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以成败论英雄
对于著名选手在赛场上的失误，有时

候宽容、谅解、鼓励少了点，非议、责难、讥
讽多了点。这种扬胜抑败、热胜冷败、捧
胜贬败的风气有失厚道。要知道，即使是
最优秀的选手，在大赛中出现失误也是难
免的和正常的。人毕竟不是精密机器。
但即便精密机器，也难免有故障啊。

——今晚

淡定看刘翔
我敬佩“飞鱼”菲尔普斯奥运会上不

断启程，但也欣赏“鱼雷”索普的毅然退
役。每个人都不能活在别人的梦里，而要
有自己的梦想。

作为一名运动员，他的运动寿命总是
十分短暂，而且占据着生命中最华彩的篇
章。每一位职业运动员不管取得什么样
的成绩，他的努力、他的奋斗都应该为世
人所称道。对于刘翔，更是如此。

——梦到大德记

奥运：科技的竞技场
据说最早的奥运会上唯一的“高科

技”只是往选手身上抹橄榄油，好让他们
在看上去健美的同时，也能稍微减少点阻
力。到如今，向人类运动和技巧的极限发
起的每一次冲刺，都已离不开科技的推
动。游泳，有强大的“鲨鱼皮”泳装的功
劳；女子撑杆跳，背后有玻璃纤维撑杆的
帮助；百米赛道，更是生物力学、人体工程
学、竞技气象学、训练科学和高新装备互
争高下的竞技场。激烈的竞技不仅出现
在人与人之间，科技的暗战也已成为奥运
会的一部分。 ——凤凰网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为我们痛恨“一
言堂”，所以我们容忍了形形色色的异见。

2008 的奥运不是那么简单地属于中国，
正像历届奥运会不简单地属于主办国一样。
她属于全人类。所以我们从筹办开始就在认
认真真地听取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因
为，我们老祖先早已为他的传人留下了遗训：
忠言逆耳利于行……

奥运潮，四海翻腾；五环旗，五洲猎猎。
这显然是个全世界的节日。此时，无论谁心
里还有暂时无法解开，或者他压根儿就不愿
意解开，甚至是无中生有地系了的疙瘩，这个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进入奥运享受或者享受奥
运时间，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中国奥运历史，我们便对刘长春充
满了无限敬仰。他跑得不够快，他的伟大在
于他勇敢而坚毅地代表了中国；回眸中国奥
运的辉煌，许海峰便自然地进入您怦然而动
的奥运情怀。他的枪打得够准，那是因为他
的祖国已经能够给他制造，至少是能给他买

得起昂贵的运动枪械的缘故……
在这儿，在这时，请允许我们重提“国运

昌，体育兴，体格强”的金科玉律。
人生中我已经完完整整地看了 6届夏季

奥运会的开幕式，几乎每一届在当时都被评
价为“无法复制，甚至于难以超越”。因此，那
年“我们赢了”的时候，又有不少明白人开始
为我们的开幕式惴惴不安：东方神韵怎样表
现，主火炬如何点燃……

“中国印”跃然而出之时，更多的明白人
开始真的明白：中华文化是真的博大，只要我
们虔诚地领会，她便会散发与时代同步的光
和彩。

奥运会开幕式“很张、很艺谋”，而张艺谋
却很中国。莫再谈个中有多少中国元素，因
为这分明是一台用中国方式演绎奥运灵魂的
极品视听盛宴。

薄雾散尽，光芒才刚刚散发；大幕拉开，
掌声才刚刚响起。来，享受奥运，其他的都算
是鸡零狗碎。

奥运春风再次吹暖了一个古老的国度。
奥运之梦,我们是一点一点接近的。从参

加,到得金牌,再后是奖牌排名，直到有信心争
取举办奥运，我们已经踏过千山万水。第 27
届奥运会,那是我们最想主办的一届，最想在
2000 年的北京举办奥运，最想在辛丑条约签
订百年之后招待世界来宾。梦想迟到了8年,
但是100多年都熬过去了,谁还在乎这短短的
8年?

一口气，憋了100年。那是奥运会能够全
部承载的吗？苦难的历史镌刻在我们心中，
它不会简单地随着时间风干。一个民族的百
年苦难，必须找到可以寄托的碑铭。创伤需
要抚慰，痛苦需要转化。北京奥运会,因此成
了一座纪念碑。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为了女排的冠军和她
们的几连冠，我们满脸泪水。为什么我们会
喊破嗓子为她们助威?为什么会半夜三更亢
奋游行?我们是多么期待那一场场比赛啊!

