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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骑士文化: 奥林匹克传承的时代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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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
 

体育学院,银川 750021)

摘 要:中世纪早期领主或贵族以土地封赏骑士,为骑士阶层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骑士精神文化随着

社会发展而变化,其最初带有明显的军事特征,讲究 “忠诚”“勇敢”;当基督教掌控权力后,其又披

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讲究 “荣誉”“牺牲”“怜悯”;当军事技术变革后,骑士在战争中的作用日渐

衰弱,转向注重自身文化修养,谦恭和绅士风度被注入其精神内涵。基督教以禁欲主义作为压制体育

发展的教义基础,将人的 “灵魂”与 “躯体”割裂,利用神权打击各类体育活动,致使古希腊罗马奥

林匹克竞技传统至此中断。骑士阶层由于其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特殊性,以另一种方式传承着古典奥

林匹克精神文化。骑士教育,是身体教育的存续,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也可看到 “骑士七技”
的影子。骑士比武大赛,是展示骑士精神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传承人类体育竞技文明的重要载体。
总之,骑士精神的特征与内涵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核高度契合,现代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发展依然需

要注入与彰显骑士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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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虽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直至现在,骑士

精神依然深受世人的推崇。骑士起源于欧洲古代

的骑兵,受古老日耳曼重装骑兵的影响较大,在

教会的制约与影响下逐渐演变成 “基督的战士”,
最终成为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的代表。骑士阶层

的产生为精神气质颓弱的中世纪增添了尚武因

素,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

更替[1]。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体育活动成为延续古

希腊罗马奥林匹克竞技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顾

拜旦曾在其演讲中提到,“在很多人看来,欧洲

中世纪是禁欲主义主导的历史时期,用这种观点

看待封建社会之前的历史时期要比看待封建时期

更为真实。但无论如何,在封建社会的中心,人

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界限明确的奥林匹克再生物

———骑士制度。”[2]在顾拜旦的心中,骑士精神文

化具有和古希腊罗马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等同的地

位,是古代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特殊历史时期

传承的关键纽带。

1 骑士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文化

内涵

  中世纪的欧洲在基督教的禁锢下,人的思想

和躯体均无自由可言。在此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诞

生了骑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3],骑士阶层及其形

成的精神文化成为引导和鼓舞人的一种精神力

量,让人在宗教信仰的桎梏中,寻得灵魂和身体

自由的希望。直至近现代,骑士精神依旧是支配

人们思想、影响人们行为的强大伦理观念。

1.1 骑士制度的产生及演变

在欧洲战争史中,骑士主导着历次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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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骑士是马背上的勇士,是封地的持有者,更

是一个具有很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团体[4]。骑士

制度是骑士阶层所特有的组织制度、道德法规和

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总称,它以 “封建采邑

制”为基础、中小封建主统治为本质、骑士服役

为表征、基督教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5]。
中世纪早期,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欧洲局

势发生剧烈动荡,曾经存在的古罗马元老贵族和

蛮族氏族首领都已消亡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新的阶层———骑士阶层[6]。骑士是各领主或贵族

