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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放不下的奥运梦
勇尝鲜的探路者
中国第一位国际射箭裁判、亚洲

第一位奥运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教
育学博士、原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原
国家射箭队运动员、原上海射箭队教
练……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元的岗位
经历，让郭蓓对奥运会有了更丰沛的
情感。

在由一名运动员到成为东京奥运
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的漫漫之路上，
一开始，郭蓓心里的想法就是七个
字———“我想参加奥运会”。

由于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原因，
运动员时期的郭蓓虽然成绩优秀，却
与奥运会员缘悭一面。“就算不能以运

动员身份参加奥运会，我也不想放
弃。”1984年，机会来到了她的身边，在
彼时国家体委的支持下，先是赴香港
参加培训班，之后又参加了国际箭联
在广州开设的国际裁判专项培训。在
经过一路摸索后，1987年，郭蓓成为了
我国第一位国际射箭裁判。
1992年巴塞罗那，郭蓓终于实现

心愿，以裁判员身份参加了奥运会。一
路坚持到今天，这已经是她的第五届
奥运会。因热爱而坚持，因坚持而融
入，这是郭蓓的奥运故事，也是更多幕
后英雄共同的特质。在此，请为他们也
送上掌声。

中国要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这条发展之路上既有“更

快、更高、更强”，也有通衢广陌后更缤纷的玄圃积玉。 这回，记

者就跟“单项赛场上她最大”的东京奥运会、东京残奥会国际

箭联技术代表郭蓓女士聊了聊， 请她来与大家分享一些幕

后故事。

笙东京日记

即将获得“地铁自由”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当你们看到这篇日记时， 我应

该已经迫不及待地奔赴主新闻中

心，去领取奥运TP卡了。今天是我入

境日本后的第15天，在满足“14天观

察期”的条件后，东京的公共交通系

统正在向我招手， 而奥运TP卡就将

是我的免费乘车证。

不过，问题来了。 近两天，东京

的日增新冠肺炎阳性确诊数已在

4000例上下浮动 ， 如此情况下 ，我

还敢利用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来

完成工作出行吗？ 答案挺简单的 ，

敢，肯定敢！

其实， 无论是媒体们入住的奥

运官方酒店， 还是我们常会用到的

奥运专属出租车， 它们每天都处于

既接待奥运相关人士， 又向日本民

众提供服务的状态 （所有人都能在

路边扬招空车状态下的奥运出租

车）。 这种“防疫泡泡”真的很自由随

性。 在如此情况下，过于讲究真的形

同“自虐”。

东京奥运会已经进度过半 ，但

据称一直在改进中的班车系统仍旧

保持着时好时坏的状态。 不准点、路

线绕以及班车与班车间可能存在的

较长间隔， 这些都是让记者们对它

爱不起来的原因。

以从我所住的酒店去到举办开

闭幕式及田径比赛的新国立竞技场

为例，搭乘班车需绕路转车一次，即

便在前后班车可顺利衔接的情况

下，最短耗时也需90分钟（碰到点情

况就不好说了）。 而如果是搭地铁出

行，20分钟足矣。

在搭班车费时又累心、 频繁使

用出租车又让人深感高攀不起 （关

于东京出租车收费标准之贵， 我就

不再赘述了）的情况下，根据防疫规

定已经可以正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的我， 大概真的难以抵挡住来自东

京地铁的诱惑。

先河后海齐头进
玄圃积玉润无声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777，这是此番赴日参加奥运会
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不过，一旦到了
赛场你就会发现，来到这项奥林匹克
盛会上共襄盛举的中国面孔，其实还
有更多。
技术代表和裁判员，他们是让一

届奥运会得以顺利举行的幕后功臣。
“东京奥运会的技术代表和裁判员里，
包括我在内有6个人来自上海，在我的
印象中，这应该是历届奥运会上人数
最多的一次了。”从1992年巴塞罗那就
开始担任奥运会裁判的郭蓓，此番她
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东京奥运会、
东京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表。

