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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古代民族中，古希腊人的竞技体育活动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记载，不仅保留在古典作家的论
著和出土铭文中，还生动地再现于造型艺术中。
米隆的“掷铁饼者”、波吕克利托斯的“束发的运动员”以及吕西波斯的“刮汗污的运动员”，都是
古典时代雕刻艺术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而那些表现各种运动题材的典雅的黑绘陶和红绘陶，不仅诱发
我们的思古之幽情，也为研究古希腊竞　　技体育提供了最生动直观的史料。
而无论在文献还是瓶画中，竞技主题常以神话形式表现出来，或为生动的故事情节，或为富有想象力
的艺术形象。
这些情节和形象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幻化，因而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是研究古希腊竞技的重要史料。
此外，古希腊的竞技体育始终是古典宗教活动的有机部分，与古希腊人的多神信仰密切关联。
因而，神话与竞技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幻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现实
中寻觅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风貌，领略其文化的美和精髓，是笔者的创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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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以欣，物理学学士、历史学博士，古典史学者兼神话学者，曾发表《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
文明》、《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等学术专著，并在《世界历史》和《历
史研究》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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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奥林匹克古遗址的发掘以及稍后的爱琴考古的进展，人们对史前希腊的了
解大大扩展了。
有赖于谢里曼、伊文思等考古先驱的不懈努力，一个早已被人淡忘的，只是依稀残留在神话记忆中的
爱琴史前青铜文明，即所谓的“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终于再现人间。
今天的学术界虽已对该文明的物质文化风貌有了充分的了解，但对其历史演进轨迹依然懵懂不清。
因而，“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没有释文的画册”。
尽管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依旧是知之不详，但是从丰富的爱琴考古实物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史前爱琴
人从事竞技体育的一鳞半爪的证据。
米诺人及其文明在深酒色的爱琴海的南端，有一座美丽狭长的岛屿，名叫克里特岛。
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这里孕育出欧洲最古老的文明，即考古学所谓的“克里特文明”或“米诺文明”
，后者是英国考古家亚瑟·伊文思根据神话中著名的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命名的。
在希腊人的神话记忆中，米诺斯是天神宙斯与腓尼基公主欧罗芭所生之子。
他的统治时期是克里特岛的黄金时代。
神话中的米诺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文治武功均有建树。
他不仅创建了希腊最早的海军而称霸爱琴海，而且是英明的立法者，礼贤下士，赞助文化事业。
神话中著名的克诺索斯“迷宫”就是米诺斯王命令能工巧匠代达罗斯建造的，用来囚禁牛头人身怪物
米诺牛，也是国王的宫殿所在。
考古证明，米诺文明是个非常精致的文明。
岛上迄今已发现四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还有为数更多的小宫殿和别墅，其中最宏伟壮观，建筑结
构最复杂精巧的宫殿就是克诺索斯史前王宫，它可能就是神话中“迷宫”的原型。