们为了应对战乱和保卫自身利益而招募培养的私

家武士。为了使骑士能够更好地效忠自己,领主

或贵族们会选择将土地作为奖赏分封给那些功勋

卓著者。这为骑士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他们仰仗

领主的势力和自身的武力逐渐成为拥有社会地位

和特权的新阶层。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标志着骑士

阶层的产生[7]。公元732年,法兰克王国墨洛温

王朝的宫相查理·玛特[8],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和

应对阿拉伯人的入侵,不得不对原有的社会制度

进行改革,实行 “采邑制”,将土地封赏给忠于

自己的贵族和军队首领,但这种封赏是有条件

的,获得封赏者必须依据其封地大小承担相应的

义务,并在战时为领主提供相应数量的骑兵。这

次改革被诸多学者认为是骑士制度产生的重要

条件。
此外,骑士制度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受

到日耳曼族古老骑兵传统习俗的影响[8]。大约在

11世纪之前,骑士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阶层,任

何拥有战马和武器装备的人都可能被册封为骑

士。此时骑士掠夺成性、嗜血残暴,教会和平民

往往成为他们劫掠的受害者,之后教会势力和地

位上升,对骑士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教会

发起了 “上帝命令和平”运动和 “休战运动”等

对骑士阶层进行引导和逐步控制,并规定骑士必

须是基督教徒,促使骑士完成了从野蛮暴虐的武

夫向 “基督卫士”的转变[9]。公元11世纪后,
骑士制度基本形成,其实质是国王或领主与骑士

之间形成的一种契约式的雇佣关系。此时的骑士

阶层不再是一个开放的阶层,只有贵族或大地主

才有可能成为骑士,而且成为骑士的过程也变得

极为复杂和漫长。到13世纪,欧洲进入一段相

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骑士们逐渐远离杀伐征战。
随着西欧社会的变革、王权的加强、常备军的建

立以及火药传入西方之后引起的军事技术变

革[10],骑士的价值与地位大不如前,开始退出

历史的舞台,骑士更多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符号的

象征。

1.2 骑士精神文化的衍生、补充

骑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创造了中古欧洲

文化的辉煌,被誉为 “欧洲的光荣”[11]。骑士的

精神文化内涵主要可概括为三点:以 “虔诚信

仰”规范自身行为,以 “忠勇公正”作为道德标

准,以 “绅士风度”作为处事原则。它不仅塑

造、影响着骑士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方式,更成为

一种观念与哲学。
骑士精神是随着时代变迁、社会革新而不断

衍生和补充的。骑士精神文化的形成主要经过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骑士的产生至公元10世

纪,以军事性为主要特征,“忠诚”“勇敢”是其

主要精神内涵。由骑士组成的重装骑兵具有极强

的冲击力,在战场上占据明显的优势,成为战争

取胜的关键。忠于国王或领主、在战场上英勇无

畏是他们追求的崇高道德标准。第二阶段从公元

10世纪至13世纪,基督教会逐渐介入并从思想

上控制了骑士阶层,将其整合到基督教文化的社

会结构中。骑士开始具有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
“荣誉”“牺牲”“怜悯”等要素融入骑士的精神

内涵。教会对骑士的册封使骑士制度规则化和神

圣化。披上天主神圣光辉的骑士更加受到尊崇,
他们和神甫与农民一样是被视为社会不可或缺的

力量。骑士自身拥有的荣誉感、社会责任感以及

宗教赋予的神圣感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与之相

适应的 “骑士精神”。骑士成为极受人尊敬和羡

慕的阶层[9]。第三阶段是在公元13世纪后,欧

洲主要大国都已被征服或归附于基督教会,欧洲

局势进入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随着社会的

变革、民族国家的出现、王权的加强、军事技术

的变革和战争方式的改变[10],骑士在战争中的

作用日渐减退,开始脱离血腥的杀伐征战[8]。但

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和维护自身身份,骑士开始

转向追求自身精神文化的提升,谦恭和绅士风度

成为其精神内涵的两大要素[12]。在欧洲文学史

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骑士文学作品的出现,对骑士

精神文化传播与弘扬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引

领着社会的精神风尚。

2 “灵魂与肉体的割裂”,体育在宗教禁

锢下几近消亡

  欧洲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又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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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之地。即便在这片文明的

