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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法尧 逻辑分析法等袁 梳理了法国巴黎百年奥运会的创意历

史袁分析了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野破墙冶办赛的举措袁认为院打破奥运会野观赛场地冶之
墙袁开幕式推动城市再生曰打破奥运会野超额开支冶之墙袁多项措施降低举办成本曰打
破奥运会野碳排放冶壁垒袁增强奥林匹克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动曰打破奥运会野传

统竞技冶之墙袁更新运动项目促进奥运会年轻化遥 基于此袁探讨了 2024 年巴黎奥运

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袁提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野破墙冶办赛的启示院奥运会融入历

史文化袁推动城市再生曰奥运会遵循环境保护准则袁推动可持续化发展曰增设新潮运

动项目袁推动奥运会年轻化发展曰利用奥运会袁增加对特殊群体的关注遥
关键词院 巴黎奥运会曰可持续发展曰奥运历史曰开幕式野破墙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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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reative

history of the Centennial Olympic Games in Paris, and analyzes the initiatives taken to "break the

wall" of hosting the 2024 Paris Olympics. The initiatives and strategies include: to break the wall of

the Olympic "spectator venue" and promote the 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the opening ceremony; to

break the wall of "excessive expenditure" for the Olympic Games and implement multiple measures to

reduce hosting costs; to break the "carbon emission" barriers of the Olympics and enhance the

Olympic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to break the wall of "traditional competi-

tion" in the Olympics and rejuvenate the Games with new and modern sports. According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2024 Paris Olympic Games, and reveals the implica-

tions of the 2024 Paris Olympic Ga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to integrate his-

tory and culture to promote urban regeneration, to follo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uidelines to pro-

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introduce trendy sports events to revive the Games, and to draw at-

tention to special groups with th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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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在近 130 年的历史长河中袁 不断与历史

发展进程相结合袁融入新的奥林匹克发展理念遥对即

将举办第 3 次奥运会的巴黎而言袁不论是在 1900 年

奥运会中首次增加集体项目 [1]袁还是在 1924 年奥运

会中首次兴建奥运村 [2]袁在办赛过程中展现出的创

造性和创新性袁 为奥林匹克学术领域开拓了更多的

研究空间遥当今国际体育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袁可持

续发展尧文化与遗产尧平等尧团结等成为了国际体育

发展的主流和语境袁 随着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临

近袁如何看待巴黎奥运会的野破墙冶办赛创意钥巴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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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对破墙办赛面临的安全和预算问题钥 这些问题

的研究对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

作用袁 也为未来奥运会举办城市创意办赛提供了更

多的时代价值和发展启示遥

奥运会起源于古希腊袁 在当时自由思想和地理

位置的影响下袁古希腊人崇尚个性张扬袁因此古奥运

会比赛项目多以个人竞技为主 [3]遥 1896 年首届现代

奥运会延续了这一传统袁参赛项目仍以田径尧游泳尧
射击等个体比赛项目为主遥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

起袁生产技术及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袁生产和生活

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遥这一变革促进了平等尧合作和

竞争等思想观念的普及和推广袁 对全球体育运动的

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袁 并推动了集体球类项目的出

现和流行遥 1900 年巴黎奥运会首次将足球尧橄榄球

两个集体项目纳入袁 这是对古希腊传统体育项目的

重大革新袁同时也开创了现代奥运会新的项目格局遥
尽管 1900 年奥运会足球比赛仅有英国尧法国和比利

时三个国家参与袁 但这标志着足球成为一项国际性

赛事袁 对后来国际足球联合会成立及足球全球化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遥足球尧橄榄球自此借助奥

运会平台成为世界主流体育项目袁 这充分证明了将

集体项目引入奥运会的创新之举取得了巨大成功遥
然而袁1900 年奥运会也有一些被证明是失败的创新

尝试遥例如袁大会组织者将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世博会

主办方遥由于世博会主办方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办赛经

验袁比赛日程过于松散袁整个赛事持续了长达 162 天袁
被戏称为野马拉松式的运动会冶[4]遥 同时袁为了吸引世

博会的观众袁 赛事组委会对比赛项目进行了大量创

新袁但这些创新并不规范袁有些项目甚至被归类为示

范表演遥 此外袁1900 年奥运会还破天荒地允许女性

参加其中两个项目袁 尽管这一决定并未得到国际奥

委会的正式认可袁 但依然为女子运动员迈向世界体

坛开辟了先河遥

1924 年恰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 30 周年袁
也是顾拜旦参与奥运体育事业的最后一年袁1924 年

