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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中国女排，中国荣耀。

2008 年奥运铜牌收官以后，中国女排再次陷入短暂的低谷。

但排球作为三大球中成绩最好的项目，对于有着冠军底蕴的中

国女排来说，争冠目标从未改变。

2013 年 5 月，郎平正式挂帅，再次执教中国女排，吹响重

生的号角。2015 年亚锦赛战胜韩国队，中国女排重回亚洲巅峰；

五个月后世界杯战胜日本女排，中国女排时隔 11 年再夺三大赛

冠军。

2016 年里约奥运决赛，中国女排迎战塞尔维亚，在先失一

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时隔 12 年再次获得奥运冠军。当天电视

直播单场收视份额超过 70%，千万台电视机前，裁判的最后一

个哨声响起，解说激动地怒吼“中国队冠军”，无数的中国人

再次相拥而泣，心中的热血前所未有的汹涌翻腾。朱婷、魏秋月、

惠若琪等成为新的偶像。

现在的中国女排，已经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新星，李盈莹和

郑益昕在奥运资格赛中屡有精彩表现，替补二传姚笛在丁霞状

态不佳时，也能有效组织起全场进攻；王梦洁自从进入东京奥

运周期就是中国女排的主力自由人之一……

纵使卫冕东京的难度越来越大，但目标直指“升国旗、奏

国歌”的郎平信心十足地表示并非没有可能。“想要蝉联冠军

并非不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新老交替，我们要看自己的进步速度，

要看新人的成长。”郎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就像在《我和我的祖国》

“夺冠”的故事中上演的那样，体育的传承，让女排成为不过时的

精神图腾。很多人都曾因中国女排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不仅

是因为她们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冠军，更是因为她们在赛场上展现了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激发了全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中国体坛的“独一无二”

虽然 2019 年不是体育“大年”，但故事依然精彩，让每个

国人都深刻感受到了体育的魅力。除了女排姑娘们的骄人战绩，

中国体育还有很多高光时刻。

孙杨便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

孙 杨 除 了 独 得 全 国 游 泳 冠 军 赛 200 米、400 米、800 米 和

1500 米四个自由泳项目的金牌，继续称霸国内男子中长距离

自由泳领域，还在光州游泳世锦赛上延续了前四届连续夺金

的强势，在男子 200 米、400 米自由泳决赛中连续夺冠，击

败全世界的高手，使自己的世锦赛夺金总数达到了 11 枚，超

过了美国名将罗切特，接近了排名世界第一的“飞鱼”菲尔

普斯。孙杨证明了自己依然是男子中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世

界第一人。

但也是在这一年，孙杨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危

险的考验。

2019 年年初，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了一篇报道，

称孙杨在 2018 年 9 月 4 日的一次 IDTM 公司（世界反兴奋剂机

构找来提供服务的机构）的赛外兴奋剂检测中不配合检测人员，

并有“暴力抗检”的行为。

国际泳联在随后发表声明认为孙杨无过错，但是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不服，于是在 2019 年 3 月就此事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提起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给出的官方说法是将会在 9 月的

某个时候举行听证会并作出最终裁决，但光州游泳世锦赛是 7

月开赛，部分国外选手认为孙杨在所谓“暴力抗检”一事未决

的前提下没有参赛权，这才有了他们针对孙杨一系列的言论和

举动。其中以孙杨的两位直接竞争对手澳大利亚的霍顿和英国

选手斯科特·邓肯的表现最为明显，这二人不顾国际泳联的相

关规定和国际惯例，先后上演了拒登领奖台和拒绝与孙杨合影

的闹剧，将矛盾直接暴露在全世界电视观众面前。

之后，以亚当·皮蒂为首的西方运动员又相继发表言论抨

击孙杨和国际泳联，在世锦赛的赛场内外掀起了一股波澜。

11 月 18 日，这场听证会终于在瑞士蒙特勒的费尔蒙特莱

蒙特勒宫酒店会议中心进行，在长达 12 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孙杨

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进行了激烈的控辩过程，孙杨和他的

律师团队据理力争，拿出了最强有力的证据以示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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