讲座。

本报综合消息

一部小说点燃梦想 一名乡绅提供“样板”

两大助力帮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

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的配图。

1857 年英国作家托马斯·休斯出
版了一部名为《汤姆·布朗的求学时
代》的小说。作者将自己在拉格比公
学读书时的经历融入小说情节，并着
重描写了该校的橄榄球运动，及其在
校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小说出版后
深受当时英国青少年的喜爱，并被翻
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1875
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被翻译成

法文在刊物上连载，十几岁的顾拜旦
读到后很是喜爱。他日后多次提到，
这部小说的思想是鼓励他投身体育教
育事业和奥运复兴活动的原动力。

1863 年，顾拜旦出生于巴黎的一
个贵族家庭。他小时候，法国在与普
鲁士的战争中经历大败，普鲁士军人
的形象为小顾拜旦的童年蒙上一层阴
影。根据顾拜旦本人的回忆，他从童

年时便不断思考如何增强法国青少年
的体魄。

小顾拜旦十分喜欢《汤姆·布朗的
求学时代》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
在板球和橄榄球运动中强健体魄、结
交朋友并最终打败校园恶霸。这个情
节让小顾拜旦意识到，当时在欧洲大
陆不受重视的球类运动可能是学校进
行体育教育的好选项。

19世纪末的法国公共教育界“相信”德式体
操，认为这种体育教育在增强学生体魄的同时
可以提高国民纪律性。当时英国奉行的体育教
育理念则不同，比如小说中的拉格比公学校长
就认为，球类和赛艇等集体运动可以在有效增
强学生体魄的同时提高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和团
队协作能力，有助于他们之间结下友谊。

这一英式体育教育思想在少年顾拜旦的
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期间，顾拜旦
通过学校项目前往英国游学，参观了他魂牵梦
绕的拉格比公学。在公学校园里，顾拜旦沉浸
式体验了他在小说中读到的体育项目，进一步
被那里的体育教育吸引。除了拉格比公学之
外，顾拜旦还参观了其他英国学校，甚至后来
还前往美国，考察当地引进英式体育教育的情
况。

回到法国后，顾拜旦已然成为英式体育教
育的坚定推动者，他为此四处奔走。但当时的
法国刚刚确立共和制，对于君主制的英国抱有
很深的敌意，且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过多参加集
体运动会增加染病风险。顾拜旦四处碰壁，法
国公立学校教师也不认可他的观点，认为球类
运动会让孩子们变得更加顽劣，缺乏纪律。

但顾拜旦没有放弃，趁着1889年法国举办
世博会，他决定在巴黎举办一场有关体育教育
的国际研讨会。为邀请更多英国同仁参加，顾
拜旦在英国报纸上投放不少研讨会的广告，其
中一则广告引起一位英国偏远小镇绅士的注
意。

小镇马奇温洛克位于英格兰什罗普郡。
小镇乡绅威廉·潘尼·布鲁克斯出身当地医生
世家，青年时在外游学。父亲去世后，布鲁克
斯回到家乡接手家族诊所并成为当地法官。
他积极参与小镇社区建设，不仅组织阅读会教
农民识字，还借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模式
设计了小镇自己一年一度的奥运会。

《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

英式体育教育理念英式体育教育理念

““马奇温洛克奥运会马奇温洛克奥运会””

顾拜旦顾拜旦（（左二左二））与多国人士讨论举办奥运会与多国人士讨论举办奥运会。。

古希腊人古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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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奥林匹亚体育场的拱门通往奥林匹亚体育场的拱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