奥运会选择在顾拜旦的故乡巴黎举行遥 1924 年奥

运会上提出了很多创意性的想法袁如首次提出野更
快尧更高尧更强冶的奥林匹克口号 [5]袁在闭幕式上还

首次升起了国际奥委会会旗尧 主办国国旗和下届

承办国国旗三面旗帜遥 其中在场馆设计中还首次

出现了野奥运村冶这个概念遥 奥运会让各国运动员

跨越国界会聚在一起袁但生活习惯尧宗教信仰不同

等问题袁使包括饮食尧住宿及生活在内的奥运会后

勤保障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遥 最先提出 野奥运村冶
创意的不是一位建筑师或城市规划师袁而是法国前

橄榄球队队长尧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银牌获得

者要要要伏窑久查里克遥 他提出兴建一座能容纳 10 万观

众的体育建筑群和一个能安排 2 000 人住宿的奥

运会村的设想得到了筹委会成员的一致赞同遥 巴

黎奥运会的主会场科龙布体育场袁 由法国建筑师

福尔窑杜加里设计袁 是新功能主义建筑风格的杰

作袁 综合了结构主义尧 国际风格等建筑流派的特

点遥 在体育场的旁边修建了由许多幢木平房组成

的奥运村遥 随着奥运会规模的扩大和参赛运动员

的增多袁 这种将体育场和奥运村融为一体的设计

思想被沿用至今遥 这种创新性的设计不仅解决了

运动员的住宿和安全管理问题袁 而且对后世奥运

会的举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遥
时隔一个世纪袁 法国再次迎来奥运会袁2024 年

巴黎奥运会承担了更为现代的主题院更开放尧更多大

众参与和环境更加友好遥 2024 年奥运会的办赛模式

充分体现了野破墙冶办赛的勇气和理念院在办赛场地

上不再大兴土木修建运动场地及开幕式场馆袁 利用

城市中的标志性场地完成奥运会整体比赛项目曰在
社会意义上将雇佣失业人员袁 为有困难的年轻人建

设体育和教育中心曰在办赛理念上响应叶巴黎气候协

议曳袁减少建筑物和交通排放的温室气体曰在办赛项

目上引入年轻化运动项目袁 创造体育爱好者进入奥

运会的机会遥 野破墙冶意味着开放尧共享尧平等尧打破

障碍等遥现代奥运会已经拥有一百多年的光辉历史袁
为人类社会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遥 但随着奥

运会办赛规模的日益扩大袁 也给承办国家带来了巨

大的预算负担袁 从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到 2028 年洛

杉矶奥运会袁世界两大著名城市轮流举办奥运会遥这
一创新性的办赛模式为未来奥运会举办提供了新思

路袁同时也凸显了当前奥运会正面临着申办国减少尧
关注度下降等事关奥运生存的问题遥伴随着 2021 年

国际奥委会颁布的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提出野增
强奥运会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袁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奥

运会袁增加运动员的权利和责任冶等新的改革建议袁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野破墙冶办赛模式也许是一次

大胆的尝试袁旨在打破旧制尧冲出禁锢尧褪去陈旧尧保
持活力遥这一尝试也是对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实
施的有益探索袁 为未来奥运会的举办提供了新的思

路和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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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最能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的体育赛事袁
奥运会开幕式是奥运会正式开始的重要仪式袁 是东

道主展示其社会文化价值的重要平台遥因此袁如何让

更多的人通过开幕式了解本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袁成
为每一届奥运会主办国的重头戏遥除 1900 年巴黎奥