那个时代,我们从来不把一场体育比赛单
单看成是比赛。体育健儿，是我们派出的远
征战士，我们认为他们是在为国战斗。他们
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代表着民族的荣誉。他
们胜利了，我们的民族大旗高扬；他们失败
了，我们捶胸顿足。国家与民族的情感，于是

成为健儿们的动力和压力。曾几何时,我们把
体育比赛看成了国家与民族的一切。

今天，我们的国民和社会正在变得正常
而健康。民族的健康比多少金牌都重要，社
会的心理健康是国家健康发展的保证。国家
的实力和民族的情感，不必寄托在任何一场
比赛上。体育就是一种运动，金牌就是金牌，
没有了过多的寄托，弱化了许多不必要的联
想。奥运，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次节日，我们
有机会展示自己，有机会表达我们的友情，它
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奥运会是一个嘉年华盛会，是北京代表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招待全世界的大喜日子。
但是千万别把比赛看得太重，千万别把运动
员和教练员往金牌上死逼。竞赛精神，比金
牌重要。北京的面貌，比体育设施重要。一
个健康的中国，从容地举办奥运。奥运场馆
以外的地方，生活依然在朝气蓬勃地继续。

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
次重要检验，一次全球化背景下的考试。成
功而从容，将是最高鉴定。中国成为一个现
代国家，中国文化得到世界尊重，2008 年,是
一个标志。诚然，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要改
善的地方还很多,但是走出近代的阴霾，2008
年，是一个标志。

随着奥运比赛的开始，不少媒体都在
关注奥运明星的压力问题。都说压力这东
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前几天很凑巧，刚好把
姚明的压力给“看”到了。

那天我抵达首都机场，赶巧中国男篮
也正回北京。托运等候处围了不少人，原
来是在围观一个人打电话，这人正是姚
明。从等行李到走出候机楼，再到等车直
到踏上体育总局的大巴，我看了一下表，整
整 21 分钟。这 21 分钟，姚明一直打电话，
坐着打，站着打，走着打……真不给赞助商
省话费，要有床我估计他还会躺着打。

都知道姚明左耳几乎失聪，当时我就
担心这样煲电话还不给把右耳也废了。后
来我贴近一听才知担心多余，敢情他光摆
姿势，一个字没说，只怕机都没开。也难
怪，名头太响走哪儿都能引起交通堵塞，到
处都在喊叫自己的名字，不招呼不礼貌，招
呼更是不得了，移动电话就成了移动挡箭
牌，总不能弄块“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头上
吧。

应对球迷一招不妥就要砸牌子，应付
媒体一言不慎便被抓辫子，面对比赛一念
之差更要挨板子。当明星，累啊。更何况
奥运当头。

比姚明更惹火的是刘翔，这几天他几
乎“人间蒸发”。没办法啊，国外媒体都知
道“他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期待”，称“他是目
前这个人口最多国家的最殷切希望和最大
的忧虑”。这种罕见的全民期待，从观看刘
翔的门票被炒到天价便可见一斑。刘翔所
要跨越的，除了那10个栏和110米的跑道，
更有13亿人的期待与热望。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高敏在参
加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压力大到甚至偷偷
攒下一瓶安眠药想要寻求解脱。至今她还
认为，“金牌就像金砖，越多负担越重。除
了退役，我仍没找到对抗这种巨大压力的
办法”。

同样是躲记者，“美国飞鱼”菲尔普斯
就敢在首都机场玩“捉迷藏”，上车了还摇
下窗拿出相机反拍记者，调侃一句：“这位
先生，您挤掉的鞋子找着了吗？”

从高敏到姚明、刘翔，这是一场典型的
“中国式压力”，引子在明星，套子在民众，
根子在“金牌至上”。

金牌多本没什么不好，但这次真该换
换思路了。我们不再只是参与国，而更是
奥运举办国。好比咱家摆席宴宾，自个儿
却一门心思只盯着桌上的大鱼大肉口水直
流。金牌再多最终对于竞技只是一个数
字，举个例子，国球再怎么包揽也是锦上添
花，但要真轮到新加坡拿枚女乒奖牌，人家
会念北京奥运一辈子的好。别把奥运盛宴
搞得跟自助餐似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最后讲个真实的段子，“好运北京”体
操测试赛上，一位中国运动员站在吊环下
正准备跳上比赛，突然听到一声大喝——

“×××，你爸爸也来了，好好比啊。”赛场一片
哄笑，该选手方寸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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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打扰”

