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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至上”的伦理审视

杨利勇
（枣庄学院体育学院，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１６０）

摘　 要：金牌是人类追求巅峰到极致的标志，是人类追求不断完善与超越自我精神的体现。 金牌是国家和民族的政

治需要，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内驱力，是大众体育的引领者，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由于长期奉行唯金牌论，造成了

置运动员身心于不顾的非人性化训练，造成了置公平竞争于不顾的弄虚作假的乱象，造成了大众体育流于表面而体

育生态严重失衡的现象，从而严重制约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竞技体育追求金牌无可厚非，但必须要坚持以诚信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文化为本，以确保金牌的纯洁性，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金牌的价值和意义。 唯有合乎道德、规则

的金牌至上，才是竞技体育真正的需求，才能更好诠释和弘扬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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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金牌至上的伦理本质

竞技体育目标是追求巅峰，金牌是追求巅峰到极

致的标志［１］。 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金
牌是对运动员努力与付出的回报，是对他们不断追求

卓越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更高、更快、更强奥运精神的

完美诠释。 任何一个运动员都希望取得比赛的胜利，
把金灿灿的奖牌挂在自己的胸前。 在高手如云的竞

争中，获得金牌绝非易事，必须要有超强的实力，而超

强实力需来自于艰苦的训练，最终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获得金牌。 金牌代表着人类主流的价值观和正义

追求［２］，代表着人类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

追求。 首先，不断地自我完善。 运动员、运动队为了

获得优异的成绩，必须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训练，全面

客观分析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劣势与优势，不断

地挖掘出内心向上的欲望和潜能，弥补不足、补齐短

板，使自身在素质、技战术等方面得到完善，让硬实力

变得强大无比。 同时，建立超强的心理和自信，控制

好认知、情绪和行为，使软实力超群。 只有实现了自

我完善和丰盈，并能够发挥出超强的实力，最终才能

战胜各路强手。 其次，不断地超越自我。 超越性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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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完善的动力，也是生活充满意义的源泉［３］。
任何一个运动员或运动队要夺冠军就需要不断提高

身体和心理素质、技术、战术等竞技能力，突破一个又

一个的瓶颈，把自己做大做强，不断超越自我和对手，
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对手。 世界纪录不断被打

破，人类极限不断被成功挑战，以及刘翔、苏炳添等打

破人种谬论，就是对超越自我精神的最好诠释。 没有

创新，就没有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超越，唯有超越才

能铸就辉煌。 由此观之，竞技体育中金牌至上的伦理

本质，就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与超越

自我。 有了这一本质，竞技体育才会更加精彩纷呈，
它注定会使竞技体育获得蓬勃而又恒久的发展。

２　 金牌至上的伦理价值

２． １　 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需要

运动员参加比赛，代表集体、代表民族、代表国

家，这使得竞技体育无法脱离政治。 第一，扩大政治

影响，提升国际地位。 金牌的背后是政治、经济、文
化、科技的比拼，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关系到国家

的荣誉，关系到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与提升。 在奥运会

等世界大赛上获得金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世

界各地，为世界人们所熟知，影响力巨大。 当五星红

旗在世界赛场上高高飘扬时，世界认识了中国，看到

了中国的强盛，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李娜夺得法网

冠军后，路透社等重量级媒体称赞李娜是中国大满贯

第一人，李娜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４］。 第二，振奋

民族精神。 体育比赛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胜负悬念

引人关注，加之比赛双方各具代表性，重大比赛的胜

负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名誉相联系，因此，大型体育

比赛已成为各国人民瞩目的社会活动，可以抒发爱国

情感，鼓舞国民士气，弘扬国家威风。 刘翔、李娜等人

的夺冠，在向人们展示高超技艺的同时，征服了全世

界，有力地击碎了人种论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人的潜能，并向世界宣示一切皆有可能，激发了中国

人的斗志、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女排在世界舞台的

惊艳表现，为树立民族自信提供强大的事实支撑，提
振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激励和感召全社会的旗帜

和领航者［５］，女排精神也已成为整个民族锐意进取、
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 他们用超强的实力，以及无私

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精神诠释着体育的内涵，并
不断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洗涤着人们的灵魂，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２． ２　 竞技体育发展的驱动力

人们对金牌的追求与渴望，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广

泛开展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如果在赛场上不是为

了冠军和金牌，而仅仅只是参与，那么竞技体育早就

消亡了。 首先，金牌是导向力。 竞技体育的目的是推

动全人类的和平、友谊、进步，使人类变得更强大。 人

们在追求成绩的提高时，还要有精神上的追求。 在寻

求成绩、金牌方面的满足时，还应追求超越于金牌、超
越于自身本能的意义与价值，最终达到物质与精神、
利益与价值的和谐发展。 金牌是支撑竞技体育生存

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无形资产，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吸