运会和 1948 年伦敦奥运会未兴建体育场馆之外袁大
多主办国选择让开幕式在新建或翻新的体育场馆内

举行袁 开幕项目和开幕场地融合国家独特的美学体

系袁加入创意入场仪式和点火仪式袁以科技元素展现

主办国的本土文化等袁如 1988 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

曲手拉手渊hand in hand冤袁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

野射箭引火冶袁 以及融合了科技潮流与民族特色而创

下全球最高收视率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遥 举办国利

用每一个元素展现本国形象袁 丰富了奥运会开幕式

的美学价值遥 尽管奥运会具有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

击袁但只是从场馆空间中展现主办国的民族特色袁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不再选择在传统

场馆内展示本国形象袁 而是采取更具有直观性和冲

击性的现场展示遥将整个巴黎市区作为舞台袁塞纳河

为红毯袁 承载着竞技团队和运动员长达 6 km 的游

行袁 再通过塞纳河串联起巴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场

馆袁如埃菲尔铁塔尧巴黎圣母院等袁将观众带入一个

充满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奥运现场遥 这种创新的方式

不仅是对历史场馆的再利用和宣传袁 更是对巴黎城

市滨水空间的复兴和重塑遥同时预计吸纳超过 60 万

观众参与开幕式袁 其中仅有 10 万人需要买票观看袁
到达现场的交通方式也不拘一格袁 市内任何一种交

通均可抵达开幕现场遥 这种开放式的参与使得更多

的人能够亲身感受奥运会的氛围袁 进一步提升了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全球影响力遥

1911 年顾拜旦先生提到院野没必要的永久性场

馆建设袁导致奥运会的筹措费用加大遥 冶 [6]顾拜旦的

忠告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袁相反自 1968 年墨西

哥城奥运会以来袁奥运会就陷入了野赢者诅咒冶的循

环中要要要整体建设成本远高于申办金额遥 尤其是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和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超

支袁让城市陷入长达几十年的野奥运债务冶之中袁2014年

索契冬奥会超支了 289%遥超额成本引发了各国对举

办奥运会的担忧袁 从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袁
奥运申办国数量逐渐下降袁 直至第 30 届奥运会袁申
办国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袁 为避免出现无人申办奥

运会的尴尬袁国际奥委会打破规则袁同时授予两届奥

运会的资格袁即提前授予下一届奥运会的举办资格遥
在确定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同时袁也确定了 2028年

洛杉矶奥运会遥
为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袁2024 年巴黎奥运

会比赛场地中有 95%的现有场馆和临时场馆袁即
使新建场馆也要与城市的长期发展规划相一致 [7]遥
在奥运会结束后袁 新建的水上运动中心将作为精

英训练中心或娱乐游泳场地继续使用遥 奥运村建

筑采用可再生能源材料袁 比赛结束后对场馆建筑

拆卸与再利用袁之后流通到市场中二次使用遥 在奥

运村内袁减少空调等温室气体排放设备的安装袁并
同时减少奥运村内人员床位数量遥 在社会上袁使用

有大型体育赛事服务经验的安保人员袁 并对社会

失业人员进行安保培训袁减少培训费用袁增加社会

岗位遥 针对这些减少建筑数量尧 稳定社会工作人

员尧提高建筑材料再利用等措施袁对于新冠疫情后

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巴黎来讲袁 不失为一个节省

预算的最佳方案遥

自 1984 年美国人尤伯罗斯将商业理念运用到

奥运会后袁奥运会暂时摆脱了财政危机 [8]袁但规模的

不断扩大引发了对交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过度消

耗袁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遥 如 1992 年阿

尔贝维尔冬奥会砍伐三十多公顷的森林引起国际震

动遥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有近 50 万人因承受不了奥

运会的喧嚣而选择搬出居住区遥 全球公众对环境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意识日益增强袁 奥运会作为一项全

球大型赛事必须作出积极回应遥因此在 1990 年之后

提出了野绿色奥运冶的理念袁将如何降低奥运赛事对

环境的破坏作为申办城市的必备要求袁 并在奥运结

束会后又以此衡量奥组委的组织工作遥2000 年以来袁
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袁如 2014 年颁

发的叶奥林匹克 2020 年议程曳中的核心内容包括野可
持续性发展 冶袁 以及 2021 年颁发的 叶奥林匹克

2020+5 议程曳提出野加强体育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重要推动作用冶遥
为履行低碳计划袁 巴黎将 85%的比赛场馆设在