大陆上,奥林匹克运动依然历经曲折才得以散发

出耀眼的光辉。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在欧洲达到

了历史顶峰,甚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其影响

渗入社会的诸多方面。基督教义将人的 “灵魂”
与 “肉体”割裂,对体育发展造成毁灭性打击,
体育在宗教的禁锢之下几近消亡,体育进入 “黑
暗时代”。

2.1 古文明的衰落与教会的崛起

中世纪早期,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各种

族、王国之间混战频繁,人们对古希腊罗马诸神

的传统信仰随之瓦解。人们苦于内心无法获得足

够的安全感,转而相信只有唯一神的启示才能帮

助他们战胜世界的罪恶。正逢乱世,各类宗教团

体抓住机会,纷纷成立,各自谋划着自己的救赎

计划,基督教也是其中之一。基督教成为最后的

胜利者,逐渐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宗教地位。基督

教于公元393年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由此教会

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罗马帝国末期开

始,基督教专制统治不断加剧,开始对体育活动

进行打压,体育事业全面衰退[13]。教会利用神

权打击所有公共竞技活动,宣布禁绝所有与基督

教精神及教义相抵触的含有异教色彩的公共竞技

活动,丰富多彩的奥林匹克运动和其他竞技赛会

至此消失殆尽。

2.2 禁欲主义的枷锁

基督教以禁欲主义作为压制体育发展的教义

基础。禁欲主义不仅是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也是

教会的统治手段[13]。禁欲主义诱导人们将自身

的肉体与灵魂、短暂而罪孽深重的现世与永恒极

乐的来世相对立,把现实的人生放在厌弃的地

位,而把来世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宣

扬精神世界的善才是人本应奋力追求的归宿,而

肉体则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为了突出灵魂至

上的教义,教会诱导人们极力贬低身体,将身体

视为破坏灵魂纯洁的邪恶威胁,并以禁欲主义作

为人生准则。教会对尘世生活意义的竭力贬低,
对人本身价值的全盘否定,给世人套上了宿命论

的禁欲主义枷锁。
作为禁欲主义的必然结果,充满激情和尽显

身体之美的体育活动被严厉禁止,这种行为对社

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源于古希

腊罗马的古典奥林匹克竞技传统至此中断;二

是,教会学校不再开设任何体育科目,抵制一切

有利于健全身体的体育活动;三是,民间体育萌

芽被扼杀,民族传统体育遭受严重打击[14]。为

了追求禁欲的至高境界,教士们极力号召人们通

过对身体的摧残来实现对完美灵魂的追求,所有

有利于增进身体健康的身体活动形式都被视为罪

行,致使民间保留的丰富多彩的古希腊、罗马及

各王国特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遭到严重打

击,体育活动已处于被人们弃绝的地位[13]。学

校不再开设任何体育科目,也再不开展任何可以

健全人身体的活动[13]。在学校教育中,人的身

体美被完全否定,并大肆宣扬 “躯体健壮的人是

心灵卑下的人”。13世纪后,教会为人们的各种

所谓的罪行规定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期限的苦行作

为赎罪标准。人们在苦行修炼中身心健康遭受了

极大的伤害,整体体质状况下滑明显,更加无力

抵抗中世纪传染病的流行和瘟疫的频繁爆发[13],
欧洲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社会景象颓弱不堪。

在教会禁欲主义的诱导之下,身体的矫健审

美意识和竞技超越精神被人们摒弃,体格健壮、
感情奔放和极具生命感染力的体育被宗教视为大

敌[15]。教会不仅在思想精神层面将体育活动罪

恶化,而且在社会制度层面对体育进行全盘否

定[16]。体育发展的思想基础被瓦解,体育发展

的根基被动摇,体育赖以生存的机制被扼杀,灿

烂辉煌的古典奥林匹克竞技文化在这一时期几乎

消失殆尽。

3 骑士精神文化在奥林匹克精神文化传

承中的重要作用

  在黑暗的中世纪,残酷的宗教统治压抑了人

性,限制了人的身心自由。骑士阶层的出现和壮

大,保全了古代欧洲的传统文明与精神文化[17],
为欧洲体育文化的延续、繁荣和最终引领世界保

留了火种。欧洲骑士文化讲求谦逊、诚实、公

正、英勇、为荣誉而战,这些特点也成为奥林匹

克精神文化的重要内涵。奥林匹克运动及其精神

文化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众多领域都产

生了影响,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18]。

3.1 宗教禁锢下的 “躯体自由”
自中世纪初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体育

发展呈现出一种全面衰退的状态,古希腊罗马的

奥林匹克传承至此中断。教会为了保卫自身利

益,应对战争和铲除异己,不得不使体育以一种

特别的形式存续,自中世纪开始兴起的骑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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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这一延续的载体,骑士教育、训练和比武成