彼时的权贵们住在华美壮观的宫殿和别墅中，过着优雅快乐的生活。
华宅的墙壁上装饰着色彩明快的自然主题的壁画，山石树木花鸟鱼虫尽皆入画，体现着米诺人崇尚自
然的高雅生活情趣。
宫廷贵妇们的穿着华丽又开放，珠光宝气，显得雍容华贵，而且享有优越的地位，可以同男人们共同
出席各种仪式庆典，与男人们一起坐在看台上观看表演，而且总是占据最尊贵的坐席，也时常充当宗
教仪式的主持者，表明她们在米诺社会中享受极大尊荣和权威，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米诺人的宗教
事务。
米诺人使用的各种器物，尤其是宫廷使用或充当宗教礼器的物品，工艺极其精湛，表明米诺社会拥有
大批像代达罗斯那样的能工巧匠。
米诺人充分享受着海岛的阳光与和平的生活，酷爱运动和冒险。
史前克里特的造型艺术总是把米诺男人描绘成理想化的蜂腰男子，他们健美的身材肯定与其日常健身
活动有着直接联系。
当时最流行的体育项目就是拳击与斗牛。
拳击是古典希腊同名项目的先声；斗牛则是最具米诺文化特色的运动。
古典的希腊罗马世界也有斗牛活动，但与米诺人的斗牛有着明显差异；至于当代斗牛活动，则更是大
异其趣了。
“拳击手雷顿瓶”克里特岛的南方海滨有一座幽雅的史前皇家别墅，即所谓的“哈吉亚·特里阿达皇
家别墅”。
在别墅遗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一个漏斗形石瓶残片，以块滑石为质料，上刻表现拳击和斗牛主题的
浮雕图案，被称为“拳击手雷顿瓶”。
这个圆锥形石瓶雕工精细，在体育竞技史上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瓶高47厘米，自上而下分成四个水平环带，均有图案；其中三个环带描绘拳击场面，一个环带表现斗
牛主题。
石瓶最上面的环带已残缺不全，仅保留五个人物：柱子左侧的两人相互拳击；右侧两人似在练习拳击
动作，最前面的人单腿跪下，但因残破不全，其动作意图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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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环带描绘斗牛场面：两头公牛奋蹄狂奔，一位斗牛士被公牛角顶在空中，仰面朝天，恐怕性命
难保了。
图案缺失部分可能还有一头公牛。
下面的两个环带均表现拳击主题，其中第三个环带被三根立柱分成三段，分别表现三组拳击手，其胜
负均已见分晓。
在第一组中，一位拳击手已将对手击倒；第二组只保留了胜利者；第三组只剩下倒地的人。
拳击手们都戴着留有盔缨的战盔，而且似乎佩戴着拳击手套。
他们的动作被细腻地刻画出来，包括迈进、收拳、出拳、招架、倒地、翻滚等各种瞬间动作。
第四个环带似表现少年拳击手，不戴头盔，额前留卷发，也未戴拳击手套。
其中两人已被击倒，一位坐在地上，左手支撑身体，右臂抵挡对手的击打；另一位头部触地，双脚朝
天。
石瓶上的人物都很年轻，蓄长发，颈部和手腕佩戴首饰，身体近乎全裸，只穿缠腰布，有些人还戴着
战盔，表明了参赛者的武士身份和比赛的军事性质，但不穿防护铠甲，从而与真正的战斗区别开来。
他们佩戴拳击手套的做法与古典希腊人和现代拳击手类似，旨在保护自己的手，也不致过分伤害对方
。
然而，从米诺人的造型艺术看，他们有时也真刀真枪地比武，这就难免出现流血伤亡情况。
这展现了米诺人温和性格中的另一面，即暴力倾向与攻击天性。
漏斗形石瓶是祭祀下界神灵的礼器，主要用来履行奠酒礼，让液体从漏斗尖端的孔渗透到地下。
因而，瓶上的浮雕图案很可能同宗教活动有关。
联想到历史时期的希腊人总是在葬礼场合举行竞技表演，这种风俗的源头或许可追溯到米诺文明时期
。
人们常常以为拳击是历史时期希腊人的发明，其实，这种格斗方式的真正源头在史前克里特，而且蔓
延到迈锡尼人的世界。
“几何陶时期”陶瓶上的拳击手图案以及荷马史诗描述的拳击比赛表明：这种运动方式一直延续至历
史时期。
“少年拳击图”拳击运动不仅盛行于克里特岛，也流行于米诺文化波及的周边地区。
参加拳击比赛的人不仅限于成年人，也包括少年儿童，如铁拉岛的壁画“少年拳击图”所显示的那样
。
铁拉岛是爱琴海南部的一座火山岛。
3500年前，那里坐落着一座史前小城镇，可能是米诺人的殖民地，或是一座“米诺化”城镇。
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一次剧烈的火山喷发中，这座优雅的小城镇被厚厚的岩浆和火山灰所掩埋，直
至1967年才经希腊考古队的发掘而重见天日，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阿克罗提里遗址。
在阿克罗提里遗址的众多建筑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很多优美的壁画残迹，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壁画残
片是所谓的“少年拳击图”。
壁画上的两个男孩儿身体全裸，只在腰间系一条丝带。
史前克里特男子参加宗教祭礼、斗牛和拳击赛时通常只穿缠腰布并系腰带。
