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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伦敦来而言，奥运会这样大型体育盛事是展开城市想象的绝佳场域，足以描摹城市人的

生活理想，规训城市人的行为、萃取城市人的精神。1908、1948、2012的三届伦敦奥运会的举办

彰显了城市对自由平等社会、田园生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不懈追求，向世界描述了城市发展的

美好愿景：从排斥走向包容。从水泥森林走向自然风光。从体育盛事走向EI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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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city of London-the Olympic Games。such a large sporting event-is a great

field of urban imagination which is enough to describe the lires of city people’S urban vision．dis—

cipline city dwellers’behavior and extract the spirit of the city．The three London Olympic

Games 0f 1908。1948。and 2012 demonstrated the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e urban society for fre@-

dom and equality．rnrallife and a healthy lifestyle-st the time described a better vision of urban

development：from exclusion tO inclusion．from the concrete jungle to the natural scenery，ftom

sports events to everyda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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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6到2012，现代奥运会已经举办了一百余年。回顾

伦敦承办奥运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奥运与这座城市之间存

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伦敦助推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奥运助推着伦敦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将现代体育精神镌刻进城

市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时至今日，我们生活的城市尚且无法让我们满意，交通拥

堵、噪音、污染、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等同题依然突出，在为城市

寻找更为积极的路径过程中．想象扮演了重要的心灵抚慰者的

角色。文学、影视、绘画等艺术作品中。城市想象不断唤起着城

市人对美好牛活的向往，成为城市人朝着理想龃龉前行的巨大

动力。对伦敦来而言，奥运会这样大型体育盛事是展开城市想

象的绝佳场域，可以描摹城市人的生活理想、规训城市人的行

为、萃取城市人的精神，曾经也将持续影响和引领城市和城市

人的发展。

1排斥与包容——对多元平等社会的渴望

从现代奥运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伦敦通过承办奥运会让城

市一次比一次分享到更多的奥林匹克精神遗产：体育是全人类

共同的福祉，体现出对多元平等社会的追求，城市在享受奥运

荣撂的同时，也逐渐学会尊重、认同与分享。正如已故美国著

名黑人田径运动员、1936柏林奥运会的英雄欧丈斯所讲：“在体

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

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1]

1908年奥运会原定在罗马举办，但1906年4月7日，意大

利Mount Vesuvius火山的突然喷发给Naples城带来了灾难性

的后果，意大利政府为此划拨出大笔救援资金。灾后重建工作

使意大利政府陷入经济危机，罗马主动交出了奥运会的主办

权。临危受命的伦敦，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表现出了惊人的

工作效率。他们在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下，迅速地在伦敦西区

一个荒芜的丛林地带上兴建了一座拥有6．8万个座位，可容纳

7万余观众的“现代”运动场，即“白城体育场”。这一届奥运会

共有欧洲、北美和英属殖民地的22个国家参加，参赛运动员达

2000余名，总人数比前i届的总和还要多。在此之前的两届奥

运会中，奥运会不得不卑微地依附于世博会，从而吸引更多的

观众前来参与。虽然本届奥运会也是与世博会同期举行。但

1908年的伦敦首次让奥运会在规模、组织和影响力上比肩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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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跃而成全球瞩目的体育盛典。