若没有技术代表的签字认可，一
场比赛甚至都没法开始。所以通俗一
点来讲，在射箭赛场上，郭蓓就是责任
最重的那两人之一（该项目设两位技
术代表）。她此次的主要责任是要确保
奥运会比赛中技术方面规划和管理工
作的顺利进行，在有关比赛场地内
（FOP）的技术事宜上，可以说她代表
了国际箭联的最高权威。
本届奥运会的射箭赛场设在东京

的梦之岛公园内，而举办于2019年的
奥运测试赛，就是对这片场地的一次
关键“调试”。赛场附近某栋建筑的玻
璃有反光，会对选手造成影响，需要协
调；场地内容易积水，遇到下雨天会成
问题；场地内还存在地面不平整的情

况，需要改进；运动员的检录室太小，
得酌情加大；洗手间设置的数量不够
且位置太远……这些都是在测试赛中
由运动队或工作人员反馈的问题，也
是郭蓓作为技术代表需要去推动处理
的工作。
自1987年起，郭蓓便以国际裁判的

身份出现在赛场上，之后执裁过四届奥
运会。与以往当裁判时相比，她觉得这
回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以往的专注于一
事，过渡到了更丰富、更细节的体验中。
“小到一张靶纸、一份班车时刻

表，大到在技术层面对整个场馆布置
的认可、对赛程的安排和调整，全都是
技术代表要负责的事。虽然在一些事
情上我也经历了从头开始学习的过
程，但能在奥运会上获得认可还是很
荣幸。”

郭蓓觉得，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始，她所熟悉或听闻到的在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与其他国际体育机构中
担任工作的中国体育人明显多了。“很
高兴看到参与进来的体育人越来越
多，也很高兴看到国家在这方面人才
的培养上越来越重视。”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曾对世

界体育领域的话语权有过如下阐述：
“我认为话语权一定要争取，真正掌握
话语权，必须进入国际体育组织的执
委会层次，才能谈得上话语权，比如对
修改章程、对制定规则、对享受资源、
对举办城市的决定等。但不是说我们
有了话语权，就可以要金牌，或者通过
我们话语权，能够把金牌拿走。金牌要
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培养运动员去
获得金牌。”
中国体育的发展，有赖于更全面

“地基”的支持。当更多的幕后英雄登
上大赛舞台，中国体育也就迎来了更
蓬勃向阳的明天。

五年筹备期，全能大当家
从在2016年时就确定将担任东京

奥运会、东京残奥会国际箭联技术代
表，到此番真正履职，受新冠疫情影
响，郭蓓经历了较寻常模式更久的五
年准备。若问“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那她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围绕防疫
而展开的一系列准备工作，都是前所
未有的挑战。”
除非选手已经站到起射线上引箭

待发，不然，无论是在训练时、赛前热
身时、靶前拔箭时还是计分时，运动员
都应当佩戴口罩。原本在排名赛阶段，
是两名选手打一个靶，后来为了安全
防疫，变成一名运动员对应一个靶，于
是赛场的靶位数就从32个增加到了
64个。由相对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入境
日本的队伍，他们在观察期内虽可进

入场地练习，但会被请入一块相对独
立的靶位区，且如安放靶纸等常规环
节需由他们自己去完成。
诸如此类在疫情前从没出现过的

“附加题”，这回却在技术代表的工作
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重。
“曾经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在对接

东京奥运会的工作上，精力几乎全都
扑在了防疫方面。真正射箭比赛中的
技术问题，都有一定先例可循，但在加
入防疫的新情况后，就会变成遇到问
题、解决问题，再遇到问题、再去解决
这样一种反复的状态。”幸好，如今东
京奥运会的射箭赛程已全部结束，在
送别各支参赛队后，郭蓓由衷觉得，平
安又顺利地完赛就是对她本次技术代
表工作的最大肯定。

专访东京奥运国际箭联技术代表郭蓓

郭蓓（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