距离奥运村不到 30 min 路程之内袁让庆典中心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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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中心仅 15 min袁100%观众可以步行尧 骑行或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比赛场馆袁 这些节能的措施

考虑了观众的出行需求袁 不仅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

利袁还避免了依赖自驾车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遥在照

明方面使用 100%可再生电力 [9]袁巴黎奥组委主席托

尼窑埃斯坦盖讲到院野2024 年巴黎奥运会将努力成为

第一届完全符合叶巴黎气候协议曳的奥运会袁将对奥

林匹克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遥冶以往奥运会举

办大多使用柴油驱动的临时发电机袁 巴黎摒弃以往

高污染的能源袁努力完成野减少一半碳排放冶的承诺遥
此次节能举措是奥运会作为全球性大型赛事对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袁 同时也是从体育维度对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持遥

随着个性化尧多样化锻炼需求的增加袁现在年轻

人更加追求个性化潮流体育项目袁 传统奥运会的项

目已不能吸引社会大众的关注度袁2020 东京奥运会

的收视率创下了自 1988 年以来收视率的新低袁转播

观看人数仅为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一半袁收视率下

降的同时也出现了观众断层现象遥据美国叶体育商业

周刊曳调研袁奥运会传统体育的观众呈现年龄老化的

趋势袁在 25 个主流运动项目里袁平均观众年龄在 45岁

以下的只有 5 个袁50 岁以上的却多达 16 个[10]遥 观众

断层和收视率下降促使国际奥委会在 2014 年颁布

了叶奥林匹克 2020 议程曳袁重点提出了吸引年轻人关

注和灵活设置奥运会比赛项目的措施袁 因此袁在
2020 东京奥运会中增加了滑板尧攀岩等潮流体育项

目袁让时下潮流的城市运动项目融入奥运会袁以期能

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目光袁 提升奥运会在年轻人中

的影响力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不断打破传统竞技之墙袁通

过增设年轻人喜欢的项目袁提高奥运会在年轻人中

的知名度与参与度遥 2020 年 12 月袁国际奥委会同意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项目遥 霹雳舞作为嘻

哈文化的一部分袁 自从在 201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青奥会上露面袁广泛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和关注遥 此

外奥运会比赛场地面向大众开放袁将马拉松和 100 km

自行车比赛的路线对业余运动员开放袁 竞赛规则尧
路线及补给站点与奥运会规则相同袁希望业余运动

员能从奥林匹克价值观中汲取灵感袁将体育精神融

入日常生活袁感受奥运会的体育魅力遥此外袁在男女

平等和尊重女性权利上也作出改进袁打破马拉松同

一天女先男后的比赛顺序袁男女比赛分两天进行以

保证女性在赛场上也能引人注目遥 比赛路线则选取

1789 年野凡尔赛妇女游行冶路线袁向改变历史的女

性致敬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通过增设新项目尧提高

公众参与度以及实现男女平等等举措袁 展现更加

年轻化尧更加城市化和更加平等的奥运精神袁这些

变革增强了体育运动与城市发展的联系袁 也为社

会居民和体育爱好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参

与体验遥

自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以

来袁各国高度重视奥运会安保工作遥 近年来安保预算

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庞大的运动员团队袁另一方面则

是境内外游客总量剧增遥 此次 2024 年巴黎奥组委预

计将有 60 万名开幕式观众袁 后期将达到 1 500万的旅

游人数遥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人数将是 2008 年北

京奥运会的 6 倍袁是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 7 倍

多袁但根据巴黎奥组委公开 2 亿欧元渊约 2.2 亿美元冤
安保预算预估 [11]袁其安保费用尚未达到北京和伦敦

奥运安保费用的五分之一遥 庞大的奥运会顺利开展

依赖于大量的安保力量袁 各国安保的投入量仅次于

军事活动遥如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安保人数与运动

员比例为 6.4颐1袁2004 年雅典奥运会警察内部设立奥

林匹克运动会安全理事会以应对紧急情况袁2008 年

北京奥运会安保人员与运动员比例是 9.6颐1袁而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安保人员与运动员比例是 3.3颐1遥
保障现场人员数量合理且不发生意外事故的基

