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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开幕式

前， 名单上有火炬手选择退出，

似乎让人觉得，日本民众对东京

奥运会信心不足。

和侯嘉怡聊起这个话题，她

解释，退出的大都是身不由己的
艺人，因为按照东京奥组委对火

炬手的要求，需要提前两周记录

并报告体温等身体状况，并且这
段时间里不能聚餐、聚会，而这

些艺人通常都因为工作需要，免
不了参加社会活动，为此无奈放

弃，只有少数人是因为不满前奥
组委主席森喜朗歧视女性的言

论，退出火炬传递。

完成奥运火炬传递后，侯嘉

怡的感受是这个活动点燃了民
众对奥运会的热情。之前，同事、

朋友间聊起东京奥运会，更多关
心的是会不会举办，举办的话会

有哪些影响。 如今，看到她上了
电视，或者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她

担任火炬手的报道，大家与奥运
会贴得更近了。东京奥运会海外

观众无法来到现场，只有日本民
众以及住在日本的外籍人士可

以观看，侯嘉怡身边，不少人为
此感到遗憾。

火炬传递，为东京奥运会带
来许多正面的影响，就像一层铺

垫，让奥运会在民众心里预热起
来。 三个月后，侯嘉怡还将加入

东京奥运会网球比赛技术组。这

回做志愿者， 她有更多的憧憬，

因为自己在奥运会的举办地工

作，生活，对这方水土有更多了
解，希望帮助海外观众更好地观

看东京奥运会比赛，引领他们感
受当地文化，虽然这个愿望无法

实现，但能为东京奥运会的成功
举办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她仍感

到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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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作桥梁
为什么报名东京奥运会火炬

手？在递交给栃木县政府的申请表

格上，侯嘉怡填的理由是：让更多人
了解传递路线上的美丽城市，“我想

成为栃木县那须盐原市与世界交流
的桥梁。”

大学毕业后，物理和机械工程

双学位的侯嘉怡进入一家跨国企业

工作，由于第二外语学的日语，她选
择来?司在日本的分部工作。很快，

她就喜欢上了那须盐原这座关东北
部的小城，这里有旖旎的自然风光，

还有让人心怡的淳朴民风，“比如去
?园赏樱花，小路上偶遇的老奶奶会

主动打招呼，然后告诉我哪个地方的

樱花比较好看。”侯嘉怡妈妈来看过
女儿两次，也很喜欢这里。“体育赛事

外，奥运会更多是文化上的交流，”侯
嘉怡说，“我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有

更多人了解我工作生活的这个地
方，同时让当地人更好地与国外的

朋友交流。这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火炬接力的地点，侯嘉怡填了

那须盐原，“后来我听说，通过奥运
会赞助商申请的，可能会安排去其

他地方。”2019年 12?，由栃木县
政府推荐的侯嘉怡收到东京奥组委

的通知：你已通过奥运火炬手的资
格审核，在那须盐原进行接力。那

时，正好是圣诞节前后，她收到了最
棒的新年礼物。

接力插曲
很多人以为奥运火炬手要培

训，要彩排，侯嘉怡纠正，其实什么

前奏都没有，“直到火炬传递当天，
才第一次见到一起的火炬手，口头

上简单地排练了下。”但即便是刚
刚见面，火炬手们都非常激动，在前

往接力点的巴士上，侯嘉怡与前后

两棒的火炬手就热烈地讨论起，待
会交接时做些什么动作。

她与前一棒的火炬手商定，一
起张开双臂跳起来，但就像奥运赛

场会有意外，两个小时后的火炬接

力，也发生了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按照计划，每位火炬手的接力路程

是 200?，时速控制在 6?里，每个
接力点均安排持标识牌的工作人

员，以提醒火炬手及时下车。但那一
天，侯嘉怡前面的火炬手没有发现
接力点上的工作人员，下车晚了，不

得不再跑回自己的起点。“等到我
和他交接时，之前商量好的动作他

全忘了。即便我再提醒，他似乎也
没听到。”侯嘉怡说，“我能感觉到，

那一刻，他紧张了。”
幸好，她与后一棒的交接很顺

利。那位火炬手是一名视障，却参
加过不少马拉松比赛。完成交接时，

侯嘉怡与他都伸出手，分别比出“2”
和“0”两个数字，寓意 2020东京奥

运会成功举办。
设计动作没能都兑现，问侯嘉

怡遗憾吗？她说没有，“也没关系。大

家能开开心心、成功地把奥运火炬
传递好，把东京奥运会马上要来了

这种兴奋的感觉传递给大家，最重
要。”

