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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是专门设计的、标志某届奥运会开始的程序化

活动，是举办国、举办城市向世界展示其历史文化、地方

特色和社会现状的良好契机和表达其对奥林匹克主义和精

神理解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因素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影

响的集中表现，更是多元文化互动的集中点。

本研究以历届奥运会开幕式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

究法、归纳法、观察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研究

法等研究方法，以开幕式结构为衡量尺度，对其特点和功

能进行阐述，将开幕式分为构形期 （１８９６～１９１２年）、剧

变期 （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质变期 （１９４８～１９７６年）和裂变

期 （１９８０年至今）进行分析，观点如下：

１．开幕式的结构主要包括形态结构和意义结构两部

分。前者是外在表现，后者是基础。

２．开幕式形态结构主要由时间、空间、器物、角色和

行为组成。时间方面，开幕式从白天发展到了夜晚。空间

方面，从体育场与教堂的结合到体育场的独立，再发展到

与周围景观的有机联系，体育场的利用也日益立体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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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方面主要是奥林匹克标识的发展，同时文艺表演道具呈

现出越来越大型化的趋势。角色方面，除了由男性主导发

展到男女平等，观众范围扩大为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两部

分，演员范围更是从单一表演者发展到包括现场观众和代

表团。行为方面，则主要是入场式风格、圣火点燃和传递

的变化等。

３．开幕式整体上呈现出从仪式向展演发展的趋势。一

战前的开幕式主要是进行基本结构搭建；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仪式和文艺表演同时达到一个高峰，但文艺表演主要

还是为仪式服务；二战后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展演异军突

起，赋予开幕式以新的风格；８０年代至今，展演已经成为

了开幕式的主要部分，整个开幕式日益变为一个大型的秀

场，在入场式等方面，仪式已经开始为展演服务。

４．开幕式深刻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其演进同时受到其

所处时代各因素的影响。

５．开幕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主要是由其意义结构

决定的。

６．仪式和文艺表演谁为谁服务、如何保持仪式的效力

已经成为影响开幕式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奥林匹克运

动要维持开幕式的意义结构，需要展开一场仪式效力的保

卫战。

关键词：开幕式　奥运会　奥林匹克　运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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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

奥运会开幕式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开幕式）在奥

林匹克仪式中地位独特，相比闭幕式和颁奖仪式，更受世

人关注。选择此题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考虑，见图１：

图１　选题依据关系示意图

首先，开幕式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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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一，

具备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仪式是其显著特征。其中，蔚为壮

观、独具风格的开幕式以其空间上的集中、时间上的紧凑、

浓重的文化和艺术气息尤为引人关注。作为一届奥运会的

破题之笔，开幕式历经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审美旨趣，含有丰富的奥林匹克文化信息，调用灯光、音

响等多种艺术手段，将体育、艺术和文化融为一体，是奥

林匹克精神的有力体现。时至今日，开幕式已经发展成为

衡量一届奥运会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次，开幕式是实践多元文化的良好机会。开幕式是

举办国、举办城市向世界展示其历史文化魅力、地方特色

和社会现状的良好契机。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开幕式是

折射现代体育运动日益广泛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面多棱镜。

虽然各届开幕式的结构基本一致，但 《奥林匹克宪章》的

规定却给了不同国家 （或地区）极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充

分表达不同文化对体育、艺术、科技和奥林匹克精神的理

解，这就使得开幕式有可能并且在历史上已经成为实践多

元文化的平台。

最后，开幕式是社会因素对奥林匹克运动产生影响的

集中表现。开幕式是奥林匹克主义与社会历史发展各种因

素斗争和融合的重要场合，甚至是临界场域。通过对某个

特定阶段开幕式的考察，可以观察到当时奥林匹克运动发

展的形态及观念，从而进一步推动对其内涵的理解，揭示

出其中的意义和精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００５　　　　

绪
　
　
论

（二）文献综述

１．人类学仪式研究综述

以 “人类学”为篇名关键词、以 “仪式”为主题词，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１９７９～２００７年数据，搜索结果

为３９篇，主要借鉴薛艺兵和彭兆荣的 《对仪式现象的人类

学解释》?和 《人类学仪式研究述评》?等综述文章，以及在

其引证文献中链接的相关文章，简要总结人类学仪式研究

概况。

在过去的１００多年里，人类学仪式理论研究已经取得

了显著成果。早期人类学仪式研究是在学理上依据人类学

古典进化论对神话和仪式进行诠释。这种研究在１９世纪中

末叶到２０世纪初，形成了空前的热潮，并取得了丰硕成

果，?仪式研究从此被视为人类学学术传统和知识系统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沿着正如夏普所言 “通过后来的

宗教社会学，通向后来的社会人类学”?的途径，探索宗教

?