础在于安保预算遥 历届奥运会主办国的开幕式都是

在有限的空间内举办袁参观人数尧检票进度尧开幕展

演等人群积聚在可控范围内遥巴黎 6 km 的观光路线

可容纳 60 万人袁且免费观看人数将达到总数的六分

之五袁给巴黎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遥 根

据表 1袁安保预算 / 安保人数即投入到每位安保人员

的金额袁去极值后求得平均数值为 2.5 万美元遥因此

巴黎奥运会需要在原有安保人数基础上提高应对

措施袁如增加安保科技武器尧场地检测系统尧安保信

息追踪监控科技或招募低薪安保志愿者遥 以当前巴

黎奥运会每位安保人员 0.628 6 万美元预算来看袁
若增加到 2.5 万美元袁 需至少增加 6.55 亿美元袁总
预算至少为 8.75 亿美元遥 因此大胆预测袁在社会稳

定尧 承办能力可靠且无重大意外事故的情况下袁安
保预算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2 倍才有可能确保奥运

会的安全开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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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的安全性尽管与安保费用有一定联系袁
但更多与主办城市或国家公共安全水平有直接关

系遥 举办奥运会的国家除了需要具备奥运会的经济

实力袁还必须是体育大国袁即体育事业蓬勃发展袁且
社会环境稳定遥 奥运会是全球各国共同参与的重大

社会活动袁 因此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奥运会得以成功

举办的前提条件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完全开放的开

幕式创意袁除了引发公众对安保问题的广泛担忧外袁
不断频发的巴黎社会骚乱也成了此届奥运会的最大

隐患遥
自 2018 年野黄背心运动冶之后袁巴黎的安全局势

受到种族歧视尧福利缩减等社会问题的影响袁法国情

报部门宣称在过去 5 年内已经阻止了近 39 起公众

场合的袭击事件遥 尽管政府在应对社会突发状况方

面具备一定经验袁但 2023 年的社会暴乱行动对巴黎

奥运会的交通设施和竞赛场馆造成了严重破坏袁对
奥运施工进程造成了影响遥 民众对奥运会的支持率

由 2021 年的 76%下降到 2023 年的 58%遥 尤其是

2022 年欧冠决赛延迟事件袁直接引发了公众对巴黎

政府举办大型赛事能力的质疑遥 2022 年 5 月袁欧冠

决赛由于赛事主办方管理人员缺乏专业控场能力袁
应急措施不到位袁大量逃票尧假票人员在场外聚集袁
比赛被迫延迟至少 30 min遥 面对当前社会环境对赛

事主办能力的挑战袁2024 年巴黎奥运会能否有序开

展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遥 奥林匹克运动自诞

生之时就与和平息息相关袁 现代奥运会更是充分践

行和平宗旨袁为人类的发展尧进步作出重要贡献遥 同

时袁奥林匹克对和平尧团结尧进步的美好追求与实现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遥 以奥运会

为契机袁 为举办赛事和稳定社会采取行之有效的策

略值得巴黎奥组委深度思考遥

2021 年 7 月袁 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正式通过袁将野更团结冶渊together冤加入奥

林匹克格言中遥 顾拜旦先生在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

动发展时袁一直将促进全球和平作为主要目标之一遥
虽然人们常常强调不应将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袁但
事实上袁 现代奥运会的历史进程往往与地缘政治紧

密结合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作为新冠疫情结束后较

大的全球性体育盛会袁 旨在为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

公平尧团结尧和谐的竞技平台遥 通常运动员以国家名

义参赛而非个人袁在开幕式中将国旗放在队伍前列袁
在颁奖典礼上也要升国旗与奏国歌袁 可以说运动员

在比赛期间的个人行为与国家形象直接紧密相关遥
野更团结冶也体现了国际大家庭的团结袁奥运五环由

5 个交错的环组成袁代表地球上五大洲的统一袁旨在

以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促进世界和平与团结袁 减少

群体间的偏见与矛盾遥由于俄乌冲突等国际性问题袁
2024 年巴黎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运

