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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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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哪个话题最热？ 失踪

的乌干达运动员？ 担心睡不稳的纸床？ 前者已
经被找到，后者，也有奥运村的运动员做了示

范，确实牢固，不像纸糊的。 那么，还剩一个更
有争议的———人脸气球。 它似乎更像个传说，

飘荡在东京奥运会的上空，时远，时近。

盛大体育赛会和气球的关系， 大家记忆中

多半是开闭幕式从演员手中放飞的彩色气球。不

过，东京奥运会前出现的气球，仅此一只，但就这
一只气球，却影响了整个东京的情绪。有人说，它

不是气球，是人。 也有人说，那不是气球，是艺术
品。 它到底是什么？ 记者也想去看个究竟。

寻找人脸气球，路途不短。 记者乘坐班车
到媒体中转站，再从中转站倒车去新宿区的国

立竞技场，因为那里是出现过人脸
气球的地方。 来到
场馆外， 抬头望向

天空，不见气球的影子，倒是飞机在湛蓝的空

中一笔笔落下白色的印迹。 “你们有见过这只
气球吗？ ”两名巴士站的志愿者都摇头。 “你可

以去代代木公园看一下，那里也许会有。 ”另一
名志愿者提醒记者。

代代木公园离竞技场不远， 在西北方向。

但白天的代代木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郁郁葱

葱的树木，就是进出公园的市民，你根本没法

把那只宏大的气球跟这里联系起来。 有人回
忆，那一天看到气球非常震撼，因为是一张巨

大的人脸升上天空，俯瞰整个东京（见上图）。

媒体披露， 气球其实是东京艺术委员会和

东京历史文化基金会，为促进东京成为一个充满
艺术和文化氛围的城市而做的一项活动。企划这

个活动的有日本美术家荒神明香和增井宏文。荒
神明香解释，那是自己中学时做的一个梦：黄昏

时分， 透过火车的窗户， 看到天上有一张面孔，

“那是一个真的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的人。 ”

于是， 她在全东京征集真实存在的人脸，

最终从 1000多张面部照片里合成了升上天空

的这张。

国立竞技场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人脸
气球其实只在 7月 16

日出现过，而

且，到了晚上
整张人脸还

被黄色的光
束照亮。那一

天，有人被吓

坏了， 他们质
疑： 飘啥不行，为

什么非要飘个人
头？还有人认为是

非常惊悚的画面。而
荒神明香解释， 如此创

作的初衷， 是让大家了

解，人脸也是一道风景。

“那是最后一次出

现。”竞技场的工作人员用英
语告诉记者，意思这件事、这项艺

术创作已经结束了。 回味艺术家的
那句“人脸也是一道风景”，因为疫情

无奈空场进行的东京奥运会， 缺的正是这
道风景。 据说，即将开幕的大会打算在现场安

放机器人来维持观赛气氛。 这，算不算人脸

气球故事的后续？ 金雷

    中国女足的比赛并非是本次东京奥

运会的首场比赛，但除了中国球迷，这场

比赛依然受到不少日本媒体的

关注。原来，它是本次

东京奥运会首场有观众的赛事。

考虑到疫情形势，日本政府决定奥
运会期间，东京地区及周边不允许观众

入场。最终，日本允许有现场观众的赛场
仅剩三个：宫城县与茨城县举行的足球

赛以及静冈县举行的场地自行车赛。这
意味着，奥运会其他项目将“空场”。

尽管本场比赛是本次东京奥运会第

一场有观众的比赛，但在现场，记者发
现，整个球场的上座率只有寥寥数百人，

远没有达到赛前奥组委官方所设置的
10000人的上限。仔细观察，来到赛场观

赛的主要以中老年人和学生居多。
离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宫城体

育场大屏开始播放“观众注意事项”，
一遍英文，一遍日文：“必

须戴口罩。请保

持安全距离。避免拥挤和接触。请做手部

消毒。为运动员鼓掌助威，不建议唱歌或
呐喊。咳嗽时请遮挡面部。如果不适赶紧

告知工作人员。不许吸烟……”
滚动的每一张 PPT都围绕防疫，都

是限制条款。而感觉没气氛怎么办？组委
会想到了小妙招———用科技手段造氛

围，甚至要更热烈、更欢脱。“这个视频送

给运动员”, 大屏幕上出现这样一句话。
“中国队加油！”中文小视频出现球迷撒

花呐喊的画面。“巴西队加油！”葡萄牙语
视频出现球迷跳桑巴。

与赛前记者预期的不同，或许是处
于防疫的考量、忌惮于东京奥组委发布

的观赛指南；又或者是天性使然。今天的
比赛现场没有往日足球赛所熟悉的那种

欢呼与兴奋，有的只是克制的静默以及
偶尔的加油。而在现场，记者也没有看到

举着五星红旗身着中国队服装为女足加
油的华人球迷。只有两条关于日本

振兴的横幅格
外醒目：“我们对

日本的（灾后）重建

充满信心”。
观众席上难觅中国红，

本报特约记者钱俊在新闻中

心却偶遇了一位“上海体院校
友”。小伙子名叫周博之，毕业于上

海体育学院，目前在日本现代大学读研

究生。他坦言自己从小是运动员，内心始

终有个“奥运梦”。而以翻译志愿者的方式
参与到东京奥运也让他感到特别幸运。

作为中国女足在这次比赛中的翻译
志愿者，他坦言，“铿锵

玫瑰”四个字就能道尽

心声。他也祝愿参加东
京奥运会的“中国玫瑰”

能灿烂绽放。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东京今日电）

这里的赛场静悄悄

东瀛漫步

■ 现场观众稀少

特约记者 钱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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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来了，东京的湿热天气也来凑热

闹，当地已经连续 5天发布中暑警报。对于训

练已经受到疫情影响的各国运动员来说，天天

33℃以上的高温又增加了额外负担，他们不得不

绞尽脑汁出奇招应对天气影响。

东京当地一位居民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日本夏天不正常，湿度高而且热得很离谱，这种气候不

适合办奥运会。英国赛艇运动员吉布斯对此深有同感：

“你必须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感觉气温像有 40度。”

很显然，谁能更好适应湿热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

着奖牌归属。在奥运会之前几周，英国足球、七人制橄榄

球和曲棍球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就使用了英国体育学院

提供的热室，模拟日本的闷热条件来训练。英国曲棍球队

的雷尔说：“最初像进了桑拿房，感觉挺好，然后就越来越

差，越来越热。甚至处理简单任务时，也会感觉有点迷糊。”

英国女足则将补水提高到了新的层次，该队分析了

每名球员的汗水，制作了单独的饮料，有针对性地补充

盐分和糖分。

东京奥运会组织方为应对高温，推出了冷却风

扇、遮阳帐篷、马匹喷雾站和降温背心等举措，另

外马拉松和足球等室外运动项目，被安排在气温

较低的札幌举行。但是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

战高温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例如奥运网球赛

场由于强太阳光反射的原因，场地内地

面温度大概会超过 50℃，这种高温也

极易引发球员的脱水和痉挛现象，

不知道出战奥运会的网球巨星

德约科维奇等人会使用什么

避暑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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