引力与辐射力。 通过体育竞赛，将竞技体育的公平、
公正、平等、不断超越、顽强拼搏等价值观向世界各地

传播，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从而推动世界

的和平、友谊、进步。 其次，金牌是调节力。 金牌的获

得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政府、大众等方面进行

通力合作，把有限的体育资源应用到优势项目中，通
过人才培养、科学训练与技战术创新、管理体制和基

础保障等方面的通力合作，使得优势项目能够生产出

强大的竞争力，进而成为核心竞争力，以确保在激烈

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金牌是一个国家、地方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凝聚力，更是支撑竞技体育发

展的精神支柱。 金牌渗透在体育个性与魅力之中，影
响着体育的发展，成为一种软实力，而这种实力积淀、
积累、传承到一定程度，就会放射出巨大的张力，推动

竞技体育的整体进步。 第三，金牌是活力。 一方面，
要想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就必须激发体育管理部门

的内在活性。 纵观竞技体育发展的历程，就是把成

绩、金牌与利益分配挂钩，调动了体育管理部门的积

极性，从而造就了竞技体育突飞猛进的发展。 另一方

面，体育人才尤其世界冠军是促进运动种类和种群协

同进化、推动系统不断跃升的最主动、最具活力的部

分，并向体育人口辐射出能量流和人才流，对体育人

口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在体育高水平人才的培养

中，采用的是先进的理念和最新科技的成果，且更有

实用价值；并通过反馈，使初级训练得以更新和改进

训练方法，不断提高训练水平，为培养更多的体育人

才提供强大的人力基础，使竞技体育得以持续地发

展，并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
２． ３　 大众体育的牵引力

没有比赛就没有竞争，没有金牌就没有明星［６］。
金牌对于推动大众体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 第一，提高了社会的关注度，推动着全民健身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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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金牌运动员必然会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度，
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话题。 冠军成为万众瞩目的热

点，通过欣赏运动员的高超技艺，最大限度地“感受”
体育，从中获得精神享受，也更好地了解体育运动项

目，极大地点燃了参与体育的热情。 法网夺冠的李娜

成为了新的全民偶像，也带来了中国的网球热潮，网
球在女性眼中也从以前的冷僻小众项目一跃成为时

尚潮流运动［７］。 第二，推动了体育运动的普及。 一

个体育项目想要得到长足的发展，能否吸引媒体及社

会的持久关注度是个重要因素；而重大的国际比赛能

够为其搭建亮相的舞台，也是吸引眼球的最有效手

段。 金牌所带来的竞争体育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

上会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没有金牌的项目，往往也

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自容国团在乒乓球男子单打

上拿下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后，乒乓球就成

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国球［８］。 丁俊晖夺得世界冠军，
中国迅速刮起“台球风”， “台球人口”已达到 ６ ０００
万［９］。 丁俊晖带火了台球项目，李娜带火了网球，使
得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其中，有力地推动

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三，提高了大众的竞技水

平。 金牌向大众体育辐射出巨大能量流，对体育人口

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在冠军的培养中，所进行的知

识、技能、和智力等方面的开发，手段比较先进，更有

实用价值，通过反馈使大众的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得

以不断提高。 在世界冠军的指导与帮助下，他们的水

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有能力与专业运动员同

场竞技。 大众的乒乓球水平之高，《谁是球王》可窥

一斑。 大众竞技水平越高，锻炼的积极性越高，极大

地推动了群众体育赛事的开展，这又进一步提升了竞

技水平，使得大众体育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
２． ４　 体育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发展体育产业最关键的是明星，“没有明星，很
难把产业搞上去。 有了明星，球队才有价值，比赛才

能吸引观众，赞助商和转播商才愿意投入。” ［１０］第一，
拉动了体育赛事表演业的发展。 每位体育观众都希

望看到高水平的比赛，而顶级水平的运动员最有吸引

力。 有了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参与，比赛才能吸引

观众，观众都希望能够一睹冠军风采，赞助商和转播

商才愿意投入。 李娜法网夺冠后，对中国网球，特别

是青少年的影响绝对是巨大的，有李娜的比赛，上座

率是最高的［１１］。 ＣＣＴＶ５ 直播李娜法网夺冠的全国收

视率达到 ２． ７５，收视总人数高达 ９ ５７７ 万，加上 ＣＣＴＶ
新闻频道，全国收视总人数达到 １． １６ 亿［１２］。 里约女

排决赛收视率是春晚的两倍，女排决赛局间广告卖出

了 ５ 秒广告 ２１１ 万的天价［１３］。 第二，促进体育相关产

业的发展。 在体育明星的影响和带动下，激发了大众

参加体育锻炼的热情，增加了体育消费，进而促进了体

育市场的发展。 丁俊晖世界冠军后，上海的台球馆激

增 １ ４００ 家，北京的台球馆涨至 １ ６００ 多家，中国台球

产业每年都在以 ３０％的速度增长［９］，中国的台球产业

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丁俊晖热”，激活了中国

台球的市场。 “孔令辉 ＋ ＣＣＴＶ”使安踏迅速赢得了很

高的知名度，２ ０００ 多家专营点的销售大涨［１４］。 李娜、
丁俊晖等世界冠军，无疑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