动员以国家名义参赛袁 且不允许两国运动员参加

团体赛袁 导致运动员在国家与体育之间面临艰难

的选择遥 国际奥委会规定如果允许运动员以个人

身份参加巴黎奥运会袁那么必须严格执行中立身份

的相关要求遥 这意味着在奥运赛场上不得使用俄罗

斯和白俄罗斯的国旗尧国歌以及任何国家标志遥 与

此同时袁中立身份只适用于运动员个人而不适用于

团队袁并且不会为接纳中立运动员而改变奥运会资

格制度以及配额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国家奥委会

成员也无法参加巴黎奥运会袁这阻碍了国际奥运大

家庭的团结遥

注院根据中国知网及历届奥运会总结报告整理曰新冠疫情导致人员流动较少袁因此 2020 东京奥运会安保相关数据不具有

代表性袁未采用遥

表 1 2000 年以来历届奥运会安保预算情况

时间
安保人数 /

万人

安保预算或花费 /

亿美元

每位安保人员费用 /

万美金

参赛人数 /

人
备注

2000 年悉尼奥运会 1.15 1.98 1.721 7 10 651 入境 25 万人袁接待 100 多万人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 1.60 4.90 3.062 5 2 500 旅游人数达到 300 万人

2004 年雅典奥运会 7.00 15.00 2.142 9 11 099 入境 50 万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11.00 20.00 1.818 2 11 438 入境 38 万人袁开幕式观众 10 万人袁接待 650 万人

2012 年伦敦奥运会 3.55 12.60 3.549 3 10 500 入境 59 万人袁接待 300 万人

2014 年索契冬奥会 3.70 30.00 8.108 1 2 873 日均 10 万人

2016 年里约奥运会 8.50 18.30 2.152 9 11 303 入境 41 万人袁接待 117 万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 3.50 2.20 0.628 6 10 500 开幕式预计 60 万人袁接待预计 1 5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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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开幕式是各国聚集共同参加的世界性体

育仪式遥 奥运会主办国的人民获得身份认同感和地

域归属感袁 而域外游客获得了解主办方国家文化和

民族特色的机会遥顾拜旦在 1896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结束后力排众议坚持让奥运会不固定在希腊雅典举

办袁而是在全球选择城市四年举办一次袁正是因为不

断融合不同国家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异域体育文

化袁奥运会才能被世人所熟知遥 现如今袁2024 年巴黎

奥运会开幕式打破常规袁 竞技场地以本国独特的地

理文化标志为背景袁 新建场馆在赛后将转为学校体

育之用袁 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赛后使用奥运场地

的机会袁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运动空间遥这一系列举

措不仅为巴黎留下了丰厚的奥运文化空间遗产袁更
彰显了奥运会在促进城市文化再生方面的巨大潜

力遥 尽管在安保尧预算和社会等方面临较大挑战袁但
巴黎奥运会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亲和性遥 开幕式

运动员入场准备经过的巴黎地标性建筑袁 使奥运融

入了城市的历史文化袁 提升了巴黎民众的城市文化

认同感袁 使奥运会成为未来城市文化记忆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袁 历史建筑和奥运会不再是城市记忆中

独立的存在袁而是融合的共同体袁推动了城市文化的

再生袁增加了彼此的历史文化价值袁丰富了城市的文

化内涵和居民的生活氛围遥

自 20 世纪以来袁保护环境成为了全球各国必须

遵循的基本准则袁从 1999 年国际奥委会体育和环境

委员会编制叶奥林匹克运动 21 世纪议程曳开始袁奥运

会就承担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遥 尤其是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首创了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

体系袁可持续成为了举办奥运会的主要思想袁并在此

后历届奥运会中不断丰富与完善可持续发展概念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在环境可持续发展中袁重点采用