为这一时期的实际体育活动,成为欧洲体育发展

史当中隐蔽的薪火[1]。人的自然本性和体育的不

可或缺性是体育文化得以艰难存在并延续的重要

内因。

3.1.1 骑士教育,身体教育的存续

中世纪的教育分为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骑

士教育主要是为教会服务,除了为骑士灌输宗教

教义与无限忠诚思想外,也包括身体的教育和相

关知识、礼仪的传授,培养骑士健壮的体魄、勇

敢竞争的精神、公平决斗的原则和尊重对手的绅

士风度。总之,与单纯的教会教育相比,骑士教

育更注重身心和谐发展[19]。
在骑士制度鼎盛时期,一个男孩想成为骑士

至少要经过14年的艰苦训练与学习,不仅要学

习骑士礼仪,还必须熟练掌握骑术、击剑、投

枪、狩猎、游泳、诗歌和弈棋等被称之为 “骑士

七技”的必备本领。由于骑士的勇武力量往往成

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身体练习构成骑士教育

的主要内容。在基督教对体育全面打压的背景

下,骑士闲暇时间充足,是从事体育活动最多的

阶层,自然成为当时体育发展、传播的主要载

体。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骑
士七技”的延续,马术、击剑、投掷类项目、射

击射箭和游泳等依然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十分

重要的竞技体育项目。

3.1.2 比 武 大 赛,传 承 人 类 体 育 竞 技 文 明 的

载体

为进一步提升骑士的作战能力和笼络最优秀

的骑士,一些富有的国王或领主开始举办骑士比

武大赛。这一活动的初衷是为了加强骑士的军事

训练,保卫举办者的私有利益,却无意当中成为

传承人类体育竞技文明的重要载体。10世纪初,
法国开始出现较正规的比武形式,后来在十字军

东征时期,骑士比武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流传到

欧洲各国。初期的比赛形式缺乏规则的制约,比

武场面极易失控,常常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随

着社会的进步,13世纪之后骑士比武大赛逐渐

向仪式庆典活动转变[20],成为展示骑士精神文

化的重要平台,最终演化为一种讲究仪式程序、
注重规则意识和塑造个人形象的公共赛会活

动[21]。到14世纪,骑士比武大赛更趋完备,从

比赛前的通知到赛程和场地的安排、参赛装备的

要求、比赛的各项规则和奖品颁发以及违反规则

的惩罚办法等都有章可循。比赛期间,还会穿插

马术、击剑、摔跤、舞蹈、棋类和球类等比赛,
以及音乐表演和其他娱乐活动。这已与近代体育

运动会较为接 近,具 有 较 强 的 观 赏 性 和 娱 乐

性[22]。骑士比武大赛成为当时传承人类体育竞

技文明的关键载体,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

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中亦可窥见人类竞技

体育文明演变轨迹的一些共性特点。

3.2 骑士对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影响

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

体育,但唯有以古希腊罗马体育为根源的欧洲体

育完成了由实用体育向竞技体育的转变[16]。这

与骑士对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传承、发展作用密

不可分。奥林匹克精神文化是欧洲开放的历史文

化传统和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成

果,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文化包含着众多中世纪骑

士体育的元素,是古希腊的民主、古罗马的尚武

与骑士精神的集合体。具有骑士精神的人绝不会

因单纯功利性的行为而辱没自己的身份、损毁自

己的荣誉,对耻辱的极度畏惧则是所有骑士自我

约束的根本动力[23]。这与顾拜旦提倡和复兴奥

林匹克运动的初衷十分契合,即运动参与者的最

终目的绝不仅仅是夺取金牌和桂冠,而是促进全

人类的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

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为主要内

涵,坚持公平、公正、平等,唾弃和否定一切不

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24],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完

全可以从骑士阶层及其精神文化中找到源头。自

我身份的优越感构筑了骑士阶层的竞技心理基

础,在竞技体育领域则突出表现为以公平、公

正、谦逊、注重荣誉感等骑士精神品格作为竞技

行为准则,即使在战争中,骑士也依然注重作战

双方在数量、等级和机会上的平等,绝不允许任

何有辱自己身份和损害自身荣誉的情况发生[25]。
从更深层次来看,骑士精神文化作为一种融合了

各民族特征、带有各个历史时期鲜明文化烙印的

复杂精神产物与行为道德规范,典型地体现了

“理解、接受、包容与妥协”等原则,并随着时

代的发展逐渐显现出一种跨阶级与跨民族的特

征[26],逐渐形成一种具有修复性和弥合性的功

能,成为团结各阶级、各民族的黏合剂[12],进

而在思想文化与道德规范的层面上,为建立一个

各阶级与各民族之间有序、稳定、和谐相处的现

代社会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骑士精神文化的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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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征和内涵都完美地体现和传承了奥林匹克精

