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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奥委会再次申办奥运会。

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消息传出，在国内外得到了热烈响

应。“与第一次申办时的情形相比，这次的响应更加充满信心，

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北京确实具备了成熟条件。”魏纪中在回

忆文章中表示。

这种成熟，从一些微小的细节也能体现出来。

2001 年春节前夕，杨澜再次接到了北京奥申委的邀请，后

者希望她出任奥运形象大使，为中国申办 2008 年奥运会做文化

陈述。虽然此时女儿还在哺乳期，但杨澜立即给孩子断奶，再

次上阵。这一次，她感受到了许多与 8 年前明显的不同。

她首先感到更多人可以用多种语言来表达了。第一次只有

一些体育部门的官员可以这样表达，而第二次申奥时从当时的

北京市市长到各个部门的官员都开始说英语了。“这说明了我

们向世界学习、沟通的一种态度。英文不好也没有太大关系，

关键是态度要诚恳”。

8 年前，杨澜看到去蒙特卡洛的中国官员都十分谨慎和紧

张；当其他申办国家的世界级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洛的

公共场所为自己国家助威时，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却在

下榻的饭店里待命。

而 8 年后，她发现无论是申奥班子还是市民，大家都有了

沉淀，心态更加沉稳。在去投票城市陈述之前，让杨澜印象深

刻的是，北京市市长还有很多官员排练时都会到，而且非常虚

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跟刘淇市长说，您这段发音还不

对，他就马上在小本子上记下来。这种工作的气氛、工作的态度，

体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

在杨澜看来，第一次申奥就像“茶壶里煮饺子”，而第二

次时“我们有这种表达能力了，无论是语言上，还是思维方式、

表达方式上，都是如此。”代表团启程时，很多留在北京的奥

申委同事对杨澜他们说：“如果没有申办成功，谁也别哭啊！

笑回来，我们经得起了。”

魏纪中在国际奥林匹克社会中也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在

第二次申奥过程中，他经常碰到第一次申奥时跟他争论过的国

际奥委会委员，他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了。除此之外，西方主流媒体记者也

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老给中国提一些刁难的问题，这一次他们更

多关注的是中国如何使北京奥运会办得更好。

2001年 7月 13日，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投票决定2008年

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次，飞往莫斯科住进国际奥委会总部酒店

的魏纪中没有去找任何人，也不再去求他们给中国投票。他就坐

在酒店的大堂喝咖啡，观察形势。结果，很多人主动来找他聊天。

有几位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异口同声地说：“北京这次准没问

题，别忘了请我们吃饭呀！”上次申办时明确没投北京票的几位

国际奥委会委员说：“嘿，魏，你记得吗，上次申办时我告诉你，

北京等一等会办得更好。今天我看你们条件具备了！”

“他们讲话跟以前的语调完全不一样了，已经不说‘我支持

你们’这种话了，而是给我提各种如何能把奥运会办得更好的建

议。”魏纪中总共接触了四五十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这基本上达

到全体委员的半数，他感到北京这次拿到奥运主办权是众望所归。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出“北京”时，全中国沸腾

了。魏纪中在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自发的庆祝活动，

特别感动。他说，第一次申办时，我们组织了 3500 人在人民大

会堂等待，想着一旦成功就出来庆祝；但这一次是没有安排的，

　　2001 年我们申奥时，是想邀请世界来认识真实的中国；而到了 2015 年，我们的理

念变为在思考：我们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我们能为推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做些什么。

中国又站在了一个历史性机遇的面前，那就是：影响世界、改变世界。

2001年 7月 13日，中国申奥代表团在获胜后欢呼雀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