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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应　琛

　　坚决抵制“饭圈文化”，让体育竞技回归纯粹。

体育“饭圈化” 可休矣

2023年，中国体坛精彩纷呈。

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广西学青会相

继成功举办。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颇丰，以

历史最好成绩第 11 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榜首。

八个单项世锦赛上，“泳军”闪耀、田径可期，羽毛球、

跆拳道、攀岩等项目也收获多个奥运参赛资格。

然而，伴随着佳绩频出，中国体育健儿也在这一年比以往

更受到“饭圈”的影响。对此，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

多位运动员，以及多家官方媒体等都明确表示，要抵制饭圈乱

象向体育领域蔓延渗透。

少一些无端猜测，多一些理性支持

从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女子 100 米栏决赛中，以 12 秒

76 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银

牌，到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女

子 100 米栏决赛中的抢跑，

1997 年出生的吴艳妮总能引

起人们巨大的关注与争议。

翻看吴艳妮破圈后的相

关报道，底下总有截然不同

的两种声音。总有一些人，

从不关注她在场上的表现和

成绩，永远盯住她身上的“特

别之处”：右臂上花环缠着王冠的文身，被看作“非优秀运动员

才会有的东西”；起跑前晃肩，单手点眉心，食指指天的招牌动

作，被说成“极度夸张做作”；一次次主动“寻找镜头”的张扬

个性，被认为是“为了流量故意作秀”…… 与此同时，大量支

持吴艳妮的声音又与之形成对立，从而进一步形成巨大舆论场。

比起老一辈运动员低调谦虚的形象，吴艳妮这样的新生代

运动员，能更自如地应对镜头，并侃侃而谈。但在不少人眼里，

这些恰恰都很刺眼。

也是在亚运会抢跑犯规后，吴艳妮遭到了更大规模的网暴。

网友编造诋毁侮辱吴艳妮的歌曲，用 AI 软件生成吴艳妮的黑照，

甚至攻击她已经去世的外公……阵仗之猛烈、凶狠，简直完全

搬用了娱乐圈那一套。

2023 年 11 月 30 日，吴艳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回应了外

界的众多质疑。她自己的双眼皮是割的，“女生爱美，我不可

能因为网上的某些言论，去阻断我通往美的道路”。在谈到“网

红”话题时，吴艳妮更是霸气回应，自己从事这个项目 11 年，

“每天辛辛苦苦的，难道就是为了当网红，网红这个词都是在

侮辱我们所有运动员”。

“人生毕竟是有失败的过程，有瓶颈期的过程，跨过去就

好了。” 吴艳妮表示，自己不会在意外界的评价，之后会稳扎

稳打备战巴黎奥运会。

相比吴艳妮的争议多少有种主动性而言，全红婵这位年龄最

小的奥运冠军，被流量青睐成为体育明星，更多是一种被动状态。

2023 年 11 月 22 日晚，全国跳水锦标赛暨巴黎奥运会、

多哈世锦赛选拔赛的女子 10 米台决赛中，全红婵以 9 分之差

居陈芋汐之后，获得亚军。

比赛结果宣布当场，一位疑似全红婵粉丝的观众认为裁判

2023 年 10 月 3 日 杭州亚运会女子

10 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全红婵以

438.20 分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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