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受奥运正能量
享受文化自信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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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归化”
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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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季奥运会紧接着到了冬奥
会，媒体舆论和民间声音都有一些微
妙的变化。“唯金牌论”在迅速降温，
从媒体到大众都开始关注金牌之外
的热点，由此奥运会对于大众的价值
也比以往有了更大的延展性。“唯金
牌论”开始下架，背后其实是国人的
自信，这番自信也让奥运带给我们更
多享受。

首先，当竞技变得更加纯粹，欣
赏也更加纯粹。从最近一两届奥运
会开始，民众对于中国军团的成绩
固然关心，但已经不是那么地“金
金”计较。对于全球第二经济体，奥
运成绩已经不再是国家展示硬核实
力的仅有窗口。开幕式从2008年的
“大场面”到2022年重在“巧创意”，
也反映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心态。更
从容更平和，让民众更多地从紧盯
金牌项目的结果到欣赏以及津津乐

道于夺金的过程，乃至更多开始关注
非夺金项目的萌芽状态。当体育竞技
场还原为舞台，观众们也能更有效地
欣赏竞技———包括自己的选手以及
全球优秀的选手表现，这是一种成熟
的心态。

其次，更多体育迷对于冰雪运动
的参与，让他们理解“参与和过程”本
身就是极大的成功。当南方人开始相
约滑雪，意味着冬奥项目在这个国度
真正过渡到“Game”的“游戏”释义。
“游戏者”越多，对于“竞技”就能有着
更深层次的理解，不仅“知其然”且
“知其所以然”，了解其中的1秒、1度、
1米突破背后的艰难。这对于欣赏最
高水平的竞技项目是一种升华，同时
也怀有了更多的包容，这是一种理性
的心态。

最后，国人对于体育精神有着更
深的理解。每一个项目的“历史性突

破”、武大靖“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速滑战术、
脚踝骨折的高宏博那“我来、
我见、我行”的灿烂微笑、马耳
他“豆包女孩”的故事……在本
届冬奥会上，这些都是不亚于
金牌的存在，诸多年轻人都直
呼“破防了”。

我们发现，奖牌榜固然还是
以金牌为先的姿态放在那里，但
那些体现着“更高、更快、更强、更
团结”的奥运精神故事却在当下这
个快阅读时代成为奥运会有营养的
内容，成为流量担当。这是一种返璞
归真的心态。

讲真，奥运会这个大派对本就“不
止于金牌”。奥运会没变但中国变了，
国力强盛、文化自信的中国大众开始
多角度去享受奥运会的正能量，应该
说———“味道好极了”。

足球让中国人知道了 “归

化”这个词，北京冬奥会则是对

“归化”概念的一次普及。

谁是北京冬奥会上最火的

运动员？ 答案是夺冠秘诀是“每

天睡足10个小时”的“别人家的

孩子”谷爱凌。

谷爱凌就是归化运动员 ，

却丝毫不妨碍中国 “人人都爱

谷爱凌”。 此前有自媒体要挖谷

爱凌父亲的身份， 马上被众多

粉丝谴责“太八卦”：“我们只关

心赛场上的谷爱凌， 那个自信

勇敢睿智的青蛙公主。 ”

