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奥运开幕越来越近，过去是论天，现在
就该论秒了。

这两天北京遍地是奥运。早上坐车去赛
地，出租车师傅上来就当义务宣传员，从鸟巢
当初为什么要去掉移动顶棚，到水立方到底有
多少个下水道，从北京奥运3大主题，到开幕式
他的5大个人猜想，说得跟郭德纲似的，连逗带
捧加比画，若不是我随时提醒他“平安奥运”，
他几次都差点儿玩起了“大撒把”。

这哥们儿蒙在鼓里呢，还在大侃应该让成
龙和金喜善来演唱开幕式主题歌，我不忍心打
断他，哪怕他把开幕式当成了《神话》。

下午回来去超市买东西，不小心向团结湖
街口一位臂带红箍的太婆问了个路。这下麻
烦大了，先是板着个大脸王小丫一样地层层盘
问了我一大堆问题，见我掏出奥运工作证，又
听说从四川来，这位70来岁看上去自己走路都
需要人扶的太婆，硬是左转右拐穿两条街亲自
把我领进了京客隆，路上劝都劝不回。完了道
个谢，太婆一摇蒲扇不乐意了，“都是为咱奥运
会，看你把大妈当外人！”

我想这就是草根情怀，北京奥运会这样一
场普通大众可望不可及的全球盛会，就是因为
这样的“不拿自己当外人”而生动有趣起来。

前段时间湖南卫视搞了个《奥运向前冲》

的全民迎奥运体育竞技节目，据说已有超过四
亿观众收看，制造了堪比当年“超女”、“快男”
的收视神话。就连我三岁的小儿子，现在吃饭
之前也要让婆婆先数上一个“碗、土、水，狗！”

“神话”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赛道变化、惊险
刺激，更是全民参与、草根娱乐。这样一个普
通节目将中国民众潜伏的奥运激情全部点燃，
他们在为北京欢呼的同时，也在场外享受着属
于自己的这场“平民奥运会”。

如果说奥运会是全球盛会，那么今晚的开
幕式就是一场国家大典。从来没有一个天气
预报、一支主题歌曲、一位火炬人物、一个点火
动作，能够引发如此庞然沸腾的全民关注。这
是一串美妙的悬念组合，它为奔流汇集的民间
激情潜置了一个爆发的出口。

不要不屑于谜底揭晓前的“万众猜猜猜”，
这是奥运盛事赐予“万众一心”新的解读。一
万个人，就有一万个张艺谋；一万个猜想，就代
表一万个美好的祈愿；一万种点火方式，就会
引燃一万种内心的冲动与炙热……正是这些
草根情怀的点滴相报，北京奥运才会一条大河
波浪宽，国家大典才显得更加神圣而隆重。

8月8 日晚 8 时 8 分，全世界注定都将为
北京怦然心动。最美妙的时刻，我们热切
期盼着……

刘翔是否能在自家门前再摘金？随
着北京奥运会即将登场，这些问题的答案
也将揭晓。

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包括西方
在内的专家和媒体预测，东道主中国可能
取代美国，在北京奥运会荣誉榜中高居榜
首。不过，国家体育总局在这个问题上始
终低调；而中国媒体也不预测中国代表团
能在北京奥运会夺取多少金牌。中国体
育官员在介绍奥运备战情况时，甚至把中
国代表团定位在“第二集团的行列”。

中国代表团如果能够在北京奥运会
上创造历史，成为金牌总冠军，对已经圆
了百年奥运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锦上添
花。但即便中国代表团无法如愿以偿，也
不是世界末日。毕竟，和美国、俄罗斯相
比，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还有一段距
离。举个例子，在田径和游泳这两个大项
中，中国只有刘翔一人可以称得上是世界
级的运动员，而美国在北京奥运会中，相
信可以在这两个项目中继续称王。

谈回刘翔，他身上承受的压力更是无
比沉重。作为中华民族骄傲象征的刘翔，
若能成功蝉联，中国人似乎觉得是理所当
然的事，如果刘翔输了，中国人都会觉得
是一场灾难。但是，运动场上输赢是兵家
常事，不能因为刘翔输了，就拿下他头上
的英雄光环，反而应该感谢他给中华民族
带来那么多想象的空间，并继续鼓励他。
这样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因为奥运，中国更开放了；因为奥运，
北京的空气质量变好了；因为奥运，人人
有礼貌。但这一切应该在奥运落幕后持
续下去，让奥林匹克精神真正体现在日常
生活中。如果中国在奥运场外能够拿到
金牌，这远比登上金牌榜首位，又或是经
济规模超越美国更有价值，也会让人对中
国另眼相看。