为我鼓劲
那须盐原是一座 11?人口的

小城。工作生活两年多，侯嘉怡享受
着这份宁静和恬淡。在日本类似的

城市，你几乎听不到有关东京奥运
会的话题，而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

似乎不少日本民众对举办奥运会持
反对意见，认为在现有的国情下，不

该再浪费纳税人的钱去办这么大的

赛事。但当天火炬传递的场景，让侯
嘉怡对工作生活的那须盐原有了新

的认识。
当她和其他火炬手乘坐巴士前

往接力点时，发现一路上吸引了许多

自发前来观看的居民。“跟我之前认
识的街区的气氛不一样，平时大街上

没啥人，现在突然聚集了那么多。不
只是老人，很多年轻父母也带着孩子

来为我们加油，虽然正值春假，却也
有幼儿园老师带着学生过来。”她不

由自主地激动起来，特别是轮到自己
举起火炬跑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人

都为我鼓劲，不只是鼓掌，还有不少
人拿起手机拍摄，让你突然觉得，奥

运会大家都在关心。”
那天还有个小故事。关于穿哪

双鞋去接力，侯嘉怡有过犹豫。她
有一双做里约奥运会志愿者时的

工作鞋，很有纪念意义，想着在东
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时再穿；但姑娘

又考虑到，另一双东京奥运会赞助
商品牌的运动鞋也许更适合，因为

它和火炬手的服装同为白色。思前

想后，她在微信朋友圈晒图，请大
家来提建议。“结果，更多朋友建议

我穿白色的鞋子。”于是，最后大家
看到的，是好像天使般迎面跑来的

火炬手侯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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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波折，东京奥运会
火炬传递终于在3月 25日
自日本福岛县开启。本周，火
炬经过本州岛中部的栃木
县。这个地名对我们可能有
些陌生，但一位在栃木县那
须盐原市工作的中国姑娘擎
着火炬，跑上通往东京国立
竞技场奥运主火炬台的征
途。她诚挚的笑容，坚实的脚
步，让远隔千里的同胞倍感
亲切。“火炬传递起来，就觉
得奥运会真的近了。”身为工
业互联网工程师的侯嘉怡
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东
京奥运会能平安举行。

收藏火炬
这是侯嘉怡第三次在奥运会留下

自己的足迹。最早，还是大学一年级

时，她就担任过索契冬奥会的志愿者。
为了全力做好这份工作，她选择休学

一学期。奥运会是一个广博的平台，在
那里，你可以触摸到许多不同于以往

经历的真知。侯嘉怡说，比如之前国

际上有舆论对俄罗斯评价不高，但真
去了，却发现那里其实并不用担心。

带着继续探索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
好奇心，她又加入里约奥运会志愿者

的队伍。
在巴西，这位中国姑娘不仅出色

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节外生枝”，
与其他两位同胞一起，创建了一个海

外志愿者联合会的机构，注册在北京
志愿者协会下。“索契冬奥会时，我们

觉得来自中国的志愿者太少了，参与
度不高，可能是大家不知道报名的途

径。”通过微信，微博，侯嘉怡把有兴
趣担任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志愿者的

朋友召集起来，为他们牵线搭桥，并
提供培训。

那是不是这次担任东京奥运会火
炬手，已经驾轻就熟？“还是很激动。”

侯嘉怡透露，为了纪念这一特别的经
历，她把传递的奥运火炬带回了家。

按规定，奥运火炬手可以自购火
炬。于是，花了 7?日?（约 4200?人

民币），侯嘉怡送自己一枚刻着东京奥
运会会徽的火炬，“火炬设计最特别的

地方，就是从上面看，是一朵樱花的样

子。”如今每天与奥运火炬相伴，她诚
挚地祝福，东京奥运会能以安全、合适

的方式成功举办，“虽然困难重重，仍
期待奥运会给大家带来希望，运动员

赛出自己最好的成绩，不留遗憾”。
首席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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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雷

■ 侯嘉怡（前右一）在里约奥运会上与志愿者在一起

■ 侯嘉怡担任过索契冬奥会志愿者

■ 侯嘉怡收藏火炬

■ 侯嘉怡（左）第三次在

奥运会留下自己的足迹
图 东京奥运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