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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和马拉
松的故事，从来不止于
赛道上的公里数，也不
仅仅是比赛日的即时
即刻。只不过，结合赛
事热度来品味那些生
活中的日常和跑者心
声，确实会别有滋味。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更开放的浦东 越来越国际范

古时候的尺素书札，一二十年前
的电子邮件，如今的手机聊天软件，传
语报平安、提笔话日常的家书即便已
变换了形式，却还是跨越山海，履行着
联通家庭成员的使命。对不少常年工
作、生活于申城的外籍人士来说，他们
就不知不觉地在一封封“家书”里，把

“中国大片”藏了进去。
28岁的英国参赛者拉夫，他来中

国六年多了，英国只回去过一趟，在
HSK汉语水平考试里倒是已达标了最
高等级。“跑完这次上海半马，我就要
第二次回家了。倒不是想念家人，我
们每年都会相聚的，而是我成功报名
了今年的大满贯赛伦敦马拉松，要赶
着回去参赛。”近年来鲜少回英国的拉
夫，平日他是怎么跟家人团聚的呢？

原来，有时他们会相约在一个既非英
国也非中国的度假地，还有些时候
——他索性会把家人请来中国游玩一
番。“因为中国的高铁网络很方便，能
到达很多地方。”

拉夫喜欢上跑步的时长，跟他搬
来上海工作、生活的时长几乎完全同
步，都是接近两年。然而，就是利用这
段不算长的时间，他已经在中国参加
了40多场马拉松赛事（包括半马和全
马）。“上海有两个很大的机场，有很多
国内和国际航线，不过当我在中国参
赛时，还是更喜欢搭高铁。这也是我
喜欢住在上海的原因之一，有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络。”拉夫说，通过频繁的
视频分享，远在英国的家人已经跟着
自己“云游”了中国的二三十座城市，
并表示在准备全家下一次的中国游计
划时，它们会是重要素材。

因常年穿着西装跑马而闻名的日
本选手濑户温夫，他也是于近两年来
到上海生活，目前在一家日资集团内
担任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将上海作为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大本营，之于濑户
温夫，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工作时段的他是一位大忙人，4月18
日卡着点领完上海半马的装备后，就
直奔浦东机场去出差了，而在平时的
双休日，他则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
了参加比赛和近距离感受办赛城市
上。

“上海的马拉松氛围很好，以后还
会更好。这里各方面都比较成熟，而
且还可能成为新的举办大满贯赛的城
市。我的一些日本亲友听说了这里的
情况后，也想来上海、来中国参赛。中
国的比赛水平高，服务也很好，我挺多
第一次来参赛的日本朋友都吃惊了，

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马拉松体验。”濑
户温夫分享道。

就在记者面对面采访的20多分
钟里，凭“西装大叔”形象走红国内社
交网络的濑户温夫，他被好几位路人
跑者认了出来，并接受了合影邀请。
濑户温夫告诉记者，他挺满意于自己
如今把事业和爱好处理得和谐平衡的
状态。“后面几年，我应该还是会留在
上海，我在这里拥有了很多美好的回
忆，还有不少朋友。我在日本的亲友
们，他们也很支持我在中国发展。”

得益于信息时代的发展，人们有
了更多途径去“眼见为实”地走近异国
他乡。而这些在沪发展、因参赛而相
聚于上海半马的国际跑者，他们则是
在一次又一次的日常分享中，把“上海
大片”“中国大片”推送向了全世界的
更多地方。

之于上马，它得在三年观察期内
连续两次通过考核方能转正，所以，其
跻身大满贯的最早时间点是 2027
年。而对上海半马来说，它的目标是
由世界田联的金标赛事升级为白金
标，如果顺利，“一城双白金”的成就点
最早可于明年达成。那么，申城是否
已为翻入新篇章做好准备了呢？

东京和上海仅一个小时的时差，
它是七大满贯之一的东京马拉松的举
办地。在上海于马拉松领域努力向上
生长的过程中，东京常作为参照对象
出现。近年来，每届东京马拉松吸引
到的现场观众人数都超过100万，来
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支持者在那里相
聚，但其中的基本盘还得是——本地
人的钟爱和力挺。在每一项成功赛事
的感谢名单中，都少不了本地居民。
通过观察和采访，记者发现，生活在上
海的“阿拉自己人”也正在描深这一城
市底色。

“期待在家门口参加白金标的上海
半马，也期待等再过几年上马成为大满
贯后，自己也能去亲身感受。现在明显
感觉到，想来上海跑马参赛的人更多
了。他们也不仅仅是为了来参赛，应该
也是想来体验优美的赛道和感受这座
有底蕴的城市。”俞庆榕和他的几位朋
友都是上马旗下赛事的忠实支持者，每
年上半年举办的上海半马和下半年的
上马，是他们的年度重头戏。

在这回上海半马领装备的过程
中，俞庆榕和他的朋友出于地主之谊，
还特别约定好赶早场。“我们是上海本
地的跑者，方便早一点来领取，这样别
的时段就可以留给更多远道而来的选
手了。”

另一位参赛者、上海体育大学副
教授陈国强则从专业背景出发，在心
里为赛事支招。“核心竞争力还是赛事
运营，就是以跑者为中心、以赛事为基
础的整体运营，包括路线设计、跑者服
务等方面的提升。对运营方来说会有
压力，因为有更多人想来报名，赛事也
会受到更高关注。”

跑者争先赶场
感受城市底蕴

越洋“家书”里藏着最新的“中国大片”
英国参赛者拉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