曾经就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多曼斯基
没能挽救瑞典队。或许对于现在的瑞典队
来说，她扮演的是蒋干的角色，或许仅仅执
教中国女足几个月的多曼得到的仅是种

“离间”的书信，一种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两
码事的中国女足技战术情报。

老帅商瑞华的上任，小快灵的战术打
法，让曾经一度跟着欧洲女足打法跑的中
国女足重新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女
足的开门红，不仅仅是女足的，更是属于中
国军团的好兆头！

要学好外语
为什么选择刘欢唱主题歌？我想除了

他的歌曲留给人的大气形象和他对音乐的
独特理解外，还因为他具备一个很多歌手
不具备的条件，就是他会英语、法语。奥运
会上，歌手不仅要能用中文演唱，还要能用
英文演唱。

至于为什么选择莎拉·布莱曼，这肯定
与她可以用很多种语言，甚至还能用中文
演唱有关。当然，她在中国很有知名度和
歌路宽广也是重要原因。

支持男足撤出奥运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近日说，伦敦奥

运会上是否保留足球这个项目，将在北
京奥运之后决定。我个人很支持把足
球，准确地说是男子足球项目，撤出今
后的奥运会。

因为奥林匹克的口号是“更快、更高、
更强”，每个比赛项目都代表着世界最高水
平，可男子足球却不是由世界上最好的球
员代表自己国家参加（球员有 23岁以下
的年龄限制）。

刘翔不夺金没关系
24年前，刘翔刚刚周岁时，朱建华在

洛杉矶奥运会上金牌失手，家里玻璃被砸。
20年前，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走麦

城”后，收到了刀片和上吊绳。
但今天中国人的心态已成熟而自信。
网络调查显示，虽然国人都希望刘翔

能再创神话，但大多数人表示，即便刘翔拿
不到金牌也可以理解。

接受足球扶贫
奥运男足分组抽签，当抽到巴西时，很

多中国球迷哀鸿一片，认为更应抽到洪都
拉斯，这就没足协想得明白。

抽到巴西要远好过抽到洪都拉斯，因
为中国国奥最后一轮才碰巴西队，而此时
强大的巴西队肯定已在前两场比赛里锁定
六分出线了，最后才面对东道主中国，不管
出于国际惯例还是对东道国票房的考虑，
还是为避免球员受伤，巴西很可能会给一
分甚至三分？我们尽可以接受世界强队对
中国足球的扶贫。

向马里女篮致敬
“我们国家队只有一个篮球训练馆，更

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连车都不愿意停的场
地里训练。”在钻石杯女篮比赛马里队与澳
大利亚队的比赛结束后，非洲冠军马里队
的教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含泪光说，“姑
娘们习惯了在糟糕的场地上打球，一到好
的体育馆里，她们就需要时间去适应。”

但马里女篮却获得了非洲冠军，她们
或许在比赛中失误多，经验不足，但她们努
力做到了自己该做的。
本组文字摘自晚报报道联盟“网易论坛”

在科学界有句很著名的话，“科学无国界，
但科学家有祖国”，放在体育界，如果我们把这
句话反过来说，可能会另有一番意味，“运动员
（含教练）有祖国，但体育无国界”。在这一行我
们更应该看重的是体育精神和娱乐精神，而这
两种精神是无关国籍的，它们属于全人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在奥运会女排
决赛上中国队和美国队遭遇，并且郎平带领
的美国队在我们家门口赢了让她功成名就的
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那会发生怎样的
争论？

很容易联想到希丁克，两个月之前的那场
欧洲杯仍然历历在目，1/4决赛上荷兰人希丁克
率领的那支“北极熊”俄罗斯队以 3∶1的比分
赢了欧洲“风车”荷兰。没有人说希丁克不爱
国，没有人认为希丁克的行为是背叛，也没有人
让希丁克为此付出代价。比赛结束后，很多荷
兰球迷伤心痛哭，但他们看希丁克的眼神是尊