?

?

?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 （上）》， 《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２期，第２６—３３、３９—４８页。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概述》， 《民族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

８８—９６页。
［美］Ｆ．伊根，张雪慧：《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一百年》，《世界民

族》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４０—４６页。
［英］埃里克·Ｊ．夏普： 《比较宗教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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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仪式在社会总体结构和组织中的指示和功能，趋向

于把带有明确宗教意义和喻指的仪式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

来研究，进而考察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

直接推进了现代人类学仪式研究。由涂尔干、莫斯等发展

壮大的这一传统被后来的利奇?、特纳?、道格拉斯?等学

者继承和发扬光大，在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传

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仪式的社会 “结构———功能”研

究体系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当代最富活力的人类学仪式研

究的流派。此外，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影响巨大的

结构主义学派也不能忽视，他们的研究注重仪式的内部结

构?。本文从功能和结构角度对开幕式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

上是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思路。

?

?

?

?

?

?

埃蒙德·利奇 （Ｅ．Ｒ．Ｌｅａｃｈ）深受列维·施特劳斯 “新结构主义”学
说影响，但他自认为是马林诺斯基传统的功能主义者，代表作为 《缅甸高地
的政治制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维克多·特纳 （１９２０～１９８３年），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活跃和多产的
人类学家。他在恢复人们对比较宗教学的兴趣及开创 “符号人类学”的研究方面
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是与格尔兹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分庭抗争的象征人类学家。

仪式与现代性的关系不十分密切。一般学者认为，仪式以及仪式所
承载的象征是空洞的形式主义，现代人将更加理性，而原始人或生活在部落
中的非西方人则更加盲从、更轻信、更宗教，因而也就更加注重仪式化。可
是道格拉斯认为，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

［法］安托尼奥·阿里巴斯·帕洛：《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简介》，张珠
圣、沈肖肖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第３７—３９页。

英国社会人类学派，又叫结构功能主义，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兴起的文
化人类学主要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德克利夫·布朗。功
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
一定的功能。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概述》， 《民族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

８８—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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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人类学的传统兴趣在于描述原始或不很复

杂的社会形态中的文化现象，把原始人群的生活方式如实

记录下来。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日益广

泛，越来越多地去研究那些更为复杂的社会中的亚文化现

象，并开始研究现代生活类型和文化的变迁。人们注意到，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仪式行为发生在 “地球村”和 “全

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语境之下，仪式的面目一改传统特质，

越来越呈现出在全球范围内共同遵守某一种 “游戏规则”

的情形。本文所研究的开幕式就是这样一种变形的现代化

仪式。

２．奥林匹克研究综述

随着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举行，我国奥林匹克研究异军突

起，以 “奥林匹克”为篇名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搜索结果为１２６９篇；以 “奥运会”为篇名关键词搜索，

结果为３０２７篇?。同时，参考杨莉的 《十年来我国奥林匹

克运动研究综述》［１］和陈立基的 《近年来我国关于奥林匹克

运动的研究综述》［２］等文章，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奥林匹克

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下方面：关于某届或者某阶段奥运会特

定问题的论述、关于奥林匹克运动如其精神、思想等的研

究、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关系的研究、关于奥林

匹克运动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与经济关

? 本文所指搜索均在２００７年进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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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关于奥

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的研究、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问

题与改革的研究、关于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研究等。总的

来看，首先，奥林匹克运动对各国发展的影响受到重视，

针对各项准备措施的应用研究、实践论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逐渐成为主流；其次，对奥林匹克运动中折射的社会问题

比较关注；最后数字化时代对奥林匹克研究的范围将扩大。

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新现象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

