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金牌榜前10中，除了中国

之外，都是发达国家。写此稿
时，金牌数是中国第一还是美
国第一，还说不准，因为比赛还
没完全结束。不过，不管第一
第二，中国体育在巴黎奥运的

表现，足够厉害，非常出色。
●

中国体育厉害，不是突然的
爆发，而是强盛的延续。上届奥
运会，美国金牌第一，39块；中国
金牌第二，38块；微弱的差距。很
多年，好多届，中国奥运金牌都在
前三之列。

●
发展中的中国缘何体育如此

强盛？
75公斤级女子拳击夺得金牌

的李倩赛后说，这块金牌是给自
己一个交代，也是给国家培养我
的一个交代。这话朴实，但内含
丰富：个人的不懈努力+国家力
量的不断支持=成功之路。

李倩 34 岁，里约奥运铜牌，
东京奥运银牌。她想过退役，但
不甘心，凭着坚韧继续坚持。在
巴黎奥运这个周期，国家加大支

持，请来了更高水平的古巴教练。
李倩是个缩影。类似的例

子，很多。
●

个人努力的故事，听到不少，
让人感动，值得称颂。国家力量
隐身在后，很低调。

国家力量不仅仅是提供厚实
的物质基础，还有规划、组织、谋
略、调动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
的努力与完善，还是长期的。最
能体现这些方面的，是始于1959
年的“全运会”，它充分调动了地
方的积极性；还有始于1995年的

“奥运争光计划”，这是突出重点
与追求突破的布局与实施。

●
从中国体育的强盛中可以看

到鼓舞人心的美好。当然，要保
持谦逊，因为中国体育还有诸多
需要改进、提高、突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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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人心
的美好

打包回家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
的男子、女子团体决赛先后两
天举行。这两场乒球争冠大战
是让国人过足了瘾头，男队以3
比0力克欧洲劲旅瑞典队，女队
也以 3 比 0 横扫东瀛日本队。
只从比分上来看似乎是轻松夺
金告捷，但是从比赛内容上来
阅读还真是足够惊险的。男乒
的三盘比赛都是打到了决胜
局，好在最后的决胜局里中国
骁将都是以实力碾压了对手。
神州球迷们在观看直播时都大
受煎熬，想看又不敢看，心口别
别跳，手心直冒汗。直到男乒
以 3 比 0 取胜后，网络上、朋友
圈里才一记头爆发出了造造反
反的点赞、祝贺。大家这才松
了一口气。马龙、樊振东、王楚

钦竟然在奥运会大赛中玩了心
跳？国手们久经沙场有大心脏，
家里的看客们可没有如此坚强的
大心脏哦。以后大赛里就爽爽快
快拿下比赛吧。大家吃不消险中
取胜的。拜托了。

女团决赛的双打首局，陈梦和
王曼昱又让大家几乎经受不起
了。在关键的决胜局，中国女将一
度以5比9落后。奇迹忽然出现，
面无表情的两员女将一分一分连
追了5分，最终以12比10逆转取
胜。日本女队的斗志被冲垮了，只
有张本美和还弄出点小浪花来，但
很快也垂头丧气地败下阵去。早
田希娜讲过，中国乒乓球就是一堵
墙，想穿墙而过？不来三的。

●中国队包揽了本届奥运会
乒乓球的五枚金牌，在男女团体

赛上，中国乒球完成了五连冠。
自奥运会乒球项目改制以来，国
乒只在东京奥运会上丢失了一枚
混双金牌，将余下的24金全部收
入囊中。网民戏称：“国乒把五金
店又开到巴黎去了！”哈哈。

当天又传来的一条捷报是中
国跳水队也包揽了巴黎奥运会跳
水项目的全部八枚金牌，史无前
例。看中国队跳水是轻松适宜
的，从初赛、复赛、决赛的第一跳
开始，中国健儿的得分始终都占
领了榜首。“水花消失术”的魔法
使得中国跳水队捞走了所有金
牌。一点不客气。

中国乒乓队、中国跳水队都
在大赛里实行了“光盘”行动，将
颁奖仪式里托盘中的金牌悉数打
包了。打包回家，欢迎！

跳高金牌
的背后

奥运热潮过后
需要一些冷思考

一场场比赛、一块块奖牌，眼
花缭乱的各种项目，让这个夏天
多了些看点。但当奥运的热潮退
去，我们又该面对什么？

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体育不
分国界，爱与和平，或许是体育之
外，其内涵所在。随着奥运会落
幕，这类精神能否得以延续，还是
这种精神只是四年一度的限定
款？

在体育层面，不论是霹雳舞
等奥运新设项目，还是拳击、网球
等本届奥运中国队让人眼前一亮
的比赛，总能因为所谓的名人效
应火一把。

的确，冠军效应能够带动这
项运动的发展，但如何发展、怎么
发展、发展多久？或许一时的比
赛，可以让人过足眼瘾，也能就此
产生热度，但一个项目想要真正
发展，并非一时的热度。

金牌都来之不易，但唯金牌
论，不是衡量一个项目发展好坏
的唯一标准，还可能会掩盖一项
运动的发展潜力。滑板、霹雳舞、
攀岩等项目，何尝不是未来能够
尝试发展的项目？奥运过后，相
较三大球，这些新兴项目的关注
度也许低得可怜，但埋下一颗种
子，总有发芽的那一天。

在金牌之外，发展项目最重
要的一点，在于放平心态。奥运
期间的紧张刺激，不应与奥运后
的“查无此项目”挂钩。金牌或许
能给一个项目带来成功的滤镜，
但相反，奥运会舞台上的最后一
名，不代表并非顶级，而是同样是
世界前几的水平。一个项目想要
得到发展，更应该比较的是运动
员在世界上的水平，而不是靠金
牌带来的三分钟热度。