神文化 “相互理解、注重团结友谊与公平竞争”
的内核。

骑士精神文化对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影响不

仅体现在历史传承这一宏观层面,更体现在个人

层面,其对芸芸众生思想观念乃至理想信念都有

影响。骑士精神对顾拜旦的影响很大,并构成了

他奥林匹克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顾拜旦看

来,饱含信仰和崇尚超越的骑士精神中蕴藏着奥

林匹克精神文化的根本基因,是奥林匹克在特殊

时期的一面旗帜[23];骑士精神是一切竞技活动

的基础,竞技是为了信仰、荣誉和尊严[28];骑

士精神文化具有和古希腊罗马奥林匹克精神文化

等同的地位,是古代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特殊

历史时期传承的关键纽带。

4 结语

骑士精神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涤荡与滋养,
其原本的内涵与界限早已模糊不清,但作为一种

传统,已转化成一种信仰维护着社会秩序[12],
对后世个人道德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它无可

替代的教育功能将会长存于世[28]。欧洲中世纪

奉行的基督教神学不仅观念上与古希腊罗马城邦

制度的内涵相悖,而且其教义也与具有竞争、平

等观念和世俗性的奥林匹克精神文化背道而驰,
从根本上动摇了体育发展的思想根基,导致这一

时期的体育呈现出一片凋敝景象。在此时期产生

并逐渐发展壮大的骑士阶层将理性与信仰、自由

与秩序和骑士精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这一

时期传承与塑造古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重要载

体,为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延续贡献了力量。
现今骑士精神演变为一种极具生气的文化现

象,影响着人们的体育行为和体育选择,促进了

近现代体育活动的丰富多彩与繁荣发展,如现代

足球运动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民间,马术、击剑等

运动在骑士尚武的风尚下得以发展传播[23]。在

骑士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影响下诞生的体育文化不

仅成为人们由黑暗迈向光明、由愚昧走向开化的

力量先驱,更对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及其精神文

化的制度建构与价值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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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ords
 

or
 

nobles
 

granted
 

land
 

to
 

knights,
 

which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them.
 

Knight
 

culture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t
 

first,
 

it
 

had
 

obvious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emphasizing
 

“loyalty”
 

and
 

“bravery”.
 

When
 

Christianity
 

took
 

control
 

of
 

pow-
er,

 

it
 

put
 

on
 

a
 

strong
 

religious
 

color
 

paying
 

attention
 

to
 

“honor”,
 

“sacrifice”
 

and
 

“pity”.
 

After
 

the
 

chang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knights’
 

role
 

in
 

the
 

war
 

was
 

gradually
 

weakened,
 

and
 

they
 

turn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own
 

culture.
 

Humility
 

and
 

gentlenes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spiritual
 

connota-
tion.

 

Christianity
 

took
 

asceticism
 

as
 

the
 

doctrinal
 

basis
 

to
 

suppres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epara-
ted

 

the
 

“soul”
 

and
 

“body”
 

of
 

human
 

beings,
 

and
 

used
 

theocracy
 

to
 

crack
 

down
 

on
 

all
 

kinds
 

of
 

sports
 

activities,
 

resulting
 

in
 

the
 

interruption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Olympic
 

competitive
 

tradition.
 

Because
 

of
 

its
 

particularity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at
 

that
 

time,
 

the
 

knight
 

class
 

inherited
 

the
 

classical
 

Olympic
 

spirit
 

and
 

culture
 

in
 

another
 

way.
 

Knight
 

education
 

is
 

the
 

surviv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we
 

can
 

see
 

the
 

shadow
 

of
 

“seven
 

skills
 

of
 

knight”
 

from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Knight
 

competi-
tion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show
 

the
 

knight
 

culture,
 

and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nherit
 

hu-
man

 

sports
 

civilization.
 

In
 

a
 

wor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of
 

knight
 

fit
 

well
 

with
 

the
 

core
 

of
 

Olympic
 

spiri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Olympic
 

sports
 

still
 

needs
 

to
 

inject
 

and
 

highlight
 

knight
 

culture.
Key

 

words:knight
 

culture;
 

Olympic
 

spirit;
 

knight
 

system;
 

Middle
 

Ages;
 

culture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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