其实不仅是星光闪耀收获

成功的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上

出现失误的朱易， 也是归化运

动员。 这是中国拥有归化运动

员最多的一届冬奥会。 归化力

度最大的是冰球队， 在中国男

子冰球队25人名单中，有15个归
化球员；中国女子冰球队的23人
名单中，出现了13个归化球员。

每次接受新事物， 都需要

时间的积累，对于归化运动员，

更是需要文化自信的积累。 在

国际赛场上， 有过很多归化运

动员， 这些归化运动员能帮助

球队摘金夺银， 更能帮助这个

国家提高这项运动的普及度 。

中国算不上是冰雪运动的强

国，但我们可以“师夷长技以制

夷”，不仅可以学高水平国家的

冰雪技能， 也能使用 “拿来主

义”，让高水平的归化运动员为

我所用。 当谷爱凌站在冬奥会

最高领奖台上， 当中国冰球男

队打进在冬奥会上的第一个进

球后， 很多中国家长开始准备

把孩子送到冰雪场上， 中国冰

雪运动的人口基数在等待着一

次爆发。

放在以往， 我们或许没有

这么大的包容性， 接受这么多

的归化运动员。 但现在的中国

充满了文化自信， 归化运动员

或者有华人血统， 或者认可中

国的文化， 他们在归化后没有

任何的不适应。 在中国男女冰

球队的28名运动员中， 只有六

人没有华人血统。 朱易的父母

都出生在中国， 谷爱凌的妈妈

是中国人。 当中国向他们展开

双手的时候， 他们坚定地投入

到了中国的怀抱。 他们对于中

国的认可， 是运动员们身上披

的五星红旗， 是比赛前唱的国

歌， 是谷爱凌在等待成绩时吃

的韭菜盒子……

中国接受了归化运动员 ，

他们则把归化看成是回家。 中

国男子冰球队队长叶劲光说

过：“150年前，我的祖辈流落北

美， 但中国一直都在叶家的传

统里。 ”就像韩寒的《四海》里，

万梓良那句让人感慨的台词 ：

“年轻的时候 ，闯荡四海 ；年纪

大了，四海为家。 ”每个人都期

待有个安稳温暖的家———我心

安处是吾乡。

谷爱凌在直冲云霄之后 ，

对记者说：“我在天上看到自己

的家了。 ” 这是一种夸张的比

喻，但不得不承认，因为高速发

展的基建设施， 北京正在越来

越“小”，以至于从市区到延庆、

从延庆贯穿张家口， 这样一条

原本需要五六个小时， 翻山越

岭的奔波路， 如今已经成为了

北京城的“一小时都市圈”。

延庆、 张家口两个赛区，如

果放到30年前，简直就是一次翻

山越岭的旅游。 在过去，北京向

北输送， 并没有任何的高铁，甚

至人们最为熟知的八达岭高速，

也就是如今的“京藏高速”也是

1996年才开始修建 ，2001年通
车。 也就是说，过去从北京向北

到延庆，再到张家口，实际上只

有一条通路，那就是只有双方向

车道的101国道，而这条国道上，

往往充满了大量的运输物资的

货车， 加上往北的山路崎岖，经

常出现交通大拥堵的情况。

即便是八达岭高速开通

后，因为向北要翻越燕山山脉，

在第55公里至第50公里段，因为

连续下坡事故频繁， 更是被老

司机称为 “死亡之谷 ”，听起来

颇有几分极品飞车游戏的意

味。 如今这里道路已经拓宽，而

更多的人也有了新的选择 ，那

就是从西直门开通的 “北京北

站”，乘坐高铁半小时内抵达延

庆，一小时抵达张家口。 这相比

以往的慢速度， 大大提升了交

通效率，这是中国速度，背后也

是无数建设者为祖国带来的新

的发展契机。

北京城区向外一个小时 ，

对于老北京来说， 并不是三环

路的拥堵繁华， 也不是四环路

中关村商业区和“鸟巢”的文化

景观， 更没有五环路互联网大

厂的高端产业园， 而是一片又

一片的庄稼地。 这是老北京，关

于过去城区和郊区界限的标记

点。 在我已经快要遗忘的记忆

中， 出了西直门， 过了所谓的

“四九城”， 就是成片成片的庄

稼地。 这样的记忆，直到如今还

有为数不多的痕迹印证： 北三

环车水马龙的联想桥旁， 仍然

保留着一片 “中国最贵的庄稼

地”———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园。

如今北京二环向外一小

时，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已经

可以抵达张家口雪场。 而习惯

了在北京乘坐地铁的马布里 ，

也可以随意穿梭位于北京西五

环的首钢球馆和位于北四环的

北控球馆；同样，在强大的基建

保障下 ，著名的 “北漂 ”———演

员曹操也在这一小时的时间

里， 完成了无数次从东五环传

媒大学到城区的日常通勤。

不仅仅是我这样的 “老北

京”在感受着城市的变化，同样

从谷爱凌到马布里再到演员曹

操，越来越多的“新北京”，也在

这个城市里， 共享着现代化发

展带来的高速和便捷。 和冬奥

盛会的成功一样， 所有的一点

一滴，都不断累积，最后成为民

族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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