然而，1908年伦敦奥运会也充满着城市发展初级阶段的排

他情绪。当时是伦敦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时期，占人口绝大多

数的穷人为机器生产所累，连参加比赛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

说去进行系统训练或购买体育用具了。因此．在这届奥运会

中，穷人是被排斥在外的。伦敦早期奥运会的排斥性，源于顾

拜旦早期强调精英意识和非职业化的奥林匹克理想。“与现代

非职业化的概念截然不同，当年非职业化概念是奥林匹克精神

属于衬=会精英亦即上流社会，因此，非职业化是指实用性体育

项目如射箭比赛中社会精英不与猎人一起比赛等。"[2]20世纪

初的伦敦城拜工业革命所赐，已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城市。本届

奥运会中，赛事的组织方匠心独具的安排，令伦敦的城市地位

和影响力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如首次进行了开幕仪式，举行了

各参赛国家列队入场的环节，要求每个代表队都要向国王爱德

华七世行点旗礼，这一仪式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顾拜旦强调

“骑士精神”的奥林匹克理想。然而行点旗礼的寓意中也有向

日不落大英帝国致敬的含义．各个国家至少在仪式上沦为英联

邦的附属国，这种做法让有些国家非常不满。为了表示抗议，

当时担任美国旗手的美籍爱尔兰人则高举大旗通过了主席台，

在现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_3J

1948年的伦敦奥运被称为紧缩奥运，因为刚刚走出二战阴

霾的伦敦城几乎一片废墟，人们在衣食问题尚无法解决的情况

下勇敢地担起了奥运的承办责任。为了节省开销，伦敦没有修

建新的体育场馆．很多参赛队要自己筹措食品。因为当时实行

食物配额制．每人每天只能摄人2600卡，在开赛前几天。英国

代表队的食物配额才升至每天3900卡的码头工人标准。赛事

的举办时问特意安排在学校放假期问，这样才能在学校中为各

国参赛队腾出住宿的地方。组织者虽然能够提供床上用具，但

运动员要自己带毛巾。然而，正是在弹坑遍野、废墟林立的城

市空间中举办的奥运会，极大地唤起了伦敦人重建城市的信

心。1948年奥运会中，参赛国家总数扩展到59个．包括缅甸、

伊朗、伊托卡、叙利亚、韩国、黎巴嫩等国家，菲律宾、印度和巴

基斯坦首次作为独立的国家在奥运赛场上竞赛。1948年奥运

会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女性运动员数量的变化上。

在顾拜日J和最初的奥运设计者心目中．奥运这个平台并不

属于女性，顾拜旦甚至认为“在体育方面，女人最大的贡献是鼓

励她的儿子创出佳绩，而不是自己去破纪录”。[4j 1908年奥运会

中有37名女性参赛运动员，她们仅仅参加了花样滑冰、网球、

帆船和射箭四种比赛。1948年奥运会中的参赛的女运动员达

到390名，即使在铅球这样传统上认为不适合女性的运动中也

首次看到了她们的身影。许多已为人母的女性也在赛场上取

得了骄人的成绩。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一举赢得四枚金牌的荷

兰运动员Blankers—Koen。参赛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

为年过i十，一度不被看好。英国本土女跳高运动员Dorothy

Tyler在1936年奥运会上便曾获得金牌，12年后已是两个孩子

妈妈。她又一次获得了奥运会跳高比赛的金牌．成为唯一在战

前和战后奥运会上都取得金牌的女运动员。美国跳高运动员

～ice Coachman是首位获得该项目金牌的黑人女子运动员、第

一位赢得该项目金牌的美国女运动员、本届奥运会唯一赢得金

牌的美国女运动员。

1948年奥运会让伦敦人的态度实现了从最初的自嘲、自

卑．到骄傲、自豪的转变。正如《紧缩奥运》一书的作者珍妮·

汉普顿(Janie Hampton)所说，尽管1948年伦敦奥运会几乎没

有物理遗产．但却有极具价值的“情感遗产”，伦敦人用最少的

钱、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的精神让整个世界为之敬佩。

2水泥森林与自然风光——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最初i届现代奥运会并没有专门修建体育场馆，比赛场地

或者是对古代的运动场进行翻新．或者是利用现有场地来举

行。如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古运动场的废墟上重建了大理

石运动场，第i届奥运会主要利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体

育场举行。前几屑奥运会虽然都设有游泳等水上项目，但没有

专门的场馆，这些项目只能在天然的河道和海域中举行。如第

一届奥运会中，游泳比赛在公海中进行，用浮艇拉着的缆绳作

为起点、终点线，遇到极端天气．选手们多半要退出比赛。第二

届奥运会中，游泳比赛设在巴黎市内湍急的塞纳河上。赛道的

距离只能大致估算。虽然这几届不追求人工场馆建设的奥运

会中，组织安排、规则执行、比赛场面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

响。但在理念上最为强调古奥运精神的自然属性。

1908年奥运会中，伦敦白城体育场运用了当时最新的建筑

材料——钢筋来修建，伦敦举行的这届奥运会也被评价为“首
次现代化奥运会”。该体育场除了煤渣跑道之外，在场地中心

有一个体操场，旁边有一座长100米宽15米的游泳池．这使奥

运会游泳比赛终于摆脱了以前在河海或人工水池中进行的困

境。田径跑道外闱是一座周长666．66米的自行车跑道。白城

体育场是一个集四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场，在历届奥运会

中堪称典范。这种以“单一场馆”为模式的奥运建设被其后的

几座举办城市所继承和效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1908年奥运会后，工业革命的成绩开始在体育场馆建设中