了无限商机，使得中国体育产业以滚雪球的方式向前

发展，规模呈几何量级增长。 金牌是增加体育人口，带
动体育相关产业迅猛发展的助推器，是无法或缺的。

３　 金牌至上的伦理代价

３． １　 非人性化的训练

竞技体育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追求的是胜

利，是金牌；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是人，于是教练员、运动

员就成为了获得金牌的工具。 运动员要想取得优异的

成绩或是金牌，就必须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运动负荷

和无法忍受的痛苦，还要在学业、健康方面作出巨大的

牺牲。 每一个运动员都要克服人本性之中的惰性，才
能高质量地完成训练，才能取得好的成绩，教练员的督

促与监督，以及管理制度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提高成绩，大肆采用非人性化的训练和管理，不计

后果、竭泽而渔的方法加大运动强度，造成了许多运动

员的早衰、残疾、死亡。 体罚、辱骂、殴打运动员成了家

常便饭，甚至克扣运动员的工资和奖金。 只要能拿金

牌，什么个人尊严、体育精神、运动员的健康和死活，统
统都可以放到一边。 如，马俊仁及其利益集团丧失了

人性，其魔鬼训练法令无数运动员身体遭受摧残。 其

采用任意的恐吓、毒打、羞辱方式对待女弟子，甚至是

“撕乳罩”“剃光头”，强行切除运动员阑尾。 马家军前

队长李颖不堪折磨，２５ 岁寻短见身亡，包括王军霞在

内的马家军成员都有过自杀念头［１５］。 非人性化训练

和管理成了提高成绩的必要手段，这必然导致了训练

过程的工具化与以人为本理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必
然会使“人本”这一核心理念被边缘化。
３． ２　 公平竞争缺失

金牌是竞技体育利益所在，且具有唯一性，这就

决定了拥有者一定是最强者，这种资源的有限性增加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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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体育竞赛的激烈性和残酷性。 竞技体育竞争的越

发激烈，取得理想的利益越是困难，投入难以得到理

想的回报。 同时，竞技体育的长期性和偶然性，决定

了要想获得金牌绝非易事。 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只
能采用非常规手段，利用假、潜、黑的手段获得利益，
以牺牲公平竞争为代价，用卑劣的手段强取豪夺他人

的成果。 造假者回报丰厚，谁不造假谁吃亏，已成为

许多业内人士的“潜意识”，造假业已成为体育行业的

“潜规则”。 在权力的掩盖和保护下，体育失信无法得

到铲除与根治，业已成为可怕而又无法割掉的毒瘤，严
重危害了体育的健康运行，必将限制体育竞争力的提

升。 从北京奥运会女子举重队 ３ 名运动员服用兴奋

剂［１６］，到大坪中学靠国字号当枪手夺得女足世界冠

军［１７］，造假、兴奋剂屡禁不止，这必然扰乱了体育的健

康运行，进而严重制约了体育竞争力提升的效率。
３． ３　 体育生态严重失衡

中国需要在奥运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力量，需要在

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但以金牌为第一取向，忽视大

众体育均衡发展的表现是与体育强国、和谐社会等理

念相违背的。 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我国奥运成绩举世

瞩目，另一方面我国全民体育却发展滞后，学生身体

素质持续下降。 这主要是源于我国过分重视竞技体

育的发展，把绝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到了竞技体育中，
使得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发展滞后。 “奥运争光计

划”和“全民健身计划”早在十几年前就出台了，体育

主管部门一直把重点放在奥运争光上。 竞技体育是

面子工程，见效快，关注度高，又有丰厚的利益回报，
使得各地领导都十分重视；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

理想的成绩，更容易引起大众和媒体的关注，带来许

多收益。 各省市高度重视金牌，把体育当作政绩工

程，于是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竞技体育中来，推动

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 而大众体育的开展受困于

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时间长，效果不明显，
远不如竞技体育来的快，更无法与金牌带来的利益相

提并论，被边缘化是自然的，从而限制了大众体育的

开展。 没有浓厚的体育文化和厚重的群众基础，何来

竞技体育的发展？ 何来金牌？

４　 金牌至上的伦理限度

４． １　 追求金牌必须坚持以诚信为本

官员追求政绩是理所应当的，没有政绩当官何

为？ 我们需要的是碌碌无为的领导吗？ 我国的体育

如何能够发展？ 领导、教练员、运动员追求成绩更是

理所应当的，没有成绩，如何能够让国旗在国际赛场

上高高飘扬？ 如何能够彰显中华民族的风采？ 关键

是追求政绩和成绩，决不能不择手段，决不能抛弃体

育精神，决不能抛弃诚信，以诚实的态度和公平的精

神，采取符合规则的合理的手段，去追求政绩、成绩、
金牌，何过之有？ 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还应大力提倡。
老子曰：“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对
于体育事业来说，要得到发展就必须恪守诚信。 诚信