壁画上的两个拳击手却只系腰带，表明他们是尚未成年的男孩儿。
他们留着精心剃过的头发，头顶竖着两个小垂髫，即所谓“总角”，脑后飘垂两绺长发。
左侧男孩儿的胸前、上臂和脚踝还佩戴着天青石的项链、臂箍和脚链，耳垂儿上佩戴金耳环，可能暗
示其年龄稍长或地位更尊贵些。
他们的右手都戴着拳击手套，用来护手。
右侧的男孩儿更有进攻性，正挥拳击打对方头部；左侧男孩儿则伸出左手推挡，同时右手握拳准备出
击。
少年儿童参加拳击比赛可能是少年成丁礼的一部分，属于一种仪式行为，是勇气、体力和技术的考验
。
只有顺利完成这些考验，才有资格堪称男子汉。
史前克里特的拳击运动也蔓延到迈锡尼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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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塞浦路斯出土的迈锡尼陶片上就有表现拳击的画面。
塞浦路斯曾是迈锡尼人的殖民地，那里在历史时期仍保留着一种迈锡尼时代遗留的古老方言，即“阿
卡狄亚一塞浦路斯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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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神话与竞技》是笔者《神话与历史》的姊妹篇，是奉献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礼物。
此书搁笔之日，我油然而生一种轻松愉悦之感，但这种感觉是短暂的，因为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还
在等待着我。
所谓任重而道远！
但愿缪斯女神慈悲为怀，假我时日、精力、热情和灵感，让我在未来岁月里多做些对古典研究有价值
的实事。
早在数年前在牛津学习期间，笔者己开始酝酿此书的创作，并为此收集了一些资料，并得到国家教委
出国留学人员科研启动资金的支持，但回国后因教学科研任务缠身，一再拖延，直至2006年暑期才开
始命笔。
古希腊竞技体育对我而言是个全新课题，此前知之甚少，因而没有清晰的写作计划，也低估了课题的
繁重性，后发现此项研究繁复驳杂，因而不断调整计划，延长写作时间，篇幅也愈加扩展，竟成九
章40万字之巨，附图五百余幅，可谓始料未及。
写作期间，牛津收集的资料已远远不够，因而通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际互借系统，从国家图书馆借阅
资料。
因北京奥运会缘故，国家图书馆购入很多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古代奥运会方面的书籍，使我受益匪浅。
在此请允许我对南开大学图书馆的苏老师表达诚挚谢意。
此书的策划始终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陈益民总编的参与和支持。
该书篇幅大，图片多，出版和宣传成本高，期许的出版赞助也未兑现，但出版社领导肯定此书的价值
，决定冒风险出书，并委派有古典研究素养的任洁女士担任本书责任编辑。
对出版社领导的慧眼和支持，我深表感谢。
本书的创作始终得到导师王敦书先生的关怀；英国牛津大学阿什摩尔博物馆的迈克尔·威克尔斯教
授(Prof．Michael Vickers)、奥地利格拉茨大学英格玛尔·维勒尔教授(Prof．Ingomar Weiler)也为本书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图片；我的好友，南京师范大学的祝宏俊博士也在资料方面为笔者提供了极有价值
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创作期间让我最感温馨的是妻子刘莉娟给予的生活关怀和精神鼓励。
我总是把作品中最得意的段落最先读给她听，倾听她的明智见解。
她是我安心于古典学研究并感到无限快乐的精神源泉。
古希腊竞技体育是笔者首次涉足的领域，由于运动学的素养匮乏，笔者在行文和术语方面可能多有讹
误，请专家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笔者将认真倾听各位意见并在今后作出修正。
以欣2007年10月于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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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配有大量生动图片，并附详细释文。
书末附地图、古典作家书目、现代西文论著和译名对照与解释，以便于读者查阅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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