呈现出来，钢筋混凝土等现代的建筑方式成为时尚与潮流的代

表。此后。为奥运修建盛大的体育场馆。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城

市建设，成为各奥运承办城市的普遍做法。在斯德哥尔摩举办

的第五届奥运会，特别邀请著名设计师格鲁特设计了外形酷似

城馕的奥林肛克运动场。[5j此后的几十年中，从爱因斯坦创立

相对论到福特创造流水线作业法．欧美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

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市逐渐物化为水泥森林，一座座极具

现代风格的奥运体育场馆新建的体育场馆在承办城市中涌现。

最突出的代表要箅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当时执政的纳粹政

府动用了巨额资金对柏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改善了道路系

统，修建了规模空前的比赛场馆群，一改以前奥运会强调场馆

综合性的建筑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成为世界的主题，各个国家获

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城市化进程El渐加快。奥运会与城市发

展的关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50～70年代，奥运经常和举办

城市的大规模扩张和土地开发密切结合。以便容纳快速增长的

城市人口；在80～90年代，奥运则被用来促进城市中心区的复

兴，以平衡早先兴起的“郊区化”浪潮。[6j 21世纪后。随着人们

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影响评估成为奥运的重要内容。

2000年悉尼打出“绿色奥运会”的口号，标志着当代奥运城市重

构的目标已经转移到促进举办地区“可持续”的生态经济模式、

构建节能和环保型城市形态的方向上来。

2012年伦敦奥运会更是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强调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本届伦敦奥运会选址于伦敦东部的下李

河谷，这里本是艾伯克隆比主持的战后大伦敦规划所设置的一

块城市楔形绿地，后部分地段为丁业设施和贫民窟所侵占。近

年来由于疏于管理和环境污染，李河谷下游部分逐渐成为城市

荒地和工业废弃地。庞大的奥运建设计划为彻底整治这一地

区创造了契机，下李河谷也自然成为伦敦奥林匹克公同建设的

首选场地。本届奥运会的主场馆在上层维护结构、西侧看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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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体育场屋顶上均使用能耗最小的轻质钢结构。作为这一结

构设计的结果：整座体育场的储能性要弱于任何其他的80000

人体育馆，而这样的构建形式也从根本上减少了建造时间。可

以在三年内完工，并且在2011年中期的预定时间建设完毕。

在场馆外围的景观设计方面，2012伦敦奥运会的景观已远

远不是一个标志性场馆的陪衬，而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

系统，彰显m城市人对低碳、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作为最

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部分，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被引入并

贯穿了整个设计，以保护奥运公园场址当地的野生物种。景观

设计还将利用穿越嘣过的水道，将重度污染过的场地改造为一

片绿地。景观设计的目标不仅是为当地社区服务同时也将其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在奥运会结束并转型后，奥运

公园将由102万m2町用作开放空间的土地构成。其中包括45

万m2的新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公园的南部主要用于保留关于

奥运会的记忆和精神，设有各种花园、咖啡馆和酒吧。并举行各

种活动；而公同的北部则针对调节洪水和雨水的功能而设计，

提供更安静的公共空间及生态柄息地。公园的周边将栽植约

2000棵半成熟的英围原生树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英国

最大的河流和温地种植团。"o

2012伦敦奥运的田同诗意和反现代性将集中体现在别具

一格的开幕仪式上。据BIY2新闻网透露，届时奥运主会场将变

幻成“英国田园”，开幕式表演的第一幕．将被称作“绿色和惬

意”。会场上刨造的田网景象包括绿野、草地、田园、河流、在草

地上野餐的家庭、农夫耕作，村民们打球等。会场的“田园”里将

“放牧”真正的农畜，包括30只绵羊、12匹马、3只奶牛、2只山

羊，lo只鸡、lO只鸭、9只鹅和3只牧羊犬。场景使用真正的草

皮，并有一颗老橡树。天空的“云彩”用铁丝挂在空中，其中一

块“云彩”将。下雨”。开幕式总导演鲍尔透露，他的创作灵感来

自于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暴风雨》，他要讲述的是一个从工业化

遗产中恢复生机的土地的故事oES]