有力地维护了公平竞争精神，诚信有力地维护了制度

正义，扰乱赛场秩序和其他各种腐败行为，以及使用违

禁药物和训练、竞赛中的一切不轨行为，随之而消失。
诚信决定了制度、政策执行的力度，决定了赛事结果的

公平。 诚信是体育人智慧与才能的统帅，而且又是促

使智慧和才能形成、积累、增长的动力，从而有力地推

动了体育人才能力的不断提升。 诚信，使假、黑、潜的

问题不复存在，公平、正义凸显，使得体育生态得以健

康有序地发展。 唯有拥有诚信，体育人才会苦练内功，
体育科技的创新才会层出不穷，体育竞争力才能不断

提高［１８］，必将迎来体育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永驻。
４． ２　 追求金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我们需要夺取金牌，而且是越多越好；需要更多的

人参与到竞技体育中来，尤其是青少年；并且形成强大

的群众基础，才能实现体育强国的梦想。 体育是人性

的回归，是对人性异化的克服。 获得金牌不是体育的

唯一，不应把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人为地割裂

与分离。 不能因为金牌、成绩，而剥夺运动员的学校学

习的机会和权力，剥夺社会生活的权力，不能让他们生

活在只有体育的空间中。 体育生涯毕竟是短暂的，最
终是要走向社会回归生活，没有知识、技能和社会阅

历，必定难以在社会上立足。 体育生涯理应成为人生

良好发展的敲门砖，而不应是绊脚石。 身无长技的运

动员，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生活难以保障，必将影响到

后备人才，终将会造成竞技体育的衰败。 对此，我们应

以体育的人文观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为

本、以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为本、以人的终身发展为本、
以全体人的发展为本。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保障运动员的受教育权等许多人权，才能使运动员得

到尊重，才能为运动员的终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才
能使金牌成为运动员实现人生飞跃的助推器，而不是

陷阱。 通过大力提倡人文体育观，强化“以人为本”的
体育理念，就会使竞技体育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必将

使体育真正实现应该实现的目的。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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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追求金牌必须坚持以体育文化为本

随着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金牌正以它鲜明的特

质从体育文化的羽翼下脱离，且物化得越来越严重，
导致了“拜金主义”的泛滥，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和

速度冲击竞技体育的发展。 体育文化则不同，它常常

刻在人们骨子里，流淌在人们血液中，内化为潜意识

进而转化为特定的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经常在不知

不觉中左右着人们的言行举止。 金牌是利益的代表，
那么，体育文化就是道与德。 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等

决定着体育的发展方向，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兴衰。 金

牌是符号，它需要文化来统领、来导航。 老子曰：“胜
人者力，自胜者强。”胜人之力表现为获得金牌或胜

利，而自胜则更多需要精神、意志、道德来支撑。 体育

文化绝不仅仅是空洞之词，而是人自我完善、自我调

整、自我修炼的力量源泉，它对竞技体育有着统领意

义。 推动竞技体育发展是金牌与体育文化的共同使

命，把金牌与文化融会贯通起来，是我们应该具有的

态度。 唯有加强体育文化的建设，以体育的价值理性

为本，这样金牌才会干净与纯洁。

５　 结束语

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完善与超越自我，就是要追

求巅峰，就是要追求金牌，否则，奥运会等世界大赛要

奖牌榜干什么？ 世界各国都不断加大对竞技体育的

投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为了在比赛中获

得金牌。 美国日本也在不断追求金牌，美国和日本通

过国家拨款，学习中国举国体制中的优点来提升自己

的竞技水平，就是为了在国际大赛中获得更多的金

牌。 竞技体育中金牌至上理念不是体育异化的罪魁

祸首，更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人类自我价值肯定和不

断完善与超越自我的象征。 追求金牌是为了促进竞

技体育的更好发展，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内驱力；追求

金牌是国家与民族的现实需要；追求金牌是拉动大众

体育蓬勃发展的引擎，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金牌至上”对于竞技体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

也是要有底线与限度的，就是要以诚信为本，确保竞

赛的公平与公正；要以人为本，加强人文关怀；要以文

化建设为本，弘扬正能量；要以制度建设为本，保障竞

技体育的健康运行。 只有在合乎道德、规则、体育精

神的基础上的“金牌至上”，才是竞技体育真正需要的

金牌，这样才能保障我国竞技体育健康有序地发展，才
能够加快我国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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