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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在日本
享受“亲女儿”待遇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得到及时遏制，

如果东京没有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那在本届

奥运会的看台上，乒乓球比赛很可能是日本民

众的最爱或者最爱之一。

在这次位于东京主城区的20个场馆中，承

办乒乓球比赛的东京体育馆，它的地理位置可

谓出类拔群。 在紧贴着场馆的那个街口就有两

个轨道交通站，人流往来非常便利。 而在轨道

交通站点附近，还有便利店、咖啡店等可以将

观众基本所需一揽子解决的生活服务设施。

甚至， 只要你走进距离东京体育馆最近的

那家便利店， 你也会感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气

息。 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的官方纪念品商店里

都没有的相关货品款型，我居然在这儿见到了。

当然，再一想的话这也合理。 东京体育馆

的边上就是新国立竞技场，后者是本届奥运会

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举办场馆， 而从7月30日开

始，那里还将是田径项目的角逐舞台。 尽管该

片区域的场馆密集度赶不上承担着排球 、体

操、网球等项目的有明地区，但论起奥林匹克

的成色来，此处才是当仁不让。

如果没有空场办赛的这一变数，当日本乒

乓球运动员在东京体育馆内参赛时，如此得天

独厚的观赛条件，应该能创造出非常惊人的主

场氛围。 而之于日本队的对手，“享受”到的就

该是魔鬼客场了。

当然，如今一切都随当地新冠疫情的发展

而起了变化。

7月8日，受持续发展中的疫情影响，日本

政府宣布东京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 期限为7

月12日至8月22日（覆盖了整个奥运档）。也是在

这一天， 纠结了很久的东京奥组委终于下狠

心，宣布东京地区以及周边裎玉、神奈川和千

叶三县的所有场馆都空场办赛。

没了观众的东京体育馆，日本方面期待已

久的主场优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但在周一

晚间的这场混双决赛之后，刚实现重大突破的

日本乒乓恐怕已在此处拿到了更强的信心加

成。

每去到一个新的比赛场馆，都是一次新的探索。 而在东京奥运

会的众多场馆里，从硬件配套到软件服务，到底谁才是东道主的

“亲女儿”呢？ 就目前来看，承办乒乓球项目的东京体育馆算得

上出类拔群。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昨天清晨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

窗帘、往窗外瞧，想看看今年的第8号台风“尼

伯特”到底有否对东京造成明显影响。 外面下

着中等程度的雨， 风力较前几日只是稍有增

加，看来东京是安全“上岸”了，看来对赛程基

本按兵不动的东京奥组委做出了准确的判断。

我之所以会心心念念着台风的事，有当时

“魔都结界”正遇台风“烟花”挑战的缘故，有印

象中日本易发台风灾害的认识，有本届奥运会

上多个重点坐标紧邻着东京湾的顾虑，也有对

来自所住酒店及路边途径店铺所贴出的各种

告示的好奇。

7月25日，日本气象厅发布通告，今年第8

号台风“尼伯特”正在日本东南方向洋面向北

移动， 预计将在7月27日前后于日本东部沿海

登陆。

虽然东京有被“尼伯特”直击的可能，但东

京奥组委一直很淡定，除了发过一回台风可能

产生影响的公告外，仅对赛艇、射箭项目的部

分场次做了调整，就连昨天一早的铁人三项赛

自始至终都没有日程上的变动。 只能说，日本

在应对台风方面大概真的累积了足够多的经

验吧。

当然，也有与东京奥组委之淡定形成较鲜

明对比的。 我所住官方酒店的电梯里早就贴出

了台风提醒，而在班车点与酒店的路上，还有

几个商家因为担心台风影响而贴出告示、在昨

天歇业了一日。

“尼伯特”能与东京奥运会和平相处，这

当然是理想结局，但考虑到日本多遇台风的气

候条件，现在就彻底放心为时尚早。

东京湾地区可说是本届奥运会的一块重

点区域， 里面包括了整个有明体育场馆区、东

京游泳中心、奥运主新闻中心、媒体班车总枢

纽等，涉及女排、游泳、体操、网球、射箭、跆拳

道、摔跤、赛艇等诸多项目。 如果后续有新产生

的台风前来报到 ， 肯定要继续保持警惕 。

昨天凌晨，东京体育馆偌大的新闻

发布厅里坐满了中日记者，有些人入场

晚了、占不到座，就只能到最后排的摄

影摄像区里去蹭个位置。

许昕/刘诗雯爆冷输给了日本组合

水谷隼/伊藤美诚，同时，这场备受关注

的混双决赛也开启了乒乓球赛场的高

潮。 在之后的男单、女单、男团、女团的

角逐中，这种抗衡将依旧存在。 换句话

说，对需要进东京体育馆采访的记者而

言，各种排队和抢名额的情况将维持一

段时间。

在没有观众入场的情况下， 所有

比赛场馆的看台上必然都是空荡荡

的， 此时如何来比较各个项目的人气

高低呢？ 看看媒体工作间里和媒体看

台上的满座率， 这就是一种很直白的

比较了。

在别的比赛场馆里， 需要先到先

得、排队抢占有利地形的只有进入混合

采访区的名额。 而在东京体育馆，就连

带桌子的媒体看台票都要先领预约券、

再凭券换票了。 更加落实到细节的管理

流程，大概正是出于对乒乓球项目高人

气的考虑。

另外再说回新闻发布厅，与某些受

空间条件所限的场馆不同，东京体育馆

不仅将新闻发布厅和媒体工作间分开

设置于两处，而且比起像女排、举重那

些项目来，与乒乓球相关的这些场地也

都明显留足了更多空间，以便接纳更多

来此工作的人。

三天前，东京奥组委与媒体对

接的部门给大家发布了一则好消

息， 称为了能解决好交通运输问

题，目前的班车总量已在增加。 不

过， 就在这则消息发布的当天，我

们就又遇到了班车时刻表大乱的

情况，甚至有的班车点在三个小时

内只来了一辆班车。

当然，变化莫测的班车并不是

我这里要讲的重点，通过与所住酒

店附近3公里内多个班车点 （为了

赶比赛总得多尝试）接应人员的聊天，我倒是

知道了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当地旅游业闲置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盘活。

日日搭乘的班车，它们在涂装

上显得五花八门，这一点在班车总

枢纽处会有特别明显的感受 。 原

来 ，这些班车的 “出身 ”基本是两

种，一种归属于东京或周边地区的

旅行社，另一种则属于专门的汽车

租赁公司。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的

旅游业较以往萧条了不少，所以很

多用来接送游客的大巴都无奈闲

置了。 这回，有些旅行社搭上了奥

运会的东风， 不仅把车辆派出来参与奥运服

务，就连旅行社里的导游们都有不少成了奥运

会的班车服务人员。

旅游业闲置资源共襄奥运

情同与共话台风
东京也要受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