3体育盛事与日常生活——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诉求

现代奥运会虽然诞生于1896年的雅典，但堪称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体育盛事则是从1908年的伦敦开始。zo世纪上半

叶，当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将奥运盛事的光芒蚕食殆尽的时候，

是1948年的伦敦勇敢地担起了复兴奥运的重任。时至今日，

奥运会的参与程度和赛事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全

世界都在翘首期待伦敦将给我们再一次呈现划时代的盛事时，

“谁的盛事”这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最为关心的问题义一次凸

现出来。

在过去的奥运经验中．日常生活常常成为奥运盛事的对立

面，为了成就盛事，承办赛事的一些城市人不得不远离自己的

家园，腾出土地以便建造冰冷僵硬的体育场馆。2000年悉尼奥

运会，低收入的居住者失去他们的住房，流浪汉被法律驱赶出

奥运会举办城市。1996年的哑特兰大，大量低收入人在奥运会

开幕的前两年就已经开始被逐出城市。[gJ尽管奥运会能够刺激

消费，提高就业机会，但对城市中低阶层来说。奥运会反而会加

重生活的负担。政府承诺要改善动迁人口的生活质量，但结果

往往是城市下层居民在搬离一个贫民区后义进入了另一个贫

民区中。那螳不必搬离家园的城市居民。有些因不愿忍受奥运

造成的交通拥挤、消费环境恶化等情况。也被迫暂时从城市中

出逃。纳税人的钱被没有远见地花在了注定要亏本的体育场

馆上，而最后城市居民连一个可以免费跑步、健身的体育场所

都j三法找到。奥运举办期阋，城市人只能以看客的身份在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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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尾的攀谈中体会参与的滋味，却无法真正感受到奥运的诸多

益处，赛会过后的奥运遗产中剩下的只是一张张泛黄的照片。

2012伦敦奥运会将“激励～代人”作为口号，旨在把奥运会

变成每个人的遗产，将奥林匹克精神镌刻进日常生活中。本届

奥运会致力于办成所有人的奥运会、所有人的2012，希望用奥

林匹克精神去激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托近与青年人的距离。

它将扬弃一种单纯象征意义的运动形式，回归到运动的本

身——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让全人类参与其中、融入其中、分享

快乐，共同点燃奥运的激情与梦想。Do]本届伦敦奥运会中，伦敦

在白金汉宫外成立了骑兵仪仗队，还打算用市中心各处的其他．

活动来作为今夏奥运会比赛期间的余兴节目，让观众更多地领

略伦敦的风采，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把观众的注意力从比赛本身

转移到展示伦敦的当地活动上来。在关注比赛的同时，更关注

伦敦城市的日常生活，关注每一个参与的个人．让伦敦人真正

置身于奥运之中。

“激励一代人”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提高伦敦乃至世界

人的健康意识，鼓励青年一代传承奥林匹克精神．养成积极的

生活方式。这一理念也是伦敦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够击败

强劲对手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2011年8月，距离伦敦奥运会

开幕不到一年的时候，在离奥运会主体育场仅有几英里的地方

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和抢劫，这一事件凸现了本届奥运理念的时

代意义。事后的调查表明，这次骚乱的主要参与者(年轻人)甚

至没有任何诉求，他们的疯狂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这些缺

少理想年轻一代而言，适时的激励和引导显得尤其迫切。伦敦

人期待本届奥运的盛况，期待奥运对年轻一代的激励作用。也

更期待年轻人能够担负起营造美好家园的重任。1908年、1948

年两届舆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伦敦让奥运焕发了生机，给城市

带来了巨大变换。历史经验表明，“在英国，体育的意义要远比

运动场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深广得多。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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