敬的，甚至有人对他伸出了大拇指。这场比赛
下来，很多以前并不认可希丁克的人，包括荷
兰人，都不得不为其折服，赞叹其公平比赛的
精神和勇气。其实道理很简单，体育就是体
育，它也是一种娱乐，而娱乐不应该承载太多
沉重的东西。

2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体育界诞生民族英
雄的时代，聂卫平和郎平都是那个时代的民族
英雄。20年来中国体育界也不断地在诞生英
雄，但慢慢地由民族英雄变成了体育英雄，这
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变化，也说明了中国人整体
心态的改变。对奥运会来说，也仅仅只是一个
体育盛会，根本上来讲它传播的是体育精神，
并能带给我们娱乐，这个目的达到了也就足够
了，至于郎平为谁打球，是否能赢冠军，不是那
么重要。话又说回来，即便郎平真的变成了希
丁克又何妨？我们难道不应该也为其竖一竖
大拇指吗？

A46 行水上

一家电视台要做一个“奥运争什么”的专题，先
组织一个讨论会，请的人有体育界的，有文化界
的。讨论很热烈，甚至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一位体育记者率先发言，他讲奥运会说来
说去，争金牌才是硬道理，就好像发展现在是中
国的硬道理一样。只有拿到足够的金牌，才能
证明中国的强大。

接着，他大讲了一番北京奥运夺金的全面前景。
一位大学教授持另一种观点，他说，金牌虽

然不是坏事，但办奥运拿多少金牌应该是次要
的，重要的是奥运精神体育文明。在加拿大，还
有北欧一些国家，金牌拿得不多，也没有追崇金
牌的狂热，可是那些国家的人每天都在运动，划
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在他们那里，体育
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而我们的体育，在很多人眼里好像只有
一个目的，就是到奥运会拿金牌。

体育记者反驳道：您讲了半天还是虚的。
只有通过争金牌，才能调动民族热情。有了民
族热情，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大学教授讲，民族主义从来是把双刃剑。

战争之类大事不说，就说韩国那年举办世界杯，
过于狂热的民族主义已让不少中国人看不惯。
反过来也一样。

争论越来越激烈。
最后体育记者说：我看别争了，现在远没到

奥运热呢。运动会有一个规律，赛前怎么热也不
会太热，一开赛热的曲线就爬陡坡上升。那时候
你看吧，全部新闻看点热点都围绕金牌。我的话
不说也成事实，您的话再说也没多少人听。

主持人这时问我的观点。
我说：两方的意见我都不完全同意，因为两

方的道理都不充分。
一方说金牌是奥运硬道理，就同中国现在

发展是硬道理一样。而另一方认为一味讲发展
就必然伤及环境。这里含着一个类比，就是金
牌与文明提升的关系，有如发展与环境的关
系。我们就借着这个类比说事。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现代化，一定时期内强
调“发展”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时也要讲“环
境”，但如果均等地讲保护环境，有可能从一开
始就千顾百虑发展不起来。历史从来不是四平

八稳处处平衡发展的。就连英国这样最先行的
资本主义国家，其早期也有过污染严重、毒雾一
天毒死多少人的情况，这是事情的一方面。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处于世界上发达
国家早已完成现代化的国际背景，有足够的经
验教训可借鉴。因此，我们在突出强调发展时，
理应更早地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关于奥运金牌重要还是文明的提升更重要
也是这个道理。

体育赛事争金牌是一个必然趋势，抛开这
个潮流，单纯讲奥运是文明提升的机遇是贫弱无
力的，可能是没有多少人听的，就如在一个急于
脱贫的国家完全离开发展讲环保一样曲高和寡。

然而，我们不能只讲金牌，要将提升文明的
内容尽可能加进去。

奥运会确实还有比金牌更重要的东西，比
如，和平、友谊、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一
个民族在发展体育运动的同时，可以养成团体
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
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

在这方面，我们有足够的事可做。

北京奥运，什么比金牌更重要？
■柯云路（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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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还有北欧一些国家，金牌拿得不多，也没有追崇金牌的狂热，可是那些
国家的人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

正是这些草根情怀的点滴相报，北京奥运才会一条大河波浪宽，国
家大典才显得更加神圣而隆重。

郎平成希丁克又何妨

■张华（北京奥组委沙排技术团队成员，本报特约前线观察员）

■朱运健
（北京奥组委媒体中心副主任）

场外金牌更有价值

■阿乙（《体育画报》首席编辑）

多曼斯基是蒋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