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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

    100多岁的奥运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以往， 对奥运大赛的印象集中在跑道、泳
池和各种球类赛场，那些，都是你在场下，

选手在场上，一种有距离感的观赏。 东京
奥运会，随着滑板、攀岩、小轮自行车、冲

浪等成为竞赛项目，奥运会的模样变了。

这些户外项目不在传统的体育场馆进

行，而是选择更开放的空间竞技。 比赛时，

选手的背景是街道、广场、公园、海滨……

因为这些项目保留竞争的同时，更推

崇表演，一套动作若做好了，观赏性、娱乐
性胜过竞技性。在东京城市运动公园进行

的小轮车公园花式比赛，后来居上夺冠的
英国选手沃辛顿，完成了正式比赛中第一

个 360度后空翻的动作，这在小轮自行车
爱好者的论坛上，完全“炸锅”了。很多人去

查找奥运会的比赛视频， 想要模仿这个动

作，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寻求新的快乐。

关于年轻人对奥运会兴趣不高的状

况，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表示：“不能指
望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这
就有了如今更潮、 更酷、更

开放的东京奥运会。

参加滑板

碗池的运动员里，一多半不满 20岁，夺得亚

军的日本选手平木幸菜才 12岁。选手们还可
以踩着滑板飞到混采区接受采访， 下一秒又

飞回去和朋友聊天，将现场变为一场派对。

紧紧抓住年轻人， 拥抱新的潮流，是

奥林匹克对“更高、更快、更强———更团
结”精神新的诠释。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冰

雪项目同样在争取更多的年轻观众。许多

孩子正是在冬奥会筹办周期里， 接触并
喜欢上滑雪、冰球等运动。相信有了东京

夏奥会的积累， 北京冬奥会将把奥

林匹克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时尚，将
更多的年轻人，拉进奥林匹克的

聊天群。

场外音

情岁月

度
与
激
情
中
国
男
子
短
跑
天
团

与
接
力
奖
牌
擦
肩

奥运会，拉年轻人进群 ◆ 金 雷

苏

■ 中国队第三棒苏炳添
和第四棒吴智强在比赛中

图 新华社

    0.09秒之差，中国男子短跑天

团在昨晚田径的压轴比赛 4×100米
接力战中与领奖台擦肩，排名第四。

未能率队实现夺牌目标，苏炳
添的脸上，从容之中，难掩遗憾。在

这场或许是他奥运生涯的落幕战
中，这个成绩并不如预期的那般好。

“留下一些遗憾。希望年轻一辈踏在

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相信总有
一天，中国短跑会站上领奖台。”苏

炳添的话，隐隐带着告别的意味。

交棒 几许期待
由汤星强、谢震业、苏炳添、吴

智强组成的中国

队，在预赛中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

决赛，总成绩高居第二。火热的状态
激发了队员们创造佳绩的斗志，四

位选手均信心满满，要在东京超越
上届奥运会第四名的成绩，刷新中

国短跑的历史。
然而，在更为激烈的决赛竞争

中，中国队的交接棒出现瑕疵，在衔

接过程中接连损失速度。37秒 79的
成绩虽追平了 2019年世锦赛创下的

全国纪录，却以微弱劣势无缘奖牌。
“这个成绩有提升空间，如果交

接棒处理得更好一点，奖牌没有问
题。”在苏炳添看来，决赛成绩只能

算是“过得去”。担当第三棒的他，把
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坦言自

己交接棒均出现问题，队伍没能跑
出最佳水平。“交接棒只能打 80分。

我从谢震业手中接棒时有所调整，
二次加速导致自己跑僵了。而在给

吴智强交棒时，第一声喊的是让他
慢一点，但那时已经出了问题。”

赛后一个劲地在总结“交接棒
不够好”“距离不够好”……四个大

男生的脸上满是遗

憾。“本来以为能跑得更好的。可惜

了……”走下跑道，苏炳添一直在安
慰跑最后一棒的吴志强。两人在场边

说了很久，“主要是在总结教训吧，也
安慰他未来可期……回去还是会给

他加鸡腿的。”老大哥苏炳添说。
“在交接不顺利的情况下，大家

尽可能把失误弥补，已经做得很

好。”跑第二棒的谢震业坦言遗憾留
在每个人心中，但对于中国田径的

未来仍充满信心，“每一次我们都在
进步，越来越多新生代运动员的出

现，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激励，
希望我们能在巴黎把这个故事呈现

得更加精彩和完美。”

接棒 后继有人
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苏炳添

36岁，他还会跑吗？

面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苏炳添
含蓄表示，巴黎实在太远，自己还不

愿去考虑。“甚至全运会后还练不练
都不知道。”他想做的只是给自己放

个大假。他是暨南大学的教师，“跑

完这次奥运会，我就该回到课堂上
去了”。

5 年的东京奥

运周期，苏炳添的付出无法

估量。从最初 200米兼项接
力就跟着苏炳添跑，对于苏

炳添这些年的付出，一直叫
他“添总”的谢震业知之甚

深。小谢坦言，每个人不同阶
段有不同的身份，身为田径人当然

希望苏炳添能继续为中国田径发光
发热，“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看个人

的意愿。我觉得我们不能捆绑任何
人，我尊重他的任何选择，当然，我

个人还是希望我们能在巴黎相见。”
与苏炳添一起在这条接力跑道

上奋斗了十多年，他是良师亦是益

友，小谢的口吻充满感情：“还是很
不舍的。但如果‘添总’选择另外一

种人生，我还是会祝福他的。他的传
说一直会留在田径场上。”

202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小将
涌现，本届奥运会，18岁的严海滨和

20岁的隋高飞也跟随老大哥来到东

京奥运会的现场———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昨晚的比赛过后，在苏炳添等

人的激励之下，他们将成为真正的
“接棒人”。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东京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