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院从能源使用来说袁采用零排放

的公共汽车以及使用 100%可再生电力袁最大程度上

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效率袁 减少社会上的碳排

放曰从建筑节能来说袁此届奥运会仅有 5%的体育场

馆属于新建场地袁 临时搭建的体育场馆则使用可循

环建筑材料袁同时减少了奥运村空调数和床位数袁在
满足奥运会场地举办要求下袁 尽可能降低材料消耗

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遥 除了遵循环境可持续

发展原则袁2024 年巴黎奥运会还实施了一系列创新

措施袁包括男女参赛人数平等尧开幕式免费观看以及

为社会失业人员提供工作岗位等遥 这些措施不仅能

使更多人享受奥运会带来的社会效益袁 还提高了民

众对奥运会举办的支持度和满意度袁 从而促进了奥

运会的可持续发展遥 未来奥运会不仅传递体育健康

价值袁还承担着保护生态环境尧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

任务和使命遥

随着当下体育运动场景的不断变化袁娱乐性尧自
由性以及观赏性成为当下年轻人备受推崇的体育新

元素袁奥运会的传统体育项目正在受到挑战遥年轻人

是奥运会未来长期发展的主要力量袁 抓住社会大众

及青少年的体育目光对其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加入了新潮运动项目霹雳

舞袁 表现出对年轻人参与运动项目的高度认可与大

力支持遥 霹雳舞的评分体系加入了艺术性的演绎表

达能力指标袁与以往奥运会项目不同的是袁霹雳舞还

要求参赛者展示自己个性的动作袁 表演出舞蹈的灵

魂遥 霹雳舞赛制体系专家韩国 B-Boy Skim 金宪准

说院真正欣赏霹雳舞的方式袁是从每一场 battle 中找

到自己最喜欢的舞蹈风格遥 体育项目的受欢迎程度

与其自身的文化内核具有直接联系袁 霹雳舞能引发

观众对体育文化的思考袁 给予运动员展现个性情感

价值袁 满足了年轻一代追求自我突破和自由精神的

渴望袁 从而成为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新项目之一遥
奥运会不应沦为僵化守旧的赛事平台袁 应该跟上时

代发展潮流步伐袁 成为年轻人展现乐观自信的体育

舞台遥

奥林匹克精神包含着浓浓的人文关怀袁 希望全

世界的人们都能无差别地参与运动遥诚如叶奥林匹克

宪章曳 明确规定院野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

的可能性袁 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袁 并体现相互理

解尧友谊尧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遥冶奥运会

本身的变革与发展袁促成了残奥会尧青奥会以及特奥

会的出现袁将社会上不同群体尧阶层和国家的人民联

系在一起袁使各类人群相互关爱尧相互团结袁共同实

现不同群体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遥 2024 年巴黎

奥运会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同时设置为 野奥运

更开放冶袁 意在任何人都可以有参与奥运会的梦想袁
呼吁停止将差异视为障碍遥 同时残奥会和奥运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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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同样的会徽标志袁 以此展示同一标准和理念举

办的决心遥此外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也是男女参赛人

数完全平等的一届袁 实现了历史上首次男女参赛人

数的完全平等袁除增加女性参与奥运会的名额外袁马
拉松比赛更改了男女项目比赛时间袁赛道采用 野凡
尔赛妇女游行冶路线袁旨在向 1900 年首次接纳女性

参与奥运会的创举致敬袁 女性群体在追求与超越中

获得平等参与体育的权利值得长久传承下去遥 残疾

人运动员凭借不懈努力与突破赢得荣誉袁 他们的精

神也应受到民众更多的关注与支持遥

2024 年是巴黎自 1924 年举办奥运会后袁时隔百

年再次举办的奥运会遥 野开放奥运会冶是 2024 年巴黎

奥运会举办初衷遥这意味着它将打破传统的束缚袁开
放办赛尧创意办赛尧低碳办赛袁各种活动将以比赛项

目彰显年轻都市运动的魅力袁让奥林匹克与城市尧奥
林匹克与年轻人尧 奥林匹克与环境之间建立更密切

的联系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从目前来看袁是一届可

以改变传统奥运模式的奥运会遥 很多创意内容极有

可能被后来奥运会所采用袁着眼于城市开放尧社会共

享尧体育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袁今后很多奥运会传

统都可能被打破袁 这无疑对推动奥运会可持续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袁 成为留给年轻一代乃至整个奥林匹

克发展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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