使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的内容增加，范围拓宽。

其中，奥林匹克仪式研究方面，任海的 《顾拜旦与奥

林匹克仪式》［３］对奥林匹克仪式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和阐

述，但限于篇幅，并没有对每种仪式进行详尽分析。张立

天的硕士论文 《从神到人———奥运会仪式的变迁》剖析奥

运会仪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文化基础，对奥运会

仪式的变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但其落脚点在神人关

系上和身心关系上，这二者显然缺乏对应和继承关系。同

时，未能确定衡量开幕式发展的维度，用词也有欠规范。

李春霞和彭兆荣的 《奥运会与大众传媒的仪式性分析》?认

为，电视在全球范围将奥运仪式分类有序地展现，促成了

奥运的 “去仪式化”；而奥运会作为仪式性的媒介事件，从

传播内容方面促成了大众传播的仪式性，从传播形式方面

促成了大众传播仪式的再次仪式化，从而促成受众的连续

? 李春霞，彭兆荣：《奥运会与大众传媒关系的仪式性分析》，《体育学
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２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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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视行为，奥运和电视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双赢关系。虽

然此文其实并未对奥林匹克仪式进行研究，但是其提供的

“去仪式化”观点，本文在阐述展演降低了开幕式仪式效力

部分和分析媒体影响开幕式发展部分有所参考。

综观这些研究，对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研究却很少。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则可能是因为相关文献以

英文居多，中文资料很少且质量参差不齐；二则很多国人

倾向于仅仅为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进行奥林匹克研究，虽然为北

京奥运会服务无可厚非，但立足北京奥运会的前提是要立

足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三是缺乏历史研究的意识，对奥林

匹克运动研究的认识不足。

３．开幕式研究综述

（１）国外研究综述

论文方面，在洛杉矶业余体育联合会网站以开幕式

（ｏｐｅｎｎ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为文章名关键

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为４５篇，除去对奥林匹克大会等的

描述以及开幕式和会议上讲话的记录，剩余１１篇。其中伊

恩·麦克劳德 （Ｉａｉｎ　Ｍａｃｌｅｏｄ）、格伦达·科波拉尔 （Ｇｌｅｎ－

ｄａ　Ｋｏｒｐｏｒａａｌ）、莉萨·赖利·罗切 （Ｌｉｓａ　Ｒｉｌｅｙ　Ｒｏｃｈｅ）等

学者和记者的６篇文章是关于长野冬奥会、悉尼奥运会、盐

湖城冬奥会的具体描述，或是对某阶段的描述。剩余５篇中，

关于１９４８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 《１９４８年伦敦奥运会开幕

式概述》主要描述了其会歌等现场场景，与官方报告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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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通信》［４］是时任以色列奥委会副主席

哈伊姆·维姆 （Ｃｈａｉｍ　Ｗｅｉｍ）先生关于开幕式现场———主

要是运动员如何在之前一天准备入场式等问题———的一些

看法，并提出了对入场式有关问题的建议； 《开幕式》［５］、

比尔马伦 （Ｂｉｌｌ　Ｍａｌｌｏｎ）的 《奥运会开幕式的历史流

变》［６］、尼娜·Ｋ．帕帕斯 （Ｎｉｎａ　Ｋ．Ｐａｐｐａｓ）的 《奥运会开

幕式研究》［７］和斯文·托菲尔特 （Ｓｖｅｎ　Ｔｈｏｆｅｌｔ）的 《为什

么是体育运动？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思考》［８］则主要是从结

构和功能方面对开幕式进行了概述性研究，而并非历史研

究，也并未提出对后来开幕式的建议。

以开幕式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

索结果为２６７９篇，实为１０００篇。? 先从题目进行筛选，选

出７９篇。

首先，数量最多的就是论述媒体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

的文章，这也是引起人们最多关注的部分。主要有论及奥

林匹 克 理 想 和 媒 体 博 弈 的 肖 恩 ·Ｐ．沙 利 文 （Ｓｅａｎ

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和 罗 伯 特 · Ａ．麦 基 考 夫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Ｍｅｃｈｉｋｏｆｆ）合作的文章 《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奥林匹

克理想与媒体》［９］、论述奥运会如何与媒体结为伙伴关系的

约翰·斯莱特 （Ｊｏｈｎ　Ｓｌａｔｅｒ）的 《变化中的搭档：大众传

媒与奥运会》［１０］、论述在媒体作用下奥运会走向的雅勒·

霍萨特 （Ｊａｒｌｅ　Ｈｙｓａｅｔｅｒ）的 《奥运会必须继续！但以哪种

? 按照时间顺序，倒序从２００３年到１８８３年排列，显示搜索结果为

２６７９篇，但倒序逐篇参考时，到１０００篇显示结果即到达１８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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