■张华（北京奥组委沙排技术团队成员，
本报特约前线观察员）

姚明当旗手非常合适
姚明再度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肯

定有人会存有疑问：怎么又是姚明呢？不
少人会觉得没劲，没有新鲜感。

这时候我想到了前不久有人提出袁
隆平买豪华车到底应不应该？但是很快
网络上就形成了一个很统一的观点：作为
对于中国人民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袁
隆平只要是从正当途径中争得的钱，他买
多少辆、买多么豪华的车都是无可非议。

那么在这里我想套到我们的“小巨
人”身上似乎也很适用。如此具有优秀人
品且球技出众的姚明怎么能不出任中国
代表团的旗手呢？ ——纪金

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出确实匠心独运，上篇
写意文化，下篇抒怀时代，虽阴柔而热烈奔放的
体育感略显弱了些，但却是美轮美奂，取名“美
丽的奥林匹克”，很切题。体育的内涵本身也是
多侧面的，这一次我们就要彰显体育的阴柔美
丽的动人一面。

在我看来，上篇更美丽，中国的元素，历史
的符号，东方的色彩，以及我们百年期盼终于梦
想成真而埋在心底含蓄在心里的感情和脸上的
表情，得到恰如其分的抒发。

取材神话，是许多届奥运会都乐于选择的，
比如巴塞罗那和悉尼奥运会开幕式都用了海洋
的神话。但我们开篇“夸父追日”还是不俗。中
国神话很多，没有选择“女娲补天”或“后羿射
日”，而选择了“夸父追日”，非常聪明，和奥运会
非常贴切。夸父和太阳赛跑，大概是人类最古老
也最富于神奇和悲壮色彩的跑步比赛了。可惜
只是鸟飞天际，倏忽而逝，如果适当多一点在赛
跑的过程之中，夸父倾河痛饮而不足，北走大泽
而渴死，这样的壮观，即使今天，也依然能够让

我们迎风怀想，也能够让老外充满想象。
陶渊明有首诗：“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

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能够和太阳之
神竞走或赛跑而不分胜负的英雄，应该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体育之神了。如果塑一尊塑像，应该
可以和古希腊有名的掷铁饼者的雕像并驾齐驱
了。看开幕式，让我引起这样的联想，我们应该
有一个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体育之神，那应该是
夸父当属无二。以后真应该在哪里矗立起夸父
的一尊雕像。这是我看开幕式的意外收获。

最为精彩之处，在于从传统团体操衍化而
来的“诸子百家”中的活字印刷，突变为逶迤的长
城，瞬间又化为艳丽的桃花。在历史中那个强权
纷争战火纷涌却不断主张非战、呼唤和平、渴望
安定的时代，和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呼唤
的“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就是友谊”，何等吻合。

“大秦古韵”和“天涯海角”也精彩，前者的
主题是丝绸之路，后者的主角是三宝太监郑
和。两者打开都是古老东方的开放之路，四方
洞开，八面来风，进一步拥抱世界的姿态，和奥

林匹克宪章中倡导的相互理解、合作和友谊，遥
相呼应的是多么的默契。

“中华礼乐”是我们古老民族艺术的结晶与
展示。它从号称世界戏曲的活化石昆曲一段

“春江花月夜”古曲开始，徐徐展开隋唐五代画家
展子虔的《游春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一直到明清山水画结束，纯粹中国式的写
意，绝句式的形式，点彩式的方式，典型的中国节
奏、韵律和意境。歌以咏言，舞以尽意，画以抒
怀，自始至终的古琴如歌如诉，写入中国古老的
丝竹，也写入今夜北京的火树银花不夜天之中。

最值得称道的是，开幕式将中国的四大发
明不露声色而极其熨帖地包含在演出之中。
纸，首先出现在“夸父追日”的画卷铺开的白纸
中，成为了演出内容之一。活字印刷，成为了

“诸子百家”里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调节着节奏，
并创造出最后的高潮。指南针，那样恰到好处
地出现在了“天涯海角”郑和下西洋的大海航行
之中。火药，则更是出现在“中华礼乐”收尾而
腾空飞起的缤纷礼花中。很美丽，很中国。

2008年，是一个标志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享受奥运时间，忘却鸡零狗碎
■何水清

清水
摸鱼

开幕式：很美丽，很中国 ■肖复兴（著名作家）

至今高敏还认为，“金牌
就像金砖，越多负担越重。除
了退役，我仍没找到对抗这种
巨大压力的办法”。

中国神话很多，没有选择“女娲补天”或“后羿射日”，而选择了“夸父追日”，和奥运会非常
贴切。夸父和太阳赛跑，大概是人类最古老也最富于神奇和悲壮色彩的跑步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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