在体育之外，奥运潮退去，或
许我们又将被拉回现实。奥林匹
克精神就像一杯好酒，能让人微
醺。这种微醺感，却把世界割裂
开来。和平之处充满体育激情，
但在战火纷飞之地，连和平都遥
不可及。以爱与和平为名的“奥
林匹克休战”，越来越多地变成了
没有实际行动的空喊口号。

当然，这当中有体育和政治
两层面的原因，包括交战方并不
会因为未休战而遭到处罚。但当
奥运会这杯好酒的微醺劲过去，
目光重新聚焦在世界，又会怎么
样？

奥运会闭幕后，留给世界的
或许是无尽的思考：除了发展体
育，奥运会能带给我们什么？运
动员之间的友爱，为何无法转化
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奥运会能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还是说四年后的洛杉矶，这些问
题又被重新思考一遍？

奥运热潮，需要更多热潮之
后的冷静思考。

大洋洲的金牌

巴黎奥运会，来自大洋洲的
两大体育强国——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以18枚和十枚金牌的优异
成绩分别位列金牌榜的第四和第
11名。澳大利亚的总人口约2600
万，稍多于上海；而新西兰人口约
500万，仅占上海的五分之一。

这两个国家的体育成就源于
国民对体育的深厚热爱。无论是
在城市还是乡村，任何去过这两
个国家的人都会感受到，无论四
季变换，总能看到穿着运动服的
民众在积极锻炼。体育已深深融
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健身
房的数量极为庞大，几乎可以与
我们这里的咖啡馆数量媲美。许
多健身房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
年费约为 470 人民币，也可以选
择按周付款，灵活方便。

澳大利亚的游泳文化尤为发
达，几乎每个区（类似于上海的街
道）都有公共游泳池，票价亲民，
折合人民币仅 20 到 50 元。所有
游泳馆包括悉尼奥运会游泳比赛
主场馆，一年四季都对市民开放，
花上几十元人民币，就可以在50
米长的泳道中畅游。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体育
活动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许多
孩子每天放学后，都会去家附近
的球场参加训练。政府提供的免
费公共草皮球场和室内篮球、排
球馆，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孩
子们无论男女，从5岁到初中生，
都可以在教练指导下进行足球和
橄榄球训练，每周六则是社区比
赛日，孩子们穿着正规的球衣，参
加比赛争夺年度名次。

社区赛事涵盖足球、篮球、橄
榄球、板球等项目，适合不同年龄
和兴趣爱好的人群。参赛需交会
费，用于组织和裁判员的费用。
裁判员通常是爱好者，经过筛选
后录用,每场费用从 80 到 400 人
民币不等。

强大的群众体育基础形成了
国家队的金字塔。青少年通常从
学校或社区俱乐部开始接受专业
训练，表现优异者会被逐级推荐
进入地区队、社区俱乐部队和州
队，在州际比赛中表现出色者将
被选入国家队。

进入国家队之前，选手们仍
是业余选手，通常要依靠打工或
家庭支持维持生活，包括教练费
用。只有在进入游泳、橄榄球和
板球等强势项目的国家队后，才
能获得国家体育协会的薪资或津
贴，这些收入虽然能支付基本生
活开销，但在当地仍属普通水
平。精英运动员的额外收入来自
个人赞助、商业合同或代言，由此
才无需打工维持生活。

这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体育发展模式，使他们成为全民
参与的体育国家，并在国际体育
舞台上取得卓越成就。

先说上届东京奥运会，当
时的两名跳高选手为什么愿意
分享金牌？

首先，上届奥运跳高金牌
分享者卡塔尔的巴尔希姆和意
大利的坦贝里虽然是来自于不
同国家的对手，但私下里是一

对好哥们。
此前的跳高和撑竿跳高项

目，不允许并列金牌（其他名次可
以并列），选手必须加跳直到分出
胜负（jump-off）为止。不过在东
京奥运前国际田径规则已经做了
修改，只要选手们决定不再加跳
的话，裁判是可以让选手并列金
牌。裁判已经提醒两位准备开始
Jump-off，巴尔希姆主动问了裁
判，他们俩是不是能拿到两块金
牌？裁判的回答是可以。然后一
对好友就愉快地拥抱，并决定各
拿一块金牌回家。

回到这届巴黎奥运会田径男
子跳高决赛，新西兰选手哈米什·
科尔和美国选手麦克尤恩决赛都
跳出了2米36的高度，其中，麦克
尤恩的2米36已经是他个人的最
好成绩。在 2 米 38 的高度时，两
人三次尝试都没有跳过去。

根据规则，两人都可以像上

届一样各拿一金。这时候他们就
要做决定了，从比赛的视频中可
以看到，这个决定应该是两人迅
速共同做出的，不是麦克尤恩单
方面决定的。裁判在这个时候不
可能去劝说两个人共享金牌，这
就变味了，只能两个运动员主动
提出，并且共同做决定。

感觉双方的教练其实对于各
拿一块金牌是没有意见的，但是
两位运动员，可能骨子里面还是
有点儿争强好胜要比一个高下，
并不是所有运动员都愿意跟其他
人一起共享世界第一。而且在视
频里，麦克尤恩也对着自己教练
的方向，指着对手说，他要跳，他
要跳。最终的加赛，麦克尤恩失
败。哈米什·科尔胜出。

无论是上届两名跳高选手的
选择，还是这届选手最后时刻的
选择，都完全符合规则，也都符合
奥林匹克精神，无可厚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